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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

测试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计量大学、北京粉体

技术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常怀秋、付新、齐笑迎、李婷、杜志伟、白露、韩小磊、高原、郑强、孙言、张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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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纳米材料由于表面效应、量子尺寸效应、体积效应和量子隧道效应等,使材料表现出传统固体不具

有的化学、电学、磁学、光学等特异性能。同时,受到尺寸的限制,纳米材料单独使用的场合有限,往往存

在于材料基体中,形成多相体系来增加整个材料特性。
由于纳米颗粒粒径较小、比表面积较大、表面能较大,极易团聚,致使其在多相体系中很难表征和评

价。而透射电子显微镜是采用透过薄膜样品的电子束成像来显示样品内部形态与结构的一种表征设

备。它不仅可以观察样品微观形态,还可以对所观察区域的内部结构进行表征。因此透射电镜配合图

像分析技术可进行纳米颗粒在多相体系中的粒径测量。
对多相体系中纳米颗粒的粒径测量,在优化材料结构,改善材料的性能方面有着极大的促进作

用,对推动纳米材料的应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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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技术 多相体系中纳米颗粒粒径测量

透射电镜图像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进行纳米颗粒在多相体系中分散的粒径测

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固相多相体系中纳米颗粒的粒径测量和粒径分布。
本文件也适用于在样品制备满足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要求时的胶体和生物组织中纳米颗粒粒径

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1649.1 粒度分析 图像分析法 第1部分:静态图像分析法

GB/T30544.4 纳米科技 术语 第4部分:纳米结构材料

3 术语和定义

GB/T30544.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纳米颗粒 nanoparticles
粒度为1nm~100nm范围的固体颗粒。
[来源:GB/T16418—2008,2.1.6]

3.2
分散 disperse
纳米颗粒在多相体系中散开分布的过程。

3.3
明场像 brightfieldimaging;BF
一种电子照明和成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技术,电子束穿透样品,运用位于后焦面上的物镜光阑且选

用透射波成像。
[来源:GB/T30543—2014,3.3]

3.4
暗场像 darkfieldimaging;DF
一种电子照明和成像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技术,电子束穿透样品,运用位于后焦面上的物镜光阑且选

用衍射波成像。
[来源:GB/T30543—2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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