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学位论文简况表（公示内容）  

学  院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轻工技术与工程  

研究生姓名  张立斌  入学日期  2019 年 9 月  指导教师  朱红祥  

论文题目  蔗渣基有机光催化 -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重要结论（≤ 300 字）：  
本文构建了一种具备光催化吸附协同能力的有机光催化吸附体系，首先利用静电自组装结合微流控气

相剪切法，设计了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更好的溶胀性能的微囊型仿生吸附剂作为光催化吸附材料基底；

将有机光催化材料与生物质吸附剂相结合，解决了传统吸附剂循环次数少、持续性差、受吸附平衡和污染

物种类限制的难题，同时克服了传统光催化材料光电性能不足、稳定性差、速率慢、难以应对复杂污染物

的性能壁垒；采用第三组分掺杂策略对光催化功能层本体异质结结构进行微观调控进一步提升光电性能；

设计了重金属离子吸附后原位掺杂以增强光催化性能；探明了材料光催化吸附协同去除多种重金属离子的

机制以及降解盐酸四环素的机理。 

论文的创新点内容：  
1. 提供了一种新的两性纤维基吸附剂的制备方式，静电自组装被引入微流控气相剪切中，利用水下静电自

组装法替代不良溶剂法，将两性官能团难以平衡的缺点转化为两性官能团相互吸引这一材料设计的优势，

制备了保留了纳米纤维优异的吸水润涨能力的同时具备大量且平衡的两性官能团的仿生微囊结构纤维基

吸附剂。为两性吸附材料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多种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提供了新方式。 

2. 制备了具有了本体异质结结构的光催化-吸附材料 C-PM6: PPCBMM、C-PM6: MeIC，解决了吸附剂吸附

性能单一、吸附上限低的缺陷，同时解决了光催化剂难以快速富集污染物而反应速度慢的问题；探明了影

响材料光催化性能的主要因素，为后续更成熟的有机光催化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3.  探究了第三组分掺杂策略对光催化功能层微观调控的机理与应用，制备了光催化-吸附材料 C-PM6: 

PPCBMM: MeIC，提升了材料的光催化性能，将光催化反应条件从实验附加强光照拓展到自然光照再到微

弱光照，将光催化的应用从实验阶段提升到实际应用领域。设计了重金属离子吸附后原位掺杂以增强光催

化性能的协同促进体系，探明了吸附重金属后光催化提升的机理，为合成具有催化活性逐步增强的新性材

料提供了思路。 

本页不足可增页，增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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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11916401001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

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张立斌张立斌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作者研究方向:作者研究方向: 纤维素高值化利用纤维素高值化利用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4
999
924
90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4
999
924
90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4
999
924
90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4
999
924
90

第1页10593_499989342_499992490_1916401001_张立斌



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优秀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优秀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优秀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良好

总分总分 88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良好 90＞总分≥8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适当修改后答辩（9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推荐省级优秀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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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论文能够结合地方特色，利用农业剩余物与污染防治相结合进行研究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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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论文以广西农业加工废弃物为基体，设计光催化材料与有机吸附材料相结合，并利用

吸附降解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吸附材料循环利用和持续使用的难题，论文选题正确，符

合学科发展和结合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研究结果为开发有机光催化降解材料和污染物

高效治理与清洁生产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论文中利用废水中的污染物质重金属

离子吸附协同增强化光催化有机污染物效果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创新性。

论文从氧化纳米纤维为基础通过自组装氧化石墨烯、聚乙烯亚胺得到自组装微球实现

对金属离子的快速吸附和光催化性能，再引入有机半导体光催化材料和第三组分掺杂

等方式提升光催化剂的催化效率，研究思路清晰，说明作者掌握相关专业基础理论知

识和专业分析手段及技能，具备独立科研的能力和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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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论文在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

1. 论文中存在很多格式方面的问题：化学分子结构的下标、数学式的-1、-2等上标

、上下标混乱、标点符合半角和全角等问题、部分图片是从原文截图，但清晰度不够

，建议适当加工如图1-14等；参考文献的格式不一致：参考文献的文章标题大小写不

一致、期刊名称全称与缩写不统一等现象严重；表格的标题与表格分页如表2-4等；

表2-7；部分图中的字号大于标题和文章中的字号，建议认真修改。

2. 论文第二章针对羧基CNF的制备，采用高碘酸盐氧化与TEMPO氧化相结合，论文中

没有阐明为什么采用该处理过程，评价中仅仅说明羧基含量为1.5mmol/g。高碘酸盐

氧化所得醛基是否发生变化？

3. 针对废水中过渡金属离子吸附增加催化剂反应性能，在此过程中是否考虑过当第

一批废水吸附后，金属离子具有协同催化效应，是否会出现吸附饱和，废水中的重金

属离子如何分离？

4. 吸附与光催化与污染物浓度的关系是否进行评价与研究？其对材料产生的影响如

何？

5. 论文总体面广，部分内容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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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提供了一种新的两性纤维基吸附剂的制

