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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首次绘制出3D磁畴图像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朴淑瑜 发布时间：2010-11-29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美国科学促进会官方网站近日报道，德国和瑞士科学家利用中子成像技术首次绘制出磁畴的3D图像，这对进

一步了解磁畴的材质属性和物理法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小磁畴壁的电损耗，让硬盘和电池

充电器等存储介质更加有效地工作。这一成果将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通信》杂志上。  

磁畴理论是用量子理论从微观上说明铁磁质的磁化机理。所谓磁畴，是指磁性材料内部的一个个小区域，每个

区域内部包含大量原子，各个磁畴之间的交界面称为磁畴壁。同一磁畴内的原子磁矩都相同，但不同磁畴的磁矩却

各异，因此，磁畴磁场的方向就在磁畴壁这里发生了改变。科学界对磁畴理论的研究一直都停留在二维图像和材料

表层的层面上，只能针对磁畴的横截面进行研究。 

现在，德国国立赫尔姆霍茨—柏林中心应用材料研究所和联邦材料研究测试研究所以及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科

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铁硅晶体，并以其作为实验样本，首次绘出了磁畴的3D图像。 

由德国国立赫尔姆霍茨—柏林中心应用材料研究所的英戈·曼克领导的这一研究小组以磁畴壁作为研究对象，

用中子代替X射线，研究了磁畴壁磁场的变化。如同水能使光线弯曲一样，磁场也能让中子小幅度地偏离其运转轨

道，因此，中子在接触到磁畴壁时运行方向会发生改变。但是，磁场对中子这种转向所起的作用非常小，以至于用

中子射线照相几乎捕捉不到。研究人员从各个方向朝样本发射射线，并利用几个衍射光栅将发生转向的射线分离出

来。根据分离出来的射线的变化，科学家就可以计算出所有磁畴的形状，进而绘制出了整个磁畴网的3D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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