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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Br/BiPO4 p‑n异质结光催化剂的一步水热法制备及性能

陈永胜 郑健飞 朱思龙 熊梦杨 聂龙辉＊

(湖北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武汉 430068)
摘要：通过一步水热法成功地制备了BiOBr/BiPO4 pn异质结复合光催化剂。采用多种表征手段对样品物理属性进行了表征，

包括X射线粉末衍射(XRD)、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扫描电子显微镜(SEM)、N2吸附-脱附等温线、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紫
外可见漫反射光谱(UVVis DRS)。样品光催化活性通过可见光(λ>420 nm)降解罗丹明B进行评价，考察了BiPO4含量对所制备

光催化材料活性的影响，通过捕获实验确定光催化反应中的主要活性物种，并提出了其光催化机理。研究结果表明，BiPO4的
最佳含量(物质的量分数)为 10%，此时所制备催化剂活性最好，其反应速率常数为 0.14 min-1，约为纯BiOBr的 3.7倍，且 3次循

环使用后仍保持较高的催化活性。催化活性的提高主要由于BiOBr/BiPO4 pn异质结的形成，提高了光生载流子的分离效率，

从而提高了光催化活性。同时，对污染物吸附能力的提高也起到促进作用。空穴和超氧基阴离子自由基是光催化过程中的主

要活性物种，3种活性物种作用大小依次为空穴>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基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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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tep Hydrothermal Prepa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BiOBr/BiPO4 p‑n Heterojunction Photocatalyst

CHEN YongSheng ZHENG JianFei ZHU SiLong XIONG MengYang NIE LongHui＊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BiOBr/BiPO4 pn heterojunction composite photocatalyst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by onestep hydro
thermal method.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sampl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X  ray powder diffraction (XR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and UVVis diffuse reflection spectrum (UVVis DRS). The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the sample was evaluated by degradation of rhodamine B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λ > 420 nm), and
the effect of BiPO4 content on the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the prepared materials was investigated. The main active
species in the photocatalytic reaction were determined by capturing experiment, and the photocatalytic mechanism
was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molar content of BiPO4 was 10%, and the optimal catalyst
showed the best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with the reaction rate constant of 0.14 min-1, which was about 3.7 times that
of pure BiOBr. And it also exhibited amostly unchang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after three cycling experiments. The
improvement of catalytic activity is mainly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BiPO4/BiOBr heterojunction, which improves 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photo generated carriers. In addition, the enhanced adsorption capacity of pollutants pro
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catalytic activity. The hole and superoxide radical are the main active species in the pho
tocatalytic process, and the order of the role of the three species is hole > superoxide radical > hydroxyl radical.
Keywords: BiOBr; BiPO4; heterojunction; photocatalysis; visibl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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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光催化技术已被广泛用于能源和环境污染治

理领域[17]。传统光催化剂(如二氧化钛、氧化锌)存
在只能利用紫外光的问题，因此，近年来，为拓展其

对太阳光中可见光(约 45%)的利用率，发展高效的

可见光催化剂成为了光催化领域重点研究课题之

一，如掺杂/改性 TiO2、gC3N4、铋系化合物(卤氧铋、

氧化铋等)、银化合物等[816]。
溴氧铋(BiOBr)是 p型半导体光催化剂，其带隙

为 2.6~2.9 eV。其固有的内生电场和可见光吸收能

力使其成为有前途的光催化剂[1718]。尽管 BiOBr在
环境净化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光生电子-空穴

