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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学家发明用泡沫制作纳米胶囊的新技术

[ 作者 ]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 单位 ]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 摘要 ]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2006年9月12日消息 纳米胶囊是直径在纳米范围的微小壳层，它们可以储藏很少量的液体，并且可以在其他

介质——比如人体血管——中无损失地输运这些液体。纳米胶囊还可能用来包装气味、打印机墨水和粘合剂等。当到达目的地时，有效载

荷会被压力或摩擦力释放出来。日本的一个科研小组通过在硅的共聚物上产生微小的二氧化碳泡沫，发展出一种更好的生产二氧化硅纳米

胶囊的技术。 

[ 关键词 ] 纳米胶囊;二氧化碳泡沫;二氧化硅;阻塞共聚物;聚苯乙烯;硅树脂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2006年9月12日消息 纳米胶囊是直径在纳米范围的微小壳层，它们可以储藏很少量的液体，并且可以在其他介

质——比如人体血管——中无损失地输运这些液体。纳米胶囊还可能用来包装气味、打印机墨水和粘合剂等。当到达目的地时，有效载荷

会被压力或摩擦力释放出来。日本的一个科研小组通过在硅的共聚物上产生微小的二氧化碳泡沫，发展出一种更好的生产二氧化硅纳米胶

囊的技术。科学家们在作为衬底的硅晶片上，附上了一层由许多不同聚合物组成的特殊塑料薄膜。他们把这种特殊塑料叫做阻塞共聚物

（block copolymers），实验中他们使用的是聚苯乙烯和硅树脂。科学家们把共聚物薄膜做成纳米尺度的硅树脂小滴漂浮在聚苯乙烯阵列

中。然后在高压和60摄氏度的温度下，向薄膜中通入超临界的二氧化碳。（在超临界流体中，气相和液相是很难区分的。）二氧化碳进入

到阻塞共聚物中的硅树脂小滴中，形成泡沫，但是它不能渗入聚苯乙烯阵列中。下一步，科学家们把薄膜温度降到0摄氏度来冷却聚苯乙

烯阵列，然后慢慢地把气压减小到大气压水平。二氧化碳回到气相，膨胀，然后不损坏泡沫地被排出来。最后，科学家们把聚合物暴露在

臭氧和紫外线下。这样，聚苯乙烯阵列被完全破坏，包围在泡沫周围的硅树脂被氧化成二氧化硅。结果就得到了一个有紧密排列的微小二

氧化硅腔的薄膜。这些纳米胶囊的直径小于40纳米，腔壁厚度大约为2纳米。这种方法的特别的优势是，可以通过改变阻塞共聚物的分子

片断，来控制得到的纳米胶囊的二维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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