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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纳米二氧化钛因其具有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等纳米颗粒的特点，使其在空气净化、废水处理以及

自清洁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二氧化钛光催化作用作为一种新型钛种植体表面处理方法得到深入的

研究。二氧化钛纳米线相对纳米颗粒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和表面能，具有较高的电荷载流子传输效率，使其

具有较强的电荷收集效率，可使光生载流子在纳米线中沿着一维的长轴方向传递，从而减少了光电子的损

失，表现出更好的光催化性能，因此二氧化钛纳米线的研究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对二氧化钛纳米线的光催

化作用原理、制备方法、光催化影响因素、毒性及其光催化应用方面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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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nanoparticles hav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mall size and surface effects, nano⁃TiO2 is
widely used in air purification,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self⁃cleaning. In recent years, TiO2 photocatalysis has thorough⁃
ly explored as a new titanium implant surface treatment method.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is better for TiO2 nanowires
than for nano⁃TiO2 particles. Hence, these nanowires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with regard for their more spe⁃
cific surface area and surface energy, improved charge carrier transport efficiency, and enhanced charge collection effi⁃
ciency. Photon⁃generated carrier transport moves in a one dimensional straight path along a nanowire, and this could de⁃
crease photoelectron loss.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d applica⁃
tions involving TiO2 nanowire photocatalysis. Additionally, we describe its method of preparation and toxicity.
【Key words】 Titanium dioxide; Nanowire; Ultraviolet; Photocatalysis; Osseointegration; implant;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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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钛（TiO2）因为其良好的光催化活性、化

学稳定性以及价格便宜等优点被作为最普遍应用

的光催化剂［1］，在空气净化、工业废水处理、抑菌以

及自清洁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自 1972年日

本学者Fujishima等［2］在Nature上报道了光电池中受

辐射的 TiO2可产生氧化还原反应分解水制备氢气

以来，半导体二氧化钛作为光催化剂开始了初步的

研究。1977年，Frank等［3］首次报道了以悬浮粉末

二氧化钛作为光催化剂可以降解含CN-溶液，自此，

光催化氧化法处理有机污染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污

染处理方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九十

年代开始，由于纳米技术的引入，以及环境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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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2 + hv→ h+ + e-；h + + e- →热能

h + + OH-→ ·OH；h + + H2O→ ·OH + H+

e- + O2 → O2-；O2 + H +→HO2

2H2O·→O2 + H2O2；H2O2 + O2 → ·OH + H+ + O2

·OH + dye→…→CO2 + H2O
H+ + dye→…→CO2 + H2O
dye：染料或碳氢化合物

a：光催化反应机理；b：光催化反应示意图。VB：valence band价带；FB：forbidden band 禁带；CB：conduction band导带。

图 1 TiO2光催化反应机理及示意图［2］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and diagram describing photocatalysis reaction［2］

