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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复合纳⽶晶的合成顺序与合成机

理的实验研究 

吉林⼤学物理学院 ⽩⼦豪a 王⼀博 b 刘庆辉 c 

摘要:  

在本实验中，作者对⾦银纳⽶晶合成与表征的原理及⽅法进⾏了综述，提出了两种可能
的⾦银复合纳⽶晶合成机制。作者采⽤“柠檬酸钠⽆种⼦法”（Turkevich Method）对单质⾦
纳⽶晶、单质银纳⽶晶、⾦银复合纳⽶晶进⾏制备，并采⽤动态光散射(DLS)、紫外可⻅光光
谱（UV-Vis）、扫描电⼦显微镜（SEM）对产物进⾏表征。通过对⽐实验，作者对⾦银复合
纳⽶晶不同合成顺序背后的反应机理问题展开探讨。并对实验中相关新奇现象展开分析。 

背景与原理： 

纳⽶材料由于其独特的表⾯效应与量⼦尺⼨效应，在包含⼒学、热学、电学、磁学、光
学、催化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应⽤价值。因此，对不同尺⼨、不同形貌、不同组分、不同
结构的纳⽶晶的合成与表征⽅法的研发与优化具有着极⾼的重要性。对于⾦、银纳⽶晶以及
其复合物⽽⾔，⼈们已有数⼗年的研究历史，成功的合成出各种形貌、尺⼨的结构，如球形、
棒状、⽴⽅体、凹形⽴⽅体、⼆⼗四⾯体、类球形核壳结构、⽴⽅体核壳结构等；在合成⽅
法上主要分成有种⼦⽣⻓法、⽆种⼦⽣⻓法。[1]在表征⽅法上，对于电⼦⾏为主要采取紫外
可⻅光光谱（UV-Vis）对纳⽶晶的等离⼦共振吸收峰进⾏测量，这是由于不同形貌、尺⼨的
纳⽶晶由于各原⼦电⼦之间的相互作⽤，往往使纳⽶晶表现出不同的等离⼦共振⾏为；对于
纳⽶晶的形貌，主要采取扫描电⼦显微镜（SEM）、透射电⼦显微镜（TEM）、⾼分辨透射电
⼦显微镜对形貌进⾏直接表征。 

Turkevich 等⼈在 1951 年采⽤柠檬酸钠还原的⽅式制备纳⽶⾦，被称为 Turkevich 
Method[2]。这是⼀种⽆种⼦⽣⻓法。⽆种⼦⽣⻓法制备流程简单、原理清晰，采⽤柠檬酸
钠、硼氢化钠等还原剂对氯⾦酸、硝酸银等反应前体进⾏还原成核，并通过控制反应时间、
反应环境，从⽽控制晶体的⽣⻓，进⽽控制产物的形貌与尺⼨。其中柠檬酸钠等药品还起到
与纳⽶晶配位、进⽽依附在晶体表⾯，使⽣⻓过程稳定可控、防⽌⼆次成核等作⽤。在⽆种
⼦⾦纳⽶晶合成过程中，常常采⽤硝酸银作为催化剂。然⽽由于“Galvanic exchange”效应，
溶液中的三价 Au 离⼦可以与 Ag 单质发⽣氧化还原反应。⽽ Au 和 Ag 都可以被柠檬酸钠所
还原。故以不同的次序、浓度添加硝酸银，对反应产物的形态与性质具有显著影响。例如， 
通过 Au 离⼦对 Ag 原⼦的氧化，可以制备“银核⾦壳”的纳⽶结构，以及“⾦银纳⽶笼“结构
[3]。 

 
a, b 为共同第⼀作者；c 为通讯作者，通讯作者邮箱为 liuqinghui@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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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1：Galvanic exchange 效应。溶液中的三价 Au 离⼦可以与 Ag 单质发⽣氧化还原
反应[3]。 

然⽽，纳⽶⾦、银的添加顺序、添加浓度对产物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反应机理⼀问题，
具有更⼴阔的探索空间。在不同合成顺序下，所控制合成的丰富多彩的纳⽶结构亦具有重要
的科研价值与应⽤价值。在本实验中，我们对“银离⼦对⾦纳⽶晶合成的影响“提出两个机理
假设：1，银离⼦被柠檬酸钠还原后黏附在已经形成的⾦纳⽶晶上；2，银离⼦被柠檬酸钠还
原后形成新的银纳⽶晶，其表⾯可能进⼀步与⾦离⼦反应，在表⾯形成⾦原⼦壳层。⽽后我
们通过设计不同合成顺序的实验，采取 SEM、UV-Vis、动态光散射（DLS）进⾏表征，对这
两个机制进⾏探究。 

