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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氧化石墨烯（ＧＯ）和ＴｉＯ２ 水凝胶制备一系列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通过ＳＥＭ，ＸＲＤ和Ｒａｍａｎ光谱等对复

合光催化剂进行表征，研究不同实验条件下纯ＴｉＯ２ 和复合光催化剂对亚甲基蓝（ＭＢ）染料废水的脱色效果。结果表明：

复合光催化剂中的ＴｉＯ２ 主要为锐钛矿相，其光催化活性优于纯ＴｉＯ２。当ＧＯ的复合量达到１５％（质量分数）时，光催化

活性最高。在浓度为１０ｍｇ／Ｌ、初始ｐＨ值约为８的３０ｍＬ合成废水中加入２５０ｍｇ复合光催化剂，２．５ｈ后脱色率可达

９３．１％。通过复合氧化石墨烯，以ＴｉＯ２ 为主要成分的复合光催化剂具有一定的可见光光催化活性。根据处理前后模拟

废水的紫外可见光光谱全波扫描结果推测，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的光生电荷会直接破坏 ＭＢ分子中的发光基团，在

处理过程中没有新的发光基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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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水污染控制领域采用光催化方法处理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科研工作

者开发出了各种新型光催化剂。作为最早被应用于光

催化研究的催化剂之一，ＴｉＯ２ 由于化学稳定性好、无

毒、易于合成、高反应性和环境友好性等特点得到了深

入研究［１］。然而，ＴｉＯ２ 作为光催化剂存在两个主要瓶

颈，限制了其实际应用：第一，可见光的利用率低，

ＴｉＯ２ 只能吸收紫外光；第二，ＴｉＯ２ 颗粒中的光电子

空穴对易于复合，导致光量子效率降低和光催化活性

差［２３］。目前，扩展ＴｉＯ２ 光响应和抑制载流子复合的

方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各种方法来

修饰ＴｉＯ
［４５］
２ 。此外，将ＴｉＯ２ 负载在其他功能材料上，

促进光生电荷的分离，延长光生电荷的复合时间，这也

是提高ＴｉＯ２ 光催化性能和改善废水处理效果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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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之一［６］。

