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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常规电化学方法研究了 P t /P t与 P t和 Sn配比不同的 P t Sn /P t电极对乙二醇 ( EG )的电催化氧

化行为。结果表明, EG在 P t/P t和 Pt Sn /P t电极上均能自发氧化解离, 产生强吸附中间体 COad。而 Sn的加

入, 可抑制 EG的自发氧化解离 ,且在一定范围内随着 Sn含量的逐渐增加 ( Sn /P t从 0 25增加至 0 67), EG在

P t Sn /P t电极上自发氧化解离所产生的 CO吸附量逐渐减少, P t Sn /P t电极对 EG电催化氧化的活化能逐渐降

低 (从 44 21降至 32 11 kJ/m ol)。与 P t /P t电极相比, P t Sn /P t( Sn /P t= 0 67)电极对 EG电催化氧化的活性得

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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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小分子的电催化氧化一直是燃料电池的研究热点之一
[ 1~ 4]

, 而乙二醇 ( EG )具有较高的比能

量, 分子结构相对简单,在直接燃料电池的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
[ 5 ~ 7]
。铂电极一直被认为是有机小分子

最好的电催化剂。研究表明, 甲醇、甲酸、甲醛、乙醇等有机小分子都可以在电极表面发生自发氧化解

离,产生强吸附中间体 CO毒化电极表面
[ 8, 9]

, 严重影响电极的电催化活性。为了减小 CO对电极的毒

化,提高电极活性,开发出性能较好的燃料电池, 必须寻找电催化性能更加优异的阳极材料。研究者们

设法尝试在铂中加入一元或多元金属或金属氧化物作为助催化剂组合成复合催化剂,期望既可发挥铂

对有机小分子的优良催化作用,又能抵抗 CO的毒化,并且取得了可喜的研究进展。一般的做法是,在铂

中加入第 2种金属 ( Ru, Sn, Sb, M o等 )
[ 10~ 12]

或金属氧化物 (WO3, T iO2等 ) ,组成二元甚至三元、四元催

化剂
[ 13]
。Ru由于能在较低的电位下吸附 OH ad, 以提供氧物种氧化 CO,活化电极表面,被认为是较好的

抗 CO中毒的助催化剂。但对 Sn的助催化性能,不同的研究者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 Sn能提高 Pt

的催化活性,而有人认为 Sn会降低 Pt的催化活性
[ 14]
。本文采用恒电位共沉积铂锡合金, 通过控制其浓

度配比,制备了以铂电极为基底, P t、Sn配比不同的 Pt Sn纳米粒子修饰 Pt电极 ( P t Sn /P t), 研究其对

EG的电催化氧化行为。与相同条件下所制备的 Pt纳米粒子修饰铂电极 ( P t /P t)比较, P t Sn /P t电极对

EG的电催化氧化活性明显高于 Pt/P t电极,从而为直接 EG电池阳极和 EG传感器的制备提供了一定

的应用与理论依据。

1 实验部分

1. 1 仪器和药品

溶液由乙二醇 ( EG)、硫酸、氯铂酸、盐酸、四氯化锡分析纯试剂和三次蒸馏水配制。电化学实验在

CH I660B电化学工作站 (上海辰华仪器公司 )上进行,采用三电极体系, 铂丝环为对电极, 饱和甘汞电极

为参比电极,工作电极以铂盘 ( 3 14mm
2
)电极为基底,采用恒电位共沉积法自制, 所有实验均在室温下

进行。电化学循环伏安扫描速率均为 50 mV /s,电极电位均相对于饱和甘汞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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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工作电极的制备

铂盘电极在使用前先用 V (H 2SO4 ) V (H2O2 ) = 3 1混和洗液浸泡 6 h, 以除去电极表面吸附的有机

物等杂质, 然后分别在 6
#
金相砂纸、1、0 3和 0 05 mm 的 A l2O3上打磨抛光, 超声波清洗后, 置于

1 mmo l/L H 2PtC l6 + x mmo l/L SnC l4 + 0 1mo l/L H2 SO4溶液中在 - 0 1 V的电极电位下共沉积, 通过选

