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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元教授等研究的
“
在离子液体中制备超常寿命纳米金属催化剂

”

取得重要进展

2 0 0 5 年 6 月 23 日美国化学会 《化学和工程新闻》 ( C & E N e w s ) 网站以快讯的形式报道了
“

更长寿命的

锗催化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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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化学和工程新 闻》 ( C& E N e w S )杂志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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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栏 目中对研究进展予 以相关评述
.

该研究成果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

资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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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铭纳米簇催化剂非常容易积聚而失去催化活性
.

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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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苯加氢反应 中的总转化数 (一

种评价催化剂寿命的指标 ) 经 5 次循环就超过了 2 o o o 0( 超过 目前纳米簇催化苯加氢记录的 5 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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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缚在二维几何中的同类

纳米粒子而言 )是极具潜力的研究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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