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期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矿产保护与利用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

Ｄｅｃ．２０１９

战略性非金属矿产

硅藻蛋白石基先进材料的构建和应用研究进展


庄官政１，邓亮亮１，２，杜培鑫１，２，袁鹏１，２，刘冬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研究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矿物学与成矿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矿物物理与材料研究开发重点实验
室，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４９

中图分类号：ＴＤ９７６＋．５；ＴＢ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０７６（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２１－１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００７６．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７

摘要　本文简析了硅藻蛋白石的结构和性质特点，总结了硅藻蛋白石基先进材料在环境治理、纳米能源（锂离子电池、超级
电容器、太阳能电池、储氢和储热材料）和生物医药（药物传输和缓释载体、生物组织工程、凝血剂和生物传感）领域的应用研

究进展，探讨了硅藻蛋白石在先进材料中的作用和机制。此外，还简要分析了硅藻蛋白石基先进材料应用研究的不足和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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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硅藻（Ｄｉａｔｏｍ）是一类在各种水体中广泛分布的
硅质微生物，其单体尺寸较小，一般只有十几到几十

微米［１］。目前，已鉴定出超过１０万种硅藻，每种硅藻
都有独特的三维壳体形状（如圆盘状、筒状和羽纹状

等，见图１），根据硅藻壳体形状可将其分为中心硅藻
纲和羽纹硅藻纲［２］。硅藻细胞的形态虽然千差万别，

但具有共性特征。就其自身而言，细胞主体结构都是

由上、下两个半壳套合而成（套在外部的称为上壳，内

部的称为下壳），形成类培养皿结构［３］。硅藻通过简

单的自组装过程生成复杂的三维多孔硅藻壳（硅藻细

胞壁），且受遗传基因的控制，硅藻壳体具有很高的可

重复性和数十纳米的精度［４］。因此，硅藻被称为“纳

米工厂”。作为地球上最“成功”的光合微生物，硅藻

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量约占地球生态系统

的五分之一，因此，硅藻生物硅的归趋对于理解全球

硅、碳等元素循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５］。

硅藻壳体的主要成分是硅藻蛋白石，其由含水的

无定形二氧化硅小球以最紧密形式堆积形成，在矿物

图１　硅藻壳体多样化的形貌（标尺１０μｍ）［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ｈａｐｅｓａｎｄ３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ｉａｔｏｍｓ（ｓｃａｌｅｂａｒ
１０μｍ）

学上属于Ａ型蛋白石（Ｏｐａｌ－Ａ）［２，７］。以硅藻蛋白石
为主要成分的非金属矿在工业上被称为硅藻土（ｄｉａｔ
ｏｍｉｔｅ），其是由远古时期硅藻生物的遗骸（硅藻壳体）
沉积形成的生物沉积岩［７］。硅藻蛋白石具有独特的

多级孔结构，因而具有质轻、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

吸附能力强、隔音和隔热效果好等特点，其作为助滤

剂、吸附剂和载体等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建材等工

业领域［８］。此外，硅藻蛋白石还具有独特的力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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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光激发性能和好的生物相容性。本研究组的最新

研究表明［７］，硅藻土矿中的硅藻蛋白石其表面还往往

具有富铝铁质的薄膜，赋予了其多样的表面性质（图

２）。基于此，硅藻蛋白石在多种高性能材料开发领域
具有广阔的前景。例如，Ｌｏｓｉｃ［９］曾提出“硅藻纳米技
术（Ｄｉａｔｏｍ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这一术语，用于描述与基
于硅藻蛋白石先进材料的开发和应用研究相关的学

科领域，其涵盖了分子生物学、材料学、生物技术、纳

米技术以及光电学等多种潜在领域。

图２　硅藻蛋白石表面的富铝铁质薄膜［７］

Ｆｉｇ．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ａｔｏｍａｃｅｏｕｓ
ｏｐａｌ

　　近二十年来，人们在硅藻蛋白石基先进材料领域
陆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进展。本文着重介绍了

硅藻蛋白石基先进材料在环境污染治理、纳米能源

（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太阳能电池、储氢和储热

材料等）和生物医药（药物传输和缓释、生物组织工

程、凝血剂和生物传感）等相关领域中的新进展，特别

是对各类先进材料的应用机理和局限性进行了总结

和讨论。我国是硅藻土资源大国，因此，尽管上述某

些领域仍处于发展阶段、有些应用甚至尚处于起步

期，但相关探索是将我国硅藻土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

优势进而取得高附加值的基础。我们期望，通过硅藻

土 －硅藻纳米技术以及硅藻蛋白石先进材料研究的
快速发展，我国在硅藻土和硅藻蛋白石资源利用领域

能够早日在国际上取得领先优势。

１　环境功能材料

目前，环境污染已成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面临的重要难题。其中，水体重金属离子污染尤为

突出［１０］。大多数重金属离子具有毒性和致癌风险，且

难以降解，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１１，１２］。硅藻蛋白石由于其三维多孔结构、高渗透

性、低密度、高比表面积和大量的活性硅醇基团（Ｓｉ—
ＯＨ），在环境修复应用中被认为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功
能材料。

通常，硅藻蛋白石与重金属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发生在硅藻蛋白石 －水界面上。硅藻蛋白石的吸附
能力与其羟基产生的净负电荷密切相关。硅藻蛋白

