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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红教授团队在Nature Chemistry发表重要研究成果

发布日期: 2019/08/30 投稿: 许毅 部门: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浏览次数: 1983 返回

上海大学环化学院吴明红教授团队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Nature Chemistry》发表题为《Morphology tuning of inorganic 

nanomaterials grown by precipitation through control of electrolytic dissociation and supersaturation》（控制沉淀过程中的

电离和过饱和度以调控无机纳米颗粒形貌）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传统纳米合成领域中，表面活性剂，有机溶剂，硬软模板经常被用来合成各种形貌的纳米颗粒。这些纳米颗粒的合成过程中经常

需要在高温高压，或者缓慢的溶剂热过程中进行，难以大量快速的合成。另外，沉淀反应虽同样作为一种被人所熟知的可大量合成无机

颗粒的方法，却因为起反应速度太快，难以对不容形貌进行精确控制。因此，利用沉淀法精确控制材料的形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

有鉴于此，吴明红教授团队联合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和南开大学相关研究团队，发展了一种通过控制沉淀剂的电离常数和溶液过饱度的

通用方法，实现了对大部分常用无机材料的一维，二维，和三维形貌的精确控制。

研究人员基于不同材料的溶度积常数,选择了具有不同的解离常数的沉淀剂与金属阳离子发生沉淀反应。这些不同的沉淀剂涵盖有强

电解质和弱电解质。研究发现，具有较低解离常数的弱电解质更有利于材料的异向生长，比如一维和二维材料，而可以完全解离的强电

解质更有利于同向三维材料的生长。研究人员通过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当沉淀剂是弱电解质时，一维材料更倾向于在低过饱度下生

长，而二维材料更有利于在高过饱和度下生长。当沉淀剂是强电解质时，将溶液过饱和度调控至较低值时，材料易于长成具有形貌的三

维颗粒，反之，当溶液过饱和很高时，材料将生成不定型的小颗粒。

这项工作的合成成果将在能源储存和转化以及更多的材料领域中凸显其应用价值，并且将有助于系统地对液相法合成不同形貌有进

一步理解。

文章链接：Morphology tuning of inorganic nanomaterials grown by precipitation through control of electrolytic 

dissociation and supersaturation.Nature Chemistry2019,11(8):695-70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7-019-0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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