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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本刊中 包含“TiO2/SiO2”的 相关

文章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 桑丽霞  
· 钟顺和  
· 马重芳  

TiO2/SiO2的表面化学修饰及其DRS和Raman光谱分析  

桑丽霞1,钟顺和2,马重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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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氯化醇钛盐表面反应法制备系列TiO2/SiO2,根据XRD，Raman和DRS表征分析，载体表面具有分子级

分散的锐钛矿型TiO2微晶粒子和非晶TiOx物种。与本体TiO2相比，TiO2/SiO2的吸收带边显著蓝移，能隙增大

为3.96 eV。当金属M(M：Pd, Cu和Ni)负载于TiO2/SiO2表面，可使其光吸收域扩展到可见光区，并引起吸收

带边红移。相对Pd的负载，Cu, Ni的负载对TiO2/SiO2的LMCT带影响更大，其中Cu-TiO2/SiO2的能隙减小为

3.68 eV。当金属氧化物MoO3负载于TiO2/SiO2上时，可以调变TiO2/SiO2的吸收带边并增强对可见光的吸收;

随MoO3载量的增加，表面物种的相互作用增强，形成Mo-O-Ti复合结构, 增强了LMCT带的吸收强度，并使能隙

减小为3.81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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