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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吡啶为原料制备氮掺杂碳纳米管 

朱素冰;孙思修;周薇薇;许军舰;李彦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山东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济南 250100) 

摘要： 

在700～800 ℃,以吡啶为原料用CVD方法制备出了管径在20～40 nm的竹节状碳纳米管. EDX和XPS结果都表明氮

掺杂到碳纳米管中. HRTEM研究发现掺氮碳纳米管的竹节由数层石墨片弯曲而成,纳米管外层石墨层逐渐消失.从
Raman谱图的对照中发现,与相似条件下制备出的纯碳纳米管相比,氮掺杂碳纳米管的D谱带对G谱带的相对强度增

加, TGA研究发现掺杂纳米管在较低温度下即被氧化,这些结果都说明氮掺杂使得纳米管的缺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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