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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利用放電技術對高熔點的金屬製作奈米微粒，並探

究製作成奈米微粒時的物理性質。我們知道當材料製成奈米大小時其

物理性質有明顯的變化，本實驗首先是以製作金（Au）的奈米微粒，

有二個原因：一是在利用放電加工的方法，在參數的控製之下，找出

奈米微粒的粒徑分佈；二是為了控製樣品的成份（在製作奈米微粒時

成份控制不易）。而在我們不斷的嘗試中，我們知道我們以金（Au）

為主時，在一定的控制下所得到的粒徑約在5~20nm。 

  接下來則用放電技術製作錸（Re）與鉬（Mo）的奈米微粒。錸（Re）

與鉬（Mo）在放電的製作中是極易氧化的物質，所以我們選擇在酒精

(99.5%)下來放電，希望得到的樣品能降低氧化的反應產生，得到奈

米微粒後，測量其物理性質，我們知道錸（Re）作成奈米微粒時超導

溫度（Tc）會上升，而鉬（Mo）的超導是比較近似第一類的超導。而

由比熱的量測我們也發現樣品製作成奈米微粒時比熱大於塊材，德拜

溫度下降，進而探討對錸（Re）和鉬（Mo）的超導溫度（Tc）上升和

比熱變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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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thesisis to study metal nanofluids by 

electrical discharging and its physical property. This study 

considers that making Au nanofluids.There are two reasons: One 

is the nanofluid with a diameter ; Second is compositions of 

the sample (it is difficult when we developed nanofluid). In 

our constant try, we make an appointment in 50nm with au.  

    And then make the nanofluids with rhenium (Re ) and 

molybdenum (Mo ). The rhenium (Re ) and molybdenum (Mo ) are 

the material extremely apt to oxidize in the making discharging, 

so we choose to come down to discharge in the alcohol (99.5% ) 

to  reduce the oxidized  response. When measuring its physical 

property, we know the rhenium’s (Re ) TC rised, and the 

superconduction of the molybdenum (Mo ) is more approximate 

first kinds of superconduction. When we examined specific 

heat ,we studied the reason of the specific heat and Tc of the 

rhenium (Re ) and molybdenum (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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