加剧，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技术在污水处理方面得

到了飞速的发展。因为纳米二氧化钛具有小尺寸

效应、表面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和介电限域效应等特点，这些特性使得纳米二氧化

钛半导体光催化活性均得到提高，所以使纳米二氧

化钛作为光催化剂得到普遍应用。1997年，Wang
等［4］在Nature上发表紫外光处理TiO2氧化膜可以产

生超亲水性表面。自此，二氧化钛光催化作用作为

一种新型钛种植体表面处理方法得到深入的研

究［5］。纳米线是一种具有横向为纳米级尺寸，而在

纵向没有限制的一维结构。一维结构的纳米线因

为具有较高的电荷载流子传输效率和离子分散能

力，使其具有较强的电荷收集效率，可使光生载流

子在纳米线中沿着一维的长轴方向传递，从而减少

了光电子的损失［6］。另外，相对于纳米二氧化钛颗

粒和二氧化钛薄膜而言，二氧化钛纳米线具有更大

的比表面积和更高的表面能，因而表现出更好的光

催化性能，因此近年来二氧化钛纳米线的研究得到

广泛的关注。本文将对二氧化钛纳米线的研究现

状及进展作一综述。

1 二氧化钛光催化作用原理

目前，二氧化钛光催化机理被认为如下：二氧

化钛作为一种半导体，具有区别于金属或绝缘物质

的特别能带结构，即在价带和导带之间存在一个禁

带。当光照射半导体，光子能量高于半导体吸收阈

值时，半导体价带电子就会获得能量发生带价跃迁

至导带，从而形成光生电子和光生空穴。此时，吸

附在二氧化钛表面的溶解氧俘获电子形成超氧负

离子，而光生空穴可以将吸附在二氧化钛表面的氢

氧根和水分子氧化成氢氧根自由基。超氧负离子

和氢氧根自由基具有很强的氧化性，可以将大部分

的有机物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当光照结束时，电

子和空穴将会瞬间复位［2］（图1）。

2 二氧化钛纳米线制备方法

二氧化钛纳米线制备方法有很多，大体归纳

为三类：模板导向法、自组装法和蚀刻技术。

其中，模板导向法已经比较成熟，主要应用于

工业生产。自组装法是利用物质特有的晶体结构，

或者分子、离子之间的某些作用力较强的化学键的

相互作用，使得材料在一维方向上生长。自组装的

规律并不好掌握，受到温度、pH值、溶剂浓度等不

同因素的影响。另外，利用自组装制备出来的纳米

材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正因为其规律不明确，

而且成本低等特点，现在成为制备纳米材料研究的

热点方法。蚀刻技术制备纳米线是通过光刻、等离

子蚀刻对材料表面进行物理或化学处理，去除部分

材料后使其形状变为纳米线的方法，主要代表方法

为阳极氧化技术。但是关于这一技术制备二氧化

钛纳米线的报道甚少，主要用来制备金属纳米线，

应用于乙醇燃料的电催化剂［7⁃8］、光电应用于半导

体［9］以及电化学检测［10］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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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氧化钛纳米线光催化作用影响因素