石墨烯（ＧＲ）是由彼此共价结合的碳原子六方晶

格组成的单层二维结构，因其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和导

热性［７］、高的机械强度、大的比表面积［８９］，在传感

器［１０１１］、能量储存和转移［１２１３］、纳米电子学［１４］、超级电

容器［１５］、复合材料［１６１８］和其他领域均得到了广泛关

注。ＧＯ是ＧＲ的氧化物，氧化后仍保留ＧＲ的层状结

构，同时许多含氧官能团被引入到每个层的ＧＯ单片

中。通常认为，羟基和环氧基分布在单片上，而羧基和

羰基引入到片层的边缘。这些含氧官能团的引入增加

了单个ＧＲ结构的复杂性。因此，ＧＯ除了ＧＲ本身具

有的一些基本性质外，还具有许多特定的特征，例如优

异的吸附性能［１９２０］。根据有关理论［２１２２］，如果将ＴｉＯ２

与ＧＯ结合制备成复合光催化剂，由于ＧＯ片层经高

温煅烧后发生部分还原成为ＧＲ，具有良好的电子传

导能力，复合物可以有效促进光生电荷的分离和迁移，

并且由于ＧＯ优异的吸附性能，可以将废水中的有机

物富集到复合光催化剂的表面，增加与光催化剂的接

触概率，从而使污染物得到更好的降解和去除。

本工作采用改进的 Ｈｕｍｍｅｒ法和超声微机械剥

离法制备出ＧＯ，利用溶胶凝胶法制备ＧＯ不同掺杂

比例的 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并采用ＳＥＭ，ＸＲＤ

和Ｒａｍａｎ光谱等手段对其进行表征，以亚甲基蓝

（ＭＢ）合成染料废水为目标污染物，研究复合光催化

剂在紫外光照射条件下对合成染料废水的处理效果以

及处理机理。

１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化学品和试剂

硫酸（Ｈ２ＳＯ４，＞９８．０），盐酸（ＨＣｌ，＞９８．０），氢氧

化钠（ＮａＯＨ，＞９８．０），过氧化氢（Ｈ２Ｏ２，＞３０．０），氨

水（ＮＨ３，＞９８．０），丙 酮 （Ｃ３Ｈ６Ｏ），高 锰 酸 钾

（ＫＭｎＯ４），甲 醇 （ＣＨ３ＯＨ，＞ ９９．５％），乙 醇

（Ｃ２Ｈ５ＯＨ，＞９６．０％），硝酸钠（分析纯），钛酸四丁酯

（分析纯），石墨粉。

１．２　样品制备

ＧＯ的制备：首先，采用改进的Ｈｕｍｍｅｒ法制备氧

化石墨［２３］。然后向其中加入稀盐酸，并以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离心洗涤，以去除硫酸根离子，并

