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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基溶胶和凝胶的发现开拓了应用液相方法制备纳米碳基材料的新途径。特别是对于金属-碳复合材料的合成，传统方法(如气相沉积方

法)很难达到金属和碳相的均匀混合以及金属物相的定向调节，而利用金属和碳的杂溶胶和凝胶，可
使二者在分子水平上混合，并在后续的处理过程中定向控制金属物相的形式。另外液相方法有利于工

业化控制、成型(如形成膜材料、块体材料和纤维材料等)。但是，目前有关碳或金属-碳凝胶的干燥和
炭化采用常规方法，这导致碳或金属微粒发生严重的颗粒或分子间缩合和聚集，从而使所得材料的颗

粒度较大(>1000nm)。因此，采取新的技术以缓解或阻止颗粒或分子间缩合和聚集，制备纳米级碳或

金属-碳材料，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实际意义。 

  本项目之目的是利用焦油沥青为原料，通过碳基溶胶和凝胶液相途径制备纳米级碳基材料和金

属-碳复合纳米材料。此类材料在高性能催化剂、吸附剂、电极材料、磁性材料、防护材料和功能陶
瓷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 主要研究成果 

1. 碳凝胶中的水经乙醇交换后，利用乙醇超临界技术干燥，有效克服了碳微粒干燥过程中的聚集，

同时缓解了炭化过程中的缩合作用，从而成功得到粒度为10-40nm的纳米碳粉体。 

2. 采用乙醇添加方法，达到碳凝胶化pH值可控化，从而实现了碳溶胶和不同金属溶胶有效杂化和共

凝胶化的目的，并制备得到粒度均匀的分别含过渡元素、碱(碱土)金属元素的金属-碳纳米粉体(如图

1)。 

3. 创造性地通过沥青分子功能化，使之在150-300oC的温度下快速热解，发生连锁放热反应，使颗粒
表面温度迅速升至极高温度，然后冷却形成纳米级碳粉体；并通过掺加金属盐得到具有新型结构的碳

包裹金属的金属-碳复合纳米粉体(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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