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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经纬讯 近日，国际化学领域的顶级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美国化学会志》在线发表了我校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及硅酸

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张高科及其课题组吴晓勇副教授最新的研究成果“Photocatalytic CO  conversion of M WO  directly from the air wit

h high selectivity: insight into full spectrum induced reaction mechanism ” (J. Am. Chem. Soc., 2019, DOI: 10.1021/jacs.8b12928)。

  近年来，能源危机和温室效应日益严重，已成为世界两大难题，光催化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的技术，可以直接把CO 转化成社会所需求的高附加值燃

料，从而成为这世界两大难题有效处理途径之一。然而，如何有效利用太阳光中的紫外、可见和近红外光，在常温、常压下直接还原空气中低浓度的CO

为成分较单一的高附加值燃料，成为了光催化CO 还原领域的一大挑战。

  武汉理工大学张高科教授及其课题组吴晓勇副教授研究开发的碱金属钨青铜光催化材料，为实现常温常压下，利用紫外、可见和近红外光，直接将空

气中低浓度CO 还原成成分较单一的高附加值燃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该研究通过特殊的水释放溶剂热法制备出富含不饱和W 和碱金属离子的钨青铜

M WO ， 其在常温常压和紫外、可见以及近红外光照射下，可直接将空气中的CO 转化为成分较单一的甲醇。尤其是经近红外光照射4小时后，空气中4.3

2%的CO 可被还原成甲醇且生成甲醇的选择性达到98%。更有趣的是，在连续的流动空气气氛中，碱金属钨青铜M WO 仍然保持优良的CO 还原效果，

且产物仍然为成分较单一的甲醇。实验和理论计算结果表明，M WO 晶体结构中富含的不饱和W 和占据六方隧道孔洞的碱金属离子使M WO 拥有非常

独特的电子结构，从而使极子化跃迁增强、空气中的CO 被选择性的吸附在其表面而O 则很少被吸附，并可以进一步降低空气中CO 在其表面的活化能，

最终使CO 在空气中的光催化还原成为可能。该研究工作为人工光合作用的进一步实际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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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是国际化学领域的顶级期刊，影响因子14.325，主要报道化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重要研究成果。该论文的

第一作者为武汉理工大学吴晓勇副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李源，张高科教授为第一通讯作者，武汉理工大学赵焱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孙永福教授分别进行了计算

和实验数据测试分析等合作研究，为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51472194，No. 21777045 and No.51602237)及国家973课题(20

13CB632402)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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