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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温高压水热体系在科学实验、工业生产和自然界中广泛存在，pH 是水溶液重要的物理化学参数之

一，原位获得水热体系的 pH 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玻璃电极由于自身的缺点，使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已无法

满足特殊领域的需求，许多研究者展开了有关玻璃电极替代品的研究． 其中 Ir / IrOx pH 电极作为一种全固态金

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具有力学性能好、容易制备并可以微型化的特点，且具有较好的响应性能，可用于高温高压

环境等特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介绍了 Ir / IrOx pH 电极对 H+的响应原理，总结了 Ir / IrOx pH 电极的制备方

法及响应性能，提出了 Ir / IrOx pH 电极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方法，并对 Ir / IrOx pH 电极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Ir / IrOx，pH 电极，制备方法，响应性能．

Progress of solid Ir /IrOx pH elect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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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eoue solution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conditions are attracting
considerable scientific interest，because of their important roles in many industrial and geochemical
processes． A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in-situ measurement of pH at
elevated-temperatures and pressur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hydrothermal fluids． Although
glass electrodes are widely used for measuring pH samples in the laboratory，they are prohibited from
applying at elevated P －T conditions． Accordingly，numerou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develop
instruments appropriate for pH measurement under a wide range of conditions． As a solid metal /
metal oxide electrode，Ir / IrOx pH electrode has many advantages，such as being easy to miniature，

having high mechanical strength，exhibiting good response behavior，et al．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rogress of solid Ir / IrOx pH electrode，including the response mechanism，preparation and response
performance，deficiency and some solutions． Finally，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r / IrOx pH electrode
was suggested．
Keywords: Ir / IrOx，pH electrode，preparation，response performance．

高温高压水热体系在自然界和生产实践中广泛存在． 在自然界中，水热体系广泛分布于地球内部，

如岩浆热液、成矿流体、陆表热泉、海底火山及洋中脊热液等; 生产实践中，火力发电、核电站、锅炉、水热

材料合成、高温湿法冶金等都与高温高压水热体系密切相关． pH 是水溶液重要的物理化学参数之一，原

位获得水热体系的 pH 具有重要意义，如能够增加对高温高压水流体的一些基本现象诸如酸碱平衡、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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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配对络合、溶解及其他化学反应的认识，完善溶液理论及相关的热力学数据，能够深化地球内部各种

流体性质及流体参与的地质地球化学过程等，如矿物的溶解沉淀、热液蚀变、大洋中脊“黑烟囱”周围形

成的生物晕圈等．
传统获得高温高压水热体系 pH 的方法是通过室温 pH 的测量，然后结合高温下的热力学数据间接

推测得出［1］，该方法只适用于成分及浓度已知的水热体系． 在计算过程中，难以避免分析误差，导致数据

不够准确． 普遍使用的 pH 玻璃电极灵敏、准确、快速、选择性高，但玻璃电极不耐 F－ 的腐蚀且不能用于

高温高压环境等，导致其使用范围和使用性能受到极大限制．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有关玻璃电极替代品

的研 究 引 起 了 人 们 的 广 泛 关 注． 氢 电 极 浓 度 电 池［2-3］ 和 钯 氢 化 物 电 极［4］ 已 经 在 相 对 低 的 温 度

( ＜320 ℃ ) 、压力( ＜25 MPa) 下成功测得了溶液的 pH 值． Le Bris 等人［5-6］对常用玻璃电极进行改性处

理后，将其首次用于对深海热液生物区的 pH 测量，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仍然存在易碎问题，不太适应于

机械手的操作以及海底复杂的环境，电极实际使用成功率低．
1980 年，Niedrach［7］首先采用钇稳定氧化锆 ( yttria-stabilized ziconia，YSZ) 陶瓷电极对高温高压

( 285 ℃，8． 3×106 Pa) 水热体系 pH 值进行了研究． Macdonald［8－9］用 YSZ 测试了 150 ＜ T ＜ 374 ℃和 T ＞
374 ℃ 水 溶 液 的 pH 值，结 果 符 合 能 斯 特 定 律，少 数 情 况 下 测 量 结 果 表 现 出 不 可 逆 与 较 大 误 差．
Ding［1，10-11］已在实验室完成 YSZ 电极测试 400 ℃、40 MPa 下 NaCl 水流体的 pH 值的可行性试验和标