石的表面和孔隙中含有大量的羟基（如孤立羟基、氢

键缔合羟基）和吸附水。Ｓｉ—ＯＨ在水溶液中会发生
离子化，根据 ｐＨ值的变化而捕获或失去 Ｈ＋［１０］。当
ｐＨ值低于零电荷点（ｐＨ＝２．０～３．０）时，由于 －ＯＨ
获得质子（式１），硅藻蛋白石带正电。反之，硅藻蛋
白石表面失去质子而带负电（式２）。因此，在低 ｐＨ
值条件下，金属阳离子与 Ｈ＋在硅藻蛋白石表面的竞
争吸附占主导作用，其主要机理是重金属阳离子在硅

藻蛋白石表面的静电吸附及其与Ｈ＋的交换作用。在
高ｐＨ条件下，水解和沉淀作用主导着重金属离子的
去除。然而，天然硅藻蛋白石表面羟基的负电荷有

限，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效率并不高。为了克服这一

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表面改性以从水中去除多样化

的重金属离子。硅藻蛋白石常见的改性方法有酸热

活化、无机和有机功能化。

≡Ｓｉ－ＯＨ＋Ｈ＋→≡Ｓｉ－ＯＨ＋２ （１）
≡Ｓｉ－ＯＨ＋Ｈ－→≡Ｓｉ－ＯＨ－＋Ｈ２Ｏ （２）

１．１　酸热活化

天然硅藻蛋白石的吸附活性位点来源于其表面

羟基，包括孤立羟基、氢键缔合羟基以及吸附水（自由

吸附水和氢键键合水）。然而，这些羟基的暴露程度

受吸附水的制约。Ｙｕａｎ等［１３］发现热处理有助于提高

硅藻蛋白石表面羟基的反应活性。只有在水基本脱

附后孤立羟基和氢键缔合羟基暴露量达到最高，相应

的热处理温度高达约１０００℃左右，此时硅藻蛋白石
表面才达到比较充分的活化，有利于基于羟基的界面

作用的发生。此外，酸活化也能够有效提高硅藻蛋白

石的吸附能力［１４，１５］。酸活化后，硅藻蛋白石的形貌不

变，但微孔数量和比表面积都会增加。酸热活化可通

过除去吸附的水分子和碳酸盐杂质来增加硅藻蛋白

石的微孔数量、比表面积和表面羟基，进而提高硅藻

蛋白石对阳离子的吸附能力。然而，目前对于硅藻蛋

白石的羟基数量、比表面积和孔分布对其重金属离子

吸附性能的影响机制仍然缺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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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无机功能化

为了增加硅藻蛋白石的吸附活性位点，一些研究人

员在硅藻蛋白石表面负载纳米金属氧化物，如锰氧化

物［１６－１９］。Ａｌ－Ｄｅｇｓ等［１６，２０］采用沉淀氧化法将锰氧化

物负载到硅藻蛋白石的表面上，改性后硅藻蛋白石的比

表面积增加了２．４倍，对 Ｐｂ２＋、Ｃｕ２＋、Ｃｄ２＋的吸附容量
分别达到了９９、５１、２６ｍｇ／ｇ（未改性硅藻蛋白石的吸附
容量分别为２４、２１、１６ｍｇ／ｇ）。Ｃａｌｉｓｋａｎ等［１７］采用相同

方法改性硅藻蛋白石以去除水中Ｚｎ２＋，也获得了相似
的发现。锰氧化物改性提高了硅藻蛋白石对重金属离

子的吸附能力，其主要原因是：（１）改性硅藻蛋白石比
表面积的增加；（２）改性硅藻蛋白石的负电荷比天然硅
藻蛋白石高。Ｌｉ等［１９］认为 Ｐｂ２＋还可以与硅藻蛋白石
表面的羟基发生Ｈ＋交换而被吸附（式３和４）。

－Ｍｎ－ＯＨ＋Ｐｂ２＋→－Ｍｎ－Ｏ－Ｐｂ＋Ｈ＋ （３）
－Ｍｎ－ＯＨ＋Ｐｂ２＋→（－Ｍｎ－Ｏ）２－Ｐｂ＋２Ｈ

＋ （４）
锰氧化物改性不仅可以提高硅藻蛋白石对重

金属阳离子的吸附能力，还能提升对重金属阴离子

团的去除效果。此外，还可以通过调控锰氧化物的

形貌进一步提高改性硅藻蛋白石的吸附效果，如花

形、线形和片状等［２１，２２］。锰氧化物的比表面积、羟

基数量与改性硅藻蛋白石对重金属阴离子团的吸

附能力呈正相关。其机理为Ｃｒ（ＶＩ）、Ａｓ（Ｖ）与锰氧
化物的表面羟基作用形成 Ｃｒ－Ｏ－Ｍｎ和 Ａｓ－Ｏ－
Ｍｎ键而被吸附。

此外，铁氧化物改性对硅藻蛋白石的重金属离

子吸附能力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２３－２６］。Ｋｎｏｅｒ
ｒｅｔａｌ．［２４］在碱性条件下以 ＦｅＳＯ４改性硅藻蛋白石，
在其表面负载了纤铁矿（α－ＦｅＯＯＨ）和针铁矿（γ
－ＦｅＯＯＨ））的混合物，并用于去除水中的 Ａｓ。
Ｆｅ２＋在碱性条件下形成Ｆｅ（ＯＨ）２，然后在硅藻蛋白
石表面逐步氧化形成铁氧化物（式５）。水中的砷
主要以Ｈ３ＡｓＯ３（ｐＨ＝７．５～８．０）和Ｈ２ＡｓＯ３

