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注：“分数”栏每项均按百分制整数评分，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分为四档：大于等

于 90 分为优秀；大于等于 75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5 分为中；小于

60 分为差。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

等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9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13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35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9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14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10 

总体评价 总分 90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二硫化钼限域杂原子的电催化析氢研究”论文作者结合所在课题组特点及优势，通过

合成线路设计，制备出多种性能优异的二硫化钼析氢催化剂，并探究了形貌和组成对活性

位点性能的优化作用。取得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发展了模板法合成策略，制备了三维多孔 MoS2/石墨烯复合结构催化剂。研究发现：

该复合材料可以有效增加 MoS2边活性位的数量；此外，石墨烯的引入不仅增加了催化剂

整体的导电性，还提升了 MoS2的结构稳定性。  

2．设计合成了 MoS2限域的 Rh 单原子催化剂，并研究了催化 HER 反应活性。结合理论

计算结果发现，限域的 Rh 原子间存在距离协同效应，Rh 原子间的距离会影响邻近面内 S

原子的电子结构及对 H 原子的吸附自由能，从而影响其催化 HER 反应活性。 

3．）设计合成了 MoS2 限域的 FeCo 双原子催化剂，并探究了双金属协同效应及其催化 HER

反应活性。研究结果表明：限域的 FeCo 双金属间存在协同效应，相比单一金属组分可更

好实现对面内邻近 S 原子的调控作用，使其具有更好的 HER 催化活性。 

在论文选题上，作者瞄准前沿课题，持续开展创新研究，研究成果无疑有重要的科学

意义和应用潜力。论文写作表述清楚，图、表制作规范，分析测试表征内容科学系统，作

者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相关知识科学地分析与解释实验现象及问题，已合作发表多篇高水

平 SCI 论文。以上成果表明作者有较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当然，论文存在一些小缺憾，如：28 页：“采用 Al 靶 Kα射线激发源”中 α应该斜体； 

31 页：“开发者在该框架内不管完善计算精度和性”，中“不管”错误；2. 2.5.1 第二段最

后一句话的说法不够客观，HF 方法和 DFT 方法是用不同的方法处理相同的问题，计算精

度无法按目前的说法进行比较。HF 近似确实没有考虑关联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发

展了一些后 HF 的方法。但这个不意味着 DFT 的精度更高，DFT 是利用泛函的概念处理

交换能和关联能，泛函的选择决定了计算的精度，无法一概而论。研究内容方面的建议，

若能在材料的本征催化活性研究方面更深入些，其成果及重要性可能更令人振奋。 

综上，本研究论文是一篇较好的博士论文，同意答辩。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注：“分数”栏每项均按百分制整数评分，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分为四档：大于等于

90 分为优秀；大于等于 75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5 分为中；小于 60 分

为差。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等

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10%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14%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38%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9%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14%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10% 

总体评价 总分 95%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本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基础研究和潜在的实际应用价值，文献资料掌握全面，归纳分析合

理，设计制备了多种 MoS2 限域催化剂，在 HER 反应中表现出了优异的性能，进一步丰

富了限域催化概念的内涵，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发现了 Rh 原子间的距离会影

响邻近面内 S 原子的电子结构及对 H 原子的吸附。论文写作规范，逻辑清晰，语言流畅。  

MoS2 中引入了多种的杂原子，氢的吸附位点是这些杂原子吗？石墨烯的引入为什么提高

了 MoS2的稳定性？建议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考虑电催化剂的批量制备以及电解装置的构

建，把优秀的研究成果推向实际应用。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注：“分数”栏每项均按百分制整数评分，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分为四档：大于等于

90 分为优秀；大于等于 75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5 分为中；小于 60 分

为差。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等

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95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95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92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95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92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95 

总体评价 总分 93.35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如何利用廉价的材料替代贵金属催化剂通过电解水析氢，对于高效制备清洁可

再生能源氢气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也具有很好地科学研究价值。论文以二硫

化钼为对象，展开电化学析氢研究，取得如下结果： 

(1)构建了三维多孔硫化钼/石墨烯复合结构，增加催化剂的导电性和稳定性，

提升硫化钼边活性位数量，限域到硫化钼骨架内的 Co 调变了 HER 反应活性。 

(2)在硫化钼上限域不同浓度和距离的Rh单原子,发现在HER反应活性中存在

有距离协同效应，改变邻近面内 S 原子的电子结构及对 H 原子的吸附自由能，

影响其催化 HER 反应活性。  

(3)利用配位络合法制备了硫化钼限域 FeCo 双金属原子催化剂，发现较硫化钼

限域单金属(Co 或 Fe)而言具有更高的催化 HER 反应活性，具有显著的协同

效应。 

以上结果具有很好地创新性。论文数据详实，分析合理，论文撰写规范，显示

作者有很好地理论功底和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论文达到了博士论文水平，建

议组织答辩，并授予博士学位。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注：“分数”栏每项均按百分制整数评分，各项满分均为 100 分。评分分为四档：大于等于