反复用去离子水洗至中性。将一定量的离心后氧化石

墨与少量去离子水混合，６０Ｈｚ频率下超声处理１ｈ，

３０℃下真空干燥从而得到ＧＯ粉末。

ＴｉＯ２ 纳米粒子的制备：将１０ｍＬ 钛酸丁酯和

１８ｍＬ无水乙醇混合搅拌１０ｍｉｎ，制得混合溶液Ａ；将

１８ｍＬ无水乙醇、３ｍＬ冰醋酸和３．３ｍＬ去离子水混合

搅拌５ｍｉｎ，制得混合溶液Ｂ。溶液Ａ搅拌的同时，以

３ｍＬ／ｍｉｎ滴加Ｂ溶液，搅拌５ｍｉｎ，然后向反应体系中

加入甲酰胺０．７ｍＬ，搅拌２０～３０ｍｉｎ，直至在浅黄色透

明溶液中生成白色物质。搅拌１ｈ后，溶液变为醇凝胶

状态，即二氧化钛醇凝胶。将凝胶密封放置老化１～２

天，然后在马弗炉中４５０℃煅烧４ｈ，得到少量黑色颗粒

掺杂的浅黄色颗粒。然后将颗粒冷却到室温，粉碎成

粉末，即得到白色ＴｉＯ２ 纳米粒子。

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将不同质量的

ＧＯ与ＴｉＯ２ 纳米粒子加入适量蒸馏水，用玻璃棒搅

拌１０～２０ｍｉｎ，再用磁力搅拌器混合搅拌１０ｍｉｎ左

右，形成乙醇凝胶，在４５０℃的马弗炉中煅烧４ｈ，所

得颗粒冷却至室温，粉碎成粉状即得到ＧＯ／ＴｉＯ２ 复

合光催化剂。

１．３　光催化活性评价

以亚甲基蓝（ＭＢ）溶液为光催化剂目标物，采用

紫外可见分光度计测定６６４ｎｍ波长下处理前后溶液

的吸光度，用式（１）计算光催化剂对模拟染料废水的降

解率。

犃＝
犆０－犆

犆０
×１００％ （１）

式中：犃 为去除率；犆０ 为 ＭＢ的初始浓度，ｇ·Ｌ
－１；犆

为光催化处理后的 ＭＢ浓度，ｇ·Ｌ
－１。

１．４　模拟染料废水的处理

采用自制光催化反应器对ＭＢ染料废水进行光催

化处理，研究不同ＧＯ掺入量对复合光催化剂光催化

活性的影响。在紫外光作用下，采用不同ＧＯ负载量

制备的复合光催化剂处理 ＭＢ染料废水，研究复合光

催化剂用量、模拟废水初始ｐＨ 值和模拟废水初始浓

度等参数对处理效果的影响，得出不同处理条件下的

最佳工艺参数。在此基础上研究在模拟可见光（氙灯加

滤波片）条件下复合光催化剂对模拟废水的处理效果。

１．５　光催化工艺对 犕犅染料结构的影响

采用紫外可见光全波扫描法分析复合光催化剂

处理ＭＢ模拟染料废水前后光催化过程对染料分子结

构的影响。

２　结果和讨论

２．１　复合光催化剂的犛犈犕测试结果

图１为不同含量ＧＯ／ＴｉＯ２ 纳米粒子和复合光催

化剂的ＳＥＭ 图。可知，在不掺杂 ＧＯ时，ＴｉＯ２ 粉体

呈球形，部分颗粒团聚成团簇（图１（ａ））；在不掺杂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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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２ 纳米粒子时，ＧＯ呈片状波浪形结构（图３（ｂ））；

当ＧＯ掺杂量为３％时，ＴｉＯ２ 纳米粒子尺寸相对较

小，因此其分散并附着在ＧＯ片层上。不同部位球形

颗粒的团聚略有不同，且相对分散在连接较少的ＧＯ

多层结构中，复合材料表面主要由 ＴｉＯ２ 组成（图３

（ｃ））；当ＧＯ掺杂量为２３％时，ＧＯ占复合颗粒结构

的比例较高，ＴｉＯ２ 颗粒分别附着在不同结构的 ＧＯ

片层中，ＧＯ片层结构相对稳定（图３（ｄ））。

图１　不同含量ＧＯ／ＴｉＯ２纳米粒子和复合光催化剂的ＳＥＭ图

（ａ）ＴｉＯ２纳米粒子；（ｂ）ＧＯ；（ｃ）３％ＧＯ的复合光催化剂；（ｄ）２３％ＧＯ的复合光催化剂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ｉＯ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ＧＯ／ＴｉＯ２

（ａ）ＴｉＯ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ＧＯ；（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ｉｔｈ３％ＧＯ；（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ｉｔｈ２３％ＧＯ

２．２　复合光催化剂的犡犚犇分析

图２是ＴｉＯ２，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的ＸＲＤ谱

图。可知，２θ＝２５．３°，３７．８°，４８．０°，５３．９°，６２．７°，７０．３°

和７５°的衍射峰属于锐钛矿的（１０１），（００４），（２００），

（１０５），（２０４），（２２０）和（２１５）晶面的衍射峰。ＸＲＤ分

析表明，制备的 ＴｉＯ２ 属于锐钛矿相，衍射峰强而尖

锐，结晶度较好。复合前后两种形貌的比较表明，ＴｉＯ２

在复合光催化剂中仍以锐钛矿相的形式存在，但在复

图２　ＴｉＯ２及ＧＯ／ＴｉＯ２复合光催化剂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ｉＯ２ａｎｄＧＯ／ＴｉＯ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合光催化剂中无明显的ＧＯ衍射峰，说明ＧＯ的存在

对ＴｉＯ２ 的晶型和结构没有影响。原因可能是，复合

光催化剂中ＧＯ含量低（１５％），ＴｉＯ２ 在２５．４°处的衍

射峰覆盖了这一现象［２４］。

２．３　复合光催化剂的拉曼光谱分析

图３为ＴｉＯ２，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的拉曼光

谱。ＴｉＯ２ 的拉曼光谱有３ 个峰，分别为 ３９６ｃｍ
－１

（Ｂ１Ｇ），５１３ｃｍ－１（Ａ２Ｇ）和６３９ｃｍ－１（Ｅｇ）。作为锐钛

矿相ＴｉＯ２ 的振动模式
［２５］，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在

１３３０ｃｍ－１和１６００ｃｍ－１处出现２个峰，犐Ｄ／犐Ｇ＝１．０３，略

低于ＧＯ（犐Ｄ／犐Ｇ＝１．６）
［２６］。这可能是由于反应过程中

ＧＯ的减少造成的。此外，在低频区出现的３个峰与

纯ＴｉＯ２ 振动峰相同，表明复合光催化剂中的ＴｉＯ２ 仍

处于锐钛矿相。

２．４不同反应条件对复合光催化剂光催化活性的影响

２．４．１　ＧＯ掺入量对复合光催化剂光催化活性的影响

图４为 ＧＯ 掺入量分别为０％，３％，５％，８％，

１０％，１５％，１８％，２０％，２３％，２５％，２８％的复合光催化

剂在２０ｍｇ／Ｌ浓度下对３０ｍＬＭＢ染料废水的处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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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ＧＯ／ＴｉＯ２复合光催化剂及ＴｉＯ２拉曼光谱图

