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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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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电化学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电力学院

协办单位：复旦大学

支持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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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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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报告典例

1. 缺陷富集的三维 Se掺杂的 NiCo/(OH)纳米片用于高效电解水-----巩金龙（天津大学 ）

铂催化剂在传统工业和新型燃料电池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贵金属成本高，因此，开

发高原子使用率，高稳定性的新型纳米铂催化剂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该课题组以提高铂催化剂的原子利用率为目标，利用液相还原法和选择性刻蚀等方法，

实现了对铂催化剂的理性设计，所制备的催化剂不仅原子使用率高，而且由于特殊结构是表

面铂原子具有更高的活性，因此在电催化氧还原反应中表现出优越的性能。在制备多组分无

机纳米粒子的过程中，该课题组巧妙的利用接枝于晶种表面的高分子构象变换为无机纳米粒

子生长提供导向作用，不仅得到了具有新型共轴结构和土星结构的多组分纳米粒子，而且普

遍适用于合成多种金属，氧化物，对于未来复合纳米催化剂的理论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共轴结构的金铂多组分结构，该课题组提出合金刻蚀方法，制备出尺寸可调控的铂纳米

管/环,表现出优越的单位质量活性和原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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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纳米孔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李景虹（清华大学）

近年来，随着检测对象的不断深入，我们需要更加灵敏更有选择性的检测手段，单分子

分析技术应运而生。纳米通道技术由于操作简单，成本低受到了广泛关注。

纳米通道技术可以直接解读核酸分子编码信

息。具体是指电压驱动下，将单链核苷酸序列

通过纳米孔转化为电信号（阻塞脉冲电流，滞

留时间，阻塞脉冲频率），实现对碱基的超快

速序列分析。根据纳米孔的不同，可分为生物

孔，固体纳米孔，光孔。

该课题组在生物纳米孔方面，可实现血小板生长因子 PDGF的高灵敏检测，并应用于在实

际的复杂样品中；在固体纳米孔方面，可实现 PNK

激酶抑制剂的分析，双酶仿生纳米通道以及葡萄

糖传感器。除了纳米孔电化学生物传感方面的研

究，该课题组也进一步研制出石墨烯--聚丙烯酸二

维膜通道的尿素检测的仿生功能器件，有望应用

于生物医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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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邀请报告典例

1. 电化学发光新体系及生物分析研究-----漆红兰（陕西师范大学）

生命物质的检测对分子化学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实际样本中，

体系复杂以及检测物浓度跨度大都给

目标物的痕量检测提出挑战。

本课题组将电化学发光这种高灵敏度

的分析方法和分子识别的高选择性结合起

来，通过构筑生物传感界面（分子识别物

质和固定化方法）来实现电化学发光生物

分析。在信号物质研究方面，通过鲁米诺

量子点与目标物结合形成共轭有机物金属

络合物，使得电化学发光波长红移和效率

增加；在生物传感分析方面，发展了发光信号物/纳米金/Nafion膜与多肽淬灭探针的传感界

面构筑新方法（例如：二茂铁标记多肽淬灭探针），利用邻位杂交技术，免疫分析等不同模

式，建立了高灵敏度，高选择性的电化学发光生物传感分析新方法，显著提高了传感方法的

灵敏度，选择性，重现性和检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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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掺杂石墨烯复合材料在电化学储能和催化中的应用-----郝青丽（南京理工大学）

近年来，石墨烯作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获得了广泛关注，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基于石墨烯的复合材料是石墨烯应用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 其在能量储存、液晶器件、

电子器件、生物材料、传感材料和催化剂载体等领域展现出了优良性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但是由于其还原之后稳定性差，还原氧化后的石墨烯缺陷多，导致其很多性能变差，不

利于石墨烯的应用。同时，要解决石墨烯的分散性问题以及复合之后材料的稳定性问题给这

一领域提出了挑战。

该课题组利用尿素的多功能性，采用原位生长，原位还原，原位复合的方法使得氧化石

墨烯复合材料的合成工艺简单，低毒，绿色，便于推广。这种复合材料利用氧化石墨烯的缺

陷，即用杂原子和导电聚合物掺杂 GE 提供了催化活性位点和赝电容，进一步提高其电化学

性能。经过组分间的协同作用，实现 1+1>2 的储能和催化效果，在设计新型电极材料和研究

界面反应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45

3. MOF基层次孔基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其氧化还原性能-----宋树芹（中山大学）

为了提高燃料电池的电催化活性，同时又降低成本，该课题组致力于高活性，高稳定性

的非贵金属催化剂的研究。

主要的工作在于：

①使用简单 NH3活化方法，一步调控 ZIF-8 基碳材料的孔结构和氮构型，获得碱性 ORR催

化性能优于 Pt/C的层次孔非金属氮掺杂炭催化剂。同时发现，材料中石墨氮的含量与其 ORR

催化活性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②在 ZIF-8 中原位引入铁源和硫源，可控制备结构新型的 N/S 共掺杂 Fe-Nx-C型催化剂，该

