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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电化学阴极还原2阳极氧化方法制备了纳米铂微粒电极 电极表面的微观结构表征表明 铂微粒在三维

网状的氧化钛膜孔道中呈均匀 !高度分散状态 且粒径细小 铂微粒充分裸露 使得纳米铂微粒电极活性点多 电

催化性能高 采用循环伏安法研究了铂微粒电极对有机小分子代表性物质甲醇的电催化氧化行为 结果表明 在

酸性 !中性和碱性介质中纳米铂微粒电极对甲醇的电催化氧化性能均明显优于光滑铂片电极 甲醇在纳米铂微

粒电极上产生的氧化电流密度比光滑铂片电极高 倍以上 种铂电极催化氧化降解甲醇 !苯酚和甲基橙 种

有机物时 纳米铂微粒电极的平均氧化电流效率是光滑铂片电极的数倍 这进一步表明纳米铂微粒电极对有机污

染物具有良好的催化氧化降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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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污染物的电催化氧化降解技术是使有

机物质在阳极上直接被电催化氧化分解 或者

通过电极反应过程中产生的羟基自由基等强氧

化剂使水中的有机污染物间接氧化降解 该方

法具有处理污染物能力强 !设备简单 !无二次污

染等优点 因此在水处理中的应用一直受到重

视并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 ∗  但长期以来 由

于受电极材料的限制 电催化氧化法降解有机

污染物的电流效率低 能耗较高 因而这一方法

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潜在优势和处理功效 近年

来 国际上已注重从研制高效催化电极材料入

手 对有机物电催化氧化的方法 !降解效果和机

理进行了研究 并逐渐应用于某些生物难降解

有机废水的处理≈ ∗  

铂电极在电化学及环境领域应用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由于铂良好的催化活性在粉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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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状态下更高 因此本文采用电化学阴极还

原法将铂金属负载在钛基体上 然后通过阳极

氧化使铂微粒均匀弥散在氧化钛膜中 并呈超

细微粒分散状态 采用循环伏安法研究了铂微

粒电极在酸性 !中性和碱性介质中的电化学性

能以及对代表性有机物甲醇的电催化氧化行

为 并对一些有机污染物的电化学降解效果进

行了探讨 

1  实验部分

1 1  纳米铂微粒电极的制备

电极基体钛金属片在负载铂微粒前 用金

相砂纸打磨 然后在  的草酸溶液中微沸处

理 使 ×基体表面呈银灰色的均匀麻面 将

预处理过的 ×基体电极放入 

°≤ !1 ≥ 溶液中 在  1∂

电位下采用阴极还原将铂微粒均匀沉积在 ×

基体上 然后将沉积铂微粒的电极作为工作电

极 在    ! 1的 ≥ 溶液中 于

 1 ∗ 1∂ 电位范围 !扫描速率为 ∂ 

条件下 经阳极氧化制得铂微粒催化电极 

112  循环伏安法测试纳米铂微粒电极的电化

学性能

以铂微粒电极为工作电极 金属铂丝电极

为辅助电极 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 在 ƒ2恒

电位仪 !ƒ2 电信号发生器和 2 型

÷2≠ 记录仪组成的电化学测试系统上进行循环

伏安测试 甲醇电催化氧化的测试溶液分别是

含 1 ≤    的 酸 性  1 

≥ !中性 1 ≥  和 碱性

1  种介质溶液 实验前通高

纯氮气约 以除去溶液中的氧气 实验过

程中通氮气加以保护 扫描电位为  1∂ ∗

1∂ 扫描速率为 ∂ 

113  各种介质中纳米铂微粒电极析氧电位的

测定

实验采用 电极电化学测量体系 被测电

极为研究电极 以铂丝电极为辅助电极 甘汞电

极为参比电极  种电解质溶液分别为 1

 的 ≥  1 的 ≥ 和

1的   溶液 由测定铂微粒电极在

种介质中的阳极极化曲线 得到各种条件下

的析氧电位 

114  有机污染物的电催化氧化降解试验

用去离子水分别将甲醇 !苯酚 !甲基橙染料

种有机物质 配制成浓度为 的含酸

性  1  ≥  ! 中 性  1

≥和碱性1 不同介质的

种模拟废水 

以纳米铂微粒电极为阳极 纯钛板为阴极 

电极面积为  电极间距为 1 控制电

流密度为  模拟废水处理体积为

采用磁力搅拌器进行连续搅拌 溶液的

≤ ⁄≤采用重铬酸钾标准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1  纳米铂微粒电极表面微观结构的电镜