择 x的值在 0~ 4mmo l/L范围内, 在沉积电量均为 6 28  10- 3
C的条件下, 制备得到铂纳米粒子修饰铂

( P t /P t)和不同 Pt、Sn配比的 Pt、Sn合金纳米粒子修饰铂 ( P t Sn /P t)电极。假设在此条件下所制备的各

电极的表面积基本一致,并将溶液中 Pt与 Sn浓度比代表电极表面 Pt与 Sn的原子比。

2 结果与讨论

2. 1 P t Sn/P t电极在硫酸溶液中的循环伏安行为

图 1分别为 Pt Sn /P t和 Pt /P t电极在 0 1 mol /L H 2SO4溶液中的循环伏安曲线。从图 1可以看出,

P t Sn /P t和 Pt/P t电极的 CV曲线明显不同, 在 Pt Sn /P t电极上氢的吸脱附电量减少, 且在 0 2V开始出

现 Sn的氧化电流。说明 Sn能在更低的电位下提供含氧物种, 而这些含氧物种是氧化有机小分子所必

须的。

图 1 P t Sn /Pt和 P t /P t电极于 0 1 mo l/L H2 SO4溶液

中的循环伏安曲线

F ig. 1 CVs o f Pt Sn /P t and P t/P t electrodes

in 0. 1 mo l/L H
2
SO

4

图 2 P t/P t和 Pt Sn /P t电极浸于 0. 1 mo l/L EG+

0. 1 mo l/L H
2
SO

4
溶液 3 m in后的 CV曲线

F ig. 2 CVs o f P t /P t and P t Sn /P t afte r imme rsed in

0. 1 m o l/L EG + 0. 1 m o l/L H
2
SO

4
so lution

fo r three m inutes

2. 2 EG在 P t/P t和 P t- Sn /P t电极上的自发氧化解离吸附

图 2为 Pt /P t和 Pt Sn /P t电极开路电位下分别在 0 1 mo l/L EG + 0 1 mo l/L H2 SO4溶液中浸泡

3 m in,再用三次蒸馏水冲洗干净,置于 0 1mo l/L H2 SO 4溶液中循环伏安扫描所得到的 CV曲线,该图与

粗糙 Pt电极在 CO所饱和的 0 1mo l/L H 2SO 4溶液中的 CV曲线基本一致
[ 8, 9]
。第 1圈 CV扫描时, P t/P t

和 Pt Sn /P t电极分别在 0 41和 0 45V出现 CO ad的氧化峰,而氢的吸脱附被抑制;在第 2圈 CV扫描时,

二电极恢复到各自在 0 1 mo l/L H 2 SO4溶液中的标准 CV曲线。说明 EG在 Pt /P t及 Pt Sn /P t电极上均

能自发氧化解离,产生强吸附毒性中间体 COad。但 Pt Sn /P t电极上解离吸附的毒性中间产物 CO ad的氧

化峰电流显著降低,说明 Sn的加入抑制了 EG的自发氧化解离, 降低了 CO ad在电极表面的吸附量与覆

盖度。这也许正是 Pt Sn /P t比 Pt /P t电极对 EG电氧化具有较好催化活性的原因。

2. 3 EG在 P t、P t/P t和 P t Sn/P t电极上的电氧化行为

图 3为光滑 Pt、Pt /P t和 Pt Sn /P t电极对 EG电催化氧化的 CV曲线图。从图 3可见, EG在 Pt Sn /P t

与 Pt /P t和光滑 Pt电极上的 CV曲线有所不同。在正向扫描时, EG在 Pt /P t和光滑 Pt电极上只有 1个

氧化峰,而在 Pt Sn /P t电极上有 2个氧化峰。进一步比较不同电极上的氧化峰发现, EG在 Pt Sn /P t电

极上的第 1个氧化峰电位比光滑 Pt和 Pt /P t电极上的氧化峰电位有较大的负移, 但第 2个氧化峰电位

则介于 EG在 Pt /P t和光滑 Pt电极上正向扫描时的氧化峰电位之间。同时, EG在 Pt Sn /P t电极上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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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氧化电位与 Pt/P t和光滑 Pt电极相比约提前了 250 mV, 峰电流密度亦有较大的提高。实验结果一方

面说明 Pt Sn /P t电极对 EG有较好的电催化氧化活性;另一方面亦暗示 EG在 Pt Sn /P t电极上有着不同

的电催化氧化历程。

图 3 EG在不同电极上的 CV曲线

F ig. 3 CV s of EG at d ifferen t E lectrodes in

0. 1 mo l/L EG+ 0. 1 mo l/L H2 SO4

图 4 EG在不同 P t Sn /Pt电极上的 CV曲线

F ig. 4 CVs o f EG a t different Pt Sn /P t E lectrodes

in 0. 1 m o l/L EG+ 0. 1 m o l/L H
2
SO

4

n ( Sn) /n ( P t): a. 0. 25; b. 1. 0; c. 1. 33; d. 0. 8; e. 0. 57; f. 0. 67

2. 4 不同制备方法对电极活性的影响

图 4为 EG在铂锡盐配比不同的溶液中所制得的 Pt Sn /P t电极上的 CV曲线图。图中可见, EG在

不同的 Pt Sn /P t电极上电氧化的起始氧化电位均在 0 0V左右,但峰电流密度却相差很大,峰电流密度

随着溶液 Sn /P t配比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当 Sn /P t比为 0 67时其峰电流密度最大。这一结果一方面