－（ｐＨ＝
８．０～１０．０）的形式存在，其吸附机理如式６和７所
示。Ｄｕ等［２３］研究了 α－Ｆｅ２Ｏ３／硅藻蛋白石对 Ａｓ
（ＩＩＩ）和Ａｓ（Ｖ）的吸附机理，他们认为α－Ｆｅ２Ｏ３／硅
藻蛋白石在初期主要通过静电作用吸附 Ａｓ（ＩＩＩ）和
Ａｓ（Ｖ），而在后期主要通过共价键进行化学吸附。
由于铁氧化物和锰氧化物对重金属离子具有吸附

活性，因此，还可将Ｆｅ－Ｍｎ二元氧化物负载到硅藻
蛋白石表面以提高吸附效率［２７］。

４Ｆｅ２＋＋５ＯＨ－Ｏ２→３Ｆｅ
ＩＩＩＯＯＨ＋Ｆｅ３＋＋Ｈ２Ｏ （５）

≡ＦｅＯＨ＋Ｈ３ＡｓＯ３→≡ＦｅＨ２ＡｓＯ３＋Ｈ２Ｏ （６）
≡ＦｅＯＨ＋Ｈ２ＡｓＯ

－
３→≡ＦｅＨＡｓＯ

－
３ ＋Ｈ２Ｏ （７）

１．３　有机功能化

为了进一步提高吸附能力，还可采用有机物对硅

藻蛋白石进行功能化改性，以增加吸附重金属的活性

位点的数量。Ｃａｎｅｒ等［２８］研究发现壳聚糖包覆的硅藻

蛋白石比表面积和孔体积均增加，壳聚糖／硅藻蛋白
石对Ｈｇ２＋吸附量比天然硅藻蛋白石高７０％，且具有
良好的重复利用率。Ｙｕ等［２９］也对硅藻蛋白石进行了

类似的功能化改性，改性硅藻蛋白石在初始阶段就对

Ｃｄ２＋具有较高的吸附率，最大单分子层吸附率为
１０２．９ｍｇ／ｇ。Ａｂｕ－Ｚｕｒａｙｋ等［３０］发现，十六烷基三甲

基溴化铵改性后的硅藻蛋白石比表面积减小，但对Ｐｂ
（ＩＩ），Ｃｒ（ＩＩＩ）和 Ｃｒ（ＶＩ）的吸附容量增加，但并未对其
吸附机理进行讨论。此外，有机硅氧烷改性硅藻蛋白

石也可提升其吸附能力。Ｙａｎｇ等［３１］研究了３－巯基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ＭＰＴＭＳ）、３－氨基丙基三甲氧基

图３　有机硅烷化改性硅藻蛋白石吸附Ｈｇ＋示意图［３１］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ｉａｔｏｍｉｔｅｆｏ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Ｈｇ＋［３１］

硅烷（ＡＰＴＥＳ）和 ｎ－（２－氨基乙基）－３－氨基丙基
三甲氧基硅烷（ＡＥＡＰＴＭＳ）改性硅藻蛋白石对Ｈｇ２＋吸
附行为。研究发现，ＭＰＴＭＳ，ＡＰＴＥＳ和 ＡＥＡＰＴＭＳ改
性的硅藻蛋白石在平衡状态下对 Ｈｇ２＋的吸附能力显
着增强，分别达到１８５．２、１３１．７和１６９．５ｍｇ／ｇ，这是由
于硅藻蛋白石表面的巯基、氨基和乙二氨基与溶液中

的Ｈｇ２＋之间的亲和力更强（图３）。
如上所述，有机功能化改性主要是通过负载或者

嫁接活性官能团（如 －ＳＨ、－ＮＨ２或 －ＮＨ－ＮＨ２），来
增强硅藻蛋白石的负电荷。但是，不同活性官能团对

特定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和机制有待开展更为全

面的研究。此外，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改性硅藻蛋白石

提高其吸附性能的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２　纳米能源材料

２．１　锂离子电池

理想的锂离子电池（Ｌｉｔｈｉｕｍｉｏｎｂａｔｔｅｒｙ，ＬＩ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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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低成本、高能量密度和持久耐用等特点，其性能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锂存储材料。硅具有高达４２００
ｍＡｈ·ｇ－１的理论容量，是锂离子电池最具吸引力的负
极材料之一［３２－３５］。其中，具有独特的分级结构和高比

表面积的多孔硅可以促进锂离子的快速运输，从而在

充放电循环过程中提供优异的倍率性能并保持良好

的电导率。然而，这些硅基负极材料的最大局限就是

高成本以及化学刻蚀带来的健康风险和环境污染问

题，这些缺点严重制约了多孔硅材料的工业应用。

图４　基于硅藻蛋白石的多孔硅电极材料［３８］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Ｃ－
ｃｏａｔｅｄ，Ｄ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ｐｏｒｏｕｓＳ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ｆｏｒｕｓｅａｓＬｉ－ｉｏｎａｎ
ｏｄｅａｃｔ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由于硅藻蛋白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 ＳｉＯ２，且具有
多孔结构，可为纳米级的多孔硅提供理想的模板和硅

源，是制造多孔硅负极的最具潜力的原材料之一。

Ｂａｏｅｔａｌ．［３６］开发了一种将硅藻蛋白石还原为多孔硅
材料的镁热还原法，该方法相比于碳热还原法具有更

低的反应温度（６５０℃），且能够保留硅藻蛋白石的多
级孔结构。其原理是气态 Ｍｇ还原 ＳｉＯ２并生成 ＭｇＯ／
Ｓｉ复合物。由于反应温度低，且生成的ＭｇＯ包裹在Ｓｉ
的表面，产物中Ｓｉ并不会熔结或晶粒变粗。经过 ＨＣｌ
去除ＭｇＯ后可得到Ｓｉ，并保留了硅藻蛋白石的多级孔
结构。虽然采用镁热还原法也可以将石英 ＳｉＯ２还原
为Ｓｉ，但其不具备硅藻蛋白石制备的Ｓｉ材料的多级孔
结构［３７］。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３８］采用镁热还原法将硅藻蛋白