Ｆｉｇ．３　Ｒａｍ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ＧＯ／ＴｉＯ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ｎｄＴｉＯ２

果。结果表明，复合了ＧＯ的光催化剂光催化活性明

显优于纯 ＴｉＯ２ 的，当 ＧＯ的加入量为１５％时，ＧＯ／

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的光催化活性达到峰值。经２．５ｈ

处理后，脱色率达９１％。当掺杂量为１５％左右时，ＧＯ

单晶结构和ＴｉＯ２ 纳米粒子形成了较为均匀、合理的

结构。此时因ＧＯ片层经高温煅烧后发生部分还原成

为ＧＲ，具有良好的电子传导能力，可以降低光致复合

电子空穴产生的概率，提高ＴｉＯ２ 的光催化活性。同

时，ＧＯ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能够增加活性中心数

量，可以在复合催化剂表面吸附ＭＢ分子，提高催化反

应效果。当ＧＯ掺杂量较低时，难以有效避免光生电

子与空穴的快速复合；当ＧＯ掺杂量较高时，很大一部

分球形 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纳米粒子表面由 ＧＯ覆盖，而

ＧＯ未受还原时，透光率差，即使因较好的吸附性能将

染料分子吸附到复合光催化剂表面，但因复合光催

化剂内的ＴｉＯ２ 粒子更少暴露在紫外光下，光生电荷

从催化剂表面分离的概率降低。另外，过高的ＧＯ掺

杂量具有更高的导电性，有可能促使光生电子和空

穴较易复合，导致光催化剂失活，从而降低模拟染料

废水的处理效果。

图４　不同ＧＯ掺入量时复合光催化剂对 ＭＢ模拟废水的处理效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Ｂｄｙｅ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ｓ

２．４．２　复合光催化剂用量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图５为不同复合光催化剂加入量对 ＭＢ模拟废水

的处理效果。可知，在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ｍｇ和２５０ｍｇ

复合光催化剂作用２．５ｈ后，在初始ｐＨ值约为７．７８、

初始浓度为２０ｍｇ／Ｌ的３０ｍＬＭＢ染料废水中，脱色

效果良好。随着复合光催化剂用量的增加，脱色率也

随之提高，在２５０ｍｇ光催化剂上脱色效果最佳，脱色

率可达９２％，但当复合光催化剂用量为２５０～３００ｍｇ

时，脱色率开始下降，这是因为催化剂过多会导致废水

中悬浮物增加，光线很难透过液体，影响了光催化反应

的发生。

图５　不同复合光催化剂加入量对 ＭＢ模拟废水的处理效果

Ｆｉｇ．５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Ｂｄｙｅ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２．４．３　废水ｐＨ值对光催化效果的影响

图６为２５０ｍｇ复合光催化剂在紫外光照射下，在

初始浓度为０．０２ｇ／Ｌ、ｐＨ值为１．９０，３．９８，５．９４，７．９８

和１０．０２的条件下，处理３０ｍＬＭＢ染料废水的处理

效果。结果表明，ｐＨ 值为３．９８和７．９８时脱色率较

高，ｐＨ值为５．９４时脱色率较低。当ｐＨ 值为７．９８

时，脱色率达到９３．１％。当ｐＨ值达到１０．０２时，脱色

率明显下降。总体上，偏酸性和碱性条件下的脱色效

果均优于中性条件，特别是在碱性条件下。ｐＨ值对

图６　ｐＨ值对 ＭＢ模拟废水的处理效果

Ｆｉｇ．６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Ｂｄｙｅ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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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分子的稳定性有很大影响，通常染料分子在酸性

