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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在金属-硫化物异质结构纳米晶研究中取得进展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曾杰教授研究组在金属-硫化物异质结构的合成与生长机理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研究人
员通过在一步合成法中引入不同的金属前驱体，分
别实现了Pt-Cu2S、CuPt和CuPt-Cu2

S 等纳米晶体的可控合成，并成功调控了它们在催化反应中的活性和选择性。该成果发表在11月13日出版的《纳米
快报》上 ，论文的第一作者是2014级博士生桑炜。

 半导体与贵金属形成的复合纳米材料不仅兼具半导体和贵金属材料各自的本征特性，而且还具有因两者间的界面和
交错的能带结构而产生的单独组分所不具备的特征和功能。曾杰教授课题组基于特色的可控制备手段，从晶体生长的
基本理论出发，通过选择具有不同还原电势的Pt的前驱体以及含硫配体，调节Pt与Cu的相对还原顺序，制备出具有不
同形貌以及不同元素分布的金属-硫化物异质结构纳米晶，为制备金属-
半导体异质结构纳米晶提供了简
单快捷的方法。此外，研究人员还深入探究了Pt-Cu2S、CuPt和CuPt-Cu2

S在肉桂醛加氢反应中的催化性能。通过对CuPt和CuPt-Cu2

S催化产物的对比，发现使用CuPt-Cu2

S的反应有更高的转
化率，这表明催化剂的界面效应有助于
提高催化剂的活性。而通过对比Pt-Cu2S和CuPt-Cu2S的催化产物，Pt-Cu2

S只生成苯丙醇，CuPt-Cu2

S可以生成更多的氢化肉桂醛，这一现象表明合金的协同效应对提高催化剂的选择性有着重要作用。

 该研究通过调控催化剂的空间构型和组分分布实现了对催化剂性能的调控，对设计和开发实用高效的纳米催化剂具
有指导意义。

 上述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青年“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中国科大创
新团队培育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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