对复合率高的问题限制了 BiOBr的实际应用。目

前，已采用多种策略来提高其光催化性能，如控制

表面晶体暴露晶面[19]、形成表面氧空位[2021]和构建异

质结[2223]等。构建异质结是提高其光催化性能的一

种有效方法，不仅能扩大光吸收范围，而且可促进

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磷酸铋(BiPO4)是一种 n型半

导体材料，禁带宽度为 3.8~4.2 eV，因此只能吸收紫

外光。由于 BiPO4具有非金属含氧酸根(PO43-)这一

特殊结构，有助于提高电子-空穴对的分离效率[24]，
BiPO4表现出比传统 TiO2更好的紫外光催化性能。

BiPO4具有 3种晶体结构类型：低温单斜相、高温单

斜相和六方相，其中低温单斜相的光催化活性最

好[25]。由于BiOBr和BiPO4形成异质结后，能带位置

交错排列，将形成Ⅱ型异质结，更有利于光生载流

子分离。近年来，BiOBr/BiPO4 pn异质结的研究得

到了广泛关注[2634]。如 An等[26]采用两步法制备了

BiPO4修饰的 BiOBr纳米片 pn异质结，他们先以

Bi(NO3)3·5H2O和Na3PO4为前驱体，通过冰醋酸和氨

水调节 pH值，水热法制备了 BiPO4，然后进一步与

KBr、Bi(NO3)3·5H2O水热反应制备了 BiOBr/BiPO4 p
n异质结。该异质结表现出增强的可见光光催化活

性，这主要归功于异质结提高了光生载流子的分离

效率。Wu等[33]也以两步法制备了 BiOBr/BiPO4 pn
异质结，首先采用水热法制备BiOBr，然后以乙二醇

和甘油为溶剂，以 BiOBr与 Bi(NO3)3·5H2O、H3PO4为
原料，采用溶剂热法制备了 BiOBr/BiPO4 pn异质

结，该复合光催化材料同样表现出优异的光催化甲

醛氧化性能。以上研究中通常涉及较复杂的制备

工艺，有的涉及大量酸碱的使用[2631]，或者涉及价格

较高且有毒性的有机前驱体的使用[3034]，这些较复

杂的制备工艺带来了较高的制备成本和潜在的环

境危害。

因此，以常规 NaBr、NaH2PO4和 Bi(NO3)3·5H2O
为原料，甲醇为溶剂，采用一步水热法原位生成

BiOBr/BiPO4 pn异质结。该制备方法具有工艺简

单、成本低、对环境污染小等特点。制备的复合光

催化材料表现出增强的可见光催化活性与较好的

稳定性。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试剂

实验中所用试剂未经进一步纯化直接使用。

溴化钠(分析纯)、无水磷酸二氢钠(分析纯)、五水合

硝酸铋 (分析纯)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

1.2 样品的制备与表征

1.2.1 BiOBr/BiPO4的制备

在搅拌条件下，向 60 mL甲醇中同时加入 2
mmol的 NaBr、不同含量的 NaH2PO4(nNaH2 PO4/nNaBr=0、
5%、10%、20%)和 2 mmol的Bi(NO3)3·5H2O进行混合

反应，再超声 15 min，先生成无色(nNaH2PO4/nNaBr=0时)
溶液或乳白色BiPO4沉淀(添加NaH2PO4时)。然后，

室温下将混合液搅拌 30 min，转移到不锈钢反应釜

中 170 ℃反应 24 h，自然冷却后，用去离子水和乙醇

洗涤多次，80 ℃干燥 12 h，得到 BiOBr和不同 BiPO4
添加量的 BiPO4/BiOBr复合光催化剂，分别标记为

BiOBr、BPOB5、BPOB10、BPOB20。为进行对照，

将相同条件下单独合成的 BiPO4和 BiOBr按 BPOB
10的投料比率进行机械混合，得到的对比样品标记

为BPOB10mixing。
1.2.2 表征手段

通过X射线粉末衍射仪(XRD，荷兰，PANalytical，
Empyrean)对样品进行物相分析，测试条件：电压 45
kV，电流 40 mA，扫描范围 10°~80°(2θ)，靶材 Cu Kα
波长 0.154 06 nm。通过 SU8010型(日立)扫描电子

显微镜(SEM，工作电压 1.0 kV)及EOL 2100F型透射

电子显微镜 (TEM，工作电压 200 kV，点分辨率是

0.24 nm)观察样品的微观形貌。通过X射线光电子

能谱仪(XPS，VG ESCALAB250xi)分析样品元素组成

及价态。实验中以表面污染碳(C1s，284.6 eV)作为

各元素结合能的校正基准。通过紫外可见光谱仪

(Lambda 750s)测定样品的紫外可见漫反射(UVVis
DRS)谱图，扫描范围 250~800 nm。通过物理吸附仪

(Micromeritics，ASAP2020型，美国)测定样品的N2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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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脱附等温线，并依据 N2吸附结果计算样品的