和碱性条件下不稳定。同时，ｐＨ 值影响光催化过程

中自由基的形成以及光催化剂的分散、活性和表面电

荷［２７］，并与Ｔｉ的等电点有关。根据有关资料
［２８］，ＧＯ／

ＴｉＯ２ 复合材料的等电点为ｐＨ＝６．７。在ｐＨ＞６．７的

溶液中，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材料表面带负电荷，催化剂表

面带正电荷。ＭＢ分子为有机阳离子，在碱性介质中

带负电荷，因而 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材料对 ＭＢ分子的吸

附能力较强。因此，在偏碱性条件下，降解效果较好。

２．４．４　ＭＢ染料废水浓度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图７显示了初始浓度为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７０ｍｇ／Ｌ和８０ｍｇ／Ｌ的３０ｍＬ染料废水经２００ｍｇ复合

光催化剂处理２．５ｈ后的处理效果。当浓度为１０ｍｇ／Ｌ

时，ＭＢ染料废水的脱色效果最好，说明复合光催化剂

适于处理浓度较低的模拟染料废水。

图７　不同初始浓度对 ＭＢ模拟废水的处理效果

Ｆｉｇ．７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Ｂｄｙｅ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５　可见光条件下的处理效果

为考察复合ＧＯ前后对ＴｉＯ２ 催化性能改善的效

果，在获得的最佳工艺条件和可见光条件下，复合光催

化剂对 ＭＢ模拟染料废水的处理效果如图８所示。可

以看出，在复合了１５％ＧＯ后，复合光催化剂在可见光

条件下处理 ＭＢ模拟染料废水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比单纯采用 ＴｉＯ２ 光催化处理时脱色率有大幅度

提高，证明复合ＧＯ之后，可以使ＴｉＯ２ 的光吸收范围

向可见光方向红移，从而使其在可见光条件下具有一

定的光催化处理有机染料的能力。

图８　可见光条件下 ＭＢ模拟染料废水的脱色效果

Ｆｉｇ．８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Ｂｄｙｅ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

２．６　光催化机理分析

ＧＯ复合ＴｉＯ２ 光催化剂处理 ＭＢ模拟染料废水

的机理示意图如图９所示。ＧＯ在复合光催化剂中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１）可以促进光生载流子分

离效率。高温制备过程使得部分 ＧＯ发生还原形成

ＧＲ，ＧＲ具有优异的导电性能。在复合体系中，由于

ＧＲ的费米能级较低，电子迁移率高，当受到光照时，

光生电子会从费米能级较高的ＴｉＯ２ 输运到ＧＲ表面，

直到二者平衡，形成能够捕获光生电子的肖特基势垒，

从而达到抑制光生电子空穴复合，提高ＴｉＯ２ 光催化

效率的目的；（２）ＧＯ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吸

附能力。由于复合了ＧＯ，使得ＴｉＯ２ 附近能够聚集起

大量染料分子，更易被其氧化；同时，由于大量光生电

子转移到ＧＯ表面，而ＧＯ还可以作为光催化还原反

应的载体，进一步提高光催化效率；（３）高温制备过程

图９　ＧＯ／ＴｉＯ２复合光催化剂处理模拟 ＭＢ染料废水机理的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ＧＯ／ＴｉＯ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Ｂｄｙｅ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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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ＧＯ表面官能团裂解，部分Ｃ原子进入ＴｉＯ２ 表面

晶格，形成局部Ｃ掺杂，使得Ｃ以复合和掺杂两种形

式存在，从而显著提高了光催化效率。

　　复合光催化剂处理ＭＢ模拟染料废水不同时间后

紫外可见光全波扫描情况如图１０所示。随着处理时

间的延长，ＭＢ的特征吸收峰强度逐渐降低，说明复合

光催化剂的脱色效果随处理时间的延长而增加。此

外，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只有ＭＢ的初始特征峰强度逐

渐降低，而其他部位则没有出现新的特征峰。这表明，

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对模拟染料废水的处理是光

生电荷直接破坏 ＭＢ分子中的发光基团，在此过程中

不产生新的发光基团，反应后光催化剂的结构也保持

不变。

图１０　不同处理时间后 ＭＢ模拟染料废水

紫外可见光全波扫描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ＵＶ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ｆｕｌｌｗａｖ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Ｂｄｙｅ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３　结论

