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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环境中长期进化形成的多层次、多维和多尺度天然硬模板结构和一些具有多层次多维结构的天然

“软”生物分子可为多级结构纳米材料的设计与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金属氧化物通常作为催化剂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制备与催化应用得到广泛关注，生物模板法为金属氧化物的制备提供了一条简单、绿色、有效的合成路

线。本文从基于生物模板的制备方法、生物模板在氧化物制备过程中的作用和生物模板在金属氧化物催化应用时

的作用方面总结近十年来的研究进展。基于硬模板的制备方法简单高效，可完美地复制结构类似的金属氧化物材

料，而软模板能够灵活地调控金属氧化物颗粒的尺寸和分散性。基于生物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的过程往往经历

“吸附-成核-生长-组装”多步骤，生物模板起着表面吸附、空间限域、导向等重要作用。就所得金属氧化物的

催化应用而言，生物模板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氧化物材料元素的自掺杂、有效改善传质以及特殊的表面结构赋

予催化剂优异的催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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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atural environment,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scale natural hard
template structure from long-term evolution and some "soft" natural biological molecules with multi-
level,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provide a new venue for hierarchically structural design and
preparation of nanomaterials. Metal oxides are usually employe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atalyst. Therefore, their preparation and catalytic applications hav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Bio-
templated synthesis provides a simple, green and efficient synthetic route to the metal oxide.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recent ten years from the aspects of preparation methods based on
bio-templates, the roles of biological templates in the oxid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in catalytic
application of metal oxides. The preparation method based on hard template is simple and effici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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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erfectly duplicate metal oxide materials with similar structures, while the soft template can flexibly
regulate the size and dispersibility of metal oxide particles. Based on the bio-templated synthesis, the
formation of metal oxide often experiences multi-steps of "adsorption-nucleation and growth-assembly",
where bio-template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urface adsorption, confinement, orientation, etc. For
catalytic applications of the metal oxide, bio-templated synthesis offers the advantage to enable the
elemental self-doping of metal oxide, effectively improve mass transfer, and special surface structure of
metal oxide endows the resulting catalyst with excellent catalytic performance.
Keywords: biotemplate; metal oxide; nanomaterial; catalyst