BrunauerEmmettTeller(BET)比表面积 (SBET)。测试

前样品在 180 ℃下脱气预处理 5 h，根据吸附支的数

据及BarrettJoynerHalenda(BJH)方法和圆柱孔模型

计算孔径分布曲线，孔体积和平均孔径由 p/p0=0.97
下单点N2吸附数据计算得到。

1.3 可见光催化活性及稳定性评价方法

通过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来考察样品的光催化

活性，实验中所用光源为 150 W氙灯，经过滤波片把

波长小于 420 nm的光过滤掉。反应温度通过冷凝

水保持恒定。取 50 mg样品分散在 50 mL浓度为 10
mg·L-1的罗丹明 B溶液中。开灯前先暗处吸附 30
min，达吸附平衡后，打开光源开启光催化反应，取

样时间间隔为 5 min，经离心分离后取上层清液，通

过分光光度法测定溶液浓度。光催化活性稳定性

实验：通过样品循环光催化实验，在相同实验条件

下，考察光催化活性变化，本实验中循环测试次数

为4次。

1.4 空穴与自由基捕获实验

通过空穴和自由基捕获实验，确定光催化反应

过程中的主要中间活性物种，实验中采用异丙醇

(IPA)作为羟基自由基捕获剂，对苯醌(BQ)作为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捕获剂，而草酸铵(AO)作为空穴捕获

剂。通过在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反应过程中分别加

入 1 μmol·L-1上述捕获剂，在与光催化活性评价条

件相同情况下，获得罗丹明B浓度随时间变化的曲

线，通过对比捕获剂添加前后的活性变化来确定光

催化反应的主要中间活性物种。

1.5 光电化学测量

在电化学工作站(CHI760E，上海陈华仪器有限

公司)上测试样品的瞬态光电流响应。将合成的样

品涂覆在工作电极上(1.5 cm×1.5 cm)，以铂丝和甘汞

电极分别作为对电极和参比电极，以 0.2 mol·L-1
Na2SO4作为电解质溶液。工作电极的偏压为 0.56
V，光源由 300 W的氙灯产生(波长小于 420 nm的光

用光学滤波器去除)。在开路电压为 1.5 V的上述三

电极装置上测量了电化学阻抗谱(EIS)，并在 1~105
Hz的频率范围内记录测量结果。

2 结果与讨论

2.1 表征结果

2.1.1 XRD图

图 1为 BiOBr和 BPOB光催化剂的XRD图。由

图可见，在位于 2θ=10.7°、21.8°、25.1°、31.7°和 32.3°
处的特征峰分别归属为纯四方相 BiOBr的 (001)、
(002)、(101)、(102)和(110)晶面(PDF No.090393)[35]，表
明样品为纯BiOBr。在制备过程中加入磷酸二氢钠

以后，由于BiPO4的溶解度小于BiOBr，因此BiPO4会
优先生成。在BPOB复合光催化剂的XRD图中能观

测到 BiPO4特征峰，在 19.1°、27.2°、28.9°、38.0°和
48.7°处新出现的峰分别归属为低温单斜相BiPO4的
(011)、(200)、(120)、(022)和 (032)晶 面 (PDF No. 15 
0767)[36]。同时，也观测到 BiPO4特征峰强度随着含

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强，以及BiOBr的(001)、(002)晶面

特征峰出现了显著的降低，这可能是由于 BiPO4优
先生长在 BiOBr(001)和(002)晶面上，阻止了这 2个
晶面的生长。

2.1.2 复合光催化剂的微结构与形貌

图 2为BiOBr、BPOB5、BPOB10和BPOB20的
SEM图。从图 2a中可见，单纯BiOBr为纳米粒子组

成的不规则团聚结构，粒子大小在 300~3 000 nm之

间。制备过程中加入 NaH2PO4后，生成了 BiOBr/
BiPO4异质结构 (图 2b~2d)。由于 BiOBr和 BiPO4同
时原位生成，样品的外观形貌没有大的改变。当

BiPO4的含量在 5%~10%之间时，部分粒子形成了较

规则的花状结构(图 2b、2c)。当BiPO4的含量增加到

20%时，粒子之间形成了结合更加紧密的结构(图
2d)。TEM图(图 3)进一步显示了BPOB10的微观结

构。图 3a显示几个到几十个纳米的BiPO4与数百纳

米的BiOBr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高分辨 TEM图结果

(图 3b)进一步证实了 BiPO4与 BiOBr间形成了结合

紧密的异质结构，与XRD表征结果一致。

图1 BiOBr、BPOB5和BPOB20的XRD图

Fig.1 XRD patterns of BiOBr, BPOB5, and BPO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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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XPS图
通过XPS对所制备的 BiOBr、BiPO4和 BPOB10

