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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侯仰龙课题组在纳米复合磁体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日期： 2014-02-14  信息来源： 工学院

近日，工学院侯仰龙课题组与布朗大学合作，通过化学法成功制备了具有核壳结构的L10-FePt基交换耦合复合

磁体，软磁壳层（Co，Ni，Fe2C）的尺寸可以进行调控，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2014, 53, DOI: 10.1002/anie.201309723）。 

晶粒间的耦合作用调控是设计高性能磁体的重要思路，理论研究表明，软、硬磁晶粒纳米尺度内的交换耦合可

使材料同时获得软磁性相的高饱和磁化强度和硬磁性相的高矫顽力，从而实现很高的磁能积，因此纳米复合磁体有

望成为新一代高性能磁性材料。近些年来，一直是磁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传统方法很难实现纳米尺度下软、

硬磁性相的精确控制，而通过纳米化学方法可以有效调控磁性相的尺寸和分布，便于研究两相间的耦合作用及其对

磁性能的影响规律，进而优化复合磁体的磁性能。 

侯仰龙课题组研究发现，L10-FePt基交换耦合复合磁体的磁性能依赖于软磁壳层的组分和厚度，因此通过构建

不同成分和尺寸的复合磁体可以有效控制磁体的磁学性质，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要。 

此外，该课题组提出一种全新的合成方案用化学法制备了SmCo5/Co交换耦合复合磁体，以氧化石墨烯包裹的Sm

[Co(CN)6]·4H2O晶体及Co(acac)2作为前驱体，通过高温下的热还原过程得到最终产物。SmCo5/Co交换耦合复合磁

体具有典型的核壳结构，其中核心的SmCo5具有单畴结构，使磁体具有很高的矫顽力（20.7 kOe），而壳层的Co作为

软磁层给磁体提供了较高的饱和磁化强度（82 emu/g）。研究发现，氧化石墨烯在磁体制备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它可以有效控制磁体的尺寸，并有助于获得单畴结构具有高矫顽力的SmCo5。同时，利用该方法还可以进一步获得不

同比例软硬磁性相的SmCo基交换耦合复合磁体。相关工作近期发表在Nature 出版集团的Scientific Reports期刊

（2013, 3, 3542）。 

SmCo5/Co交换耦合纳米复合磁体的化学设计框图 

上述研究工作的第一作者分别是09级博士生刘飞和08级博士生杨策。该研究得到了国家重大研究计划（973）、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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