金属氧化物拥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

性，易于制备和进一步功能化，故在催化中有着重

要作用[1]。其中，金属氧化物的结构和组成对催化

效果影响较大，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例如：丰

富的孔结构可以为金属氧化物提供较大的比表面积

和较高的孔隙率，从而获得较多的活性位且有利于

反应物质的传质[2]；特殊的表面形态，如片状表面

亦可为金属氧化物带来较大的比表面积，同时也可

影响物质在金属氧化物表面的作用过程。此外，无

机元素的掺杂可改变一些半导体金属氧化物的禁带

宽度，也可影响金属氧化物与负载金属的相互作

用，进而影响催化效果[2-3]。

具有特殊孔道或形貌，如多级孔道或纳米管状

等的金属氧化物的获得主要通过模板法[4]。其中模

板的选择至关重要，利用化学试剂制备所得模板或

化学试剂直接作为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往往有悖于

环保和经济理念，而以绿色环保的生物质及其衍生

物为模板，通过简单的制备条件实现复杂多孔结构

金属氧化物的制备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2]。以

生物质及其衍生物为模板制备材料的方法被称为生

物模板法。大自然物种丰富，可供选择的生物模板

可跨越纳米、微米和宏观三个尺度，涉及一维、二

维和三维的空间结构（图 1）。一般来说，根据模

板自身的特点及其在材料制备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可

分为硬模板法和软模板法两种。其中硬模板法主要

利用了模板自身的结构特点，得到的金属氧化物形

貌与所用模板整体或部分形貌类似，但其孔结构的

可调性较差；而软模板法更多的是利用模板自身的

导向及限域等作用，赋予所得金属氧化物多样的形

貌，但金属氧化物形貌及尺寸的均一性较差[5]。软

硬模板各有自身的优势，这就为材料的设计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

生物模板法为金属氧化物的制备提供了一条简

单、绿色的路线，其赋予金属氧化物特定的结构和

组成，进而使其呈现较优的催化性能。本文在已有

文献报道的基础上，系统地回顾了以生物质及其衍

生物为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的具体方法，总结了生

物模板在金属氧化物制备中的作用，并讨论了在催

化领域中以生物模板法制备的金属氧化物对催化效

果的独特贡献。

1 制备方法

以生物质及其衍生物为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的

方法较为简单经济，因模板性质及对所制备的金属

氧化物结构要求的不同，需要采用特定的条件实现

目标金属氧化物的获得。以下将从模板性质差异较

大的硬模板和软模板两方面分别介绍获得复杂结构

和组成金属氧化物的具体制备方法。

1.1 硬模板

以硬模板法制备金属氧化物主要利用了硬模板

图1 生物模板种类概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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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形貌和孔结构，故其所得金属氧化物的形貌

和孔结构与模板的部分或整体结构类似。目前已有

诸多以硬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的报道。如表 1所
示，利用硬模板可制备多种金属氧化物，且同种金

