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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基非晶合金在图书防盗系统中的应用 
王怀军  刘海顺  李端明  胡苗苗 

图书防盗系统是电子物品监控系统（Electronic 
Article Surveillance，EAS）的一种具体应用，是一

种图书自卫装置。它利用电子技术赋予图书一种自

卫能力，一旦有人企图私自将图书带出图书馆（店）

外，它便会发出报警通知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

防盗系统只能被动监控防盗的状态。 
图书防盗系统的基本原理 

图书防盗系统的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图书防盗系统原理图 

该系统结构主要由励磁发射系统、藏于图书中

的磁条、检测线圈以及报警系统等几部分组成。发

射系统通过激励电源提供高频的电流产生高频磁

场。在相距一定距离的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之间形

成一个通道，当人们携带不含有磁条的书籍（非图

书馆书籍）通过该通道时，由于没有磁条的非线性

调制作用，接收线圈中接收到与发射线圈频率相同

的磁场，不产生报警；而当人们携带含有磁条（永

久磁条或未消敏的复合磁条）的图书时，藏于图书

中的磁条在励磁线圈的饱和交流磁化下，通过非线

性调制便会在接收线圈的输出电压中形成高次谐

波。例如发射线圈中发射一定频率的磁场，则经磁

条的敏感元件的反复的非线性磁化和反磁化到饱和

状态（如图 2 中的磁滞回线上的箭头所示），就使接

收线圈输出信号中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其频率是

发射线圈频率的整数倍），当检测单元检测到特定谐

波时就产生报警。图书馆就是运用这一原理来判断

图书是否办理了借书手续。 
另外当可外借图书在消敏器上消敏（充磁）后，

控制元件被磁化，便产生一个偏置磁场 Hb（如图 2
所示）。该偏置磁场作用在磁敏元件上，工作点移到

Q 点;在发射线圈励磁作用下，其磁化时便不再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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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磁滞回线作非线性变化，而是以 Q 点为对称

中心在 A、B 两点间来回振荡，它不能再发出高次

的谐波只能产生与发射线圈一致的频率。因此在通

过检测通道时也就不再引起报警。 

 
图 2  磁敏元件在控制元件的偏置磁作用下的工作状态 

Hc：矫顽力；Hk：饱和转折点磁场； 
Hb：偏置磁场；Bs：饱和磁感应强度 

 

磁条的种类 
根据是否需要充消敏（消磁或充磁）可分为不

可充敏消敏磁条(又称永久性磁条)和可充敏消敏磁

条（复合磁条）两类。不可充敏消敏磁条仅由磁敏

感元件构成（图 3A）；可充敏消敏磁条则由磁敏感

元件和控制元件两部分构成（图 3B），其外形有十

字形、长条形等多种，最常见的是长条形。在磁条

中磁敏感元件是由低矫顽力的非晶软磁材料制成，

控制元件是由矫顽力适中的顺磁性非晶材料做成

的，与其他类型的磁条相比，非晶磁条是目前世界

上隐蔽性最好的磁条。根据磁条的性质不同在应用

中有所不同，永久性磁条一般用在不可外借的图书

中，而复合磁条用在可以外借的图书中。 

 
图 3  防盗磁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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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张秋妙 

核能已成为人类使用的重要能源，核电是电力

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核电不造成对大气的污

染排放，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地球温室效应、气候变

化的形势下，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我国能源建设

的一项重要政策，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

长的能源需求，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

实现电力工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综

合经济实力、工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地位，尤其是在

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对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核电发展的现状 

核电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第一座商业核电站投产以来，核电发展已

历经 50 多年。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核电厂迅速发

展成实用化、大型化的发电厂，并开始系列化、规

模化的建设，核电容量的增长极为迅速，直至 20 世

纪 90 年代核电增长率甚至超过了电力总增长率。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2005年 10月发表的数据，

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共有 442 台，其中：压

水堆占 60%，沸水堆占 21%，重水堆占 9%，石墨

堆等其他堆型占 10%。这些核电机组已累计运行超

过 1 万堆·年。全世界核电总装机容量为 3.69 亿千

瓦，分布在 31 个国家和地区；核电年发电量占世界

发电总量的 17%。核电发电量超过 20%的国家和地

区共 16 个，其中包括美（20%）、法（78%）、德

（32%）、日（29%）、韩（38%）、瑞典（52%）

等发达国家，美、法、日核电站数量分别达到了 103
座、59 座、55 座。各国核电装机容量的多少，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经济、工业和科技的综合实力和

水平。核电与水电、火电一起构成世界能源的三大

支柱，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国核电发展取得的成绩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

几个拥有比较完整核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党中央、

国务院对发展核电极为重视，我国 20 世纪 70 年代

初就提出了发展核电的问题，并开始起步，“九五”

规划提出了“适当发展核电”的方针。经过 30 多年

的努力，我国核电从无到有，现在已形成一定的规

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 1983 年确定压水堆核电

技术路线以来，目前在压水堆核电站设计、设备制

造、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等方面已经初步具有了一

定的能力，为实现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虽然我国核电发展进展显著，但距世界水平仍

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核发电量仅占总量 2%，远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长远来看，中国的核能发电潜

力巨大。根据规划，到 2020 年，中国核电装机比重

将从目前的 2%上升到４%左右，核电的装机容量将 

 

Co 基非晶合金 
为了降低励磁功率、提高灵敏度以及降低误报

率，要求磁条必须具有高的磁导率和低的磁感应强

度；为了使保证隐蔽性，同时不易损坏，要求磁条

应该具备一定的强度和柔韧性；为了避免机械性能

对磁性能的影响，要求磁条具有很低的磁致伸缩系

数。而非晶态合金是一类新型金属材料，同时具备

优异的电学、磁学性能，强度高、柔韧性强、耐腐

蚀，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开发，已在许多领域得到应

用，其中的 Co 基非晶软磁合金更是具有高磁导率、

低矫顽力和良好的矩形回线等磁学特性，其研究和

应用引人注目，而零磁致伸缩的 Co 基非晶能很好

地满足这些要求。利用这种 Co 基非晶合金的合金

带可以制作成长 100~150mm，宽 1~2mm，厚

0.1~0.2mm 的磁性标签；而利用 Co 基非晶合金丝则

可以制成尺寸更小的磁性标签（长约 100mm，粗约

0.1mm）。 
结束语 

图书防盗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防盗系统

停留在监控防盗的被动状态，能够保障图书的安全，

简化了图书工作人员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这种

防盗系统可以广泛应用在图书馆、超级市场等场所。

随着对非晶合金的磁学性能的不断研究和技术的发

展，该种防盗系统也必将会更加安全可靠、使用更

加方便、应用也将日益广泛。 
（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  22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