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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概况

1、会议名称：中国化学会 2019 电催化与电合成国际研讨会

2、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

3、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化学会电化学专业委员会、陕西师范大学

4、会议主题：

电催化、光电催化（包括氧还原反应、氢氧析出反应、小分子氧化反应等）及

电合成（包括电催化合成氨、二氧化碳电还原及有机电合成等）

5、会议背景：

在新型清洁能源亟需的时代背景下，各种针对电催化与电合成的技术将在能源

转化、存贮、利用中得到广泛应用，给新能源产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为新材料

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近几年，电催化与电合成已催生了不少新材料新反应的

创新研究，在电催化、光电催化、有机电合成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中国化学会主办、中国化学会电化学专业委员会和湖南

大学共同承办的“2018 电催化与电合成国际研讨会”于 2018 年 3 月底在湖南长沙

成功召开。为强化会议成果，进一步促进广泛交流与发展，拟举办“中国化学会

2019 电催化与电合成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将包括主题专家讨论、主题研讨、

主题演讲、论文展示等各种环节。会议的核心理念是强化电催化与电合成领域的创

新，推动交叉研究，对接相关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6、会议安排：

时间 事项 1 事项 2

3 月 29 日（星期五） 报到（全天） 粘贴墙报（宽 90cm X 长 120cm）

3 月 30 日（星期六） 大会开幕、大会报告 特邀报告+优秀主题报告+墙报

3月 31 日（星期日） 大会报告，会议闭幕 特邀报告+墙报展示+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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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彩会议集锦
连续两天的 2019 电催化与电合成国际研讨会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总有些意犹未尽

的感觉，听了那么多教授和博导的讲述，感觉化学的大门好像又宽了一些，但似乎又更加

难了一些。仅在电催化这一块，好多老师们的研究方向不一样，但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有

着某些说不清楚的相似点。

本次会议由于是分多个会场进行，我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听了几位老师的报告，收获

不小，对我将来的选择或许有一部分帮助，下面是会议内容概述（按时间顺序）：

大会第一天（3.30），早上的会议报告在大会堂里，由中国化学会主办，中国化学会电

化学专业委员会和陕西师范大学共同承办，邀请了三位院士和众多专家教授，上午的会议重

在整体介绍，分别从纳米材料、有机电合成和电催化剂。

首先，第一个报告由张华教授领起，张华教授主要是做纳米材料方面，通过设计合成具

有 4H 和 FCC 样貌的纳米结构，本来，他们

设计的方法可以进行晶相控制合成，但是

4H 和 FCC 样貌总是混合着存在结构中，但

也能表现出预期的效果，但是后来，他们

想能否只得到 4H 或者 FCC 的结构，而后来

通过晶相调控也合成除了一边只有 4H，而

另一边是 FCC 的纳米结构。张华教授的讲

述让我对纳米材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后来，雷爱文教授讲述了有机的电合成。由于我想学的是有机合成方向的，所以听得比

较多。雷教授从“Dream”的讲起，因为一个想将两个亲核试剂（Nu
-
+ Nu

-
= Nu—Nu）的“Dream”

就去做着，并且持续了十几年。他们通过物化知识计算了该反应的吉布斯自由能，发现是远

大于零的，所以该反应基本上就是不可发生的。但是，如果通过同步辐射供给能量，就能使

反应有发生的可能，而且，两个亲电试剂都必须要有活性，否则反应也难以进行。于是，雷

教授课题组首先探究了活泼的 R—M 有机金

属化合物之间的反应，将两个显示负电性的

R基团偶联。通过电催化提供能量，实现了

C—C 偶联反应；之后，有将其中一个 R-M

换成 R-H，依然采用电催化，也实现了偶联，

只是经历的是自由基机理，并且有铜离子的

氧化作用；也通过同步辐射实现了该反应。

一做就是十几年，雷教授将该反应实现了，

现在，他们也没有停下来，接下来打算研究

R-H 之间进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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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章福祥教授讲述了他对光催化全分解水制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制备特定结构的