说明 Sn的存在有助于提高 Pt纳米粒子对 EG的电催化氧化活性;另一方面表明 Pt Sn /P t电极对 EG的

电催化氧化活性不总是随着载 Sn量的增加而增大,在制备 Pt Sn /P t电极时应选择合适的载 Sn量。

比较 EG在 Pt/P t和不同 Pt Sn /P t电极上电氧化参数 (见表 1)的结果发现,与 Pt /P t电极相比,不但

所有的 Pt Sn /P t电极对 EG电催化氧化的起始氧化电位和峰电位均有所负移, 而且催化剂溶液在 n

( Sn) /n ( P t)为 0 57和 0 67时,制备的 Pt Sn /P t电极的峰电流也有所增大。综合分析 Pt /P t和不同 Pt

Sn /P t电极对 EG电催化氧化的相关参数的结果表明,催化剂溶液中 n( Sn) /n( P t) = 0 67时, 所制备的

Pt Sn /P t电极对 EG电催化氧化的活性最高。

表 1 EG在 P t/P t及不同的 P t Sn /P t电极上第 10圈扫描时的有关参数比较

Tab le 1 Param eters of EG ox idation at P t/P t and d ifferen tP t Sn /P t electrodes in the ten th segm en t

n ( Sn ) /n ( Pt) 104C ou lom etry /C E Peak /V 103 jpeak / ( A! cm - 2 ) E onse t /V

0 9. 494 0. 488 9 0. 209 5 0. 355 7

0. 25 8. 052 0. 345 1 0. 188 3 0. 025

0. 57 16. 4 0. 384 8 0. 292 8 0. 101

0. 67 19. 2 0. 376 1 0. 320 6 0. 090

0. 80 11. 4 0. 351 6 0. 246 7 0. 092

1. 00 9. 24 0. 349 5 0. 237 4 0. 098

1. 33 6. 79 0. 349 5 0. 247 9 0. 081

根据阿仑尼乌斯公式求得 EG在不同 Pt Sn /P t电极上电氧化的表观活化能
[ 15]
结果列于表 2。具体

计算方法为:对阿仑尼乌斯公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并对温度 T求偏导得:

d Ink
dT

=
E a

RT
2 ( 1)

式中, k为速率常数, 设某电极反应在某电极电位下的电流强度与浓度的 n次方成正比,即: i= kc
n
,将此

式代入 ( 1)式并在电极电位 ( )相同时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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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a

2. 303R
)
1

T
= ( lg i ) ( 2)

以 lg i~ 1 /T作图,通过直线的斜率即可求得表 2所列表观活化能。从表 2可见, EG在 Pt Sn /P t电极上

电氧化的表观活化能随着 Sn /P t比值的增大先降低后增大。在 n( Sn) /n ( P t) = 0 67时,电极对 EG电氧

化的表观活化能最低。这亦印证了图 2和表 1的实验结果, 说明催化剂溶液中 n( Sn) /n ( P t) = 0 67时,

所制备的 Pt Sn /P t电极对 EG电催化氧化的活性最高。

表 2 EG在不同电极上电氧化的表观活化能

Tab le 2 Apparen t activat ion energies of EG oxidation at d ifferen t e lec trodes

E lectrodes Sm ooth Pt n ( Pt) /n ( P t) = 1
n ( Sn) /n ( Pt)

0. 25 0. 67 0. 57 4. 00

E a / ( k J! m ol- 1 ) 43. 07 44. 21 38. 9 32. 11 32. 92 42. 01

2. 5 EG在 P t/P t和 P t Sn /P t电极上的计时电流 ( I t)曲线

图 5分别为 Pt /P t和 Pt Sn /P t电极在 EG溶液中电位阶跃至不同氧化电位时的 I t曲线 (插图中所

示为计时电流实验中的电位阶跃程序 )。从图 5a和图 5b可见,电极电位分别阶跃至 0 2、0 4和 0 6 V

时到达稳态电流的时间,后者比前者约提前了 5 s,相同时间下图 5b的电流比图 5a的大, 说明 Pt Sn /P t

电极催化活性好,稳定性高,即有较好的抗 CO ad中毒性能。

图 5 EG在 P t/P t( a )和 P t Sn /P t( b)电极上的计时电流曲线

F ig. 5 I t curves for EG ox idation at ( a ) P t/P t and ( b ) P t Sn /P t e lectrodes in 0. 1 m o l/L EG+ 0. 1 m o l/L H2 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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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ta lysing act iv it ies of P t /P t and Pt Sn /P t electrodesw ith different P t Sn rat ios w ere investiga

ted w ith conventional electrochem ica l technique for ethylene g lyco l ( EG ) ox idation. The se lf dissociation

phenomenon of EG to produce strong adsorpt ion intermed iate COad at P t /P t and Pt Sn /P t e lectrodesw as found

for the f irst time. And w ith the add itive of Sn the self ox idation dissociation o fEG at Pt Sn /P t electrodesw as

suppressed. The adsorption quantity of CO produced by the se lf ox idation dissoc iation o f EG at P t Sn /P t

electrodes decreased w ith increasing Sn Pt ratio ( from 4 1 to 3 2) . The apparen t activation energy o f

EG electro ox idat ion also decreased( from 44 21 to 32 11 kJ/mo l) w ith increasing Sn Pt rat io. C ompared w ith

Pt /P t e lectrode, the onset ox idat ion po tentia l and apex ox idation potential o fEG ox idation sh ifted negat ively by

195 and 105 mV respectively, and the current inreased from 0 117 1 to 0 148 1mA.

Keywords E thy lene G lyco,l se lf dissociation, e lectro ox id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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