石还原为多孔硅，然后用聚丙烯酸（ＰＡＡ）作为原料包
覆形成碳膜（图４）。该方法制备的多孔硅的比表面
积远大于原始硅藻蛋白石，作为负极材料时具有良好

的循环稳定性和优异的倍率性能（图５），比容量约为
石墨理论值的２倍。Ｗａｎｇ等［３９］发现，使用硅藻蛋白

石制备的多孔Ｓｉ／Ｃ复合材料用于锂离子电池负极时，
其充放电比容量高达１７００ｍＡｈ·ｇ－１。这些实例表明，
将硅藻蛋白石转化为多孔硅是具有应用潜力的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其结构和性能的调控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５　包覆碳膜的多孔硅电极的电化学性能［３８］

Ｆｉｇ．５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ｄｉａｔｏｍ－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ａｎｏＳｉ－ｂａｓ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２．２　超级电容器

超级电容器是通过电极与电解质之间形成的界

面双层来存储能量的新型元器件，具有高功率密度、

高充放电速率、长循环寿命（数百万个循环）和突出的

循环稳定性。硅藻蛋白石独特的三维多孔结构，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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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电化学活性材料合成提供了理想的模板。硅藻蛋

白石合成电化学活性材料的思路有三种：一是将电化

学活性材料负载到硅藻蛋白石上；二是以硅藻蛋白石

为模板，合成电化学活性材料；三是将硅藻蛋白石还

原为多孔硅，再进一步负载电化学活性材料。

Ｚｈａｎｇ等将锰和镍的氧化物负载到硅藻蛋白石的
三维结构上，制备用于超级电容器的多孔复合电极。

由于硅藻蛋白石表面的独特结构，ＭｎＯ２纳米片在硅
藻蛋白石表面垂直生长，从而增加了电极的比表面积

并形成分级结构［４０］。因此，ＭｎＯ２／硅藻蛋白石电极的
容量达到了２０２．６Ｆ·ｇ－１。相似地，负载 ＮｉＯ的硅藻
蛋白石的比容量也高达２１８．７Ｆ·ｇ－１，经１０００次循
环后其容量保持率为９０．６１％［４１］。此外，可将不同的

氧化物与硅藻蛋白石结合起来提高超级电容器的性

能。例如，在硅藻蛋白石表面连续负载一层ＴｉＯ２纳米
球和一层ＭｎＯ２纳米片，ＴｉＯ２纳米球和硅藻蛋白石提
供丰富的界面和开孔通道，显著提升了 ＭｎＯ２纳米片
的电子传输效率，从而改善其比容量和循环稳定

性［４２］。还可以将硅藻蛋白石、ＭｎＯ２和氧化石墨烯
（ＧＯ）组成复合电极材料，由于具有良好的导电率和大
比表面积，其比容量达到了１５２．５Ｆ·ｇ－１，经２０００次循
环后容量保持率为８３．３％（电流密度为２Ａ·ｇ－１）［４３］。

图６　以硅藻蛋白石为模板合成多孔ＭｎＯ２电化学活性材料
的示意图［４４］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ｄｉａｔｏｍ／ＭｎＯ２ａｎｄ３－ＤＭｎＯ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ｄｉａｔｏｍ＇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Ｚｈａｎｇ等［４０］发现以硅藻蛋白石为模板合成的多

孔ＭｎＯ２纳米材料具有更优的容量和循环稳定性。随
后，Ｌｉ等［４４］以三种不同结构的硅藻蛋白石为模板合成

不同形状的ＭｎＯ２电化学活性材料（图６）。其中，以
直链型硅藻蛋白石合成的 ＭｎＯ２在电流密度为０．５Ａ
·ｇ－１时比容量达到了３７１．２Ｆ·ｇ－１，且具有良好的循

环稳定性（电流密度为５Ａ·ｇ－１时经过２０００次循环
后，容量保持率为９３．１％）。这一发现表明，可以硅藻
蛋白石为模板，合成多孔纳米氧化物活性材料，从而

提高超级电容器的性能。

Ｚｈａｎｇ等［４５］采用镁热还原法将硅藻蛋白石还原

为多孔硅，并进一步通过水热工艺在其表面生长

ＭｎＯ２纳米片，该电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显著提升，在
０．５Ａ·ｇ－１的电流密度下的容量高达３４１．５Ｆ·ｇ－１，
还具有良好的倍率性（电流增加 ２０倍时保持率为
４７．７％）和循环稳定性（循环 ２０００次后保持率为
８４．８％）。基于硅藻蛋白石合成的多孔 Ｓｉ＠ＭｎＯ２纳
米片（正极）和活性氧化石墨烯物（负极）组成的不对

