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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水热反应预处理法制备了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光催化剂，考察了预处理条件及焙烧温度对光催化活性的影
响．利用ＸＲＤ、ＳＥＭ、ＵＶｖｉｓ和ＢＥＴ等测试手段对样品的晶相组成、表面形貌、光吸收性能和比表面积等物理性
质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预处理后可在温和条件下合成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ＢＹＶ）固溶体，当水热预处理条件为ｐＨ＝
１，焙烧温度为８００℃时制备材料活性最高，共负载ＰｔＣｒ２Ｏ３助催化剂后具有完全分解水性能，生成氢气和氧气的
量分别为８０．５μｍｏｌ／ｈ和４３．８μｍｏｌ／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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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７２年日本学者 Ｆｕｊｉｓｈｉｍａ和 Ｈｏｎｄａ［１］发现
光照ＴｉＯ２电极可以生成氢气和氧气这一现象以来，
随着人们对半导体多相光催化反应方面的研究不断

深入，人们普遍认为利用光催化获取清洁的氢能源

是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最有希望的方式之一．
根据半导体能带理论，光催化分解水生成氢气

和氧气需要材料的价带和导带同时满足氧化水和还

原水的要求．ＢｉＶＯ４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一种能够
响应可见光的半导体光催化材料，它具有较高的响

应可见光催化分解水和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２４］．
但由于 ＢｉＶＯ４的导带位置低于氢的还原电位，无法
达到还原水产生氢气的目的，限制了其在光解水制

氢方面的应用．最近的研究表明［５８］，固溶体法是

一种能有效调节材料价带和导带的材料制备方法，

它与掺杂的光催化剂相比具有如下优点：①固溶体
可以通过组成的改变来连续调节能带的宽度；②固
溶体是通过禁带跃迁来吸收可见光，因此相对于掺

杂物质的施主能级而言，能吸收更多的可见光；③
光生电子在固溶体的连续能级上较掺杂物质的离散

施主能级上能更顺利的跃迁．
近年来，作者所在研究组通过高温固相法向

ＢｉＶＯ４中引入Ｇａ、Ｌａ元素，分别制备了 ＢＧＶ（Ｂｉ１ｘ
ＧａｘＶＯ４）和 ＢＬＶ（Ｂｉ１ｘＬａｘＶＯ４）固溶体，实现了对

ＢｉＶＯ４的价带和导带的有效调节
［９，１０］；通过将Ｂｉ２Ｏ３、

Ｙ２Ｏ３、Ｖ２Ｏ５置于马弗炉中高温焙烧，制备了 ＢＹＶ
（Ｂｉ１ｘＹｘＶＯ４）固溶体光催化剂

［１１］．我们也注意到，
利用此种方法合成固溶体需要在高温条件下进行

（９００℃），且需要进行长时间恒温焙烧处理（在
８００℃和９００℃分别恒温１２ｈ），能量消耗较大，晶
体结构难以控制，很难使催化剂性能进一步提高．
由于水热反应温度较低，条件温和可控［１２］，因此本

文通过水热预处理并在较短的焙烧时间内合成了光

催化剂 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固溶体，并考察了负载 Ｐｔ和
Ｃｒ２Ｏ３助催化剂后ＢＹＶ的光催化分解水性能．

１实验
１．１催化剂的制备

分别取去离子水１６ｍＬ和无水乙醇４８ｍＬ置于
烧杯中搅拌均匀，按摩尔比 １∶１∶２依次加入 Ｂｉ
（ＮＯ３）３·５Ｈ２Ｏ、Ｙ（ＮＯ３）３·６Ｈ２Ｏ和 ＮＨ４ＶＯ３（国
药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持续搅拌５ｈ直至形成
奶黄色悬浊液．然后将悬浊液转移到带有聚四氟乙
烯内衬（８０ｍＬ）的不锈钢反应釜中，于１４０℃进行
水热反应１２ｈ．反应完成后冷却到室温，产物进行
减压抽滤，并用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清洗数次除去