纳米材料，实现对水中 H-O 键的活化，继而加入光能，实现了水分解制氢的反应构想。章教

授说，这虽然看起来是个非常简单的反应，而且纳米材料也很容易制备，但是，他们实现这

个转换也花了好些年的时间。

接下来的一天半里，根据我所喜欢的方向，选择性地听了一些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1、张加涛老师讲述的“无机纳米界面化学与光电催化应用”。张老师在报告过程中一直所

强调的就是“构效关系”。所谓“构效关系”就是，所作出的纳米材料的结构与其对目标的

效用之间的关系。只有结构和效用相适应，做出

来的材料才是好材料，否则用处不大。当然，张

老师的研究偏向于应用。他们课题组做核壳结构

的纳米材料，也做半导体结构的掺杂调控以实现

特定的结构和相应的效用。在研究过程中，他们

实现了对半导体单分散性的精准调控，从而在跨

尺度的超晶格组装上实现了对材料模电性能的

提高，并制作了类似掺杂纳米晶体的“墨水”和

其他工业用品，实现了将实验结果扩大应用于工

业生产当中。

2、彭维锋老师讲述通过 X-Ray 对含能材料的研究。彭老师先对光催化进行了介绍，并根据

能量变换的特点对柔和的 X-Ray 探针电荷转换和离子转换进行了相关介绍。列举了很多大型

仪器—TLS、TPS 等，主要是讲如何通过 X-Ray 分析解释 B-N 结合的能带问题、石墨烯的分

析问题、以及对傅里叶红外转换的结合。彭老师所讲内容偏向于仪器的使用和对数据的分析。

3、熊宇杰老师所讲“太阳能驱动 CO2选择性转化”。熊老师所研究的方向也主要是设计出

纳米材料，通过对 CO2分子的吸附和活化，再通过一些如 Co、Pd 等催化剂来实现将 CO2转化

成 HCOOH。首先他们面临的就是分子吸附和活

化金属的依赖性对 CO2的作用不易调控，于是

在研究了很多材料之后，他们发现晶相催化剂

的作用更好。另外，他们还发现单原子 Co 位点

与均相[Ru(bpy)3]Cl2吸光剂对太阳能的吸收效

果很好。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如何进行氢化

摆上了台面，在经过研究后，发现使用原始的

Pd-Cu 催化可以改变 CO2的吸附构型，从而使氢

化效果更好。下一步，熊老师还在对更加绿色

化对 CO2的转化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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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旭老师讲的“有机电化学合成”。

程老师所讲的主要就是通过电化学来合成氨

类化合物。通过对反应体系加入电能，使氮

原子失去电子形成氮自由基或者卡宾，而在

亲核试剂的作用下构建 N-杂键和 N-C 键，实

现了对烯烃、羰基的加成，同时在不需要钠

的条件下，通过电的作用实现了 Birch 还原，

而且对不同取代基的双键实现了定向还原。

实验研究对氨类化物的合成以及制氨工业提

供了有效可行的策略。

5、张新胜老师所讲“面向工业化的有机电化学合成过程的工艺优化”。张老师主要讲的是

各种催化剂使用，使有机化学合成变得简便易行，同时产率提高，实现原子经济性和步骤经

济性。张老师通过对历史上电合成方法的工业化的实例的列举，向我们展现了有机电化学合

成的历史悠久，同时，虽然发展时间已经很长了，但是方法中几乎都存在不符合经济性的情

况，而且会产生电能损耗甚至是大量的污染。于是，现代的有机电化学合成对路绿色化的工

业尤其期待。电催化，主要围绕阴极的还原和阳

极的氧化来实现有机化合物的合成，相比于传统

的工业合成，有着更加清洁的过程，反应温和可

控，且选择性高，于是，有机电合成的研究是一

条绿色可行的道路。张老师课题组从小量的实验

室合成，到中试，后来转到大量的工业合成，将

电化学合成提高到工业的水平。其中，张老师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传质问题，他们通过对溶液导电

