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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紫外灯照射下 催化剂 ×的投入量及其表面载银量对光催化降解 有显著的影响 但 ×

的投入量并不与 的降解速率成正比关系 而是有一个最佳投入量 在本文的实验条件下 这个最佳值

为  ×的表面载银量越多 的降解速率也越大 而且浓度相对较高的 °≤单体化合物

的降解速率大于浓度相对较低的 °≤单体化合物的降解速率 对于多数 °≤单体化合物而言 × 的催化活性

随其表面载银量的增加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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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ηε Εφφεχτ οφτηε ∆οσαγεοφ ΤιΟ2 ανδ ΙτσΣυρφαχε2λοαδεδ Σιλϖερ ον τηε Πηο2
τοχαταλψτιχ ∆εγραδατιον οφ Αροχλορ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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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催化氧化法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是近 年来发

展较为迅速的新型水处理技术 具有高效率 !低成本等

良好的经济学价值 在众多的催化剂之中 × 以其催

化性能优良 !化学性质稳定 !安全无毒副作用 !使用寿

命长等优点而被广泛使用≈ 但是单纯的 × 粉末由

于存在光吸收波长范围狭窄 !利用太阳光比例低 !载流

子复合率高 !量子效率较低等不足≈ 因此各种改性的

×用于催化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应运而生
≈ ∗  

本文选择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饮用水中的多氯联

苯°≤作为研究对象 以 × 作为催化剂
≈ 研究

×投加量及其表面载银量对光催化降解 

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试剂

二氯甲烷≤ ≤ 广东汕头市光华化学厂 硝酸

银 广州市立新化工厂 二氧化钛× 化学

纯× 含量 ∴   上海化学试剂站分装厂 2

 美国 ≥∏ ≤2 

112  实验仪器

⁄2离心机 北京医用离心机厂 2型恒温

磁力搅拌器 南通科学仪器厂 气相色谱仪°2

电子捕获检测器≤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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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实验方法

的光催化降解实验是在体积为 

的玻璃烧杯中进行的 烧杯中盛有用重蒸馏水配制的

体积为 的反应液 然后向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

×粉末 磁力搅拌反应液 烧杯上方架一支发射光谱

为 的  • 紫外灯 灯距反应液液面  让光直

接照射到烧杯中溶液 并且反光罩内侧贴有铝箔以提

高光能利用率 在考察 × 表面载银量对光催化降解

的影响时 选取 × 的最佳投入量为 

光照时间为 

载银 ×的制备过程 将一定量的 ×投加于不

同浓度的 溶液中 再用 ≤  溶液调成糊状 

干燥后在  ε 下焙烧 这样就制得了不同表面载银

量的 × 

为了测定光照一定时间后溶液中反应物的浓度 

取一定量的反应液出来离心分离沉淀 清液用重蒸过

的二氯甲烷进行液2液萃取提取其中的  有

机萃取相经浓缩 !脱水及定容后上仪器分析 回收率为

1  ∗ 1  利用面积归一化法对  中

个多氯联苯同族体化合物进行定量 然后利用外标

法定量计算样品中 个同族体化合物 

114  °≤的 ≤2∞≤⁄≤2  ≥⁄分析

色 谱 条 件  °2 色 谱 柱   ≅ 1 ≅

1Λ 进样口温度  ε 检测器放射源为 温

度  ε 升温程序为  ε  ε  ψ  ε  ε 

ψ ε  ε  ψ  ε 保持   恒流无分流式

进样 Λ载气为高纯氮气 进样口 流速 1

线速度 1柱压 

≤2  ≥⁄分析 色谱条件同 ≤2∞≤⁄单离子扫描

方式≥  用于 °≤的确认 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为

°化学工作站 

整个分析测试过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 

± ≤参见文献≈ 

2  结果与讨论

211  ×投入量对光催化降解 的影响

在 个盛有体积为 的反应液 !容积为 

的玻璃烧杯中分别加入 !!及 的

× 粉末 光照 后 测定溶液中各 °≤单体的含

量 实验结果见图  

图 1  ΤιΟ2 投加量对 ΠΧΒσ光催化降解的影响

ƒ  × ×   °≤

  由图 中可以看出 随着 ×投入量从 增加

至 溶液中 的每个单体化合物的浓度

都降低 表明随着 × 投入量的增加 光催化降解

的速率增加 当继续向溶液中增加 × 投

入量至 及 时 溶液中 的每个单

体化合物的浓度都又升高了 表明光催化降解 2

的速率又降低了 因此 × 投入量并不是与

光催化降解 的速率成正比 有一个最佳投

入量的问题 这是因为当 ×投加量过小 有效光子不

能被完全转化为化学能 而 × 投加量过多会造成光

散射 降低光反应速度≈ 由图可知 这个最佳投入量

大约为 

212  ×表面载银量对光催化降解 的影响

在 个盛有体积为 的反应液 !容积为 

的玻璃烧杯中分别加入载银量为   !  !  !  质

量比的 ×粉末 考察不同载银量的 ×粉末

对光催化降解 的影响 光照时间为  

实验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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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ΤιΟ2 载银量对 ΠΧΒσ光催化降解的影响

ƒ  ×√°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在相同的光照时间内 随着

×表面载银量的增加 光催化降解 的速

度也在提高 其原因是由于 × 掺杂 后 相当于在

×表面构成一个以 × 及 为电极的短路微电

池 × 电极所产生的  能与 × 表面的   及

  反应生成#      ψ #         

ψ #  而 则流向 电极将液相中氧化态组分还

原 减少了电子与空穴在半导体表面的复合 从而提高

了催化效率≈ 但是载银量的增加并不与 × 催化活

性的提高成正比关系 而且具有较高浓度的 °≤单体

化合物的降解速率高于浓度较低的 °≤单体化合物的

降解速率 从整个实验结果来看 没有出现如 ≈

和程沧沧≈等所认为的那样 当 ×表面载银量较少

时 能够显著提高光催化降解速率 而当载银量达到一

定值以后 × 的催化活性则急剧下降 而对于多数

°≤单体化合物 反而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即较高的载

银量对应于较强的 × 催化活性 其原因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确认 

3  结论

在紫外灯照射下 催化剂 ×的投入量并不与

的降解速率成正比关系 而是有一个最佳

投入量 在本文的实验条件下 这个最佳值为 

 小于这个值 随投入量的增加 光催化降解 2

的速率随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 大于这个值

时 光催化降解 的速率随投入量的增加而

降低 

 ×表面载银量对光催化降解 有

显著的影响 载银量越多 降解速率越大 而且 2

中浓度相对较高的 °≤单体化合物的降解速

率大于浓度相对较低的 °≤单体化合物的降解速率 

 载银量的增加并不与 ×催化活性的提高成

正比关系 对于多数 °≤单体化合物  × 的催化活

性随其表面载银量的增加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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