杂质．将沉淀置于８０℃烘箱中干燥４ｈ，干燥产物
经研磨后置于马弗炉中焙烧６ｈ得到目标产物Ｂｉ０．５
Ｙ０．５ＶＯ４，记作ＢＹＶ．通过加入硝酸和氨水调节水热
反应母液的ｐＨ值，在ｐＨ＝１的条件下改变焙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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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制备得到系列ＢＹＶ．
１．２催化剂的表征

样品的晶体结构采用日本理学公司 Ｄ／ｍａｘ
２２００／ＰＣ型衍射仪测定．测试条件为 ＣｕＫα辐射，
管压４０ｋＶ，管流２０ｍＡ，扫描速度４ｏ／ｍｉｎ，扫描范
围２θ＝１０ｏ～７０ｏ．样品的形貌采用日本 ＪＥＯＬ公司
ＪＳＭ７４０１Ｆ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测．采用北京普析
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ＴＵ１９０１型双光束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测定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以 ＢａＳＯ４为
参比标准白板，采用 Ｋｕｌ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方法把漫反射
率转化为吸收率．采用美国 ＱｕａｎｔａＣｈｒｏｍｅ公司
ＮＯＶＡ１０００型气体吸附仪测定液氮（７７Ｋ）温度下
的Ｎ２吸附脱附等温线，用ＢＥＴ方程计算比表面积．
１．３助催化剂的负载

采用浸渍法对催化剂样品进行共负载１％Ｐｔ和
１％Ｃｒ２Ｏ３助催化剂．取一定量的 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催化
剂样品加入氯铂酸（０．００７５ｇ／ｍＬ）和硝酸铬
（０．０１４６ｇ／ｍＬ），经超声分散后静置数小时．待溶剂
蒸发完全后，３５０℃热处理１ｈ，得到的样品进行光
解水测试．
１．４光催化性能测试

光解水性能测试在自制的真空顶部照射派克斯

玻璃反应器中进行，将０．２ｇ样品和８０ｍＬ高纯水
加入到密闭反应器中，利用气泵将反应器抽真空，

采用北京畅拓科技有限公司 ＰＬＳＳＸＥ３０００型氙灯
（３００Ｗ）作为模拟太阳光源连续照射，磁力搅拌保
持样品在溶液中的分散性，并将反应器置于水浴中

冷却保持室温．产生的气体由上海欧华仪器分析厂
ＧＣ９１６０型气相色谱分析仪（ＴＣＤ检测器，Ａｒ载
气，５Ａ分子筛）定量测出．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不同酸碱性对ＢＹＶ光催化活性的影响

水热反应的ｐＨ值对于产物的物理化学性能具
有较大影响，并可进一步影响到终产物的光催化活

性．图１为不同ｐＨ值条件下水热合成中间产物的
ＸＲＤ图谱．由图像可以看出，在强酸性、弱酸和中
性条件下，水热产物均存在四方相的 ＢｉＶＯ４和四方
相的ＹＶＯ４，表明水热预处理并未使二者完全固溶．
然而，水热预处理过程中金属离子间的相互作用，

有利于进一步热处理时固溶体的形成．
　　图２是用场发射扫描电镜拍摄的水热反应产物
的形貌．ｐＨ＝１时产物的形貌如图像（ａ，ｂ）所示，

图１不同ｐＨ值下水热反应后产物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１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

此时产物呈现核桃状小球，颗粒形状规则，颗粒尺

寸较大，粒径０．５～１μｍ不等，呈层状堆积，这是
由于 ＢｉＶＯ４在强酸性条件下遇酸卷曲形成的

［１２］．
ｐＨ＝４时产物的形貌如图像（ｃ，ｄ）所示，此时产物
呈现了管（片）状结构．ｐＨ＝７时产物颗粒明显变
小，形成长约１００ｎｍ的梭形小颗粒（ｅ，ｆ）．
　　将水热产物进行热处理，８００℃焙烧６ｈ，产物
即为单一的四方晶系，没有出现 ＢｉＶＯ４和 ＹＶＯ４的
衍射峰（图３所示），说明形成了固溶体ＢＹＶ，这与
固相法（２４ｈ，８００～９００℃）相比，反应时间大大缩
短［１１］，这是因为水热预处理过程中离子间的相互