表征

纳米铂微粒电极表面的微观结构与电极对

有机污染物的电催化氧化能力有着密切的关

系 图 是扫描电镜给出的铂微粒电极表面的

微观结构 电极制备过程中经阳极氧化处理后 

在电极表面形成的氧化钛膜相互交联 呈三维

立体多孔网状结构 这种孔结构表现为有序 !开

放状态 很有利于铂微粒在其上分布或嵌入其

内部 孔为圆柱型或椭圆形状 孔径约为几 Λ

大小 且孔壁粗糙极易附着超细的铂微粒 在氧

化钛立体多孔膜上均匀分散着铂微粒 铂微粒

大小匀称 约在数 尺寸范围 且各铂微粒

间相互分离 不发生团聚凝结等现象 这使得铂

微粒充分裸露 比表面积大 活性点多 因而电

极的电催化性能高 不易中毒失效 

212  纳米铂微粒电极对甲醇在各种介质中的

电催化氧化性能

甲醇是一种典型的有机小分子污染物 也

是燃料电池中的重要原料 因此 对甲醇在各种

介质中的催化氧化还原行为常作为考察电极电

催化活性的方法 图 分别是光滑铂片电极和

纳米铂微粒电极在酸性介质中对甲醇催化氧化

还原循环伏安曲线 其中横坐标电极电位是指

相对于饱和甘汞电极电位值 ∂ √≥≤∞ 由于

在光滑铂片电极表面发生了氢的吸附2脱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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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纳米铂微粒电极表面的 ΣΕ Μ图

ƒ  ≥∞ ∏



象 因此 在图  曲线  1∂ ∗  1∂

附近可观察到 对氢氧化还原峰 而在图 

曲线中 约  1∂ 处也能观察到吸附氢的氧

化峰 但由于甲醇在纳米铂微粒电极表面有更

强的解离吸附 使得氢的吸附解离不如在光滑

铂片电极上明显 比较光滑铂片电极和纳米铂

微粒电极对甲醇的催化氧化反应 甲醇在光滑

  

铂片电极上分别于电位正扫方向 1∂ 电位

处和电位负扫方向 1∂ 电位处产生 个氧化

峰 在 1∂ 处产生一还原峰 对应的峰电流

密度为 1 !1 和  1

 甲醇在纳米铂微粒电极上分别于电位

正扫方向 1∂ 电位处和电位正扫和负扫方

向 1∂ 电位处产生 个氧化峰 对应的峰电

流密度为  和  结果表

明 甲醇在纳米铂微粒电极上产生的氧化峰电

流密度比光滑铂片电极高 倍以上 氧化电

流密度越大 意味着电极对甲醇催化氧化的速

率越快 由此也说明了纳米铂微粒电极上的铂

微粒得到了很好地分散 形成了相当多的催化

活性点 其催化性能比光滑铂片电极高得多 值

得注意的是 从图  曲线可发现 在向低电

位负扫过程中纳米铂微粒电极上无还原峰电流

产生 这意味着甲醇在该电极上的氧化过程中

无强化学吸附 !可还原性中间体产生 由此可减

少铂催化电极中毒的可能性 提高了抗中毒

性能 

图 2  酸性介质中甲醇催化氧化还原循环伏安曲线

ƒ  ≤√ ∏       ≥

  图 是 种铂电极在中性介质中对甲醇催

化氧化还原循环伏安曲线 两者催化氧化行为

有很大的差异 光滑铂片电极对甲醇的催化氧

化过程较为复杂 在正向扫描时 分别在 1∂

和 1∂ 附近出现 个氧化峰 在负向扫描时 

于 1∂ 左右产生一个还原峰 同时在 1∂ 处

又产生另一氧化峰 这表明中性介质中甲醇在

光滑铂片电极上的氧化是分步进行的 氧化中

间产物被吸附在该电极上 然后再进一步氧化

或还原 降解过程中经历的氧化中间产物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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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性介质中甲醇催化氧化还原循环伏安曲线

