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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不论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是电子电工，或是led行业，导热材料应用比较普遍。在热管理学中，导热系数是反映材料导热性能的一项重要参数，也是使用者最为关注的技术指标。

接下来，启威测小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一些与导热有关的名词。
(1)导热系数:是指在稳定传热条件下，1m厚的材料，两侧表面的温差为1度（K/℃）,在1秒内，通过1平方米面积传递的热量，用K表示，单位为瓦/（米度）（W/mK,此处的K可用℃代替）。

(2)热阻:是一个和热有关的性质，是指在有温度差的情形下，物体抵抗传热的能力。导热系数越好的物体，热阻通常会比较低，单位为℃/W或K/W。

(3)热阻抗:是指热量在热流路径上遇到的阻力，反映介质或介质间的传热能力的大小，表明了1W热量所引起的温升大小，单位为℃�cm2/W或K�cm2/W。

(4)导热率K:是材料本身的固有性能参数，用于描述材料的导热能力，又称为热导率，单位为W/mK。这个特性跟材料本身的大小、形状、厚度都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跟材料本身的成分有关系。不同成分的导热率差异较大，导致由不同成分构成的物料的导热率差异较大。单粒物料的导热性能好于堆积物料。

(5)稳态导热：导入物体的热流量等于导出物体的热流量，物体内部各点温度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导热过程。

(6)非稳态导热：导入和导出物体的热流量不相等，物体内任意一点的温度和热含量随时间而变化的导热过程，也称为瞬态导热过程。导热系数与材料的组成结构、密度、含水率、温度等因素有关。非晶体结构、密度较低的材料，导热系数较小。材料的含水率、温度较低时，导热系数较小。

 其次，小编整理了实验室目前常用的导热系数测试方法 (激光法、稳态热流法、热流计法、护热平板法、 hotdisk法) 的原理及部分适用材料，供大家学习参考。

一、导热系数测试方法
1、热计流法测试原理：
测试时将待测材料置于两块平板之间，平板间维持一定的温度梯度。通过平板上两个高精度的热流传感器，测量进入与穿出材料的热流。在系统达到平衡状态的情况下，热流功率为常数，在样品的测量面积与厚度已知的情况下，使用傅立叶传热方程可以计算导热系数。

2、护热板法 测试原理：
护热板法(GHP)采用双试件的设计形式，将大小、厚度相同的样品分别夹在冷板、热板、冷板之间，通过电加热在加热板上产生一定数值的热流，热流从轴向经过样品达到紧贴样品的两个冷板上，当冷热板温度维持稳定时，即可根据加热功率计算出样品的导热系数。

3、热线法热线法
是应用比较多的方法，是在样品（通常为大的块状样品）中插人一根热线。测试时，在热线上施加一个恒定的加热功率，使其温度上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产品价格便宜、测量速度快，对样品尺寸要求不太



严格。缺点是分析误差比较大，一般为5%~10%。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干燥材料，而且还适用于含湿材料。该法适用于导热系数小于2W/mK的各向同性均质材料导热系数的测定。

4、脉冲激光热反射法测试原理：
在纳米级厚度范围内进行jingque的热扩散系数/导热系数测量，薄膜厚度从数十微米低至纳米级范围。
（1）超快速激光闪射法（RF 模式）后部加热 / 前部探测可测试热扩散系数与界面热阻纳米级薄层与薄膜的热透过时间极短，传统的激光闪射法（LFA）使用红外测温，采样频率相对较低，已不足以有效地捕捉纳米级薄膜的传热过程。超快速激光闪射法可以克服经典的激光闪射法局限，其典型模式为后部加热/前部探测方法。这一方式的测量结构与传统的 LFA 方法相同：样品置于透明基体之上，加热激光照射样品的下表面，探测激光检测样品上表面的传热温升过程。使用探测激光按一定采样频率对检测面进行照射，可获取检测面的温度上升曲线， 从而可得到热扩散系数（如下图所示）。
（2）时间域热反射法（FF）前部加热 / 前部探测测定热扩散系数与吸热系数除了 RF方法之外，测量也可以使用前部加热/前部探测（FF）的结构进行。在 FF 测量配置中，加热激光与探测激光处于样品的同一面。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非透明基体上的薄层材料，即 RF方法不适合的场合（如下图所示）。

5、瞬态平面热源法测试原理：瞬态平面热源法(TPS)测定材料热物性的原理是基于无限大介质中阶跃加热的圆盘形热源产生的瞬态温度响应。利用热阻性材料做成一个平面的探头，同时作为热源和温度传感器。探头材料的热阻系数，即温度和电阻之间的关系呈线性关系，从而通过了解电阻的变化可以知道热量的损失，反映样品的导热性能。在测试过程中，探头被放置于中间进行测试。电流通过镍时，产生一定的温度上升，产生的热量同时向探头两侧的样品进行扩散，热扩散的速度依赖于材料的热传导特性。通过记录温度与探头的响应时间，由数学模型可以直接得到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率，两者的比值得到体积比热。

6、激光法
（1）测试原理：在一定的设定温度T(由炉体控制的恒温条件)下，由激光源或闪光氙灯在瞬间发射一束光脉冲，均匀照射在样品下表面，使其表层吸收光能后温度瞬时升高，并作为热端将能量以一维热传导方式向冷端(上表面)传播。使用红外检测器连续测量样品上表面中心部位的相应温升过程，得到温度(检测器信号)升高对时间的关系曲线。
（2）适用材料：塑胶，金属，陶瓷，石墨片等固体；

7、稳态热流法
（1）测试原理：稳态热流法测试时要将待测样品放置于上下两个金属棒之间，施加一定作用力使金属棒端部贴紧试样，减少接触界面间的空气间隙和接触热阻。由热源(Heat Source)提供可控制的输入热量，经过金属棒→试样→金属棒。根据通过试样的平均热流与温差测试热阻抗，根据热阻和厚度的比值计算导热系数，如图所示。
（2）适用材料：固体、复合材料、铝基板、覆铜板、塑料等；软质材料、橡胶、硅胶、薄膜、泡棉等；导热泥、导热硅胶、导热膏、导热硅脂等；

更多有关导热系数测试需求，请联系启威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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