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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备负温度系数热敏陶瓷材料的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

  文章来源：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4-09-30 【字号： 小  中  大 】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完成的“一种制备负温度系数热敏陶瓷材料的方法”获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ZL 201310121952.4）。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元件具有高灵敏度、高精确度等优点，被广泛用于温度测量、控制、温度补偿，以及电路

和电子元件的保护以及流速、流量、射线测量的相关仪器和应用领域。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对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提出了小型化、轻量化、薄型化的要求，“轻、薄、短、小”高精度、可互换的负

温度系数热敏陶瓷材料已成为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发明公开了一种制备负温度系数热敏陶瓷材料的方法，该方法以锰、镍、铁和镁中两种或三种分析纯氧化物

为原料，通过加入功能添加剂和溶剂使其发生反应，经过煅烧获得混合均匀、粒径一致、结晶性好的粉体，将得到

的粉体进行压片成型、烧结、切片、涂电极、划片加工工艺，可得到阻值和B值一致性好的负温度系数热敏陶瓷材

料。该方法与常规的固相反应法和液相反应法相比，具有原料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工艺参数易控等优点，由此

方法制得的热敏陶瓷材料一致性和均匀性好，具有工业化规模生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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