 
图 1：本⽂提出的两个反应机理假设。左图：银离⼦被还原后黏附在现有的⾦纳⽶晶上；

右图：银离⼦被还原后形成新的银纳⽶晶，并可能进⼀步被⾦离⼦在表⾯还原，形成⾦原⼦
壳层。 

⽅法: 

 我们共进⾏了 8 组实验，每组实验中，采⽤氯⾦酸作为⾦的前体，采⽤硝酸银作为催化
剂以及银的反应前体，以柠檬酸钠作为还原剂。当柠檬酸钠与反应前体在沸⽔中时，其发⽣
氧化还原反应，成核及⽣⻓过程开始快速进⾏；当反应环境冷却⾄室温时，反应停⽌或缓慢
进⾏；同时，氯⾦酸还可以将单质银氧化，从⽽对银纳⽶晶进⾏置换；因此我们通过控制反
应的温度与时间从⽽控制晶体⽣⻓的尺⼨、通过控制反应前体的浓度以及⾦银前体加⼊的顺
序控制纳⽶晶的结构。 
 我们对反应后的溶液取样进⾏动态光散射表征，动态光散射通过颗粒对激光光⼦的散射
数据，对⼀定温度、粘度的介质下粒⼦的布朗运动情况进⾏拟合，通过多普勒效应得到溶液
颗粒的尺度⼤⼩。在动态光散射过程中，我们充分的进⾏了溶液的分散，并控制激光强度，
从⽽控制散射的光⼦数，避免光⼦的⼆次散射。 
 同时我们对反应后的溶液抽样进⾏紫外可⻅光光谱测量，在测量过程中，充分的对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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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分散。 
 在进⾏扫描电⼦显微镜成像时，我们⾸先对样品进⾏离⼼提纯，并将样品滴在⽤导电胶
粘附在电镜底座上的硅⽚上，待⻛⼲后进⾏电镜成像。提纯是为了避免溶液中其他组分对样
品的导电性的影响，从⽽提⾼电镜的清晰度；采取硅⽚是为了避免电⼦束轰击过程中，基质
升温变形，使成像⾮静态，同时采取硅⽚也保证基质⾜够⼲净，避免其他物质对成像影响。 
 具体的实验步骤以及部分现象⻅表 1 所示，UV-Vis 数据如图 1 所示，DLS 图像⻅附录
1。 

 

 

组数 步骤序号 步骤或现象

1 wt%
柠檬
酸钠
/ml

0.5
wt%氯
酸⾦
/ml

0.1
wt%硝
酸银
/ml

1 wt%
硝酸
银/ml

加⽔
后体
积/ml

0min 将混合物加⼊沸⽔ 2 3 0.1 100
13min30s 向体系继续加⼊药剂 少量
21min30s 取样

DLS
如DLS图像Gold1：⼩部分20-
30nm，⼤部分100nm

提纯
9000rad/s离⼼15min，取上清液以
1：3的⽐例加⼊丙酮，以
10000rad/s离⼼15min，取上清液

DLS 如DLS图像Gold2：20-30nm
UV 光谱数据“Gold1”
SEM SEM组Gold
室温放置半个
⽉
DLS 100nm左右

SEM SEM组Gold_2, SEM观察粒径在1微
⽶⾄10微⽶量级与DLS结论不符

0min 将柠檬酸钠加⼊沸腾硝酸银 1.5 0 1 47.5
0-10min ⽆⾊
10min 浅⻩
10-30min 溶液颜⾊逐渐加深
30min ⻩褐⾊
1h 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粒径50nm
UV 光谱数据“Silver1”

纳⽶银1

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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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in 加药剂 2 0.5 0.05 60-70

1h 加药剂 1 1 50
2h 取样

提纯第⼀步

离⼼机9000rad/s，取上清液加丙
酮，发现明显的分层现象，上层深
粉红⾊与纳⽶⾦溶液相似，下层⻩
⾊与银纳⽶晶溶液相似

提纯第三步 将固体溶解，9000rad/s分别离⼼

DLS 如DLS图像Gold-Silver1：少部分
20-30nm，⼤部分100-300nm

UV 光谱数据“Gold-Silver1”
SEM SEM组Gold-Silver
加药品，混合
5分钟加⼊沸
⽔

⽴刻变浅粉⾊，之后颜⾊加深 1.5 1 0.043 50

1min 紫⿊
2min 紫红
5min 酒红
1h 取样
DLS 5% 20nm 90%100-150

提纯 加⼊丙酮，离⼼机8000rad/s 15min
取上清液

DLS 20-30nm

加药品 加⼊后颜⾊变化，从浅粉⾊变成紫
⾊

少量 1

室温放置12h 取样
DLS 如DLS图像Gold-Silver2：上千
UV 光谱数据“Gold-Silver2”
0min 加药品，混合后⽴即变乳⽩⾊ 1.5 1
0-3min 加⼊沸⽔，刚开始⽆⾊ 50
3min 颜⾊逐渐加深为浅⻩⾊
3-8min 颜⾊继续加深
8min 颜⾊变为灰⻩⾊
10min 焦⻩，灰⿊，分层了
20min 乳⻩⾊
50min 停⽌加热⾄冷却，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50nm左右
UV 光谱数据“Silver2”
加药品 颜⾊⽴即变为蓝⿊⾊ 0.5 50
加热搅拌50分
钟，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Gold1：50nm左
右