称超级电容器的最大功率密度达到了２．２２ｋＷ·
ｋｇ－１，能量密度为２３．２Ｗｈ·ｋｇ－１。硅藻蛋白石制备
的多孔硅具有良好的电导率和独特的纳米结构，增加

了电极的比表面积和在电解质中暴露的活性位点数

量，从而提升了该复合电极的电化学性能。

以上研究表明，在硅藻蛋白石表面上精确控制金

属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形态和成分，或者以硅藻蛋白

石作为模板和硅源合成纳米多孔硅，都可以有效提高

超级电容器的功率密度、充放电速率、循环寿命和循

环稳定性。硅藻蛋白石复合电极材料独特的多孔纳

米结构可以解决电极材料在长期循环中的聚集和体

积膨胀问题。

２．３　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分为硅太阳能电池、纳米晶体太阳能

电池、塑料太阳能电池、有机太阳能电池等［４６－５０］。其

中，以具有可调节光电特性的硅太阳能电池为主流。

图７　镁热还原法制备的基于硅藻蛋白石的纳米多孔硅在
光电转换中的应用［５１］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ｓｉ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ｄｉａｔｏｍｆｒｕｓｔｕｌｅｓｔｏ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ｓｉｌｉｃ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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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生产光伏材料涉及复杂且昂贵的沉积系统
和有毒化学品的使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具有严重的

负面影响。生物成因的硅藻蛋白石，不仅环境友好、成

本低廉，还具有多级孔结构，是太阳能电池硅材料潜在

原料。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ａｒａｎ等［５１］以硅藻蛋白石为原料制备

了具有三维多孔结构和高比表面积的硅半导体材料，实

现了太阳能的转换和持续的光电流（图７），并用于水解
过程。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在多孔硅表面沉积光催化活

性物质ＣｄＳ将光电流密度提高到１４μＡ·ｃｍ－２。
１９９１年，Ｏ＇ｒｅｇａｎ和 Ｇｒｔｚｅｌ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太

阳能电池，即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ＤＳＳＣ）［５２］。这种
太阳能电池材料是基于ＴｉＯ２纳米晶体，其转化效率为
７％，但随后又将转化效率提高到了１０％［５３］。由于同

时具备高转换效率和低成本的优势，ＤＳＳＣ引起了研
究人员极大的兴趣。此后，诸如 ＴｉＯ２

［４７］，ＺｎＯ［５４］，
ＳｎＯ２

［５５］和Ｎｂ２Ｏ５
［５６］之类的金属氧化物逐步被应用于

ＤＳＳＣ研究中。其中，ＴｉＯ２因其独特的光电特性（可被
紫外光激发）而最具吸引力。然而，ＴｉＯ２薄膜最大的
局限性在于它缺乏足够高的比表面积［５７］。硅藻蛋白

石具有大比表面积，可将大量染料分子吸附在其表面

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转化效率［５８，５９］，这一特点使其在

染料敏化电池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硅藻蛋白

石的折射率为１．４３［６０］，而多孔 ＴｉＯ２薄膜的折射率为
１．７～２．５［６１］，这将导致ＴｉＯ２－硅藻蛋白石层具有较高
的介电差异以及光在孔阵列中的散射。因此，ＴｉＯ２与
硅藻蛋白石组成的复合材料提高了染料敏化电池的

转化率［６２］。硅藻蛋白石与ＴｉＯ２的混合可以增强光阱
效应和光学散射特性，并增加工作电极的染料负载量

和比表面积。Ｈｕａｎｇ等［６２］利用旋涂和高温烧结技术

制备了一种新型ＴｉＯ２／硅藻蛋白石电极用于染料敏化
电池。当电极材料分别连续涂覆一层硅藻蛋白石和

两层ＴｉＯ２时，其转换率为最优。
可见，硅藻蛋白石对提升太阳能电池中的性能具

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其储量丰富，低成本和

环境友好，硅藻蛋白石在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是一个

有前途的方向。但是，硅藻蛋白石太阳能电池的转换

效率仍然需要继续提高，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２．４　储氢材料

氢气是一种清洁和高效的能源，是有望（部分）替

代化石燃料的能源之一。然而，在室温和大气压下建

立一个安全且有效的储氢系统非常困难。高孔隙率、

大表面积、小尺寸、强吸附性和突出的热稳定性使硅

藻蛋白石成为储氢的理想材料。硅藻蛋白石的氢吸

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孔隙特征。Ｊｉｎ等［６３］研

究发现，酸热活化可以改善硅藻蛋白石的孔结构和性

质，并将硅藻蛋白石的氢吸附能力从０．４６３％提高至
０．８３３％（质量分数，２．６３ＭＰａ和２９８Ｋ时）。此外，他
们还发现贵金属纳米颗粒（Ｐｄ和 Ｐｔ）在硅藻蛋白石结
构上的 分散 也能够显 著提高其 氢 吸 附 能 力。

Ｍｉｌｏｖａｎｏｖｉｃ′等［６４］发现硅藻蛋白石和ＭｇＨ２的混合有助
于提升其氢吸附能力，这种复合材料的多孔结构对氢

气的吸脱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硅藻蛋白石

在储氢领域的潜力巨大，然而，目前相关研究还较少。

要进一步推动硅藻蛋白石的储氢应用，还需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硅藻蛋白石结构对氢气吸脱附性能的影响，

以及进一步提高其吸附量的方法。

２．５　热能存储材料

热能存储（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ＥＳ）是一种清
洁和有效利用能源的方案，在节能减排领域越来越受

重视［６５－６８］。热能存储方法有三种类型：显热存储、潜

热存储和热化学能存储［６９，７０］。由于在热能存储和释

放过程中具有储能密度高和温度变化小的优点［７１］，使

用相变材料（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ＣＭ）来实现储
能的潜热存储是最有效的技术。相比于有机相变材

料，无机相变材料具有更高的能量存储密度和导热

性［７２］。然而，这类材料在固－液转变过程中的高泄漏
风险制约了其商业应用［７２，７３］。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

