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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已能实用的 电催化剂的用量 提高其催化活性

和利用率 对于当前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开发具有重

要意义 ∀通过膜电极结构和制备工艺优化 提高 电催

化剂催化活性和利用率的研究 本文作者所在的科研组已进行

多年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通过改进 电催化剂制备工

艺也可以提高其性能 因为制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催化

剂的组成 结构和性能 ∀

电催化剂的传统制备方法主要包括浸渍法 离子交换

法 法 插层化合物反应合成法以及胶体法等 ∀用原

有方法制备的 电催化剂存在若干问题 如 颗粒粒径较

大 纳米 粒子可能团聚 在碳载体上的分散性差且不均

匀 制备过程复杂 反应条件苛刻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 近年来

许多研究者尝试采用微乳液法 进行

电催化剂的制备研究 ∀

特点

微乳液是由表面活性剂 助表面活性剂 通常为醇类 也有

表面活性剂 如 即二 乙基己基 磺基琥珀酸钠 不需

加入助表面活性剂也能形成微乳液 油 通常为碳氢化合物

和水 或电解质水溶液 组成的透明 各向同性的热力学稳定体

系 ∀微乳液 也称为微胶囊 分为油包水 和水包油

两类 其中 型微乳液也称为反胶束

或反胶团 是指表面活性剂溶解在有机溶剂中 当其浓度

超过临界胶束浓度 后 形

成亲水基团朝内 疏水链朝外的液体颗粒结构 其中的内核可

以增溶一定量的水分子而形成水核 ∀水核作为一个微型反应

器 反胶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稳定 小尺寸的特性 即使破裂后

还能重新组合 因此反胶束微反应器又称为智能微反应器 是

理想的反应场所 可以用来制备纳米粒子 其粒径可由水与表

面活性剂的比例来加以调控 ∀由于纳米颗粒外表面有一层由

表面活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坚固的保护膜 使得纳米粒

子能够较稳定地存在而不易聚集 ∀可以按照颗粒直径来命名

颗粒直径小于 时称为反胶束或反胶团 颗粒直径介于

∗ 之间时称为 型微乳液 ∀

采用该方法制备纳米颗粒时 具有使用的设备比较简单

可在室温下操作 获得的金属颗粒粒度分布均匀等特点 ∀

反应方式

采用微乳液法制备 纳米粒子时 一般可采用以下 种反

应方式 反应物互溶 将两个分别增溶有 化合物前躯体和

还原剂的微乳液体系混合 由于胶团颗粒间的碰撞 发生水核

内物质的相互交换或物质传递 引起水核内的化学反应 水核

大小控制了最终 纳米粒子的尺寸 添加还原剂 将 化合

物前躯体增溶在微乳液的水核内 还原剂以水溶液形式与前者

混合或直接加入到微乳液中 还原剂穿过微乳液的界面膜 进

入水核内与 化合物前躯体作用 产生晶核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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