定，同时将 YSZ 电极与其他电极集合组装，率先实现了海试． 但是 YSZ 陶瓷电极存在使用下限，在低于

200 ℃的环境下，陶瓷电极的高阻抗使得该电极响应偏离能斯特定律． 同时 YSZ 作为陶瓷材料，温度骤

变时，极易发生破裂．
金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由于具有许多优点，如耐腐蚀性强、机械强度高、易于微型化、pH 响应宽、不

易污染、可用于高温高压体系测量等特点，引起了广泛关注． 研究较早且已经商品化的 Sb、Pb 金属 /金属

氧化物电极，由于其 pH 测量范围窄、E-pH 线性关系不是很好，逐渐被其他的金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替

代． Fog［12］曾对 TiO2、ＲuO2、PtO2、ＲhO2、OsO2、Ta2O5、SnO2、IrOx 等金属氧化物电极性能进行过比较，以

pH 电极的灵敏度、准确度、能斯特响应( Nernst) 范围、氧化 /还原物质的干扰性、迟滞效应、电位漂移等

特性作为综合评价指标，认为 IrOx、ＲuO2 是最有应用前景的金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 而 IrOx 电极最初是

由 Perley 等人［13］在 1947 年发表专利公开的，该电极采用溅射或电镀的方法来制得敏感膜，但是对于数

据的稳定性、平衡时间和线性关系并未做阐述． IrOx 电极由于在很宽的 pH 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响应稳定

性［14］，能在高温高压下使用的特性［15-16］，以及在腐蚀环境［17］、非水溶液环境中使用的能力［18］，在最近

几十年，对 IrOx 电极制备方法的探索以及性能的研究非常普遍．
本文介绍了 Ir / IrOx pH 电极对 H+的响应原理，重点介绍了 Ir / IrOx pH 电极的制备方法及响应性能，

提出了 Ir / IrOx pH 电极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方法，并对 Ir / IrOx pH 电极的发展提出建议．

1 Ir /IrOx pH 电极对 H+的响应原理

Ir / IrOx pH 电极随制备方法的不同使得电极表面膜层的组成及性质有较大区别，导致其对 H+ 的响

应至今没有统一的机理表示． 通过对电极表面成分及性能表征，可以推断电极表面可能的响应机理．
一般认为 Ir / IrOx pH 电极的响应机理是:

2IrO2+ 2H++ 2e － Ir2O3+ H2O ( 1)

E = Eθ－ 2． 303ＲT
F

pH ( 2)

其中，Eθ = 926 mV ( vs． 氢标准电极，25 ℃ ) ，Ｒ 是气体常数 ( 8． 314 J·( mol·k) －1 ) ，F 是法拉第常数

( 96500 C·mol－1 ) ．
常用的熔融盐氧化法制备的 IrOx pH 电极膜层是厚膜，膜层较致密，Fog［12］在对厚膜金属氧化物电

极的响应机理研究中提出，最底层的金属基体 Ir 不太可能参与到电极的反应中去，决定电极电势的主

反应更可能是高价态和较低价态的氧化铱之间的氧化还原平衡反应． 通过 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 等性能表征显示，熔融 Li2CO3 制备的 IrOx pH 电极膜层由 Ir、Li 和 O 组成，由此推测电极表面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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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见式( 3) 、( 4) ［19］，由式( 4) 可知，Eθ '值受
a( LixIrOy )

a( LixIrOy－δ )
活度比值的影响，即电极表面铱的氧化态的影响

较大．
LixIrOy+ 2δH++ 2δe － LixIrOy－δ+ δH2O ( 3)

E = Eθ+2． 303ＲT
2δF

lg
a( LixIrOy )

a( LixIrOy－δ )
－2． 303ＲT

2δF
lg( a( H2O) ) －2． 303ＲT

F
pH= Eθ '－ 2． 303ＲT

F
pH ( 4)

金属氧化物表面存在水合作用时，如电化学生长和电沉积法制备的电极，电学性能呈现超 Nernst 响

应，响应灵敏度＞ 59 mV /pH ( 25 ℃ ) ． Burke 等［20］对这一特殊现象的解释是假设在一个电子参与的电极

电势的主反应中不止一个 H+参与了反应．
2［IrO2( OH) 2·2H2O］2 － + 3H++ 2e － ［Ir2O3( OH) 3·3H2O］3 － + 3H2O ( 5)