备方式，静电自组装被引入微流控气相

剪切中，利用水下静电自组装法替代不

良溶剂法，将两性官能团难以平衡的缺

点转化为两性官能团相互吸引这一材料

设计的优势，制备了保留了纳米纤维优

异的吸水润涨能力的同时具备大量且平

衡的两性官能团的仿生微囊结构纤维基

吸附剂。为两性吸附材料的制备提供了

新的思路，为多种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提

供了新方式；

B(良好)

创新点2

制备了具有了本体异质结结构的光催化-

吸附材料C-PM6: PPCBMM、C-PM6: MeIC

，解决了吸附剂吸附性能单一、吸附上

限低的缺陷，同时解决了光催化剂难以

快速富集污染物而反应速度慢的问题；

探明了影响材料光催化性能的主要因素

，为后续更成熟的有机光催化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B(良好)

创新点3

探究了第三组分掺杂策略对光催化功能

层微观调控的机理与应用，制备了光催

化-吸附材料C-PM6: PPCBMM: MeIC，提

升了材料的光催化性能，将光催化反应

条件从实验附加强光照拓展到自然光照

再到微弱光照，将光催化的应用从实验

阶段提升到实际应用领域。设计了重金

属离子吸附后原位掺杂以增强光催化性

能的协同促进体系，探明了吸附重金属

后光催化提升的机理，为合成具有催化

活性逐步增强的新性材料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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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4 无

创新点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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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3|广西大学10593|广西大学

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11916401001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

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张立斌张立斌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作者研究方向:作者研究方向: 纤维素高值化利用纤维素高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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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良好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中等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中等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良好

总分总分 79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中等 80＞总分≥7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基本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需修改审核后答辩（7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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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研究内容过于分散，造成每一点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建议聚焦关键科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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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水中金属离子和抗生素的去除研究是近年来水处理邻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将光

催化法与吸附法相结合协同去除水中的污染物为解决水中重金属离子和抗生素提供了

新的研究思路。课题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论文研究制备了一种基于纳米

纤维的仿生红细胞微囊两性吸附剂ABV-FA，与不良溶剂法制备的材料相比，将吸附剂

的润涨性能从 186%提高到514%，从而提高了重金属离子的去除率；制备了有机半导

体构筑的光催化-吸附材料C-PM6: PPCBMM、C-PM6: MeIC，有机半导体形成的光催化

层可以提供大量的自由基来氧化还原难以吸附的高毒性重金属离子（Cr(VI), Sb(V)

），通过吸附剂提供静电相互作用达到快速富集水中污染物于材料表面从而增加其局

部浓度，使其能与自由基快速接触并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光催化与吸附协同处理多种

重金属离子与盐酸四环素的共混水污染，可以在15分钟内去除多种重金属离子和有机

污染物盐酸四环素等，论文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果，为水中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去除

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论文参阅了一定的文献，反映作者已具有较扎实的本专业的基

础理论知识，已基本具备独立的科研能力，研究结论基本正确，基本达到了博士学位

论文的要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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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1、水体中重金属和抗生素水体中的两类不同的物质，这两类物质去除应该采用

不同的技术路径，如果采用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势必造成处理费用高，实际运

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作为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课题，建议对所制备的各种吸附剂进行

经济性评价，尤其对目前常用的吸附剂比如活性碳进行是对比研究，以此说明研究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

2、吸附剂的饱和、再生、处理及经济型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建议补充所制

备的吸附剂的饱和、再生、处理再生研究。

3、课题制备的吸附材料缺乏考虑吸附剂溶出及对水体的潜在毒性的研究，建议

补充这方面的研究。

4、建议制备的吸附剂对实际废水进行研究。

5、研究内容过于分散，造成每一点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建议聚焦关键科学问题

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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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提供了一种新的两性纤维基吸附剂的制

备方式，静电自组装被引入微流控气相

剪切中，利用水下静电自组装法替代不

良溶剂法，将两性官能团难以平衡的缺

点转化为两性官能团相互吸引这一材料

设计的优势，制备了保留了纳米纤维优

异的吸水润涨能力的同时具备大量且平

衡的两性官能团的仿生微囊结构纤维基

吸附剂。为两性吸附材料的制备提供了

新的思路，为多种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提

供了新方式；

C(一般)