作用使得中间产物在焙烧时更容易固溶．表１结果
表明，不同的酸性条件对产物的比表面积影响较

小，而对其活性影响较大．许多研究表明，比表面
积对光催化活性的贡献较小，并且未必是正向的，

较高的比表面积往往有助于载流子在催化剂表面的

复合，因而活性下降［１２］．本结果显示在 ｐＨ＝１的
合成条件下光催化活性较好，推测这是由于强酸性

条件下更有利于 Ｂｉ３＋、Ｙ３＋、Ｖ５＋等均匀分散和融
合［１３］，所形成的终产物晶体缺陷较少所致．

表１不同ｐＨ值下ＢＹＶ的表面积及产氢活性
Ｔａｂｌｅ．１ＢＥＴ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２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ＢＹＶ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

ｐＨＶａｌｕｅ ＢＥＴ（ｍ２／ｇ）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Ｈ２ｐｅｒｈｏｕｒ（μｍｏｌ／ｈ）

ｐＨ＝１ ０．８５ ８０．５

ｐＨ＝４ １．５８ １３．６

ｐＨ＝７ １．１０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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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不同ｐＨ值下水热产物的ＳＥＭ图
Ｆｉｇ．２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

（ａ，ｂ）ｐＨ＝１；（ｃ，ｄ）ｐＨ＝４；（ｅ，ｆ）ｐＨ＝７

２．２不同焙烧温度对ＢＹＶ光催化活性的影响
一般来说，焙烧温度是影响催化活性的重要因

素，本研究考察了在水热反应 ｐＨ＝１，焙烧温度分
别为未焙烧、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和９００℃样品
的光催化分解纯水性能，平均每小时氢气产量如图

４所示．可以看出，温度低于８００℃时，随着焙烧
温度的升高，光催化活性逐渐升高，８００℃活性达
到最好，平均每小时产氢量为８０．５μｍｏｌ，随着温
度进一步升高，９００℃时样品的活性大幅度下降，
表明催化剂的光催化活性受焙烧温度影响较大．

　　从ＢＥＴ测试结果（图４）可以发现，水热合成的
试样经６００℃焙烧后比表面积明显下降，这是由于
焙烧引起失水及孔收缩造成的；继续升温其比表面

积变化趋于缓慢，同时伴随着结晶度提高．升温至
８００℃以上比表面积又呈现出较明显的下降，出现
了高温烧结，造成的微孔的收缩和颗粒长大．
　　图５为 ｐＨ＝１水热反应产物不同焙烧温度样
品的ＸＲＤ图谱，其中 Ｒａｗ表示水热反应后未经焙
烧具有四方晶相的中间产物，结晶度较差，光催化

活性较低；６００℃焙烧的样品晶型变成了单斜相，

０８ 　　　　　　　　　　　　　　分　　子　　催　　化　　　　　　　　　　　　　　　　　　　　　第２５卷　



图３不同ｐＨ值下固溶体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３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ｆｉ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ｖａｌｕｅ

图４不同焙烧温度ＢＹＶ比表面积及产氢活性
Ｆｉｇ．４ＢＥＴａｎｄ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２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ＢＹＶ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ｔ．：０．２ｇ，３００ＷＸｅｌｉｇｈｔλ＞３００ｎｍ，

ｐｕｒｅｗａｔｅｒ８０ｍＬ，ｃ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１％Ｐｔ＋１％Ｃｒ２Ｏ３）

图５不同焙烧温度下ＢＹＶ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５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ＢＹＶ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ＹＶＯ４的特征峰并未消除，说明６００℃焙烧会导致
ＢｉＶＯ４晶型的转变，但无法促进固溶体的形成，光

催化活性基本没有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７００℃焙
烧的样品晶型再次发生变化，为单一的四方晶系的

衍射峰，说明此时完全形成了目标产物 ＢＹＶ固溶
体，产氢活性与６００℃样品相比有了明显提高，表
明固溶体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催化剂的产氢性能．
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衍射峰越来越尖锐，结晶度