进行元素分析，如图4所示。图4a为全谱图，图中可

见，BiOBr中含有Bi、O、C和Br四种元素，BiPO4中含

有Bi、P、O和C四种元素，BPOB10中含有Bi、O、P、
C和Br五种元素。图 4b是Br3d的XPS高分辨谱图，

对于单一BiOBr，位于 69.20和 68.30 eV处出现的特

征峰归属为 BiOBr中 Br3d3/2 和 Br3d5/2 特征峰；而

BPOB10在 68.46和 67.43 eV处出现的特征峰分别

归属为BiOBr中Br3d3/2和Br3d5/2特征峰[28]，相比较于

BiOBr，BPOB10中Br的结合能有所减小，这是由于

BiPO4是 n型半导体，BiOBr是 p型半导体，二者复合

得到 pn异质结(BPOB10)后电子由 n型 BiPO4转移

到 p型BiOBr上，导致Br元素结合能下降。图 4c为
Bi4f的高分辨 XPS谱图，对于单一 BiOBr和 BiPO4，
在 159.12和 164.46 eV、158.89和 164.17 eV处的 2对

峰分别为 BiOBr和 BiPO4中 Bi4f7/2和 Bi4f5/2的特征

峰[23,26,37]，表明 Bi元素以 Bi3+形式存在。相比较于单

一 BiOBr样品，复合 BiPO4 后的 BPOB  10样品中

Bi4f7/2和 Bi4f5/2特征峰的结合能(分别位于 158.45和
163.76 eV)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这也是由电子从

BiPO4中的 PO43-转移到 BiOBr上导致的。图 4d是
O1s的高分辨XPS谱图，对于单一BiOBr和BiPO4，位
于 529.99和 529.96 eV处的特征峰分别为 BiOBr和
BiPO4中O元素的特征峰，在 531.65和 531.39 eV处

出现的特征峰分别为 2种催化剂表面羟基(—OH)中
的氧元素特征峰；而对于 BPOB  10，在 531.60、
530.10和 529.08 eV处出现的特征峰分别为表面羟

基(—OH)、BiPO4和 BiOBr中的 O元素特征峰，说明

PO43-中的 O提供了电子并转移到 BiOBr上，同时

BiPO4表面羟基中 O也提供了电子并参与了电子

转移。图 4e是 P2p的高分辨 XPS谱图，BiPO4和

图2 (a) BiOBr、(b) BPOB5、(c) BPOB10和(d) BPOB20的SEM图

Fig.2 SEM images of (a) BiOBr, (b) BPOB5, (c) BPOB10, and (d) BPOB20

图3 BPOB10的TEM (a)和高分辨TEM (b)图
Fig.3 TEM (a) and high resolution TEM (b) images of BPO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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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B10中分别位于 132.30和 132.31 eV处的特征

峰为PO43-中P元素的特征峰[23,26]，BPOB10中P元素

的结合能比 BiPO4略有增加，进一步表明电子是从

BiPO4中的 PO43-转移到 BiOBr上。以上结果证明了

BiOBr/BiPO4 pn异质结的存在，与XRD表征结果一

致，同时pn异质结间存在电子转移过程。

2.1.4 UVVis DRS谱图

BiPO4、BiOBr、BPOB5、BPOB10和BPOB20的
UV Vis DRS谱图如图 5所示。由图可见，单纯

BiPO4在小于 300 nm的紫外区表现出强吸收，其吸

收边大约在 295 nm；而 BiOBr在紫外光区表现出强

吸收，在可见光区也具有一定的吸收，其吸收边大

约在 440 nm处，复合 BiPO4后，其吸收边无明显变

化。根据计算公式Eg=1 240/λg(其中λg为吸收边)可

(a) Survey; (b) Br3d, (c) Bi4f, (d) O1s, and (e) P2p
图4 样品的XPS全谱图 (a)以及高分辨XPS谱图 (b~e)

Fig.4 XPS survey spectra (a) and high resolution XPS spectra (b~e) of the samples

图5 BiPO4、BiOBr、BPOB5、BPOB10和BPOB20的
UVVis DRS谱图

Fig.5 UVVis DRS spectra of BiPO4, BiOBr, BPOB5,
BPOB10, and BPO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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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 BiPO4带隙约为 4.20 eV，与文献报道[24]基本

