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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下空气与金属妮和担表面的相互作用

赵良仲

∋中国科学院
,

化学研究所
,

北京 (∃∃ ∃) ∃∗

用 + ,− 角分布法研究了祝和袒在室温下与干燥空气的相互作用
.

结果表明促和坦表面生成了化学组

成分别为 # /0 。, 和 1、 2 的氧化物
,

氧化膜内金属原子和氧原子呈混合状态
,

从而排除了这种相互作用
一

仅仅是化学吸附的可能性
.

关键词3 + 射线光电子能谱∋4 ,2∗ 金属氧化 妮和担

钥和钮的化学性质很稳定
,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室温下它们与空气或氧无作用
〔’刃

.

然

而用俄歇电子能谱 ∋5 6 −∗ 和 4 ,− 研究妮和钮在室温下与氧相互作用时都观察到表面金属原

子向氧原子发生电荷转移 ∋ 7川
.

本文甩4 ,2 角分布法研究了这种电荷转移是由于氧的化学吸

附所致还是生成了表面氧化物
.

实 验
用 8 9 5 1 ∃ 2 6 27 ∃ ∃ 型电子能谱仪记录 4 ,2 谱

.

谱仪室的真空度约 ( 4 (∃ 一:,; ,

泵油污染

碳的 < !3 谱线用作参考
.

试验前用机械法抛光金属表面
.

室温氧化在干燥器中进行
.

结 果 和 讨 论
·

图 !; 和 0 ;
分别为室温下氧化 ( 分钟的 # /7 = 和 1 ;> ?谱线

.

# /7 = 谱 中峰 ( 和峰 对应

的结合能份别为 ∃(
.

) 和 加>
.

:≅ Α ∗分别与金属妮的 7吨
Β 3 和 7 =7

Β 3
结合能符合 Χ 1 ;> 厂谱中峰 (

和峰 对应的结合能份别为 加
.

:≅ Α 和
.

>“Α∗ 分别与金属钮 的 >?
∀ Β 3 和 >人Β 3

结合能接

近 川
.

图 ( 和 中峰 (
‘

和 味自氧化态较高的金属原子
.

4 ,2 角分布测试表明价态较高的金

属原子的相对信号强度随光电子发射角 ;增加而减少
,

见图 7; 和 >;
,

所以它们位于金属表

面
.

由于氧在多数金属表面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

而发生化学吸附时氧原子与金属原子之间可

以发生电荷转移并生成吸附化学键
,

其结果可导致表面金属原子的电子结合能增加
〔7,: ∗

.

为

了识别化学吸附和表面氧化
,

对钒和钮表面的 ∃ (Δ 谱线∋结合能约 Δ 7 Ε
∗ 作了角分布测试

,

结

果表明 ∃ (3 峰的相对强度不随 Φ增加而改变 ∋见图 7/ 和 > /∗
.

因为化学吸附不会多于单层
,

吸附氧原子与金属原子不发生位置交换
,

这时 ∃ (Δ 峰强度应随 ;增大而减小
,

所以周 7/ 和

>/ 的结果排除了单纯化学吸附形式
.

此外
,

化学吸附引起的金属内层能级位移通常很小 ∋如

Γ (。Α∗ “∗
,

而图 !; 和 ; 中金属和氧化态之间的 # /7 = 和 1 ;
叮位移分别达 Δ

.

( 和 >. 2Ε Α
,

这

显然不可能由化学吸附引起
.

事实上图 (; 和 ; 中峰 (
‘

的结合能分别与 # / 0Φ , 的 # /7 心 Β 3 和

本文于 (Η )) 年(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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