提高，制氢活性增强，这是因为高的结晶度可以减

少材料表面缺陷，抑制光生载流子的复合［１４１５］．然
而９００℃焙烧样品的产氢活性大幅度下降，这是由
于焙烧温度过高使样品发生烧结，进而导致样品比

表面积过低，造成活性位的不足．

图６不同焙烧温度ＢＹＶ的紫外可见吸收曲线
Ｆｉｇ．６ＵＶｖｉｓ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ｏｒＢＹＶ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ｒｅｔｕｒｅ

　　图 ６是经过 ＫｕｌｂｅｌｋａＭｕｎｋ变换后 ＢＹＶ的紫
外可见漫反射光谱．由图可以看出，６００℃焙烧的

样品与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焙烧样品的吸收边有明显
不同，这是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样品的晶体结构

由单斜晶系转变为四方晶系，晶型的改变导致吸收

边的不同．对于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焙烧得到的纯四
方晶相的ＢＹＶ，由图像可看出 ＢＹＶ存在两个吸收
边，分别在约 ４１５ｎｍ和 ５００ｎｍ．有研究报道［１１］

ＢＹＶ固溶体包含两种吸收光的体制，第一种吸收光
的电子跃迁是由Ｏ２ｐ所组成的价带向导带的跃迁，
波长小于４１５ｎｍ时，ＢＹＶ主要以这种吸收机制为
主，这次的跃迁直接导致光催化分解水反应的发

生；第二种吸收光的电子跃迁是由 Ｂｉ６ｓ所组成的
价带向导带的跃迁，此次的跃迁虽有利于材料对光

的吸收，但因与水的氧化还原电位不匹配而对分解

水制氢没有贡献．
　　为考察样品完全分解水性能，对样品进行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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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８００℃焙烧ＢＹＶ的产氢产氧活性
Ｆｉｇ．７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Ｈ２ａｎｄＯ２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ＢＹＶｕｎｄｅｒ８０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ｔ．：０．２ｇ，３００ＷＸｅｌｉｇｈｔ
λ＞３００ｎｍｃ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ｔ１％Ｐｔ＋１％Ｃｒ２Ｏ３）

时产氢和产氧的测试（图７所示），可见样品能稳定
地产氢产氧，氢氧量每小时分别为 ８０．５μｍｏｌ和
４３．８μｍｏｌ，摩尔比接近于２∶１．可以认为，负载了
ＰｔＣｒ２Ｏ３的ＢＹＶ具有完全分解纯水的能力．

３结　论
采用水热预处理法在较温和条件下合成了四方

晶系的固溶体光催化剂 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通过改变预
处理条件达到调节产物性能的目的．实验表明水热
预处理的ｐＨ值及预处理后焙烧温度对产物的性能
有较大影响：当预处理ｐＨ＝１，焙烧温度为８００℃
时活性最好，负载ＰｔＣｒ２Ｏ３后的ＢＹＶ具有完全分解
水能力，每小时产生氢氧量分别为 ８０．５μｍｏｌ和
４３．８μｍｏｌ，摩尔比为１．８４，接近水分解的理论比
２∶１．

参考文献：

［１］　ＦｕｊｉｓｈｉｍａＡ，ＨｏｎｄａＫ．Ｎａｔｕｒｅ［Ｊ］，１９７２，２３８（５３５８）：
３７－３８

［２］　ＲｅｎＬ，ＪｉｎＬ，ＷａｎｇＪＢ，ｅｔａｌ．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Ｊ］，２００９，
２０（４０）：１１５６０３－１１５６１１

［３］　ＫｕｄｏＡ，ＯｍｏｒｉＫ，ＫａｔｏＨ．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Ｊ］，
１９９９，１２１（４９）：１１４５９１１４６７

［４］　ａ．ＤｕｎｋｌｅＳ，ＨｅｌｍｉｃｈＲ，ＳｕｓｌｉｃｋＫ．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Ｃ
［Ｊ］，２００９，１１３（２８）：１１９８０－１１９８３
ｂ．ＺｈａｎｇＡｉｐｉｎｇ（张爱平），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ｉ（张进治）．
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Ｊ］，２０１０，２４
（１）：５１－５６