属氧化物可选用的硬模板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花

粉、蝴蝶翅膀和树叶等几大类，采用硬模板制备金

属氧化物目前以湿化学法（WCM）为主，也存在

少量其他制备方法。

WCM简单高效，可实现较为完整结构的复制。

其基本过程一般为：将生物模板浸入在含有金属前

体的溶液中，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实现结构的精确

复制，最后通过焙烧或刻蚀等方法将模板去除[6]。

整个制备过程较为简单，无需添加除沉淀剂以外的

试剂。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硬模板的物理化学性

质各异，且不同金属离子的水解情况也有较大的差

别，致使很难将复制过程进行特别明确的统一，也

很难通过将硬模板与前体溶液进行简单混合获得较

完整结构的复制，通常需要引入一定量的沉淀剂。

化学气相沉积（CVD）和原子层沉积（ALD）
因可实现对复制产物厚度较为精确的调节，也被用

于以硬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31]。其中，CVD主要是

通过目标氧化物前体在气相状态下反应，生成固态

物质沉积在硬模板上实现复制。但由于阴影的作用

（由孔结构引起的，内部孔道就像“阴影”处不能

被沉积），不能对模板结构进行很好的复制，而二

氧化硅因其可以在CVD下产生具有非凡流动性的

二氧化硅主团簇，可以较完美地实现结构的复

制[38]。ALD则通过将气相前体脉冲交替地通入反应

器，在硬模板上化学吸附、反应而实现结构复制。

这种方法可对厚度进行调控，并可实现原子层次的

厚度，且易于量产。此外，一些金属氧化物或分子

筛可通过简单的涂层（coating）或层层自组装的方

法（LBL）实现对复杂结构的复制，但这种方法往

往需要对硬模板进行一定的功能化，如氨基

化等[39]。

1.2 软模板

与硬模板法只能得到与模板整体或部分结构类

似的金属氧化物相比，软模板法在制备金属氧化物

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大部分生物软模板的结构单元

尺寸都在纳米或微米级别，并且能够实现对纳米体

系尺寸结构、性质和形状的控制，从而得到具有丰

富形貌和结构的金属氧化物[40]。以软模板制备金属

氧化物的方法目前所见报道均为湿化学法[41]，即在

金属氧化物的制备过程中，将软模板加入金属前体

溶液中，在一定条件下搅拌，烘干、焙烧进而得到

具有特殊形貌，如纺锤状、哑铃状等的金属氧化

物。目前已有诸多以软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的报

道，如表2所示，常见软模板主要包括多糖、微生

物、蛋白质和氨基酸等，利用其制备的金属氧化物

主要包括 TiO2、ZnO、CeO2、Co3O4、Fe3O4和 V2O5
等，涉及花状及“甜甜圈”状等多种形貌和介孔、

大孔等多种孔结构，其应用集中在与光催化相关的

领域。

不同来源的软模板在制备过程中各具特点，如

多糖类分子含有大量的羟基，这些基团易与金属阳

离子键合，并进一步诱导金属氧化物的成核生长，

获得如“甜甜圈”状等特殊形貌的纳米材料[42]。此

外，以多糖为生物模板合成金属氧化物的过程中大

多以水为溶剂，有效避免了有机溶剂的使用 [43]。

微生物模板则大多利用细胞表面聚合物的导向作

用，合成具有丰富形貌及结构的氧化物材料[44]。蛋

白质固有的官能团能很好地络合金属前体，辅以其

复杂的空间结构（分子骨架或分子内的空腔），可

以合成特定尺寸的纳米材料[45-47]。氨基酸分子直径

较小，分子识别能力和自组装能力强，以氨基酸为

模板所制备的纳米粒子大多粒径分布窄，且单分散

性、界面性和稳定性好，可形成空心结构氧化

物[48-51]。虽然软模板在制备金属氧化物中具有诸多

优势，但蛋白质、氨基酸等软模板所需分离提纯等

工序较繁杂，限制了软模板法的工业化应用，且目

前以软模板法制备金属氧化物仍缺乏精确控制金属

氧化物微观形貌的普适方法和理论。

综上，无论是以硬模板还是软模板法制备金属

氧化物，大多采用湿化学法，且通过调节前体、温

度和 pH等实验条件可实现不同形貌和孔结构金属

氧化物的制备，但因所用模板结构特点、所含基团

及对目标产物形貌和孔结构要求的不同，制备时实

验条件重点控制的方向不同：硬模板法中要实现所

得金属氧化物对模板的不同程度的复制（正向、反

向及整体复制），需要通过改变实验条件调控前体

与模板相互作用的位置；而软模板法在制备时主要

考虑的是通过改变实验条件，控制软模板在溶液中

呈现的空间结构或聚集状态。

2 生物模板在氧化物制备过程中的
作用

自然界中的生物种类繁多，生物材料复杂多

样，这些生物材料大到生物体，小到生物分子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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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以硬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的部分报道

硬模板

向日葵花粉［6］

油菜花粉［7］

百合花粉［8］

A.trifida花粉［9］

油菜花粉［10］

松花粉［11］

P. pterocarpum花粉［12］

蒲公英花粉［13］

荷花花粉［14］

荷花花粉［15］

棕榈树花粉［16］

向日葵花粉［17］

荷花花粉［18］

松树花粉［19］

油菜花粉［20］

向日葵花粉［21］

荷花花粉［22］

油菜花粉［23］

油菜花粉［24］

向日葵花粉［25］

花/树的花粉［26］

花粉［27］

蒲公英花粉［28］

油菜花粉［29-30］

蝴蝶翅膀［31］

芭蕉叶［32］

甘蔗叶［33］

枫树叶［34］

芳樟叶［35］

香樟叶［36］

A.vitifoliaBuch.树叶［37］

金属氧化物

CoFe2O4
PGs@（Ti-Zr）O4
TiOx/C或SiOx/C

TiO2
ZrO2

MgFe2O4/γ-Fe2O3
SnO2
CoFe2O4
MnO/C
WO3
ZnO

赤铁矿/α-Fe2O3/Fe3O4
NiO

ZnAl-LDH/ZnCo2O4
TiO2
ZrO2
CeO2
SnO2

α-Fe2O3/C
Fe3O4

CaCO3/CaHPO4
SO42−/M1xOy-M2xOy（M为Zr，Mo，Ti，Wo）

TiO2（板钛矿）

Cu/TiO2
SiO2

Al2O3/ TiO2
Y2O3，TiO2/ SiO2，ZnO，ZrO2/ TiO2/ SnO2/

Fe3O4/ WO3/ Bi2WO6，BiVO4
TiO2
TiO2
CeO2
MgO
N-ZnO

Pt/N-doped TiO2

制备方法

LBL+SSG②（WCM）
WCM
WCM
WCM
WCM
WCM
WCM
WCM
WCM
WCM
WCM

LBL+SSG②（WCM）
WCM
WCM
WCM
WCM
WCM

SSG②（WCM）
WCM

LBL+SSG②（WCM）
WCM
WCM

SSG②（WCM）
SSG②（WCM）

CVD
ALD
WCM
WCM
WCM
WCM
WCM
WCM

SSG②（WCM）

应用

—①

蛋白质检测

光催化降解活性艳红X-3B染料

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染料

吸附刚果红染料

刚果红染料和二甲胺四环素药物的废水处理

—①

盐酸阿霉素药物释放

锂离子电池

NO传感器

—①

—①

NO2传感器

吸附刚果红并光催化降解

1，3-丁二烯加氢

储氢

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

气体传感器

气体传感器

—①

布洛芬药物释放

氯苯的硝化反应

光催化降解甲基蓝染料

光催化降解氯四环素

以获得光子结构和光催化为主

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染料

光催化降解罗丹明6G
染料废水净化

除菌

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

光催化产氢

①文献中未提到具体应用；②溶胶凝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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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以软模板制备金属氧化物的部分报道