当一个电子有 1． 5 H+参与反应时，E-pH 斜率接近 88． 5 mV /pH ( 25 ℃ ) ．
前文提到对于浓度和成分已知的高温高压水溶液体系，其 pH 值可粗略通过理论计算获得． 然而对

于成分和浓度未知的高温高压水溶液体系，理论计算受到限制，只能通过测量求得．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

水溶液体系 pH 值的测量采用原电池原理，通过测量电池的电势差，然后依据能斯特方程转换为溶液的

pH 值． 这就要求测量体系热力学可逆，工作电极所用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稳定，耐腐蚀，耐高压，电活化元

素在高温下具有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在较宽的温度、压力范围内有良好的响应性能，Ir 金属及其氧

化物具备在高温高压下应用的潜能． 对所用的参比电极，必须稳定、可逆、重现性好、响应快、具有较长的

使用寿命，一般选择外置式的 Ag /AgCl 电极．
Ir / IrOx pH 电极和参比电极( Ag /AgCl) 构成的测试溶液 pH 值的电化学池可表示为:

Ag│AgCl│Cl－，H+，H2O│IrOx│Ir ( 6)

半电池: IrOx+ 2xH++ 2xe － Ir + xH2O ( 7)

AgCl + e － Ag + Cl－ ( 8)

ΔET，P =ΔEθT，P－
2． 303ＲT

F
［
1
2
lga( H2O) -lga( Cl－ ) +pH］ ( 9)

式中，ΔEθT，P 是在 T，P 条件下，Ir / IrOx 工作电极与 Ag /AgCl 参比电极的标准电极电势差，Ｒ 是气体常

数，F 是法拉第常数，a( H2O) 和 a( Cl－ ) 是 H2O 和 Cl－的活度． 由此可见，电池电动势随 pH 值的变化呈现

Nernst 线性响应．

2 IrOx pH 电极的制备方法

近年来，有关 IrOx 电极的各种制备方法及应用备受关注［21］，不同制备工艺获得的 IrOx 敏感膜，其

氧化状态、水合状态和微结构等各有不同，因此导致 IrOx 敏感膜的物理化学性质有较大差异，对 H+的响

应机理也各有区别． 目前 IrOx 电极的制备方法主要有: 电化学生长法、电沉积法、溅射法、热氧化法等．
2． 1 电化学生长法

电化学生长作为一种化学方法，具有很多优点: 常温制备; 通过调节工艺条件( 如电流、电压、电解

液组成及 pH、温度、浓度等) 可精确控制膜层的厚度、组成及结构; 可在各种基体上均匀沉积; 适用于各

种形状的基体材料，特别是异形结构体; 实验操作容易，工艺简单，环境安全等，因此该法得到了较为广

泛的应用． Burke［22］在 0． 5 mol·L－1 H2SO4( T=25 ℃ ) 溶液中，－0． 25—1． 25 V( vs． SCE) 电压范围内对 Ir
金属电极进行循环电势扫描，从而在 Ir 丝表面生成 IrOx 膜层( anodic iridium oxide film，AIＲOF) ，该种方

法制备的 AIＲOFs 膜层呈无定型高度水合状态，可视为凝胶状态的物质． 在常温下通过一系列性能测试

发现，电极响应灵敏度是 60—80 mV /pH，为超能斯特响应( 59． 16 mV /pH) ． 不同作者用电化学法制得的

AIＲOFs 电极重现性很差，不止 Eθ( 标准电极电势) 差别较大，E-pH 斜率 ( 响应灵敏度) 也差别较大．
Burke 等人［20］还注意到 AIＲOFs 电极的 E-pH 斜率的变化和电极表面的水合作用程度有关，用溅射或热

分解法制备的无水膜层电极 E-pH 斜率接近 59 mV /pH ( 25 ℃ ) ． Olthuis 等人［23］将 E-pH 斜率和 AIＲOFs
的氧化态联系起来，他们认为 AIＲOFs 中 Ir 的高氧化态占的比例越大，E-pH 斜率越大，电极的响应灵敏

度就越高，而且 pH 响应性能还与 AIＲOFs 的晶型结构，甚至膜厚有关． 单晶 IrOx 具有更好的 pH 响应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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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Hitchman［24］则认为 IrOx 膜层越厚，pH 响应性能有更好的重复性． Song 等人［25］对 AIＲOFs pH 电极

