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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伟教授研究组在纳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稿件来源：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作者：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编辑：蔡珊珊 | 发布日期：2016-08-29 | 阅读次数：  

 

 
       最近杨国伟教授研究组在研制高效廉价助催化剂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能源科学著名学术期刊《Nano Energy》（SCI影响
因子11.55）上。 
       能源危机日益严峻，利用太阳能直接分解水被认为是获取氢能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光解水制氢过程中，助催化剂能够通过促进光生载流子的
分离以及提供吸附氢质子的活性位点来提高催化剂的催化性能而被广泛应用。贵金属铂（Pt）被公认为目前发现的最好的助催化剂，但是，其昂
贵的价格和稀少储量等阻碍了其在大规模光解水制氢中的应用。所以，人们一直在寻找铂的替代材料。例如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可以部分取代铂
的非贵金属与贵金属复合的助催化剂，它们普遍性能很好，但是价格仍然昂贵；而一些价格便宜的非金属助催化剂，其量子效率及稳定性都不及
铂。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金属氢氧化物、金属硫化物和金属磷化物等等材料上。然而，价格低廉（只及Pt 0.1%）、储量丰富且环境友好的非
晶过渡金属硼化物在光催化领域至今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关注。因此，探索非晶过渡金属硼化物作为光解水制氢的助催化剂具有重要意义。 

 

 
  

       杨国伟教授研究组的李丽华博士生采用化学还原和水热两步法合成了系列非晶过渡金属硼化物纳米材料，并且研究了它们作为光解水制氢的
助催化剂功能。 他们发现组装的非晶过渡金属硼化物/硫化镉、非晶过渡金属硼化物/石墨烯/硫化镉纳米复合光催化剂在可见光(λ>400nm)下具有

优异的产氢性能，其产氢效率达到了144.8 mmol h−1g−1，是同等条件下未使用助催化剂产氢性能的36倍；在500nm处的量子效率达到97.42%，是
目前为止报导的最大值；并且组装的催化剂在连续光照56小时，其产氢速率仍然稳定。同时，李丽华博士生与物理学院的邓泽祥博士生合作，通
过第一性原理计算，证明了与助催化剂Pt相比，非晶过渡金属硼化物更容易吸附氢质子和脱附氢分子。显然，这些研究从实验和理论上均证实了
非晶过渡金属硼化物纳米材料是一类优异的光解水制氢的助催化剂，而且它们价格低廉、制备简单，所以具有重要的商业应用价值。相关成果发
表在Nano Energy 27, 103-113 (2016)(http://dx.doi.org/10.1016/j.nanoen.2016.06.054) 。 

       本研究得到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大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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