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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博士研究生孔凡林、李家欣为学院师生们带来了精彩的学

术汇报。学院部分教师以及 100 多名研究生参加了讲座，讲

座由郭继玺教授主持。

孔凡林博士以“二氧化锡纳米材料的表面修饰及其光热

催化性能研究”为题展开汇报。报告中综述了几种二氧化锡

基催化剂增强光催化策略，详细介绍了二氧化锡调节方法的

最新进展和成果，包括掺杂、固溶体、超细颗粒、分级和多

孔结构、异质结、二氧化锡/碳材料、贵金属修饰等。孔凡林

博士通过模板法制备得到了二氧化锡纳米空心球，以贵金属

沉积对其进行表面修饰，并将还原氧化石墨烯进行复合，得

到具有优异光催化二氧化碳还原性能和 CO 氧化性能的复合

纳米材料。随后，就 Cu 的引入展开了相关工作的介绍，引

入 Cu 有利于氧化还原反应的循环。并对下一步研究工作做



了详细的计划，汇报内容翔实，讲解层次清晰，陈述结束后，

师生就多元催化剂的协同作用和机理研究进行了热烈讨论。

李家欣博士以“负载型镍基催化剂的构筑及电催化水分

解性能研究”为题展开汇报。汇报围绕电解水制氢技术制备

高效绿色氢能展开了论述，李家欣博士针对催化剂的本征活

性、能源转化效率低等问题，提出形貌调控、电子结构调控

等催化剂的调控策略，以提高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增强催化

剂的电荷转移。利用杂原子掺杂、界面工程等策略成功构筑

了高效的镍基双功能催化剂，通过调控掺杂元素的引入量，

成功实现了不同掺杂量的调控。并进一步探讨了活性位点中

心对于催化活性的具体影响。陈述结束后，师生对电解水的

优势和未来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本次汇报展现了二

氧化锡纳米材料和自支撑催化剂载体的发展潜力，为开发具

有高催化活性和稳定性的催化材料提供了研究思路。

本次讲座组织有序，使我院研究生深深地感受到了科学

研究的魅力，师生参与热情高涨，同时也对光热催化和电催

化析氢等领域的研究有了一定了解，为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刘浪教授做了总结发言，提出了对博士创新项目

工作汇报的殷切希望，鼓励教师和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术交流

活动，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培养创新实践能力，勉励师生共

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