的抗干扰性进行了研究，发现 Fe3+、Fe2+、Pb2+、Cu2+、Ag+ 对 AIＲOFs 的 pH 响应性能影响很小，电位漂

移＜5 mV，硼酸盐、磷酸盐、硫酸盐没有影响，但是在酸式硫酸盐、硫代硫酸盐中浸泡后会使 AIＲOFs 电极

电位负移．
2． 2 电沉积法

电沉积法一般采用石墨、Ti、Pt 等导电性基体，电镀液为氯铱酸或氯铱酸性盐或氯化铱溶液，制备成

本比电化学生长法要低，但是该法使用的电镀液比较复杂，同时工艺条件不易控制，所以该法研究得相

对较少． Yamanaka［26］、Marzouk 等人［27］在 Pt、Ti /Pt 圆柱状、片状基材上电沉积制备了 IrOx pH 电极，E-
pH 响应灵敏度为 63． 5 ±2． 2 mV /pH，pH 线性响应范围为 2—10． 电极在 Na+、K+、Li+、NH+

4、乳酸盐、抗坏

血酸、尿酸盐溶液中有很好的选择性，并且可应用于生命科学领域． 厦门大学的林昌健等人［28］较早展开

了有关 IrOx pH 电极的相关研究，该课题组采用电沉积法研制成功 IrO2 /Pt pH 电极，通过一系列实验发

现，该微电极对 pH 有良好的线性关系，测量灵敏度高，能够原位检测靠近金属 /溶液界面二维方向微区

pH 值及其变化，对进一步了解微化学环境对局部腐蚀的影响及金属局部腐蚀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2． 3 溅射法

溅射法是最常用的物理制备 IrOx 电极的一种方法，溅射的基本过程［21］是在真空系统中通进少量惰

性气体( 如氩气) 使其放电产生离子( Ar+ ) ，惰性离子经偏压加速后轰击靶材( 阴极) ，溅射出靶材原子到

衬底上形成薄膜． 溅射过程还可以同时通进少量活性气体，使它和靶材原子在衬底上形成化合物薄膜，

这就是反应溅射． 溅射过程中无相变，形成的薄膜附着力强，可以大面积成膜． 溅射工艺参数［29-31］，如活

性气体、溅射分压、温度、溅射速率、基材、电场等都会对溅射法制备的 IrOx 电极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与电化学生长方法形成的 AIＲOFs 相比，溅射法制备的 IrOx 敏感膜( sputtered iridium oxide film，SIＲOF)

属于干膜，在使用之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浸泡，使得 SIＲOFs 与水结合形成水合物进行反应． 从技术层面

说，电化学法比溅射法更方便操作，AIＲOFs 比 SIＲOFs 易于制备，而且溅射法需要昂贵的溅射设备、铱靶

材等． 同时电化学法可以在各种尺寸的 Ir 表面生长 AIＲOFs，而溅射法一般只用于板形基材［23］．
Katsube 等人［32］研究表明，当 IrOx 电极的底材采用不锈钢或 Ta 时，IrOx 氧化膜层的附着力好，并且

认为电位漂移是由于氧化物与水发生作用，在水化过程中，IrOx 中 Ir 的氧化态发生变化所致． Kreider 等

人［33］在单晶硅、高纯 Al2O3( 99% ) 底材上溅射沉积了 IrOx 膜层，XＲD 分析表明，室温下溅射得到的是无

定型状的 IrOx，高于 200 ℃溅射得到的是锐态型 IrOx ． IrOx 电极稳定性与沉积速率有关，沉积速率越慢，

电极稳定性越好．
2． 4 热氧化法

与前 3 种方法相比，热氧化法制备的 IrOx 膜层附着力好，pH 电极稳定性较好． 热氧化法目前主要有

IrCl3 热分解法、熔融盐氧化法、NaOH 浸涂氧化法等．
IrCl3 热分解法［34］类似高温分解 ＲuCl3 制备 ＲuO2

［35］，是将 IrCl3 溶于水或异乙醇中，溶液涂刷于 Ti
基体上，60—70 ℃烘干使溶剂挥发，然后在高温( 400—500 ℃ ) 氧化约 10 min( 保持空气流通) ，该过程