要引入支撑骨架来构建形态稳定的相变复合材料。

这类支撑材料主要是微囊容器和聚合物微囊壳，如脂

肪酸酯［７４］、膨胀石墨［７３，７５］、有机膨润土［７６］、膨胀珍珠

岩［７７］、石膏［７８］、硅藻蛋白石［７９，８０］、蛭石［８１，８２］、坡缕

石［８３］等。值得一提的是，当生活环境中的相对湿度发

生变化时，多孔材料可以吸收或释放水蒸气，调节室内

环境的相对湿度，从而使人感到舒适并减少能耗。因

此，多孔的硅藻蛋白石在潜热存储相变材料中的应用具

有功能上的优势。

Ｘｕ等［８４］制备了具有高延展性和储热能力的石

蜡／硅藻蛋白石复合相变材料和石蜡／硅藻蛋白石／多
壁碳纳米管复合相变材料。这两种复合相变材料具

有良好的化学相容性和热稳定性［８５，８６］。Ｋａｒａｍａｎ
等［８０］制备了一种聚乙二醇（ＰＥＧ）／硅藻蛋白石复合相
变材料，其熔融温度和潜热能分别为２７．７０℃和８７．０９
Ｊ／ｇ。Ｌｉ等［８７］用熔融吸附法制备了几种形状稳定的二

元脂肪酸／硅藻蛋白石复合相变材料。其中，癸酸 －
月桂酸／硅藻蛋白石复合相变材料的潜热能为６６．８１
Ｊ／ｇ，相变温度为１６．７４℃。总之，基于硅藻蛋白石的
复合相变材料具有相变温度区域内表观比热大、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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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合适、在相变过程中形状稳定的优点。

３　生物医药材料

３．１　药物传输和缓释载体

医药领域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将有效浓度

的治疗药物输送到人体的特定区域（即患病组织），且

对健康组织的副作用最小［８８，８９］。合成多孔 ＳｉＯ２具有
独特的理化特性，作为药物载体已得到广泛研究［９０］。

然而，合成多孔 ＳｉＯ２成本高昂且合成过程比较费
时［９１］。硅藻蛋白石不仅具备合成多孔 ＳｉＯ２的特点，
而且成本低廉，是潜在的先进药物载体［９２］。

２００４年，Ｒｏｓｉ等利用硅藻蛋白石制备了定向传输
系统，成功地调控了金纳米颗粒在 ＤＮＡ功能化硅藻
蛋白石表面的负载和释放［９３］。Ａｗ等［９４，９５］首次探索

了硅藻蛋白石微胶囊用于封装口服的治疗药物，证实

了硅藻蛋白石对吲哚美辛的释药效果，其载药量约为

２２％，且在１４ｄ内持续释放。Ｚｈａｎｇ等［９６］评估了硅藻

蛋白石负载泼尼松和美沙拉嗪口服给药的释放效果，

结果表明两种药物都具有持续释放的特点。同时，体

外毒性评估显示，在 Ｃａｃｏ－２／ＨＴ－２９共培养的单层
膜上，即使硅藻蛋白石在高达１０００μｇ·ｍＬ－１的浓度
下其毒性也可以忽略不计，且两种药物的渗透性均得

到提升。

为更好地控制硅藻蛋白石对药物的负载和释放，

可对硅藻蛋白石进行表面改性和功能化。Ａｗ等［９７］分

别采用有机硅烷（三氨基丙基乙氧基硅烷（ＡＰＴＥＳ）和
Ｎ－（２－氨乙基）－３－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ＡＥＡＰＴ
ＭＳ））和膦酸（２－羧乙基磷酸和１６－膦酰基十六烷
酸）对硅藻蛋白石进行表面改性，分别赋予硅藻蛋白

石微胶囊疏水性和亲水性。亲水性改性增加了药物

负载量并延长了药物释放时间，而疏水改性则相反。

Ｂａｒｉａｎａ等［９８］通过有机硅烷和有机磷酸改性硅藻蛋白

石来调控不溶性药物（吲哚美辛）和水溶性药物（庆大

霉素）的载药量和释放特性，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因此，

可以通过表面性质的调控来调节载药量和缓释时间。

此外，还可以利用其它生物或合成材料对硅藻蛋

白石进行表面功能化改性，以赋予其诸如磁驱动、触

发式药物释放等特性。Ｌｏｓｉｃ等［９９］利用多巴胺修饰的

氧化铁纳米粒子对硅藻蛋白石表面进行功能化改性，

制备了磁性药物载体。这种磁化的硅藻蛋白石药物

缓释系统可实现难溶性药物吲哚美辛长达两周的持

续释放。Ｔｏｄｄ等［１００］研究负载了氧化铁纳米粒子的硅

藻蛋白石作为磁性传递载体的活体试验结果表明，与

对照组相比，当施加磁场时，在肿瘤部位观察到明显

的颗粒堆积（６．４倍）。这一思路可以被用作癌症药
物的磁引导靶向药物递送，与传统的药物传输系统相

比具有明显优势。

图８　（ａ）氧化石墨烯改性硅藻蛋白石的示意图；（ｂ）的硅
藻蛋白石的ＳＥＭ图［１０１］

Ｆｉｇ．８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ｖａｌ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ａｔｏｍｓｆｒｕｓｔｕ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
ｄｉａｔｏｍｎａｎｏｈｙｂｒｉ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Ｋｕｍｅｒｉａ等［１０１］探索了硅藻蛋白石作为药物载体

的另一种改性方法，他们首次制备了一种复合硅藻蛋

白石微胶囊，其表面负载了二维氧化石墨烯（ＧＯ）纳
米片，从而赋予该系统基于 ｐＨ条件的触发释放能力
（图８）。他们使用 ＡＰＴＥＳ对硅藻蛋白石的表面进行
硅烷化处理，在表面上获得带正电荷的胺基官能团，

