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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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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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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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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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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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总体评价 总分 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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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倩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人工光合作用和光催化分解水制氢的文献研究基础上，

探讨了分解水制氢这一人工光合成太阳能燃料的关键科学问题。论文创新点如下： 

第一，该论文以 NaTaO3 为研究对象，通过原位红外光谱直接观测到 NaTaO3 光催化

水氧化过程中的 Ta(VI)=O (*Od)和 Ta(O2)过氧化物(*OOHs)中间物种。结合理论计算，证

明 NaTaO3催化剂晶格氧参与水氧化过程。 

第二，该论文通过 Ga2O3光催化全分解水的原位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直接观测到水分

解的中间物种 H2O2和 Ga-OOH-。结合同位素交换 ATR-IR 光谱和同位素质谱分析，提出

Ga2O3 基光催化剂光催化全分解水是通过羟基自由基形成机理进行的。 

第三，该论文系统地研究了担载 Cr2O3-Rh 助催化剂的 Ga2O3 光催化剂的光生电子动

力学，提出 Cr2O3对 Rh/Ga2O3 催化剂的结构修饰促进了电子从 Ga2O3到 Rh 纳米粒子的转

移过程。 

该同学系统全面的查阅了国内外文献，论文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采用了递进式的分

析结构，逻辑性强，文笔流畅，表达清晰，重点突出，论文格式规范，反映作者具有较强

的独立科研工作能力。其研究内容证明该学生掌握了专业基础知识和分析方法。 

建议修改论文格式，如正文和参考文献格式等；建议增强三个研究章节内容的系统化

和体系化。 

该论文到达了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同意答辩，推荐授予其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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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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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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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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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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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文采用原位和时间分辨红外光谱研究了光催化分解水机理 ，得到如下主要创新性研

究结果： 

（1）NaTaO3 光催化水机理研究。原位红外光谱直接观测 到 NaTaO3 光催化水氧过程中

的  Ta(VI)=O (*Od)和  Ta(O2)过氧化物  (*OOHs)中间物种，H218O 同位素实验表明 

NaTaO3 晶格氧参与光催化水氧化反应。结合密度泛函理论计算结果，提出了 NaTaO3 光

催化剂通过 *OH、*Od、*OOHs 进行的三步水氧化 反应机理 。 

（2）Ga2O3 光催化水分解机理研究。通过原位 衰减全反射 红外光谱 直接观测 到

Ga2O3 光催化水分解的中间物种 H2O2 和 Ga-OOH-，H218O 实验表明晶格氧不参与水氧

化反应 ，因此提出 Ga2O3 光催化剂光催化剂全分解水是通过羟基自由基机理进行的。 

（3）研究 了担载 Cr2O3-Rh/ Ga2O3 光催化剂的光生电子动力学。 原位 时间分辨红外

光谱 研究 表明只有转移到助催化剂 Rh 上的光生电子才能参与析氢反应，而 Ga2O3 中的

长寿命电子不参与质子还原 反应。Cr2O3 的担载使 Ga2O3 的光生电子向 Rh 的电子转移 

效率提高，从而提高光催化全分解水活性。这一工作提高了对 Cr2O3-Rh 复合助催化剂作

用的认识。 

这些新的机理认识，对构建高效的光催化分解水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写作比较

规范，数据整理和讨论比较充分，结果可信。 

不足之处是：１）论文写作上还有不少错误；文献综述不够全面，尤其是时间分辨光谱研

究方面；3）提交论文之时，最好相关工作已经发表或者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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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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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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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5 科研能力 论文体现科研潜质与独立科研能力  1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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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总体评价 总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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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催化分解水制氢是催化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揭示光催化分解水反应的反

应机理和动力学对新型光催化剂的开发，提高光催化分解水的转化效率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 

该论文中，作者采用原位和时间分辨红外光谱技术，结合量子化学计算对三

种光绣花体系的研究光催化分解水中的氧化反应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以

下的创新成果： 

1.通过对 NaTaO3 上光催化全分解水机理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观测到 NaTaO3

光催化水氧化过程中的 Ta(VI)=O (*Od)和 Ta(O2)过氧化物(*OOHs)中间物种。证实

晶格氧参与光催化水氧化反应。结合密度泛函理论计算结果，提出了 NaTaO3 光

催化剂上，通过*OH、*Od、*OOHs 进行的三步水氧化反应机理。 

2.通过 Ga2O3 光催化全分解水的原位衰减全反射红外光谱研究，观测到水分

解的中间物种 H2O2 和 Ga-OOH-。同位素实验证明 H2O 中的氧原子是光催化生成

O2的唯一来源，晶格氧不参与水氧化反应。提出了 Ga2O3 光催化全分解水的羟基

自由基反应机理。 

3. 通过对担载了 Cr2O3-Rh 助催化剂的 Ga2O3 光催化剂的原位时间分辨红外

光谱研究，发现 Ga2O3 中的长寿命电子很难直接参与质子还原反应。Cr2O3 的担载

使 Ga2O3 向 Rh 的电子转移效率提高，增加了用于产氢的光生电子，从而提高了

光催化全分解水活性。 

论文写作规范，文献综述全面，结论明确，具有较好的创新性。不足之处在

于，作者所提出的光解水反应的几种机理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论和实验证实；论文

中还存在多处表述不准确的地方，需要作者进一步修改。 

该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同意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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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