 UV
光谱数据”Silver-Gold1“（峰的位置
与之前的银纳⽶晶⼏乎相同，展宽
变⼤）

0min之前 加药品，加热直⾄沸腾 0.5 48
0min 加药品，发现特别呛 1.5
3min 浅⻩
3-5min 加深
5min ⻩⾊
10min左右 ⻩褐⾊逐渐浑浊
1h 取样
DLS 50nm左右

1h 加药品（没有混合直接加⼊），瞬
间灰⿊⾊

1 0.5 补⽔

2h 但这次颜⾊偏焦⻩⽽⾮灰⿊ 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Gold2：50nm左
右

UV 光谱数据”Silver-Gold2“

⾦核银壳2
（纳⽶⾦提
纯后加⼊银

前体）

银纳⽶晶2
（增加硝酸
银浓度）、
银核⾦壳1

银核⾦壳2
（减少硝酸

银）

⾦核银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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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实验步骤以及部分现象 

 
图 2：所有实验组的紫外可⻅光光谱（UV-Vis）数据（已归⼀化） 

0min 向沸⽔中加⼊药品，加⼊后继续加
热直到沸腾

15 1 50

5min ⻩⾊到焦⻩到灰⻩⾊
10min 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Gold3_1:50nm
30min 浑浊灰蓝⾊
1h 蓝灰⾊，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Gold3_2: 百分之
40 100nm 百分之60 1000nm

重新计时0min

取⼀毫升10min的反应物稀释到
60ml左右，加⼊药品室温重新加热
到沸腾，银纳⽶晶稀释后是⻩⾊
的，加⼊氯⾦酸后颜⾊变暗⼀些的
⻩⾊

4 60

5min 温度升到80°左右，颜⾊变成灰⾊，
⽽后泛红

10min 变成偏⻩的⾮透明的咖啡⾊，泥⼟
⾊，此时已经沸腾

0

12min 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Gold3_3:157nm
UV 光谱数据”Silver-Gold3-10min“
50min 取样

DLS 如DLS图像Silver-Gold3_4:少部分
70nm，⼤部分1370nm

UV 光谱数据”Silver-Gold3-50min“

50min
对之前60min的银纳⽶晶 加⼊4ml
氯⾦酸加热⾄沸腾，过程中颜⾊加
深⾄⿊⾊，⽽后出现深酒红⾊

银核⾦壳3
（增加⾦前
体、增加柠
檬酸钠，减
少反应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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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三个代表组的紫外可⻅光光谱（UV-Vis）数据（已归⼀化） 

结果与讨论： 

⾸先我们通过 SEM 对产物直接观察，确定成功合成纳⽶晶体。并进⼀步通过 DLS 确定
不同组别的粒度统计分布。由于不具备透射电⼦显微镜（TEM），⽆法对纳⽶原⼦尺度结构
进⾏分析，故使⽤ UV-Vis 曲线通过对产物光学性质的分析推测其组成及结构。已知下列数
据：30.2nm 直径的⾦纳⽶晶具有 527nm 的吸收峰[1]；29.1nm 直径的银纳⽶晶具有 407nm
的吸收峰[1]; 约 20nm 直径的含有 53.8%Au 的⾦银纳⽶笼具有 760nm 的共振吸收峰[3]。同
时，直径越⼤的纳⽶晶的吸收峰更加红移[1]；⾦银纳⽶笼中，⾦⽐例越⼤吸收峰越红移[3]。 
1， 对银离⼦对⾦纳⽶晶合成的影响与其反应机制的讨论： 

我们选取三组具有代表性的组别进⾏分析。如图 3 所示，在 Gold-Silver1 组中，⾦纳⽶
晶的特征峰产⽣了明显的红移（约 580nm），这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加热导致⾦纳⽶晶过度
⽣⻓；其中在约 400nm 位置具有⼀个⾮常突出的峰值，对应银纳⽶晶的特征峰；同时在约
800nm 处有⼀个可⻅的峰，与⾦银纳⽶笼所对应的吸收波⻓相接近。考虑到有特征鲜明的
新纳⽶银以及⾦银纳⽶笼⽣成，银离⼦在合成过程中的反应机制很有可能如图 1 中第⼆条
反应机制所示。 

