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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物理吸附研究新进展：“吸附-脱附”具有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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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01-25]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中国江苏网1月23日讯   日前，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白俊峰教授课题组在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选择性吸附

二氧化碳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2013年1月出版的期刊《美国化学学会志》上。  

  近年来，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作为一类具有超高比表面和结构可调控的新型孔性材料，其在战略性气体(如

甲烷，氢气及二氧化碳)的吸附分离及催化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对温室气体排

放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学工作者致力于对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选择性捕获二氧化碳的研究。相比于传统

的采用液氨吸收二氧化碳的方法，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吸附二氧化碳的主要作用属于物理吸附，具有很好的吸

附-脱附可逆性，因此在二氧化碳吸附后的释放上所需的能量更低。对于如何提高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二氧化

碳选择性，以著名化学家Yaghi为代表的课题组提出了较为可行的策略。然而，这些策略在提高二氧化碳选择

性的同时，基本都会存在比表面积及孔体积下降的情况。怎样能在提高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对二氧化碳的选择

性的同时，保持比表面积及孔体积不发生变化？对此，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白俊峰教授课题组先后在《美国

化学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和《化学通讯》(Chemical Communications)等期刊

上发表了一些解决此问题的方案。  

  据了解，他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通过转移配体的配位点来精细调控孔尺寸以及引入不配位氮原子来改变孔

道极性的策略，这一策略在保证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比表面和孔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显著提高了它对二氧化碳

的亲和力及选择性，使其成为了工业排放气体中二氧化碳的选择性捕获以及天然气纯化方面极佳的备选材料。 

  他们提出的策略以及主要的实验结果显示在图1和图2中。如图1所示，基于一个不含有金属开放位点的具

有(3，6)网络的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SYSU,通过改变配体吡啶基团上氮原子的位置，设计合成得到了NJU-

Bai7。继而基于NJU-Bai7，通过引入不配位氮原子设计了NJU-Bai8。由于不存在原子数目的增多与减少，通过

此策略得到的NJU-Bai7和NJU-Bai8两个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具有与SYSU大致相同的比表面和孔体积。然而，

由于配位点转移导致的孔道变窄以及不配位氮原子引入引起的孔道内极性变化，使得NJU-Bai7和NJU-Bai8在低

压区(约0.15 bar)具有很高的二氧化碳吸附量以及CO2/N2选择性(图2a)，并且，NJU-Bai8在高压区也具有更好

的CO2/CH4选择性(图2b)。此策略的提出，将可能为以后设计合成具有二氧化碳高选择性的金属有机骨架化合

物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该工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化学学会志》上。这是白俊峰教授课题组近十年来同

其他课题组包括游效曾院士、潘毅教授、黎书华教授，德国Manfred和美国Zaworotko教授在金属有机骨架化合

物方面协同创新和深入研究基础上取得的最新进展。这一工作同时得到了基金委重点基金、创新群体基金和科

技部973项目的经费支持。 

[作者及来源：王静 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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