ƒ  ≤√ ∏  1  1 ≥

使得催化氧化效率较低 而在纳米铂微粒电极

上甲醇的氧化则显得较为简单 当电位高于

1∂ 时 氧化电流几乎随电位升高而线性增

长 由测定阳极极化曲线实验结果可得到 在中

性介质中铂微粒电极的析氧电位为 1∂ 由此

推断 ≤  2≥ 体系在纳米铂微粒电极

上仅在电位高于 1∂ 处就产生的线性增长

的氧化电流 不应该是析氧反应产生的氧化电

流 更有可能是甲醇在纳米铂微粒电极上直接

催化氧化分解成 ≤  反应强烈彻底 氧化电流

随电位升高急剧增大 

碱性介质的甲醇在纳米铂微粒电极上的催

化氧化反应与在光滑铂片电极上也不相同见

图  碱性介质环境下 种铂电极上容易发生

析氧反应 实验测得光滑铂片电极的析氧电位

约为 1∂ 而纳米铂微粒电极的析氧电位则更

低 约为 1∂ 分析碱性介质的甲醇体系在光

滑铂片电极上电化学行为 当扫描电位低于析

氧电位时 几乎无氧化还原电流产生 当扫描电

位高于析氧电位后 即产生了析氧反应 但氧化

电流迅速升高 在 1∂ 电位附近产生一个不

太明显的氧化峰 推测是电极上的有机物质发

生了随后氧化反应所致 观察 ≤  2  体

系在纳米铂微粒电极上的电化学氧化过程 当

扫描电位高于 1∂ 时即产生了氧化电流 并

且随电位升高不断增大 可以发现 在该电极的

析氧电位 1∂ 前后 循环伏安曲线的斜率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 当扫描电位大于析氧电位

   

图 4  碱性介质中甲醇催化氧化还原循环伏安曲线

ƒ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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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曲线斜率更大 氧化电流随电位升高增加更