软模板

细菌纤维素［40］

纸浆［41］

淀粉［42-43］

酵母细胞［44］

笼型去铁蛋白［45］

无害利斯特菌铁蛋白［46］

Mms6蛋白［47］

氨基酸［48-51］

天冬氨酸［52］

氨基酸［53-54］

甘氨酸［55］

材料

ZnO
TiO2
ZnO
TiO2
Co3O4
Co3O4
Fe3O4
TiO2
TiO2
TiO2
TiO2

结构特点

花朵状纳米颗粒

纤维状，大孔

多个小球沉积形成“甜甜圈”状等

椭圆形多级有序介孔结构

小尺寸、窄粒径分布颗粒（粒径5nm±0.7nm）
小尺寸纳米颗粒（平均粒径5nm）

球状纳米颗粒

10～15nm立方块，大孔径纳米棒，花球状纳米颗粒

介孔纳米球

介孔纳米球

介孔空心纳米球

应用

抗菌剂

光降解罗丹明B
光催化降解苯酚

光降解COD
—①

—①

—①

光降解亚甲基蓝、布洛芬、萘酚蓝黑、甲基橙

葡萄糖脱水制糠醛

Li离子、Na离子电池

光致发光

①文献中未提到具体应用。

具有丰富的结构，因此，采用生物模板法可以合成

非常多具有特殊空间结构的材料，其结构复杂程度

甚至超出了物理或化学法目前可以达到的程度。随

着生物模板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氧化物形成机制的

认识也不断深入。已有研究表明其形成过程大多遵

循“吸附（络合） -成核-生长-组装”这一连串步

骤[5,26,56-57]。生物模板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表面吸附、空间限

域、导向作用。

2.1 表面吸附作用

生物模板的表面吸附作用是指金属氧化物在合

成过程中，生物模板表面种类繁多的基团对金属氧

化物的前体进行物理吸附或化学吸附（主导），进

而达到复制生物模板空间结构的效果。表面吸附涉

及到界面的问题，即不溶的生物材料表面与金属离

子的相互作用，因此表面吸附作用主要发生在生物

硬模板合成金属氧化物的过程中。生物材料表面含

有大量的基团，如羟基、羧基、氨基、硝基等，这

些基团往往是材料前体（阳离子）的吸附位点。当

前体扩散到生物模板的表面时，与其表面的基团发

生作用并被吸附，从而形成成核位点；前体不断地

扩散到成核位点，成核位点生长；进而在生物模板

表面进行组装，覆盖于生物材料表面，达到复制生

物模板结构的目的[8,10]。Erdogan等[9]以花粉为模板

合成了TiO2微球：Ti前体通过缩合和水解反应被锚

定在花粉模板的表面。通过调节前体溶液的组成或

醇解反应的时间可以控制金属醇盐的沉积量及TiO2
覆盖层的厚度。在TiO2覆盖层形成后保留了生物模

板的大部分原始形状和尺寸。Goodwin等[6]通过表

面溶胶-凝胶沉积逐层组装法，复制向日葵花粉的

三维结构合成了CoFe2O4。涂覆在花粉颗粒表面上

的 Co2+和 Fe3+在花粉外壁上被均匀地吸附，形成

Co-Fe-O沉积，并认为这是花粉表面上均匀分布的

羟基与钴和铁醇盐作用的结果。本文作者课题组[20]