［５］　ＷｕＳｈａｏｌｉａｎｇ（吴韶亮），ＧａｏＸｉａｏ（高　晓），ＬｉｕＸｉｎ
ｍｅｉ（刘欣梅），ｅｔａｌ．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
化）［Ｊ］，２００７，２１（４）：３３８－３４３

［６］　ＭａｅｄａＫ，ＴａｋａｔａＴ，ＨａｒａＭ，ｅｔａｌ．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
［Ｊ］，２００５，１２７（２３）：８２８６－８２８７

［７］　ＫｕｄｏＡ．Ｉｎｔ．Ｊ．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Ｊ］，２００７，３２（１４）：
２６７３－２６７８

［８］　ＬｉｕＨ，ＹｕａｎＪ，Ｓ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Ｗ Ｆ．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Ｃ
［Ｊ］，２００８，１１２（２３）：８５２１－８５２３

［９］　ＷａｎｇＱｉＺｈａｏ（王其召），ＪｉａｎｇＬｉ（蒋　丽），ＬｉｕＨｕｉ
（刘　恢），ｅｔａｌ．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Ｃｈｉｍ．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物
理化学学报）［Ｊ］，２００９，２５（８）：１７０３－１７０７

［１０］ＷａｎｇＱｉＺｈａｏ（王其召），ＬｉｕＨｕｉ（刘　恢），ＹｕａｎＪｉａｎ
（袁　坚），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Ｊ．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催化学
报）［Ｊ］，２００９，３０（６）：５６５－５６９

［１１］ ＬｉｕＨｕｉ（刘　恢）．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Ｄ）．
２００８

［１２］ＫａｔｏＡ，ＡｓａｋｕｒａＫ，ＫｕｄｏＡ．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Ｊ］，
２００３，１２５（１０）：３０８２－３０８９

［１３］ＺｈａｎｇＡｉＰｉｎｇ（张爱平），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ｉ（张进治）．Ａｃ
ｔａＰｈｙ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物理学报）［Ｊ］，２００９，５８（４）：
２２３６－２３４４

［１４］ ＭａｅｄａＫ，ＴｅｒａｍｕｒａＫ，ＴａｋａｔａＴ，ｅｔａｌ．Ｊ．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Ｂ［Ｊ］，２００５，１０９（４３）：２０５０４－２０５１０

［１５］ＩｋａｒａｓｈｉＫ，ＳａｔｏＪ，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Ｈ，ｅｔａｌ．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
Ｂ［Ｊ］，２００２，１０６（３５）：９０４８－９０５３

２８ 　　　　　　　　　　　　　　分　　子　　催　　化　　　　　　　　　　　　　　　　　　　　　第２５卷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Ｗａｔｅ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ｏｎ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 Ｓｏｌ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ｘｉｄ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ＹＵＸｉａｏＬｉｎ，ＣＨＥＮＷｅｉ，ＬＩＣａｏＬｏｎｇ，ＬＩＵＨｕｉ，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Ｓ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ＷｅｎＦｅ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ｓｏｌ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ａ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ｐｈｏｔｏ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ｗｅ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Ｘｒａｙｄｉｆ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ＵＶｖｉ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Ｎ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ＢＹＶ）ｓｏｌ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ｕｎｄｅｒｇｅｎｔｌ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Ｖ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ｏｂｅ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ｗａｔｅ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ｗｈｅｎｌｏａｄｅｄｗｉｔｈＰｔ／Ｃｒ２Ｏ３．ＢＹＶ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ｕｎ
ｄｅｒ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ｐＨ＝１．０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ｎｅｄａｔ８００℃ ｆｏｒ６ｈ，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ｅｒｅａｂｏｕｔ８０．５μｍｏｌ／ｈａｎｄ４３．８μｍｏｌ／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ｌ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３８第１期　　　　　　　　　　　　　于晓琳等：水热预处理合成Ｂｉ０．５Ｙ０．５ＶＯ４及其光解水性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