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队名称：胡勋教授——绿色能源材料研究团队 

 

团队简介： 

基于国家能源安全、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节能减排的重

大需求，本研究团队立足于平台、学科和地域特点，针对能源和材料

两大战略发展需求，聚焦国家重点关注的清洁能源与光电材料，开展

生物质能、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池等新型能源转化和储备技术以及

相应的催化功能材料的基础研究，在新能源材料领域为相关企业提供

技术与人才支撑，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带头人简介： 
 

✓ 2016 年 国家高层次人才入选者。 

✓ 2017 年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项目。 

✓ 2019 年入选江苏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引进计划（创业类）。

获淄博市英才计划和扬州市绿杨金凤领军人才项目支持。 

✓ 2020 年获得山东省青年五四奖章。 

✓ 2021 第十六届济南市优秀自然科学成果优秀人才奖。 



✓ 发表文章 200 余篇。影响因子大于 10.0 的 30 余篇。文章总 

被引 10029 次（截止 2022 年 5 月 3 日），其中近 5 年以来

被引 8500 余次。H 指数为 54。ESI 高被引论文 15 篇，热点

论文 2 篇。 

 

团队成员： 

研究团队现有专职工作人员 9 人，由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专家胡勋 

教授领衔，包括副教授及讲师 8 人(陈其凤、马德龙、何飞、范怀林、

李庆银、张丽君、刘梦琪、张瑞丽)，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培养研究生 

30 余名，目前在学博士/硕士研究生 40 余名。 

 

团队方向/典型成果： 

根据学科发展并结合团队老师的科研背景，共有三个主要研究方 

向： 

· 生物质资源的催化转化（生物质热解、水解、水热、气化、生物油

加氢和酸催化转化、精细化学品的加氢和酸催化、水蒸气重整生

物油和其他小分子制氢、甲烷化、VOC 氧化脱除） 

· 新型电池材料 

· 光催化材料 

研究团队围绕着清洁能源和材料两个方面开展，加强与当地企业

的合作，促进实验室科研成果的工业化转化，在整体团队的协作下，

已与多家企业进行联合项目研发，目前在相关的领域中取得了一些的成

果和突破，具体如下： 



i. 针对生物油加氢中聚合问题，反向思考提出利用生物油制炭而非

燃料油的方法； 

ii. 将生物油聚合的特性应用到缓释肥料制备和沥青改性，并创新地 

提出生物油聚合和生物质裂解原位耦合理念，大幅提高半焦产率。 

iii. 基于共水热处理中的协同效应，同时处理不同种类的生物质原料

而提升炭材料的性能，从而充分利用所存贮的生物质能 

iv. 利用水热过程中三聚氰胺的片层晶体做晶核制备了一系列的生

物质碳纳米片材料，将其应用在电催化与储能等领域，提升了传

统生物质碳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v. 基于工业上常用的廉价炭黑为载体，着重以新能源领域的氢氧燃

料电池半反应（氧气还原）和仿生物酶催化氧化为重点，靶向设

计新型掺杂碳纳米催化剂。通过对其可控化学制备、电子结构调

控、表面性质改性、分子界面组装等进行研究，实现了对此类催

化剂催化性能的显著提升，并在实际应用中体现潜在价值。 

vi. 将溶液化学和催化剂形貌控制相结合，实现了精准控制活性金属

组份在光催化剂上的组成和分布，与传统活性炭负载贵金属催化

剂相比较，成本大大降低，用于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降解。 

vii. 将可见光复合光催化剂用于环境杀菌消毒。将可见光催化剂用于

常见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的消杀，实现高效持久的性能。 

viii. 将水热精准调控催化剂的微结构和组成与催化剂反应选择性相

结合，制备了高效选择性的光催化剂，用于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和

合成高附加值的化学品。 

 

团队条件： 

为加快科研进展，实验团队加强基础和仪器设备建设。拥有 1000 



平米的实验室平台，课题组购置了相应的表征测试设备，包括高温原

位 X 射线衍射仪、原位红外、高分辨透射、扫描电镜、接触角测试仪、

电化学工作站、高效液相色谱、凝胶色谱仪、热重差热分析仪、在线

质谱、气相质谱、元素分析仪、荧光光谱仪、物理吸附仪、化学吸附

仪、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静电纺丝、蓝电测试系统等实验设备。 

 

联系方式： QQ: 37601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