（１）复合光催化剂中的ＴｉＯ２ 仍以锐钛矿相为主，

催化活性优于纯ＴｉＯ２，当ＧＯ掺入量为１５％时，ＴｉＯ２

的光催化活性最好。

（２）该复合光催化剂对低浓度模拟染料废水更有

效。在浓度为１０ｍｇ／Ｌ、初始ｐＨ为８左右的条件下，

用２５０ｍｇ复合光催化剂处理３０ｍＬ模拟废水２．５ｈ，脱

色率可达９３％。此时在可见光条件下，复合光催化剂

也具有一定光催化性能，证明ＧＯ复合使得ＴｉＯ２ 光催

化剂具有了可见光催化活性。

（３）ＧＯ／ＴｉＯ２ 复合光催化剂处理 ＭＢ模拟染料废

水时，光生电荷直接破坏ＭＢ分子中的发光基团，在此

过程中不产生新的发光基团，光催化反应不能影响或

改变光催化剂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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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ｉＯ２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４，１１４（１９）：９９１９９９８６．

［４］　ＩＶＡＮＯＶＳ，ＢＡＲＹＬＹＡＫＡ，ＢＥＳＡＨＡＫ，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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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Ｊ］．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２０１７，７（４）：１００１３２．

［６］　赵慧敏，苏芳，范新飞，等．石墨烯二氧化钛复合催化剂对光催化

性能的提高［Ｊ］．催化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５）：７７７７８２．

ＺＨＡＯＨ Ｍ，ＳＵＦ，ＦＡＮ ＸＦ，ｅｔａｌ．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ＴｉＯ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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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ＮａｔＭａｔｅｒ，２０１１，８（１０）：５６９５８１．

［８］　ＮＯＶＯＳＥＬＯＶＫＳ，ＦＡＬＫＯＶＩ，ＣＯＬＯＭＢＯＬ，ｅｔａｌ．Ａ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２，４９０（７４１９）：１９２２００．

［９］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Ｒ，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Ｍ，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Ｓ．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６（５）：６３８６７０．

［１０］　ＹＡＮＧＪ，ＤＥＮＧＳＹ，ＬＥＩＪＰ，ｅ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ｓｈｅｅｔＡｕＰｄａｌｌｏｙ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ｆｏｒ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ｂｉｏ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１，２９

（１）：１５６１６６．

［１１］　ＢＡＩＬ，ＹＵＡＮＲ，ＣＨＡＩＹ，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ｎａｌｙ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ｕ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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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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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董慧民，牟维琦，史海燕，等．石墨烯填充丁腈橡胶纳米复合材料

研究进展［Ｊ］．航空材料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５）：３６４６．

　ＤＯＮＧＨＭ，ＭＵＷＱ，ＳＨＩＨＹ，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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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ｄｂｙ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ｖｉｓｉｂｌｅ

ｌｉｇｈｔ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Ｂ，２０１７，２０１：４７０４７８．

［２０］　ＬＩＵＮ，ＬＩＡＮＧＧ，ＤＯＮＧＸＷ，ｅｔ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ｎｚｙｍ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ｏｎ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ｈｅｎｏ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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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６：１０２６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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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ａ，２０１６，２１９：３８４８．

［２３］　ＨＵＭＭＥＲＳＷＳＪｒ，ＯＦＦＥＭＡＮ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ｉｃ

ｏｘｉ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５８，８０

（６）：１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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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马利静，郭烈锦．不同原料合成的 ＴｉＯ２ 的变温拉曼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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