从而将氧化石墨烯纳米片通过静电吸引或共价键负

载到硅藻蛋白石表面。这种方法可以显著改变非类

固醇抗炎药在不同ｐＨ条件下的缓释特性。除药物和
载体之间的化学作用外，物理作用也可用于调控药物

的缓释特性。Ｖａｓａｎｉ等采用表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
基聚合（ＡＴＲＰ）的方法将温敏性共聚物低聚乙二醇甲
基丙烯酸酯嫁接到硅藻蛋白石微囊的表面。改性后

微胶囊对抗菌药物左氧氟沙星的释放具有很强的温

度依赖性。

硅藻蛋白石的表面功能化改性除了提高其载药

量外，还可以通过负载聚合物和多肽（或蛋白质）以增

强其生物相容性、减少聚集、增强细胞同化和溶液稳

定性［１０２］。Ｔｅｒｒａｃｃｉａｎｏ等［１０２］采用聚乙二醇（ＰＥＧ）和细
胞穿膜肽（ＣＰＰ）包覆的硅藻蛋白石碎片纳米颗粒传
输抗癌药物索拉非尼。经红细胞（ＲＢＣ）和乳腺癌细
胞（ＭＣＦ－７和ＭＤＡＭＢ－２３１）测试证实，该纳米颗粒
在水溶液中稳定且具有生物相容性。此外，ＣＰＰ的存
在显著改善了细胞对药物的摄取量，而ＰＥＧ的包覆使
抗癌药物的负载量提高了两倍。

最近，有学者对硅藻蛋白石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

进行了研究。Ｒｅａ等［１０３］将聚Ｄ－精氨酸肽和小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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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ｓｉＲＮＡ）的复合物嫁接到 ＡＰＴＥＳ改性的硅藻蛋
白石表面上，使ｓｉＲＮＡ在到达其作用位点———细胞质
之前不被核酸酶降解。

大量研究表明硅藻蛋白石具有持续和可控释放

多种药物的能力，且具有临床应用的潜力。但是，硅

藻蛋白石的化学成分是ＳｉＯ２，在生物流体中的生物降
解性很差［１０４－１０６］。这会导致ＳｉＯ２颗粒的聚积，尤其是
在器官中重复给药的情况下。此外，全身性靶向药物

传输系统在到达目标前就被吞噬系统大量清除，从而增

加了急性或慢性毒性的风险［１０７］。Ｂｏｒａｋ等［１０８］在老鼠

活体试验中就发现，ＳｉＯ２颗粒在肺气囊和肾小球内部
滞留。

合成多孔硅可以克服硅藻蛋白石材料作为药物

载体的局限性［１０９］。然而，多孔硅的合成非常耗时，且

步骤繁多、成本高昂以及使用高毒化学品（如氢氟

酸）［１０９］。此外，氢氟酸的使用可能最终导致多孔硅的

毒性残留，从而限制了该系统在实际生物医学中的应

用。硅藻蛋白石是一种低成本和低毒性的硅源，将其

转化为可生物降解的多孔硅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Ｍａｈｅｒ等［１１０，１１１］利用硅藻蛋白石开发了一种新型

的多孔硅药物载体，首次发现了这种多孔硅的光致发

光特性，并利用生理环境下硅的生物可降解性开发了

自我报告系统（药物载体本身报告了某个时间点剩余

或释放的药物量）（图９）。在生理条件下（３７℃和ｐＨ
＝７．４）进行测试时，多孔硅具有较高的结晶度和高的
体外降解速率。载有道诺霉素（ＤＮＲ）的硅藻多孔硅
用于预防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ＰＶＲ）的体外释
放研究表明，药物可持续释放长达３０ｄ。该载体具有
自我报告能力，通过基于光致发光的简单分析来监测

发光和不发光药物的释放［１１０］（图９ｂ）。基于硅藻蛋
白石的多孔硅作为药物传输和缓释载体的释放机理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药物分子通过孔道扩散；而

是药物分子随多孔硅的扩散而扩散。此外，多孔硅的

降解在负载药物的释放中起关键作用。

图９　（ａ）多孔硅载体的载药与释放以及自我报告示意图；（ｂ）ＤＮＲ释放５ｄ和３０ｄ后多孔硅载体的光致发光光谱图；（ｃ）
ＤＮＲ释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共聚焦显微镜图像发光强度图［１１０］

Ｆｉｇ．９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Ｎ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ｎｔｏｄｉａｔｏｍｓｉｌｉｃｏｎｒｅｐｌｉｃ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ｔ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Ｐｈｏ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ｓａｆｔｅｒＤＮ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５ａｎｄ３０ｄａｙｓｏｆｒｅ
ｌｅａ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ｃ）Ｂａｒｃｈａｒｔ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２　生物组织工程

硅在骨骼形成和维持、改善成骨细胞功能和诱导

矿化中起重要作用。骨变形和骨畸形通常与硅元素的

缺乏症有关［１１２］。硅藻蛋白石是廉价而丰富的生物

ＳｉＯ２的来源，可用于再生医学。Ｃｉｃｃｏ等
［１１３］将威氏海链

藻（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ｏｓｉｒａｗｅｉｓｓｆｌｏｇｉｉ）的ＳｉＯ２外壳用于增强Ｌ细胞
和骨肉瘤细胞ＭＧ６３的黏附和增殖。结果表明，添加硅
藻蛋白石和功能化硅藻蛋白石的细胞培养４８ｈ和７ｄ
后，两种细胞的细胞活力均显著提高。需要注意的是，