性和电极放电的研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并将其设计到工业生产之中，解决了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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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心得

能够有幸参加 2019 电催化于电合成国际研讨会，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在大

三快要结束，将要对自己未来人生有个规划，且对于自己未来从事方向有个计划的时候，能

够参加这样一个中国化学界一项盛大的会议，对我将来有不小的帮助，是我对电催化与电合

成的一个全新而且较为系统的认识。较之于曾经盲听讲座和报告的我，对一些研究已经有了

一些认识，所以听起来还算比较轻松。另外，随着年级的升高，对专业知识的接触也更加多

了，使得我对很多基础名词、知识的反应很快，不至于落后老师们太多。而且，有选择性地

听讲座，比之前盲目全听效果更好，接受力和领悟力也增强了，也没有那么疲劳，相反，在

听到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时也越发精神了。这场为时两天的会议，精彩多多（已在上文会议内

容中提到），当然，我的收获也不小。

首先，便是我认识到了学科的交叉性所在。大三上学期时，我打算从事有机方面的学习

与研究，所以有意无意之中放弃了对物化、无机等方面的学习。而这两天的报告，就没有一

个报告是将这些内容分开的。雷爱文教授在探究亲核试剂偶联时通过物理化学方法计算吉布

斯自由能，就是将物化与有机结合了，这样不仅减少了进行有机反应的时间，也找到了另外

一条实现反应的道路——电催化和同步辐射。还有一些做纳米材料的老师们都讲到了，将有

机配体与底物先配合，后反应（高温条件），制得的纳米材料结构更加完善，也能达到预期

的效果。等等，我都能发现化学学科之间的交叉，同时也为自己化学了解不深而感到羞愧，

更为自己之前那种可笑的打算感到后怕，好在自己能在这样的会议上了解到自己的不足。我

也会对自己的学习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加强对有机物化的学习，并将其他几门学科联合应

用到自己之后的学习当中。

其次，我发现这次会议中几乎所有老师都提到的一个词——构效关系，即材料的结构与

功能效用的关系。即我们在实验中所得到的物质能否用于实际生活中，或者用于化工生产中，

而且其作用要大于其危害。这充分说明了只有我们在实验室所做出来的东西要能够真正用于

到实际生活中，做出来的东西才更重要。来参会的老师们，绝大多数都不只是实验室内的研

究，而是将实验室的结果推广至实际应用之中。这才是我们作为化学工作者应该做的，我们

要做出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投文章，而是应该将其应用到社会生产之中，为社会谋求更大的

利益，为人类探索更有益的道路。构效关系说到最后应该就是化学研究工作对整个人类的效

用。所以，我们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做出有意义的事来，如果只是做些“发文章”

的事，那和那些写着“泛滥”的网络小说的人有什么区别。

而最关键的便是坚持，听了不少专家讲座，毫无例外的便是他们从事本方向都长达十几年，

才能取得一些成就，而且他们刚刚开始做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失败了很多次，也是在一次次将

自己的想法不断修正之后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这种敢于坐冷板凳，做自己学问的人不多了。

就好比现在，我经常被各种媒体所诱惑，而不能克制自己去上网，导致每天的学习生活一团

乱麻，心中没有了想进步的力量，这是非常可怕的。听了教授们的讲座，我首先便应该改掉

自己这种毛病，坚持学习，力求突破现在的自己。

这次讲座，无论从知识上还是从人生，都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我相信自己今后一定会更

加努力，想专家们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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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别感谢

感谢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和科学学院所有为了科研和学生们而不懈努力的老师们，是你

们给了我知识，让我有能力去辨别一些事情，这样，我才能够参加这个电催化和电合成的会

议，这对我将来的人生选择十分重要。不能说自己在这次会议之中究竟学习到了那些前沿的

知识，但是，通过这次会议我了解到我今后的人生应该走的踏踏实实的科研之路，为社会奉

献之路。谢谢老师们的帮助，我将更加努力，超越自我，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