创新点2

制备了具有了本体异质结结构的光催化-

吸附材料C-PM6: PPCBMM、C-PM6: MeIC

，解决了吸附剂吸附性能单一、吸附上

限低的缺陷，同时解决了光催化剂难以

快速富集污染物而反应速度慢的问题；

探明了影响材料光催化性能的主要因素

，为后续更成熟的有机光催化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B(良好)

创新点3

探究了第三组分掺杂策略对光催化功能

层微观调控的机理与应用，制备了光催

化-吸附材料C-PM6: PPCBMM: MeIC，提

升了材料的光催化性能，将光催化反应

条件从实验附加强光照拓展到自然光照

再到微弱光照，将光催化的应用从实验

阶段提升到实际应用领域。设计了重金

属离子吸附后原位掺杂以增强光催化性

能的协同促进体系，探明了吸附重金属

后光催化提升的机理，为合成具有催化

活性逐步增强的新性材料提供了思路。

C(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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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4 无

创新点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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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3|广西大学10593|广西大学

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11916401001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

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张立斌张立斌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作者研究方向:作者研究方向: 纤维素高值化利用纤维素高值化利用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5
089
796
68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5
089
796
68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5
089
796
68

学位
中心
学位
论文
质量
监测
平台
-—
—5
089
796
68

第1页10593_499989342_508979668_1916401001_张立斌



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良好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良好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良好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中等

总分总分 78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中等 80＞总分≥7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基本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需修改审核后答辩（7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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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论文逻辑不够清晰，写作不严谨，不推荐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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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该论文选题有一定意义，但论文的主要工作在于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的构建、性能

调控及吸附机理表征，论文题目未能有效与研究工作对应。论文章节内容与摘要存在

较大偏差，第2章是纳米纤维素基吸附剂，第3~5章则是碳基吸附剂与有机光催化层的

复合材料，前后关联性低，研究不够深入；另外，论文结构的逻辑性存在较大问题，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有待提升，建议修改审核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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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1）论文的题目是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但摘要中并没有出现蔗渣，从实质

上看只是使用蔗渣纤维素、也即漂白蔗渣浆为纤维素原料。因此，标题不够贴切，建

议更改；（2）论文中不仅出现仿生纤维吸附剂，还有生物质吸附剂、仿生生物质吸

附剂等多个概念表述，从内容上看，这几个表述所表达的内容是一样的，建议统一表

述；（3）论文写作不严谨，存在很多写作错误：①中英文字体多种多样，②图2-5，

显微镜图例是200μm，但标题是200nm；③图表的表头有的中文，有的英文，比如表

2-4英文，表2-3中文。④图中的编号和标注未统一按格式要求，部分存在错误，如图

3-4，左上角“E-”代表什么？如果分为两个图，两个图要加以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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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499989342

论文题目:蔗渣基有机光催化-吸附材料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机制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提供了一种新的两性纤维基吸附剂的制

备方式，静电自组装被引入微流控气相

剪切中，利用水下静电自组装法替代不

良溶剂法，将两性官能团难以平衡的缺

点转化为两性官能团相互吸引这一材料

设计的优势，制备了保留了纳米纤维优

异的吸水润涨能力的同时具备大量且平

衡的两性官能团的仿生微囊结构纤维基

吸附剂。为两性吸附材料的制备提供了

新的思路，为多种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提

供了新方式；

B(良好)

创新点2

制备了具有了本体异质结结构的光催化-

吸附材料C-PM6: PPCBMM、C-PM6: MeIC

，解决了吸附剂吸附性能单一、吸附上

限低的缺陷，同时解决了光催化剂难以

快速富集污染物而反应速度慢的问题；

探明了影响材料光催化性能的主要因素

，为后续更成熟的有机光催化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C(一般)

创新点3

探究了第三组分掺杂策略对光催化功能

层微观调控的机理与应用，制备了光催

化-吸附材料C-PM6: PPCBMM: MeIC，提

升了材料的光催化性能，将光催化反应

条件从实验附加强光照拓展到自然光照

再到微弱光照，将光催化的应用从实验

阶段提升到实际应用领域。设计了重金

属离子吸附后原位掺杂以增强光催化性

能的协同促进体系，探明了吸附重金属

后光催化提升的机理，为合成具有催化

活性逐步增强的新性材料提供了思路。

C(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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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4 无

创新点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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