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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纳米陶瓷作为高新科技材料应用广泛,

它具有坚硬、耐磨、耐腐蚀、耐高温、完全无磁性等特

点,它不能应用于

A.公交IC卡      B.切割硬物的刀具

C.“嫦娥二号”外表涂层  D.装浓硫酸的容器

答案:A
结合题意分析,切割硬物的刀具坚硬、耐磨,可

以用纳米陶瓷,选项B排除;“嫦娥二号”外表涂层

耐磨、耐高温,可以使用纳米陶瓷,选项C排除;装浓

硫酸的容器耐腐蚀也可以使用纳米陶瓷,选项D也

被排除;剩下选项A,似乎成为不二的选择,那么理

由是什么?

笔者在网上搜索查阅此题的解析,大致有两类.
解析一:由于纳米陶瓷材料具有完全无磁性等

特点,故不能够应用于公交IC卡,因为IC卡需要靠

磁来记忆相关的信息,故A是正确的;

解析二:IC卡不同于磁卡,磁卡是用磁性材料

做的,而IC卡芯片是电子线路,陶瓷不是导体,所以

不能用纳米陶瓷做,故A正确.
笔者对以上两种解析均持不同意见,解析一中

“因为IC卡需要靠磁来记忆相关的信息”这句话有

科学性错误,下面截取一段百度百科对IC卡的解

释,“IC卡 (IntegratedCircuitCard,集成电路卡)

是继磁卡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信息工具,我们一

般用的公交车卡就是IC卡的一种,一般常见的IC
卡采用射频技术与IC卡的读卡器进行通讯.IC卡与

磁卡是有区别的,IC卡是将一个微电子芯片嵌入卡

基中做成卡片形,通过卡里的集成电路存储信息,而

磁卡是通过卡内的磁力记录信息,IC卡的成本一般

比磁卡高,但保密性更好……”(如图1为IC卡,图2
为磁卡)

图1 IC卡

图2 磁卡

解析二似乎有道理,但其中的“IC卡芯片是电

子线路,陶瓷不是导体,所以不能用纳米陶瓷做”正

确吗? 下面是2014年12月12日《重庆日报》一篇报

道中的部分文字“陶瓷、玻璃等传统材料都比较坚

硬,都是绝缘体.不过,在这些传统材料中添加石墨

烯和碳纳米管等新型材料后,就可以让传统材料原

有性能得到很大提高,比如,陶瓷的硬度可提高3
倍.此外,还可以改变传统材料的部分性能,陶瓷、玻
璃等甚至可以导电.”其实,早在2005年哈尔滨工业

大学韦永德教授利用陶瓷材料具有多孔疏松的组织

结构特征,对陶瓷材料进行稀土元素的渗入,研制成

功了新型导电陶瓷材料,并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所
以,解析二中选A的理由也不成立.

回头思考这道试题出题的真正意图何在? 想考

查哪个知识点? 窃以为出题本意是想考查纳米陶瓷

完全无磁性,不能被磁化,无法以磁介质保存信息,
因而不可用其制作磁卡,出题时却忽略了磁卡和IC
卡的区别.

所以,在命制试题,特别是编制原创新题时,一
定要谨慎对待,仔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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