一致；而BiOBr及BPOB的带隙约为2.82 eV。
2.1.5 N2吸附-脱附等温线

BiOBr和 BPOB10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及其

孔分布曲线如图 6所示。从N2吸附-脱附等温线(图
6a)可知，2种样品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属于Ⅴ型

吸附等温线[38]，表明存在一定量的中孔。呈现在 p/p0
=0.9~1.0高压范围内的Ⅲ型回滞环也反映了中孔的

存在。与纯 BiOBr相比，BPOB10的等温线略有下

移，表明其比表面积有所下降。从孔径分布曲线中

可见，在约 2 nm范围处出现了一个小的孔分布峰

(峰位置约 2.3 nm)，而在 10~60 nm 的范围内存

在大量中孔 (图 6b)。BiOBr、BPOB5、BPOB10和

BPOB20的 SBET、孔体积 (Vpore)和孔径 (dpore)结果见表

1，从图中可见，相比较于纯 BiOBr，BPOB的比表面

积和孔体积都有不同程度下降，这可能是由于 Bi
PO4的出现堵塞了部分BiOBr孔道。特别是BPOB5
的 SBET、Vpore和 dpore下降最大，可能是复合 5%BiPO4的
材料所阻塞的BiOBr孔道最多，导致下降最大。

图6 BiOBr和BPOB10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 (a)及其孔径分布曲线 (b)
Fig.6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a) and por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b) of BiOBr and BPOB10

2.1.6 阻抗谱与光电流

图 7a为BiOBr、BiPO4和BPOB10的瞬态光电流

响应。由图可知，在可见光照射下，上述样品中均

可观察到瞬态电流响应。同时，上述样品在多个循

环测试中的光电流响应基本不变，表明其在可见光

照射下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但是，上述 3种样

品的响应电流强度不同。其中 BPOB10的光电流

强度最高，表明光生电子-空穴对效率最高。BiPO4

Sample
BiOBr
BPOB5
BPOB10
BPOB20

SBET /
(m2·g-1)
23
12
20
21

Vpore /
(cm3·g-1)
0.19
0.06
0.16
0.18

dpore / nm
30.0
18.4
31.5
30.8

表1 所合成样品的基本属性参数

Table 1 Basic parameters for as‑synthesized samples

图7 BiOBr、BiPO4和BPOB10的瞬态光电流响应(a)和EIS谱图(b)
Fig.7 Transient photocurrent responses (a) and EIS spectra (b) of BiOBr, BiPO4, and BPO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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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小的可见光光电流响应，这主要是由于它是

宽带隙半导体。为了进一步研究光催化剂的电荷

传输情况，通过电化学工作站测量了 BiOBr、BiPO4
和BPOB10的EIS谱图，结果如图 7b所示。结果表

明，在无光照条件下，BiPO4的Nyquist曲线半径小于

BiOBr，复合了 BiPO4的 BPOB10的 Nyquist半径较

BiOBr要小，说明复合 BiPO4后 BPOB10相较 BiOBr
的电荷转移电阻减小，迁移速率加快，有利于光生

电子-空穴对的分离。在可见光光照条件下(λ>420
nm)，BiPO4在光照前后的EIS谱图无明显变化，这主

要是由于BiPO4无法吸收可见光。而对于BiOBr，光
照后Nyquist曲线半径显著下降，表明BiOBr被光激

发后电荷传输效率明显提高。而对于 BPOB10，
Nyquist曲线半径也有所下降，说明 BPOB10中的

BiOBr被吸收光激发后产生电子-空穴对，电荷传输

效率也有一定提高。光照后 BPOB10的Nyquist曲
线半径高于BiOBr，可能是复合BiPO4对BiOBr的可

见光吸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产生的光生电

子-空穴对不如单纯 BiOBr多。而 BPOB10的光电

流要略高于BiOBr，表明BPOB10电子-空穴对分离

效率要高于BiOBr。
2.2 催化活性评价

BPOB和 BiOBr的可见光催化降解罗丹明 B的

活性见图8a。图中显示，开灯前，罗丹明B浓度下降

主要是由于吸附作用，随BiPO4的含量增加，吸附作

用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复合 10%BiPO4样
品的吸附作用最好。结合 BET比表面积表征结果