重复多次，最后在同样的高温继续氧化 3 h 以使膜层的化学组成和结构均一稳定． XＲD( X 射线衍射) 表

明该法制备的是 IrO2 膜层． 通过 SEM( 扫描电镜) 分析，膜层呈干裂的干泥土状，裂纹的深度和宽度随氧

化温度的升高而减小． 在一系列的缓冲溶液中，不管电极陈化与否，电极电势对 pH 值均表现出能斯特

响应． 新鲜制备的电极陈化 2 周后，电极电势负移 80 mV，E-pH 响应灵敏度不变［36］． 通过 IrCl3 的水溶液

或异丙醇分解制备的 IrO2 外观上并无明显区别，IrCl3 在 400 ℃或 500 ℃热分解所形成的 IrO2 对电极电

势也没有很大影响． 但是热分解过程中，IrCl3 颗粒表面会发生钝化，膜层含有约 2． 13 wt%的 Cl－残留，无

法完全去除［37］．
硝酸钾熔融制备 IrO2

［14］是将 Ir 丝浸于 420 ℃的 KNO3 熔融盐中氧化至少 1 h，然后浸于 70 ℃的蒸

馏水中约 30 min 以溶解表面少量的硝酸盐． 该法制备的是 IrO2 膜层，为无定型状，膜层较厚． 电极稳定

性一般，有一定的漂移． Yao［19］和 Wang［38］等人首先采用 Li2CO3 熔融法制备 IrOx pH 电极: 将干净的 Ir
丝埋入 Li2CO3 粉末中，870 ℃保温 5 h 后，在室温下用 HCl 溶去 IrOx 电极表面沾有的碳酸盐，120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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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一夜，从而在 Ir 丝表面生成了较厚的均一的深黑色的 IrOx 膜层． 该膜附着力良好，很难剥落，比电化

学法制备的电极机械性能好． 氧化温度、保温时间、气氛及碳酸盐的种类等都会对 IrOx 膜层的厚度和形

貌产生很大影响． Chen 等人［39］采用熔融碳酸盐制备 IrOx pH 电极，根据不同的需要调整热处理的介质、
温度和时间． 通过 SEM 分析发现，纯 Li2CO3、Li2CO3+ Na2CO3 或 Li2CO3 + K2CO3 制备的 IrOx 膜层较好，

随氧化温度的升高，氧化膜的晶粒长大，膜厚增加，电极的响应灵敏度也增大． 利用 XPS 能谱分析发现，

IrOx 膜层中 Ir 为+4 价［40］． 该法制备的 Ir / IrOx pH 电极在 pH 1—13 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基本符合

Nernst 定律． 同时将该法制备的电极浸于 10% HF( 体积分数) 中至少 5 h，并未对电极的响应性能( 响应

时间、响应灵敏度) 产生很大的影响． Chen 等人［39］在对电极长达 15 d 的测试中发现，未先经过陈化处理

的电极，在前 12 d，电势几乎以 10 mV·d－1 漂移，而经过预先处理的电极，每天电势漂移小于 1 mV． 厦门

大学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对 IrOx pH 电极进行了进一步研究［41-43］，他们采用熔融碳酸盐氧化法制备了

IrOx pH 电极，然后和 Ag /AgCl 组成复合式的探针，埋置于钢筋混凝土试样中，该复合探针稳定性好，可

原位测定钢筋 /混凝土界面或混凝土中的 Cl－ 和 pH 值，这对于有效预防钢筋混凝土构筑物中金属的腐

蚀有极大的作用． 浙江大学叶瑛课题组对 Ir / IrOx pH 电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44-49］，经过不断探索，

Chen 等［49］在我国 DY105-12，14 航次中对叶瑛课题组研制的 Ir / IrOx pH 电极进行了海试，但是电极稳

定性不佳，所得数据只能作为定性依据． 据此该课题组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方法，黄霞等［46］在 Ir / IrOx电

极表面镀 Nafion 膜( 杜邦公司生产的一种聚合物选择性半透膜) ，该膜能有效阻止还原性阴离子( 如 S－ )

等的影响． 而潘依雯等［48］依据 Ir 在熔融碳酸锂中氧化机理，对传统方法进行了改进: ( 1) 通过强制空气

对流增加环境中 O2 的含量; ( 2 ) 在碳酸锂中混有一定量的 Na2O2 ( 物质的量之比 9∶1 ) ，增加熔融体中

O2－
2 的含量． 结果发现，这些措施均对电极的稳定性、重现性、抗干扰性、使用寿命等有极大的改善．

NaOH 浸涂氧化法最初是由 Macur［50］在 1973 年申请专利提出的，将 Ir 丝用 KOH 或 NaOH 溶液( 浓

度无严格规定) 浸涂后，在 700—1100 ℃ 氧化 5—30 min，重复此过程多次以得到蓝-黑氧化膜层．
Papeschi 等［51］采用 NaOH 浸涂氧化法制备的 IrOx pH 电极监测了体内血液 pH 值变化，电极响应良好． 范