也以花粉为模板，合成了一种具有 3D分级多孔的

TiO2，研究表明花粉在含有 Ti3+溶液中，花粉表面

的C==O、NH及C—N伸缩振动峰出现了一定的红

移，这说明了Ti3+与花粉表面的一些基团相互作用，

使得Ti3+在花粉表明成核、生长、最后复制了花粉

的多级孔结构。

此外，对生物模板的复杂表面进行一定程度的

修饰，使其表面性质趋于一致，能有效提升生物模

板的普适性。如 Fang等[58]通过表面功能化（氨基

化）和表面沉积（薄纳米晶金属）来保留生物模板

的形貌特征，合成了具有 3D形貌的CuO等材料，

提供了一种消除生物模板表面差异，广泛复制生物

材料空间结构的方法。Meyer等[59]让 SiO2在细胞内

部和细胞表面上成核并生长以形成 Si-RBC复合材

料，这种简便的修饰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生物结构的

保存和分析，还为使用其他细胞为模板设计与合成

各种功能材料提供前所未有的途径。

2.2 空间限域作用

生物模板的限域作用是指金属氧化物在合成过

程中，生物材料内部的孔隙对金属氧化物生长进行

限制，进而影响所得金属氧化物的形貌和孔结构，

因此起到空间限域作用的主要是生物硬模板。生物

模板内部的孔隙组成大多较复杂，不仅含有微孔、

介孔和大孔，而且孔隙分布可能是有规律的，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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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无规则的。通过控制反应体系的 pH、温度和

前体的浓度等因素，利用生物模板的限域作用，可

以实现对模板不同形式的复制。如图 2所示，这 3
种不同形式的复制分别是[5]：①反向复制，即前体

充满生物模板的空隙，复制其空隙结构，得到实心

的材料（B1）；②正向复制，即当前体涂覆在生物

模板的空隙壁时，复制其内表面结构，得到空心的

材料（B2）；③整体复制，即前体渗透到模板中，

复制其整体结构，得到与模板结构一致的材料

（B3）。其中反向复制及正向复制是对生物模板的

部分复制，而整体复制是属于对生物模板的全部

复制。

在某些情况下，前体可对生物模板的空隙进行

填充，利用生物模板内部孔洞的限域作用，复制生

物模板特定的空间结构。如Mille等[56]以蝴蝶翅膀

为模板合成了具有 3D螺旋结构的 SiO2光子晶体。

在合成过程中，SiO2溶胶凝胶填充整个蝴蝶翅膀的

空隙，在夹层结构的限域作用下，多余的SiO2通过

毛细管从蝴蝶翅膀上排出，最后通过酸刻蚀除去有

机材料之后，获得了反向复制的材料。Shin等[60]在

不同pH的溶液中通过表面活性剂原位矿化的作用，

在木材上合成了分级有序的 SiO2材料，结果表明

pH是控制原始结构的正向和反向复制品的关键因

素：在低 pH下，硅酸渗透进入木材内部的多孔结

构，覆盖于孔的表面而不堵塞孔隙，形成“分子涂

覆”界面，样品在煅烧之后形成正向复制的SiO2材
料；而在高 pH下，硅酸比较快地水解，迅速填满

木材内部的孔洞，形成了反向复制的SiO2材料。在

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生物软模板，尤其是具有复杂

空间结构的大分子生物材料（如蛋白质），其也能

起到空间限域的作用。Yamashita课题组[61]利用去

铁蛋白壳层的空腔结构制备得到单分散的纳米ZnO
粒子。

2.3 导向作用

生物模板的导向作用，是指模板所含的有机官

能团（如羧基、羟基、氨基等）通过与无机前体配

位络合，进而诱导其结晶，组装成具有特殊形貌的

金属氧化物。如图3所示，有机官能团往往先通过

配位作用锚定金属前体离子，继而参与并调控其

“吸附-成核-生长-组装”的结晶过程，最后得到

特定形貌的纳米材料。具体而言，有机官能团既可

以吸附于纳米材料的特定晶面上，诱导其定向排列

生长[62]；有机组分也可以与无机组分杂化组装形成

具有特定的纳米材料。前者多用来制备贵金属材

料，后者多用来制备金属氧化物。一般而言，软模

板主要发挥导向作用，以实现微观尺度上对生长尺

度及方向的调控，制备出具有有机-无机杂化组分

双重优势的纳米材料。

Ramakrishnan等[63]研究发现氨基酸及多肽分子

可导向形成多种形貌纳米 Pt，其利用氨基酸片段

T7、S7选择吸附在 Pt(100)和 Pt(111)晶面上，得到

了立方体及四面体纳米 Pt。 Sumerel 等[64] 发现

硅蛋白可诱导形成不同晶态的纳米二氧化钛层，其

利用钛前体与蛋白质组装形成无定形及部分结晶的

二氧化钛。该项研究启发了以氨基酸[65]、多肽或蛋

图3 生物模板的导向作用［5］

图2 生物硬模板法不同的复制类型［5］

B1—反向复制；B2—正向复制；B3—整体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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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66]等为软模板的二氧化钛仿生矿化制备相关研