可知，BiPO4的复合并未增加样品的比表面积，反而

有所下降。这说明适量BiPO4(10%)的复合有利于吸

附更多的污染物罗丹明 B。开灯后，罗丹明 B浓度

都表现出迅速降低趋势，且下降速率随 BiPO4的含

量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BPOB10的催化

效率最高。同时，所有BPOB较BiOBr的光催化活性

都有明显提高。BPOB催化活性的提高主要由于

BiOBr/BiPO4 pn异质结的形成，提高了光生载流子

的分离效率，从而提高了光催化活性[2134]。其次，对

污染物的吸附能力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这可能是由于BiPO4对罗丹明B的吸附能力要好

于 BiOBr，尽管复合后比表面积有所下降(表 1)。复

合过多的BiPO4导致其催化活性下降，有 2个方面的

原因：(1) BiPO4为宽带隙半导体，可见光活性低，复

合过多的BiPO4将覆盖BiOBr的活性位，导致光催化

性能的下降；(2)对污染物罗丹明B的吸附能力也有

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复合物制备过程中先生成

BiPO4，BiPO4含量(20%)较高时，生成的颗粒较大，导

致暴露在表面的BiPO4含量反而不如BPOB10。单

纯进行机械混合的 BPOB10mixing的暗处吸附性

能和 BPOB一样，均提高了对罗丹明 B的吸附。机

械混合的 BPOB10mixing的暗处吸附性能比单纯

BiOBr以及 BPOB要好，这可能是由于 BiPO4对罗丹

明B的吸附能力要好于BiOBr，机械混合时，只有部

分BiPO4与BiOBr形成了异质结，导致表面暴露更多

的BiPO4，使得它比BPOB具有更好的吸附性能。同

时发现BPOB10mixing对罗丹明B的降解性能不如

BPOB10，说明机械混合后二者可能不能很好地形

成异质结。

对各样品降解罗丹明B的过程进行动力学线性

拟合，其结果如图 8b所示。ln ct/c0′~t的拟合图表明

图8 BiOBr、BPOB5、BPOB10和BPOB20的可见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曲线 (a)及相应的动力学线性拟合结果 (b)
Fig.8 Visiblelight catalytic degradation curves of rhodamine B over BiOBr, BPOB5, BPOB10, and BPOB20 (a),

and corresponding kinetic linear fitting result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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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均呈现较好线性关系(其中 c0为罗丹明 B的初

始浓度，ct为光催化时间为 t时罗丹明 B的浓度，以

吸附平衡后浓度 c0′为光催化初始浓度)，拟合相关性

系数R2值都大于 0.97，说明催化剂降解罗丹明B的

过程较好地符合假一级动力学模型。根据斜率可

计算得到一级反应速率常数(k，表 2)。由表 2可知，

BPOB10的 k最大，约为纯BiOBr的 3.7倍。同时，也

发现 BPOB10mixing的 k值比单纯 BiOBr大，说明

二者简单机械复合也可起到活性增强作用，但只有

BPOB10的 k值的一半，说明简单机械混合样品的

性能不如原位一步法合成的样品。

催化剂样品的稳定性对其实际应用非常重要，

实验中通过多次循环使用考察了 BPOB10的稳定

性，其结果如图 9所示。催化剂在前 3次循环使用

中，活性基本保持不变，第 4次循环使用中活性有所

下降，表明BPOB10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同时也看

到 BPOB10在暗处(30 min)前 3次的吸附性能呈逐

渐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反应过程中少量的中间

物种吸附在催化剂表面占据了活性位，并最终随着

反应次数的增加而逐渐积累导致其第 4次催化活性

出现了下降。

2.3 催化反应机理

为确定BPOB10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过程中的

主要活性物种，实验中分别以 IPA、BQ和AO为羟基

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空穴的捕获剂，光催

化结果如图 10所示。3种捕获剂添加后，样品的光

催化降解效率出现了明显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

添加AO后催化活性下降最大，BQ其次，表明空穴

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是光催化过程中的主要活性

物种，其次是 IPA，三者作用大小依次为空穴>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羟基自由基。

通常，光生载流子的分离对于光催化活性起到

至关重要作用。而能带位置能够确定光生载流子

的迁移路径，半导体光催化剂的价带位置通过小结

合能范围的XPS扫描进行确定，结果如图 11所示，

图中 IP1和 IP2分别为曲线的 2个转折点。图 11a和
11b分别为 BiOBr和 BiPO4测定的价带电位(EVBXPS)，
分别约为 2.15和 2.35 eV，基于标准氢电极的价带电

