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研制了一种叫做 Matrabsorb 系列 500 的耐高温

陶瓷吸波材料 ,工作温度可达 1 000 ℃,可制成砖块

状 ,用于导弹喷管的隐身[16 ] 。美国研制的一种新型

耐高温陶瓷吸波材料 ,密度为 25 kg/ m3 ,对 3 GHz～

30 GHz 的电磁波衰减 - 10 dB ,该材料可以直接嵌入

火箭头部的隔热层中[17 ] 。

4 　展望

世界各国武器装备隐身化的发展趋势表明 ,隐

身化已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高温隐身技术

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隐身技术的整体发

展。在高温吸收剂的研究方面还有待于开发种类更

多、吸波性能更好的新型吸收剂 ,以满足实际应用对

吸收剂“轻、宽、高”的要求。在吸波材料研究方面应

尽可能使吸收剂的吸波性能得到完美的发挥 ,开发

出高吸波效率的吸波材料 ,满足国防现代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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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金属过滤技术

本成果采用筒体和过滤介质 微孔镍管。微孔镍管采用特种粉末冶金方法制备 ,其工艺过程包括粉

末制备、处理、筛选、加工成型、烧结、性能测试、参数组合等。通过改变粉末精度及其分布和加工条件 ,可控

制微孔管的孔隙度、孔径分布、强度和尺寸 ,以适合各种要求。

本技术过滤效率高。可滤除气体中 0. 5μm～0. 9μm 的颗粒 ,过滤效率达 99. 999 % ;阻力小 ,初始压降为

5 ×103 N～1 ×104 N ;流量范围大 ,可由 1 m3/ h～2 400 m3/ h ;强度可靠 ,可承受正向压力差 1 ×105 N～1. 5 ×105

N ,反吹压力 5 ×105 N 以上 ;使用寿命长 ,并且可以再生。

本成果技术性能先进 ,已在国内众多厂家使用 ,基本解决了因空气质量不好 ,造成发酵过程的染菌问题 ,

并能显著降低能耗 ,节约大量劳动力。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目前该项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味精、医药行业的空

气无菌过滤和电子行业的高纯气体净化 ,效果良好。

·李连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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