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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所在聚合物亚纳米孔道研制方面获进展

文章来源：  |  发布时间：2021-03-11  |  【打印】 【关闭】

　　

　　核孔膜因其孔径分布均一、孔道高度平行且贯通、孔道尺寸和密度方便可调等优点，已被应用于水处理、药物

筛分、分子检测、纳米材料制备等领域。然而，常规的化学蚀刻方法难以获得具有较小孔径(小于4纳米)的核孔

膜，使其在离子分离和精准过滤方面受到严重限制。 

　　近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材料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采用重离子辐照技术，结合紫外光敏化和脉冲电场蚀

刻，在PC膜中可控制备出平均孔径小于2.4—9.7埃的亚纳米孔道。 

　　研究表明，所制备出的亚纳米孔道不仅具有良好的阳离子选择性，而且表现出电压激活的离子非线性传输行

为，该行为不同于传统化学蚀刻核孔膜的欧姆型离子输运形式。在离子分离实验中，具有亚纳米孔道的核孔膜表现

出优异的离子分离性能，其Li ：Mg ：La 分离率高达3230：85：1。 

　　利用该方法制备亚纳米孔道分离膜，不仅制备工艺简单可控，而且所制备出的分离膜具有良好的离子选择性。

该工作既为限域传质分离膜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将进一步推动聚合物多孔膜在海水和盐湖资源有效提取等方面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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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和中科院前沿重点项目的支持。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化学

领域期刊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上。 

　　文章链接：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ami.0c22689 

　　

　　图：（a）亚纳米孔道制备流程图；图（b）亚纳米多孔道电压激活型I-V曲线；图（c）离子渗透率和选择性与

孔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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