位(EVBNHE)通过下式计算得到[39]：
EVBNHE=φ+EVBXPS-4.44

其中φ为仪器功函数(为 4.42 eV)。由此可计算得到

BiOBr和BiPO4的EVBNHE分别为 2.13和 2.33 eV；结合

UVVis DRS光谱带隙，计算得到 BiOBr和 BiPO4导
带电位(ECBNHE)分别约为-0.69和-1.87 eV(表 3)。为

进一步研究其界面电荷转移过程，对 BiOBr、BiPO4
和BPOB10的VBXPS功函数进行进一步计算。当

固体样品与XPS金属样品台接触良好时，由于二者

功函数不同，自由电子动能可由接触电势差计算得

到：ΔV=ϕ-φ(ϕ为样品功函数)[39]。从图 11中可计算

得到 BiOBr、BiPO4 和 BPOB  10 的功函数分别为

表2 BiOBr和BPOB的一级动力学拟合参数

Table 2 First order kinetics fitting parameters for
BiOBr and BPOB

Sample
BiOBr
BPOB5
BPOB10
BPOB20
BPOB10mixing

k / min-1
0.038
0.099
0.140
0.082
0.073

R2

0.999 5
0.979 2
0.998 3
0.993 3
0.998 5

图9 BPOB10的4次循环使用活性图

Fig.9 Photocatalytic activities over BPOB10 in four
recycling runs

图10 添加3种捕获剂前后BPOB10的光催化反应性能

Fig.10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BPOB10 before and
after adding three sacri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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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5.52和 5.72 eV。BiOBr属于 p型半导体，具有

更大的功函数和更低的费米能级，而 BiPO4属于还

原型半导体，具有相对较小的功函数和更高的费米

能级，当二者接触后，电子将从 n型 BiPO4转移到 p
型 BiOBr上，最终使二者费米能级相等[2635,40]，其中

BPOB10费米能级为 5.72 eV，如图 12a和 12b所示，

此电子转移过程与XPS表征结果一致。同时，在界

面上形成内建电场。可见光辐照后，BiOBr/BiPO4异
质结中只有BiOBr能被激发产生光生电子-空穴对，

而 BiPO4由于带隙过宽，不能被可见光激发。在内

图12 p型BiOBr和n型BiPO4复合前 (a)后 (b)能带结构以及可见光照射下BPOB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RhB)的反应机理图 (c)
Fig.12 Band structure of ptype BiOBr and ntype BiPO4 before (a) and after (b) contact,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rhodamine B (RhB) on BPOB under visible light illumination (c)

图11 BiOBr (a)、BiPO4 (b)和BPOB10 (c)的VBXPS曲线

Fig.11 VBXPS spectra of BiOBr (a), BiPO4 (b), and BPOB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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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电场作用下，BiOBr光生电子将从其导带转移到

BiPO4导带上，进一步与O2反应生成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而BiOBr光生空穴则停留在其价带上，光生电

子-空穴对得到有效分离。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空

穴能直接与污染物(如罗丹明B)反应生成最终产物

(如 CO2和H2O)，它们是主要活性物种，已被活性物

种捕获实验结果所证实。同时，小部分的光生空穴

也与H2O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与罗丹明B发生氧

化反应，将其分解并生成最终的小分子产物，其过

程如图 12c所示。因此 BiOBr/BiPO4异质结表现出

更高的光催化活性主要是由于光生电荷得到了更

有效的分离。

3 结 论

通过一步水热法成功地制备了BiOBr/BiPO4 pn
复合光催化剂。BiOBr/BiPO4 pn异质结的形成能有

效提高载流子分离效率，对污染物的吸附能力也有

一定的提高，导致催化性能相对BiOBr有明显提高。

BiPO4的含量对复合催化剂性能有显著影响，在

BiPO4的添加量为 0%~20%的范围内，复合材料的催

化活性先增加后下降。其中最佳添加量为 10%，所

制备的催化剂活性最好，其反应速率常数为 0.14
min-1，约为纯BiOBr的3.7倍，约为机械混合样品的2
倍。由于BiPO4为宽带隙半导体，可见光活性低，复

合过多的BiPO4将覆盖BiOBr的活性位，导致光催化

性能的下降。光催化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空穴和超

氧阴离子自由基是光催化过程中的主要活性物种，

3种活性物种的作用大小依次为空穴>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羟基自由基。该制备方法具有工艺简单、

成本低、对环境污染小等特点，因此BiOBr/BiPO4 pn
异质结复合催化材料的制备为高活性可见光催化

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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