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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研制出多功能纳米粒子

让制造绿色柴油更便宜更环保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刘霞 发布时间：2014-05-14 【字号： 小  中  大 】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艾姆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研制出了一种纳米粒子，能在制造绿色柴油的过程中，身兼二职，

且原料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铁，这能降低制造绿色柴油的成本并让得到的燃料更环保。 

  最新的制造绿色柴油的方法从已有的制造生物柴油的过程衍生而来，生物柴油通过让脂肪、油和乙醇发生反应

而生成；而绿色柴油则由脂肪酸和油的氢化作用生成，其化学组成与普通柴油非常类似。与生物柴油相比，绿色柴

油更稳定，能量密度也更高。 

  艾姆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艾格·思鲁宁5月12日对物理学家组织网表示：“一般来说，当使用富含游离脂肪酸的

原料比如微型藻类油制造生物柴油时，必须首先将会破坏催化效果的脂肪酸分离出来，随后再进行催化反应生成燃

料。而我们设计出的多功能纳米粒子则对此过程进行了改进，能将多个反应过程合而为一，让制造过程更迅速，而

且得到的是更加环保的绿色柴油而非生物柴油。” 

  此前，包括思鲁宁在内的艾姆斯研究团队首次成功地在反应过程中用到了具有双重功能的介孔结构的纳米粒

子。这些有序的多孔粒子包含有能捕获游离脂肪酸的胺群以及在脂肪酸变成绿色柴油的过程中充当催化剂的镍纳米

粒子。镍是科学研究领域的“香饽饽”，因为其价格仅为传统脂肪酸氢化过程中使用的贵金属（比如铂和钯）的

2000分之一左右。 

  思鲁宁解释到，在燃料转化过程中只使用镍，会使反应过程太过强烈，从而使碳氢链发生分解，这一“裂化”

过程得到的产品作为燃料的潜力很低。思鲁宁说：“而当我们在反应中添加这种负责隔离脂肪酸的成分时，发生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分子不再发生裂化，得到了看起来更像柴油的碳氢化合物。这一反应过程也让油的其他组成部

分留下，这些有价值的分子也有望用于制药和食品工业。” 

  不过，思鲁宁研究团队对上述粒子进行了改进，他们使用铁作为催化剂。铁比镍便宜100倍，不仅使转化速度更

快，也降低了整个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损失。思鲁宁在5月份出版的《催化学报》杂志上表示：“最新技术也能进行工

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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