硅藻蛋白石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临床应用还需要更为广泛且细致的探索。

３．３　凝血剂

目前，常见的止血剂包括沸石和壳聚糖绷带，但

这些止血剂的应用均受到各种限制。例如，沸石可能

会因产生大量热而导致组织灼伤（温度可达９５°Ｃ）。
硅藻蛋白石作为一种无细胞毒性、无免疫原性和廉价

的止血剂，能够克服常规止血剂的缺点［１１４］。硅藻蛋

白石可提供高效的血浆吸收率，且不会产生任何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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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沸石相反）。Ｃｈａｏ等［１１４］用不同浓度（０．５％、１％、
３％和５％）的壳聚糖包覆两种硅藻蛋白石（市售硅藻
土和实验室培养硅藻壳）作为凝血剂，体外溶血和体

内凝血测的试结果表明，与未涂覆的硅藻蛋白石相

比，包覆壳聚糖引起的溶血活性差异可忽略不计。通

过对比不同凝血剂对大鼠尾巴凝血时间发现，与纱布

（５１０．２６±６３．２２ｓ）和市售 ＱｕｉｋＣｌｏｔ沸石（１３３．６６±
２１．８４ｓ）相比，壳聚糖包覆的硅藻蛋白石凝血时间最
短（９８．３４±２６．５４ｓ）。此外，由于硅藻蛋白石的快速
且强大的流体吸附特性，包覆壳聚糖的硅藻蛋白石也

不会导致大凝块。

３．４　生物传感

硅藻蛋白石的光学和光子特性可在生物传感领

域加以应用。Ｆｕｈｒｍａｎｎ等［１１５］发现硅藻蛋白石的三维

纳米结构会与光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使通过的光发

生强烈的散射，表现出离散的光子特征。研究人员发

现，硅藻蛋白石的光子特性（导光、透射和衍射等）高

度依赖于硅藻物种［１１６］，数值模拟证明这种效应与波

长有关，并且不会在紫外光谱范围内发生。Ｎｏｙｅｓ
等［１１７］首次报道了光与圆筛藻壳的超微结构相互作

用，光透过壳面并与壳面相互作用，形成了六重对称

的衍射。ＤｉＣａｐｒｉｏ等［１１８］使用数字全息术研究了硅藻

壳及其光子性质在圆筛藻中帮助叶绿体迁移的作用。

结果表明，硅藻壳的光子特性能够通过硅藻中叶绿体

的迁移使光的收集最大化。

这些独特的光学特性不仅可以帮助硅藻生长，而

且还可以用于实际应用中，例如用于生物传感［１１９］。

许多研究［１２０－１２２］表明硅藻蛋白石可以通过改变光致

发光性能而对ＮＯ２的出现具有指示作用。通常，ＮＯ２
在硅藻蛋白石上的吸附会导致表面氧缺陷的静态荧

光淬灭，从而导致发光。Ｌｅｔｔｉｅｒｉ等［１２３］研究了温度和

ＮＯ２浓度对硅藻蛋白石光致发光强度的影响，发现
ＮＯ２检测限在５０ｐｐｂ以上。硅藻蛋白石的三维结构
还可以组装等离子激元金属纳米颗粒，用于表面增强

拉曼光谱（ＳＥＲＳ）的传感应用［１２４－１２６］。Ｋｏｎｇ等［１２７］在

硅藻蛋白石上原位生长等离子的银纳米粒子，该粒子

具有ＳＥＲＳ活性，可用于基于 ＳＥＲＳ的空气、水和土壤
污染物检测。Ｌｉｎ等［１２８］构建了一种可以检测心脏生

物标记物的系统，该系统可检测范围为１ｐｇ·ｍＬ－１～
１μｇ·ｍＬ－１。此外，硅藻蛋白石还可以用于电化学传
感器，其主要作用是从样品中过滤分离目标物。Ｋａｂｉ
ｒｉ等［１２９］将硅藻蛋白石颗粒填充到微流体通道中，用

于分离食用染料，并通过光学探针进行检测。硅藻蛋

白石的三维多孔结构还是合成具有复杂结构的功能

性微结构器件的重要模板。Ｌｏｓｉｃ等［１３０］以海链藻硅藻

蛋白石为模板，通过阴模和阳模合成了金属和聚合物

结构器件，并证明了其独特的光学性质和可用于生物

传感应用的能力，将来有望在生物传感器领域进行更

多的探索。

４　结论和展望

硅藻蛋白石是一种重要的非金属矿物资源。由

于具有多级孔结构、遗传基因控制的纳米精度和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已应用于重金属吸附、锂离子电池、超

级电容器、太阳能电池、储氢、储热、药物传输与缓释、

组织工程、凝血剂和生物传感等，在环境治理、纳米能

源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是未来高

性能材料开发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加之我国硅藻土

资源丰富，储量居世界第二位［１３１］。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硅藻土具有成为我国战略性非金属矿产资源

的潜力。

硅藻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从而通过基因控制合

成了三维多孔的硅藻蛋白石，这是人类目前通过化工

和材料技术尚难以企及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硅藻

蛋白石的特殊结构和性质，或者利用硅藻生物可控地

生产低成本、高精度的硅藻蛋白石材料。硅藻物种数

以万计，但目前人们仅仅探索了其中很小一部分硅藻

蛋白石的结构和新材料应用。此外，关于硅藻蛋白石

先进材料的应用性能和作用机制的探索，尚处于起步

阶段。未来若在该领域的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和工

程探索，有望解决这类材料的应用局限性，从而推动

我国在环境治理、新能源和生物医药等民生科技领域

取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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