快 这表明在低于析氧电位下该电极上仅仅发

生了甲醇的氧化分解反应 当扫描电位高于析

氧电位时 甲醇氧化分解反应和析氧反应两者

同时进行 导致催化氧化电流更大 由此也说

明 在碱性介质中 尤其在低电位下 纳米铂微

粒电极对甲醇的电催化氧化性能比光滑铂片电

极高得多 

213  纳米铂微粒电极催化氧化降解有机污

染物

为了进一步比较纳米铂微粒电极与铂片电

极的电催化氧化能力 考察了 种电极对醇 !酚

和偶氮染料 种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效果 有机

污染物的电化学降解效果可采用在一定电降解

时间 ∃τ内的平均氧化电流效率来表征 

在有机物电解氧化过程中 由于在电极上

同时发生了其它一些副反应 因此有机物的氧

化电流效率应小于   为此 有机物的氧化

电流效率可定义为 

电流效率 有机物实际氧化的物质的量

按法拉第定律计算应被氧化的有机物的物质的

量

其中 按法拉第定律计算应被氧化的有机

物的量 

有机物的量 
所通电量 Θ≤
 Φ≤


Ι# δτ
 Φ≤

在 δτ时间内 水中 ≤ ⁄的变化值反映了

有机物实际被氧化的物质的量 其中 ≤ ⁄是以

耗氧量 来定义的 由于  发生

反应时应有 电子参与反应 因此 有机物

实际氧化的物质的量 

物质量 
δ≈≤ ⁄ # ς # 

氧气的摩尔质量


δ≈≤ ⁄ # ς



由此可得到有机物的氧化电流效率 ≤∞

≤∞ =
δ[ ≤ ⁄] # ς/ 

Ι # δτ/  Φ
=

δ≈≤ ⁄
δτ

#
Φς

 Ι

式中 ≤∞∏∏表示

电化学降解 τ时刻有机物氧化的瞬时电流效

率 δ≈≤ ⁄ δτ表示在 τ时刻 ≤ ⁄的瞬时降

解速率 ≤ ⁄的单位为时间 τ的单

位为 废水体积 ς的单位为 电流 Ι 的单位

为  Φ为法拉第常数  Φ  ≤

由实验可测得 ≤ ⁄与 τ的关系曲线 通过

曲线斜率求得 δ≈≤ ⁄ δτ 从而计算得到瞬时

电流效率 ≤∞但在实际研究中 往往需考察在

电化学降解处理一段时间 ∃τ内 有机污染物

的氧化电流效率 为此 可定义 

≤∞ 
∃≈≤ ⁄

∃τ #
Φς

 Ι

=
[ ≤ ⁄τ − ≤ ⁄τ+ ∃τ] # Φ# ς

 Ι # ∃τ

≤∞√∏表示有机物在

一定电降解时间 ∃τ内的平均氧化电流效率 

≤∞反映了在给定条件下有机物发生电化学氧

化的程度 ≤∞越大 表明有机物氧化分解越彻

底 

表 是在不同介质中 种铂电极在 

时间 ∃τ内催化氧化降解甲醇 !苯酚和甲基橙

种有机污染物的平均氧化电流效率 ≤∞值 

表 1  2 种铂电极催化氧化降解甲醇 !苯酚和甲基橙的 ΑΧΕ30值

×  ≤∞ √∏¬    

∏ 

有机物
酸性介质 中性介质 碱性介质

纳米铂微粒电极 铂片电极 纳米铂微粒电极 铂片电极 纳米铂微粒电极 铂片电极

甲  醇            

苯  酚            

甲基橙            

  表 结果表明 纳米铂微粒电极对甲醇 !苯 酚和偶氮染料甲基橙 种模拟有机污染物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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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氧化降解能力均明显优于铂片电极 由此

也表明 由于纳米铂微粒电极表面的催化剂铂

呈均匀 !高度分散状态 且粒径细小 铂微粒充

分裸露 比表面积大 因此纳米铂微粒电极活性

点多 !电催化性能高 对有机污染物及反应过程

中产生的中间体的氧化电流效率远高于铂片电

极 有机物的氧化电流效率也与物质本身的结

构有关 苯酚 !甲基橙分子中含有苯环 !)   !

  及 ) ≥  等基团 其 ≤∞值在 

种铂电极上均高于甲醇分子 推测当分子中形

成共轭离域键时 有机物易在电极上被氧化降

解 表 的数据还表明 催化电极对有机污染物

的氧化电流效率还与处理体系的介质密切相

关 碱性介质中 种有机物质在 种铂电极上

发生氧化分解时的 ≤∞值均明显高于在酸

性 !中性介质中的 ≤∞值 

3  结论

采用电化学阴极还原法将铂金属负载在钛

基体上 再通过阳极氧化使铂微粒均匀弥散在

氧化钛膜中的实验方法制备了纳米铂微粒电

极 电极表面的微观结构表征表明 铂微粒在三

维网状的氧化钛膜孔道中呈均匀 !高度分散状

态 且粒径细小 铂微粒充分裸露 使得纳米铂

微粒电极活性点多 !电催化性能高 采用循环伏

安法研究了铂微粒电极对代表性有机物甲醇的

电催化氧化行为 结果表明 在酸性 !中性和碱

性介质中纳米铂微粒电极对甲醇的电催化氧化

性能均明显优于光滑铂片电极 通过比较 种

铂电极降解甲醇 !苯酚和甲基橙 种有机物的

氧化电流效率 进一步表明纳米铂微粒电极对

有机污染物具有良好的催化氧化降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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