在 Gold-Silver2 组中，⾦纳⽶晶的特征峰在⼤约 540nm，这对应⼀个约 50nm 直径⼤⼩
的⾦纳⽶晶[4]。在 380nm 左右有⼀个对应银纳⽶晶体的特征峰。同时在⾦纳⽶晶与银纳⽶
晶的特征峰中间，具有⼀个奇特的平坦的平台曲线，这可能是由于新的⾦银纳⽶结构所导致。
由于这⼀组别中，已经通过提纯去除⼤部分还原剂，同时 Ag 离⼦是通过室温缓慢还原，背
后的反应机制很有可能对应图 1 中的第⼀条反应机制。 

在 Gold 组中，⼀个明显的峰出现在 630nm 左右，考虑到反应时间有限，这⼀峰很有可
能与低⾦浓度的⾦银纳⽶笼相对应，通过仔细观察，在 800nm 处有⼀个⼩的峰值，这亦与
⾼⾦浓度的⾦银纳⽶⻰相对应。考虑到反应时间有限，同时具有很有可能的⾦银纳⽶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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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应背后的机理很有可能对应图 1 中的第⼆条反应机制。 
图 3 中亦给出了 Au 所占的原⼦⽐例，可⻅ Au 的浓度越⼤，Ag 所占的特征峰越不明显，

同时 Au ⽐例最⼤的 Gold 组，在 630nm 处的⽐例最⼤，这与⾦银纳⽶笼中 Au ⽐例越⾼，
整体越红移的结论相对应。 
 从上述三组代表组的制备过程与产物相应性质，我们可以⼤致得出⼀些结论：1，当⾦
前体接近反应完全后，加⼊银前体，银可以与还原剂反应形成⽐较明显的银纳⽶晶，同时形
成少量⾦银纳⽶笼。2，当通过提纯去除体系⼤部分还原剂后，Ag 离⼦在室温的缓慢⻓时间
反应下，仍能被还原，形成不明显的 Ag 特征峰，这可能与体系存留的少量还原剂有关；同
时这样的缓慢反应有可能促成新的⾦银纳⽶结构的产⽣。 3，在⾦前体与还原剂剧烈反应时，
即使加⼊少量的银前体，银也可能形成银核，被⾦前体还原⽣成⾦银纳⽶银笼结构。 
2， 关于⾦核银壳结构可能存在的⾃组装现象及其他聚集现象的讨论： 

从附录中 SEM 图像可以看出，提纯后的⾦纳⽶晶的单分散性较好，但是提纯并⽤超纯⽔
溶解后的⾦核银壳 1 组仍呈现聚集现象。我们不排除“⾦银复合纳⽶晶”存在⾃组装现象的可
能。这⼀结论有待后续实验验证。 
 除此之外，通过观察⾦核银壳 2 实验组，可以发现在丙酮介质中滴加硝酸银在室温放置
12 ⼩时后，聚集为数千纳⽶粒度的颗粒。由于已经提纯可以排除是前体药物继续反应的情
况。对于这个聚集现象，⼀⽅⾯可以归因为丙酮溶剂并⾮纳⽶⾦的良溶剂，另⼀⽅⾯可以归
因为硝酸银离⼦打破了溶液体系的电平衡，使得胶体体系发⽣聚沉现象。 

结论: 

在本次探索中，我们采⽤柠檬酸钠⽆种⼦法（Turkevich Method）对⾦银纳⽶晶进⾏进
⼀步探索；以银离⼦对⾦纳⽶晶合成过程的影响为出发点，对实验过程中的光谱特性、聚集
问题展开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银离⼦以不同的浓度与不同的顺序添加对体系产物的结构与特性具有不同的影响，
其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反应机制。 

2， 当还原剂充⾜，反应剧烈时，加⼊银离⼦药剂，很有可能产⽣新的纳⽶银核；当反
应缓慢，还原剂不充⾜时，银原⼦可能以特殊的⽅式参与纳⽶晶的结构特征，如黏
附等⽅式。 

3， 在银离⼦缓慢参与反应时，连接⾦、银特征峰的吸收曲线较为平坦，可能存在新的
纳⽶符合结构。 

4，⾦核银壳结构可能存在特殊的聚集现象，不排除具有⾃组装机制的可能。 
未来进⼀步研究需要引⼊透射电镜从原⼦排列结构的层⾯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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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DLS 图像： 

 

DLS:Gold1 

 
DLS:Gold2 

 

DLS:Silver 

 
DLS:Gold-Silv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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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S:Gold-Silver2 

 

DLS:Silver-Gold1 

 

DLS:Silver-Gold2 

 
DLS:Silver-Gold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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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S:Silver-Gold3_2 

 

 
DLS:Silver-Gold3_3 银 

 
DLS:Silver-Gold3_3 ⾦ 

 
DLS:Silver-Gold3_4 银 



11 
 

 

DLS:Silver-Gold3_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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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SEM 图像 

 

 

 
SEM-Gold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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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Gold_2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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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Gold-Silver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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