究，且基于生物模板法的二氧化钛层具有优良的生

物相容性，在酶催化[67-68]领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

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生物模板在制备过程中往

往能发挥多重作用，得到形貌可调的纳米材料。因

此，这类生物模板很难界定为单纯的硬或软模板，

而是兼具了二者的性能优势。蛋壳膜是一类广泛使

用的生物模板，其具有由角蛋白交联构成的网络骨

架结构，可供无机前体沉积，是一种常见的硬模

板。但在合成过程中，得益于蛋壳膜的表面官能团

对不同金属离子的特定吸附，可以制备得到各类多

孔型纳米金属氧化物，如ZnO、NiO、CuO、Co3O4
和CeO2[69]。
2.4 其他作用

由于生物模板的多样性，在以其为模板合成金

属氧化物的过程中可能会利用到它的其他特殊作

用，比如离子交换、生物响应、选择性透过等。如

Li等[33]以绿叶为模板，合成了具有树叶结构的

TiO2，其研究发现了 Ti3+与叶绿体内的Mg2+通过离

子交换的过程，完整地复制了类囊体的层状纳米结

构，而溶胶-凝胶涂层则主要是起到了复制叶片静

脉和角质层的多孔骨架结构。Meyer等[59]发现红细

胞（RBCs）对一些化学试剂具有生物响应的作用，

通过化学试剂的作用可以对RBCs进行形貌调控，

获得 4种不同的形态，即口腔状细胞、棘状细胞、

球状细胞和盘状细胞，进而调控所获得的介孔材料

的内部结构或孔隙率。

3 生物模板法应用于制备金属氧化物
催化剂

催化剂的催化性能与其元素组成、几何电子结

构和表面形态密切相关。天然生物为模板用于制备

设计金属氧化物时，可提供多样性的结构，组成和

表面形态。目前生物模板法所制备的氧化物材料已

被报道应用于光催化[5,29,33,70]、CO氧化[71-72]和 1,3-丁
二烯选择性加氢[20]等催化反应中，并表现出优异的

催化性能。采用生物模板所得到的金属氧化物在催

化领域中的优势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即能够实现

特定元素的自掺杂、有效改善反应物的传质和提供

多样性的表面形态。

3.1 掺杂元素

化学法中无机元素的掺杂往往是通过添加额外

的化学试剂或后处理实现，这无疑增加了实验步骤

和成本，而特定生物模板里面含有的生物质成分对

于催化剂的合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实现材料制

备过程中的自掺杂。例如蛋白质、多糖和纤维素在

氧化物制备过程中能够实现催化剂的C、N元素自

掺杂。例如：Liu和Qian等[73-74]分别以萱草花粉和

田园罂粟为生物模板制备出了具有多级孔结构的N
元素自掺杂的CeO2催化剂，所得到的材料在光催

化水解制氢中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性能，分析原因是

由于自身的N元素掺杂有效地改善了CeO2的氧空

位，从而有利于其对可见光的吸收，最终提高了其

光催化性能。Jiang等[20]通过将油菜花粉作为生物模

板，成功地制备出了三维多孔结构TiO2载体，然后

负载贵金属 Pd，与商业化 TiO2做载体负载钯制备

的催化剂相比，其对1,3-丁二烯加氢表现出更好的

丁烯和 1-丁烯选择性。这是由于采用油菜花粉制

备出的TiO2能够实现C、N元素的自掺杂，从而改

变催化剂本身的电子结构，增强了金属和载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此外，生物模板中残留的无机成分如