宏斌［52］采用同样的方法制备的 IrOx pH 电极在 pH 2—12 范围内有良好的电极响应，响应时间小于 30 s，电

极经过一段时间老化后，漂移速率降至 2 mV/24 h． 杜宝中等［53］采用该法制备的具有穿刺功能的全固态复

合 pH 传感器内阻低、响应较快、重现性较好，可直接测量固体、半固体及糊状物内部和表面的 pH．
热氧化法制备的电极膜层为干膜，使用之前均需要预处理以使电极表面尽快处于平衡状态，常用的

方法就是浸泡在去离子水中．

3 IrOx pH 电极存在的不足及可能解决方法

虽然 Ir / IrOx pH 电极是目前金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中稳定性、重现性、响应灵敏度较好的 pH 电极，

但是与精密测量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电极产生的陈化效应以及电位漂移的影响，使得 IrOx pH 电极缺乏稳定性． 不同制备工艺所得

的电极表面氧化物的存在形式和水合状态不同，工作原理也差别较大，再加上电极内部组织成分、元素

价态、微观结构等不易控制，使得 Ir / IrOx pH 电极的重现性较差，不同的研究者即使采用同一制备工艺

也很难获得相同的响应数据． Ir 金属丝在熔融碳酸盐中氧化制备的 pH 电极响应性能较好，但是依然存

在陈化效应所导致的电极稳定性、重现性等较差的问题，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如陈化

效应对电极响应性能的影响，电极响应行为与电极表面氧化物的存在形式和水合状态的关系，以及响应

速度、响应灵敏度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而这些深入的探索都将为优化制备工艺，制备高性能

的 Ir / IrOx pH 电极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Ir / IrOx pH 电极对 pH 的响应机理仍然存在分歧，电极 /溶液界面的研究也不够系统． IrOx pH

电极对 H+响应是复杂的微观过程，电极与水溶液接触，存在水合作用，发生表面的水解以及质子、其他

阴阳离子的吸附与交换． 在此过程中，会形成多种水合状态的氧化物，而水合作用的大小和多少都难以

定量去描述，从而使得电极对 H+响应的具体历程、控制电极电势的主反应过程都很难确定． 如电化学生

长法制备的电极为超能斯特响应，对此现象难以判断在电极响应过程中，每一个电子参与的 H+反应中，

来源于外部溶液的占多少，来源于电极表面水合作用下自身产生的 H+占多少． 为此，需要运用多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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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手段，如 SEM 观察电极表面形貌( 致密程度、颗粒均匀性等) 及膜厚; XPS(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分析

氧化膜的结合能及价态组成; 循环伏安法研究电极表面积与响应速度关系; EIS( 电化学阻抗谱) 用于电

极响应的动力学方面的研究等，再结合热力学数据完善电极响应机理的研究．
此外，虽然 Ir / IrOx pH 电极对 Na+、K+、Ca2+、Mg2+ 等一价、二价金属阳离子以及 Cl－、Br－ 等阴离子具

有良好的选择性，但是 NO－
3、S2O3

2－、Fe3+、Cr2O7
2－氧化还原性离子有很大的干扰性，使电极偏离能斯特响

应，降低氧化 /还原物质对电极响应性能的干扰也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4 结语

Ir / IrOx pH 电极作为一种全固态结构的金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具有较好的刚性和韧性，且体积小

巧、维护简便，耐化学腐蚀性强，特别适用于高温高压等极端环境，如海底热泉、石油化工、冶金等． 利用

电极的微型化，金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在腐蚀原位测量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另外，由于金属氧化物电极

具有不易破碎的良好力学性能，其在生命科学领域也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 但是由于金属氧化物电极

在水溶液中容易产生电位漂移，影响了电极的响应性能，因此提高电极的稳定性、重现性、响应灵敏度、
选择性等是 Ir / IrOx pH 电极能够广泛使用的关键． 这就要求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如陈化效应引起的电

位漂移、氧化还原物质的干扰、响应速度与响应灵敏度的影响因素、响应行为与制备工艺的关系、电极热

力学、动力学方面的研究等． 另外，利用纳米技术制备金属 /金属氧化物电极，并研究纳米氧化物的 H+选

择性响应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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