催化剂在碱性，酸性体系中的 ORR催化活性、稳定性均非常优异。同时发现，S掺杂能提

高碱性 ORR催化活性，而对酸性 ORR影响不大，Fe形成 Fe-C键合作用，可对碱性，酸性

体系中的 ORR催化活性有较大提高，而单纯的 Fe 氧化物/硫化物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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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硼掺杂石墨烯量子点的电化学方法制备及用于血红细胞中血红素的分析检测-----蔡称心

（南京师范大学）

血红素是血红蛋白的稳定结构，容易氧化

为高铁血红素。高铁血红素会被释放在细胞液

中，危害红细胞的完整性且甚至导致细胞变形

为镰刀型红细胞。早期电化学检测的对象是血

红素和血红蛋白的总量。要实现血红素的检

测，就要将两者分离以克服血红蛋白的干扰。

该课题组通过电化学方法合成硼掺杂石墨烯量子点(BGQDs)，并成功将其应用于高铁血

红素(Hematin)的检测。根据高铁血红素对 BGQDs 的高效荧光淬灭能力，可直接分析人类红

细胞中高铁血红素含量。其创新性在于本方法不仅可以实现高铁血红素的高灵敏、高选择性

分析，而且本方法可直接分析红细胞中高铁血红素含量，避免了其它方法必须先分离血红蛋

白等操作。此外，本方法可用于健康型和镰刀型红细胞中高铁血红素含量的分析。该课题组

还结合电化学方法和 DFT 模拟计算研究了高铁血红素对 BGQDs 的荧光淬灭机理，从理论

上阐明了本方法的可行性，对临床检查和疾病诊断等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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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头报告典例

1. 多级中空纳米结构金属硫化物的模板法制备及其在电化学能量存储/转换中的应用-----遇

鑫遥（浙江大学）

低维纳米材料因其具有特有的结构--效应关系而具有独特性能，在新能源领域中有着巨

大的应用前景，一直是新材料科技的前言热点。模板法因具有空间限域和结构导向的作用，

能够实现纳米结构材料尺寸，形貌和结构的有效调控。

报告中介绍了采用硬模板法构筑多种新颖中空纳米立方体结构硫化物的可控构筑制备

其能源电化学应用研究。例如：硫化镍的纳米框架结构；box in box 的硫化物双层结构；碳

包覆的硫化锡纳米管；镍-钴共掺杂的硫化钼。

通过中空纳米结构，实现了几何层面的调控；通过离子掺杂策略，实现电子结构的调控，

提升了导电性以及本征催化活性，在电化学能量存储/转换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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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料电池中超高铂利用率的铂镍基高性能氧化还原电催化剂的制备-----刘京（中国科学

院）

当前，环境污染和能源转型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由于操作简

单，能量转化率高，无污染的优点被公认为是电动汽车和固定发电站的首选。但是由于该燃

料电池中的铂资源短缺，价格昂贵且稳定性差，发展一种成本低催化性能好的非铂或低铂催

化剂迫在眉睫。

该课题组力图提高每一个铂原子氧还原催化能力来增大铂的利用率。在廉价碳材料的基

础上创造表面缺陷，通过调控催化位点，实现在锌-空气电池等方面的高效催化。

在低 Pt 催化剂方面：制备了超高的 ORR 电催化性能的单原子 Pt 催化剂，大幅度提高了贵

金属 Pt的利用率；在非 Pt催化剂方面：理论和实验相结合阐释了 N掺杂的非贵金属催化剂

中不同类型 N的构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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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体会

首先，我非常感谢院里老师的支持和信任，给予了我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通过参加这

次第十九次全国电化学会议，我接触到这个领域非常优秀的老师和专家，了解到最前沿的研

究。虽然自己现在学到的知识有限，但是老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还是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尤

其是现在即将面临保研考研的现状，这样一次会议对我日后方向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

义。

参会的老师们都是这个领域顶尖的专家，他们的科研成果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没有谁

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很多老师们说起自己的研究经历都是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而我，

现在进老师实验室也就一年半左右，做的也都是很基础的工作，也不知道严格来说算不算科

研。所以，以后要走科研路的时候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另外，通过这次会议，我深切意识到我个人非常希望可以将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中。科

研意义固然重要，但是材料应用在实际生活中更实现其价值。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更倾向能

做无毒或低毒方面的研究，这也符合当今绿色化学的大潮流。

最后一点，这次因为个人原因耽误了回来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个教训。吃一堑长一智，

下一次宁早不晚，给自己留够发生意外的时间。非常感谢老师没有过多的指责，毕竟是由于

自己的失误引起的，谢谢老师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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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谢

我很荣幸能够作为本科生代表参加第十九次全国电化学会议，宝贵的机会来之不易。首

先，非常感谢院里可以给予本科生这么一次机会去旁听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其次，由

衷地感谢给我参会机会的谢老师，没有您的理解和支持，我根本没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到这么

优秀的老师学者，没有机会聆听这么前言的学术报告和分享。再一次感谢老师的帮助和付出，

此致敬礼！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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