K、Ca、Na等还能够充当催化剂助剂，亦有利于催

化反应的进行。Kaplin等[71]通过将松树锯末作为生

物模板成功制备出了二元Ce0.8Zr0.2O2以及三元CuO-
Ce0.8Zr0.2O2催化剂。通过与采用化学模板CTAB制备

的催化剂相比，表现出了优异的CO催化性能，因

为锯末模板中残留的Ca和K离子会嵌入催化剂的

晶格中，有助于催化剂中晶格氧的迁移，也会改变

Ce3+和 Ce4+的比例，从而有效地提升其 CO氧化

性能。

3.2 改善传质性能

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的催化性能往往与其传质有

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大比表面积有利于提供更多

的活性位点；多孔以及多级层结构有助于增加反应

物和催化剂的接触，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催化剂的传

质作用，从而增强催化性能。Liu等[75]通过使用鸡

蛋白作为生物模板来合成Bi2WO6催化剂，其光催

化降解罗丹明B的催化效果要远远好于无生物模板

合成的Bi2WO6材料，是由于前者具有更大的比表

面积和更丰富的多级孔结构，提供了更多的活性位

点，从而有利于催化反应。Qian等[76]以豆芽作为生

物模板制备出了三维多孔碳负载的CeO2的量子点

纳米结构催化剂，相比无生物模板的纳米粉末状或

块状CeO2催化剂，该材料表现出优异的光催化性

能和稳定性，其原因在于材料的多孔结构和高的比

表面积，有利于反应物和催化剂的接触。Chen等[22]

以莲花花粉作为生物模板，通过硝酸铈渗透来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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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花粉制备多孔CeO2球体，催化剂具有的大比

表面积和多级孔径分布，有效地增强了催化剂的表

面氧活性，因此所得 CeO2具有高效光催化活性，

在太阳光照射下即可高效催化降解亚甲基蓝。Su
等[77]以脱脂棉纤维为生物模板来制备TiO2，很好地

复制了原始棉纤维的中空纤维结构，有效地增强了

催化剂和亚甲基蓝之间的传质作用，从而具有优异

的光催化降解染料能力。

3.3 调控表面形貌

生物模板法制备的金属氧化物表面形态等性质

对催化性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相同元素组成和电

子结构的金属氧化物，当呈现不同的表面形态如球

状、片状、管状，花状和棒状等，往往表现出不同

的催化性能。例如 Zhang等[33]使用溶胶凝胶法以 5
种不同的植物叶子作为生物模板制备了形貌各异的

morph-TiO2，所制备的morph-TiO2成功复制了树叶

的结构。相比于无生物模板的n-TiO2，morph-TiO2
的光催化能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其光催化能力

要远远高于 n-TiO2。其原因在于，相比于 n-TiO2，
不同植物树叶作为生物模板得到的morph-TiO2成功

地复制了树叶的形貌结构，拥有层状纳米结构。

Kochkina等[78]使用浸渍法以木纤维为生物模板制备

纤维状TiO2材料并用于罗丹明B的光催化降解，所

得TiO2材料成功地复制了生物模板的片状形态，组

成片状结构的长方形颗粒可以作为纳米天线，更有

效地吸收光量子，从而有利于光催化，对罗丹明B
的光催化降解效果要远远好于商业P25（Degussa）。
本文作者课题组[72]也报道了利用甘氨酸作为软模板

制备了三维多孔 CeO2，通过简单调节制备条件，

可以制备出纺锤状、蝴蝶结状、哑铃状和棱柱状等

不同表面形态的CeO2材料，不同形态的CeO2其CO
催化性能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以甘氨酸作为生物软

模板所制备的蝴蝶结状多孔CeO2表现出了优异的

CO催化氧化性能。

4 结语

生物模板法为金属氧化物的制备提供了一条简

单、绿色、有效的合成路线，采用该法可以制备很

多具有特殊空间结构的材料，其赋予金属氧化物特

殊的空间结构以及实现元素自掺杂等方面的优势，

使得应用生物模板法所得的氧化物材料在催化领域

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千

万年来大自然的进化，基于生物模板法制备的材料

往往具有更为精细多样的形貌结构，这对催化反应

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单一的硬模板或软模板有时无

法满足上述要求。因此，深入研究生物模板的作用

机制，发挥多项模板的协同作用，根据具体催化反

应的特点设计、制备出形貌、结构可调的纳米材

料，值得研究者们进行更深入地探索。此外，目前

以生物模板法所得的金属氧化物材料集中用于光催

化领域，其在工业催化方面的应用及其构效关系的

探索将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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