3.1 二氧化钛晶型结构的影响［11⁃15］

二氧化钛通常有三种晶型，锐钛矿、金红石和

板钛矿。板钛矿为无定形的二氧化钛，没有明显

的光催化作用。锐钛矿由于其特殊的晶型结构成

为光催化活性最高的一种晶型，其次是金红石。

然而，不同光催化活性尚存在争议。Bickley认为

混晶的光催化活性要高于单晶［16］。

3.2 二氧化钛粒径的影响［12，17］

二氧化钛粒径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催化剂的

光催化活性。粒子粒径越小，比表面积越大，吸

附的 OH⁃越多，可以产生更多的·OH，从而可以提

高光催化效率。纳米材料介于宏观物质和微观

粒子的过渡区域，这样的系统既非典型的微观系

统亦非典型的宏观系统，这种特殊的结构具有许

多的特殊性质，包括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量子

尺寸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和介电限域效应，

这些特性使得纳米二氧化钛半导体光催化活性

均得到提高。

3.3 二氧化钛量的影响［18］

一定程度下，二氧化钛的量越多，光催化活性

相应增加，但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光催化剂的增加

会影响光的吸收，进而降低光催化活性。

3.4 光源和光强的影响

半导体的光吸收波长与带隙能具有以下的关

系：λ（nm）= 1 240/Eg（eV），因此，常用的宽带隙半导

体的吸收波长阈值大都在紫外区域。而当二氧化钛

受到波长小于或等于387.5 nm的光照射时就会产生

光催化作用。紫外线强度也影响二氧化钛表面亲水

特性，主要是由于过低的能量不能激发二氧化钛价

带电子的跃迁［19］。

3.5 表面结构的影响［20］

很大程度上表面结构也是因为催化剂的粒径

或尺寸造成的影响。

4 二氧化钛纳米线的毒性

传统意义上来说二氧化钛纳米粒被认为是难

溶解、低毒性粒子［21］。二氧化钛纳米线的毒性也

被很多科学家关注并研究。众多学者认为［22⁃23］，二

氧化钛的纳米线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作用，最终

导致细胞的死亡。另有学者［24］证明纳米线对于成

骨细胞具有促进粘附生长及矿化作用，利于骨整

合的建立，他们认为纳米线可以作为支架引导细

胞的粘附。因此，目前对于二氧化钛纳米线的生

物活性和生物相容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5 二氧化钛纳米线光催化作用的应用

二氧化钛作为一种半导体，具有较强的光催

化氧化能力，因此它的应用主要是利用太阳能，包

括光催化降解、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化学转换装

置、传感器等方面［25］。近年来，二氧化钛光催化作

用作为一种新型钛种植体表面处理方法得到深入

的研究。国际著名的美国骨种植科学实验室

（LBIS）的众学者［26⁃34］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实验证

明用紫外线处理纯钛二氧化钛表面后产生超亲水

性表面，促进了纯钛表面细胞活性，动物实验中种

植体骨接触（bone⁃implant contact，BIC）也得到显著

升高，即使在 2型糖尿病鼠动物模型中，种植体周

围成骨也会高出对照组 3倍。作者课题组前期实

验也均证明［35⁃37］，紫外辐照处理的纯钛表面生物活

性显著提高，促进细胞早期在表面的粘附增

殖、分化，并进一步促进纯钛表面早期成骨。

一维的纳米线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独特的

光电学特性以及便于电子传输的几何特征等优

势。目前，二氧化钛纳米线光催化作用的应用还

处于研究阶段，主要利用它的光催化降解作用对

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降解。Pan等［38］在石墨烯上

利用二氧化钛纳米颗粒在碱热条件下制备出的二

氧化钛纳米线光催化作用比单纯的二氧化钛纳米

颗粒光催化降解作用明显要强，在光照 80 min时

纳米线光催化降解亚甲基蓝的效率要高出纳米颗

粒 30%。其分析为原因有三：一是纳米线相对纳

米颗粒与石墨烯有更多的化学连接；二是因为载

流子可以沿着纳米线做直线传递，相反载流子在

纳米颗粒间只可以做曲线传递，因此电子从纳米

线到石墨烯比在纳米颗粒间更加容易，从而使电

子空穴复合时间缩短；三是因为纳米线比纳米颗

粒有更大的比表面积，使其表面的吸附亚甲基蓝

的能力更强。Hu等［25］将钛片置入有机溶剂中后直

接利用碱热处理制备出直径 10～15 nm、长 100 μm
的纳米线薄膜。相对于 P25二氧化钛粉末，纳米线

薄膜具有更好的光催化降解抗菌素甲氧苄啶的能

力，推断是此种纳米线薄膜具有更强的光催化作

用导致的。另外，为了增强二氧化钛的光催化作

用，可以通过延迟光生电子和光生空穴的复合来

实现。TiO2⁃B/anatase 核壳纳米线［39］因其两种不同

晶型的结合连接，使得电子在两种能级的晶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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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大大的促进了其光催化作用，在降解甲基橙

复合物时其光催化降解效率要比单一的 TiO2⁃B或

锐钛矿光催化剂高出 5倍。由此可以看出，二氧化

钛纳米线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形貌及表面特性，使

其可以延迟光生电子和光生空穴复合的速率，使

得光催化作用增强。

6 结 语

本文总结了二氧化钛纳米线光催化作用的原

理、影响因素及应用。一维的纳米线相对零维的

纳米颗粒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独特的光电学特

性以及便于电子传输的几何特征等优势，近年来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为了增强二氧化钛

的光催化效率，必须从原理上解决，即使光生电

子和空穴分开到不同的区域，延迟光生电子和空

穴的复合，提高量子效率。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

两种方法，一是在两者之间建立连接将其分开，

另外就是加入其它化学成分［11，40⁃41］。目前，二氧

化钛纳米线的光催化降解特性还处于研究阶段，

因此加大二氧化钛纳米线的研究尤其是在有机无

机污染物的降解方面有着非常大的挑战和应用前

景，这对于环境保护和环境净化来说有着重大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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