90 分为优秀；大于等于 75 分小于 90 分为良好；大于等于 60 分小于 75 分为中；小于 60 分

为差。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等

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85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95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90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90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85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95 

总体评价 总分   90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二硫化钼(MoS2)因其独特的结构和电子性质成为一种潜在的电化学析(HER)氢催化剂。本

论文针对现有 MoS2 在反应性能上的不足，如：边活性位数量少、导电性差等问题，通过

引入石墨烯复合的方法改善了其导电性，通过引入 Co、Rh、FeCo 等杂原子的方法调节了

面内 S 原子活性，并结合密度泛函理论计算探究了杂原子掺杂对面内 S 原子电子结构的调

控机制，解释了 MoS2 限域杂原子材料反应活性提升的根源，对高活性 HER 催化剂的制

备和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该论文选题新颖，条理清楚，结构明确，重点突出，

建议组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几点建议，供作者修改博士论文时参考： 

1. 格式，有些图中有 abcd，但是图注中未给出各自代表的含义，例如图 1.8；论文的图

中 ABCD、abcd 运用不一致 

2. 有关 IR 补偿，作者认为并未有权威的方法，但是其实文献中大部分是以阻抗法得到

的 R 作为补偿的电阻；此外，针对不同的电解质溶液，R 一般有个范围，偏差过大需要考

虑电路问题。 

3. 针对稳定性问题，其实需要考虑的是 HER 反应最终目的是运用到实际体系，所以应

更多的从计时电位或电流方面去考虑催化剂的稳定性，而不是多次循环 CV。 

4. 各章引言最好直指该章问题，而不需要重复提及 HER 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5. 第 3 章，是否考虑了石墨烯对 MoS2 产生的电子结构影响进而对性能产生影响。 

6. 作者所在课题组 2015 年对 Pt 以及包含 Co 在内其他各种金属改善 MoS2 进行了研究，

论文第 3 章最主要的出发点要介绍清除。 

7. 第 4 章阐述了 Rh 距离产生的协同效应，是否有实验上的证据证明面内被影响的 S 是

活性位而不是 Rh 原子。 

8. 第 5 章研究了 FeCo 双原子的影响，FeCo 双原子的协同作用机制并未阐述清楚，对于

其他双金属原子是否有不同影响？这与 Rh 的距离协同效应有什么关联？ 

9. 如果V-H是HER 机理过程的话，相关的速控步骤应该是H吸附还是H2脱附？与DFT

计算结果是否一致？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学术道德评价 

（一票否决） 

评阅意见 

评价要素 评价意见（请在相应栏内划“√”） 

是否存在剽窃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由他人代写等

严重作假行为 

□是（具体说明存在的问题）  

 

 

□否√ 

评   价   要   素 权重 
具体得分 

（百分制） 

1  论文选题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10%  10 

2 文献综述 
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人成果和

前沿动态  
15%  14 

3  创新成果 

论文成果创新性，对学科发展、技术进

步、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

影响和贡献  

40%  38 

4 
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 

基础理论的宽厚度、坚实度，专门知识

的系统性、深入性  
10%  9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13 

6 论文写作  
论文结构、撰写规范性；文字表达准确、

清晰和流畅性；引文严谨、规范性  
10%  8 

总体评价 总分 92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请对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做出简要评述，包括选题意义，

文献资料的掌握，论文创新之处，写作规范和逻辑性等。还须明确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之处。可另附页） 

 

廉价高活性长寿命电解水催化剂是目前国际研究热点。本论文开展二硫化钼限域杂原

子的电催化析氢研究，其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论文通过模板法制备了三维多孔 MoS2/石墨烯复合结构催化剂，有效增加 MoS2 边活

性位的数量；石墨烯的引入不仅增加了催化剂整体的导电性，还提升了 MoS2的结构稳定

性。 

通过合成 MoS2限域不同含量 Rh 单原子催化剂并测试其催化 HER 反应活性，结合理

论计算结果发现限域的 Rh 原子间存在距离协同效应，Rh 原子间的距离会影响邻近面内 S

原子的电子结构及对 H 原子的吸附自由能，从而影响其催化 HER 反应活性。 

论文利用配位络合法制备了 MoS2 限域 FeCo 双金属原子催化剂，通过电化学测试发

现 MoS2 限域 FeCo 双金属催化剂相比 MoS2 限域单金属（Co 或 Fe）具有更高的催化 HER

反应活性，原因是限域的 FeCo 双金属间存在协同效应，相比单一金属组分可更好实现对

面内邻近 S 原子的调控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具有创新性。 

论文书写流畅，综述全面；研究工作目标明确，数据可信，结论合理，具有创新性。

表明该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与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达到博士学位论文的要

求。 

建议仔细检查论文中图 3.6c，图 4.9c 和图 5.5d 中商业化 40%Pt/C 催化剂的 Tefel 斜率

差异略大，是实验误差还是实验条件不同引起。 

 

是否同意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请在相应栏内划“√”） 

□√同意答辩        

□修改后答辩（论文需通过小的修改后答辩） 

□修改后评阅（论文需通过大的修改后再评阅） 

□不同意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