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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降解机制研究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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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良好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中等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中等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不合格

总分总分 72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中等 80＞总分≥7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基本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需修改审核后答辩（7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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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wu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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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本论文以木质素、纤维素、壳聚糖等生物质材料作为碳源，制备了阴极材料（碳纤维

或气凝胶） ，并用钒系代替传统铁系芬顿体系，组建了类芬顿氧化降解体系，用于

处理水体中氟喹诺酮类抗生素。选题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整体条理较为清

晰，有一定的工作量和创新性，但章节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差，重点难点不突出，关键

科学问题不清晰。论文语言口语化严重，逻辑性差，规范性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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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1.论文通篇语言极其不通顺，图表混乱，格式极其不规范；参考文献标注混乱，著录

方式的卷、期、页码混乱。须大幅度、大范围修改，完全达不到博士论文该有的规范

性。2.第3-5章，多为实验结果展示，论述不充分，特别是降解机理、类芬顿体系的

构建理论。3.论文内容较为分散，三种原料，三个体系，之间的逻辑性很差，单纯为

了试而试，没有明确的总体的研究目标，没有顶层设计。4.创新性中等，创新点需进

一步凝练和归纳。5.正文论述不充分，参考文献少，大多在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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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本论文通过利用生物质木质素、纤维素

和壳聚糖，制备出了三种生物质基衍生

碳材料阴极，摆脱了对石油基碳材料的

依赖，应用于新型钒基电芬顿体系中。

材料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包括高

效的H2O2 生产能力以及强大的钒物种还

原能力，确保了钒基电芬顿体系的顺利

运行，且展现出相较于传统铁基电芬顿

的优越性，解决2e-ORR和金属还原过电

位差异的问题，实现了电芬顿降解效果

的提升。（整体）

C(一般)

创新点2

利用木质素代替传统石油基前驱物制备

了碳纤维LCF材料，首次将其应用于均相

电芬顿体系中，展现出高效的降解能力

；揭示了LCF阴极的反应机理；证实了钒

基均相电芬顿能够有效的用于有机污染

物降解。（第三章）

D(较差)

创新点3

利用纤维素作为前驱物合成了碳气凝胶

，并在其表面电沉积钒氧化物制备了VOx

@CeCA阴极，将其应用于钒基异相电芬顿

体系中降解左氧氟沙星且取得优异效果

；同时，揭示了钒物种催化H2O2后在VOx

@CeCA表面的转化规律；此外还推测了污

染物降解的主导反应路径。（第四章）

C(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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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4

采用壳聚糖作为前驱物合成了900CCA-V

阴极材料，用于异相电芬顿降解环丙沙

星。其间实现了电芬顿阴极的2e-ORR和V

RR最佳过电位重合，提升了电芬顿的降

解效率；还探明了H2O2在钒物种表面的

吸附构型，揭示了其高效分解H2O2的原

因；此外利用微生物对电芬顿降解中间

产物进行了毒性评估。（第五章）

C(一般)

创新点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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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3|广西大学10593|广西大学

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91916401009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

生素降解机制研究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梁珈祥梁珈祥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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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优秀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良好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良好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中等

总分总分 83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良好 90＞总分≥8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适当修改后答辩（9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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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不推荐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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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该论文以木质素、纤维素、壳聚糖为原料，分别通过静电纺丝、电化学沉积、原位聚

合等方法制备了自支撑的电芬顿阴极材料，构建了新型钒基电芬顿体系，实现了同

时高效电催化生产 H2O2 和·OH 。并且，探讨了材料与降解性能的构效关系，明确

了活性物种为·OH，推测了降解路径。选题较新颖得当，对象明确，结构合理科学，

逻辑思路清晰，观点较表达准确，语言较流畅，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该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高质量期刊，Applied Catalysis B

: Environmental和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发表论文两篇。过去的研究成

果积累较好，研究工作的创新性较强，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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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1.目录部分，有批注、草稿痕迹（如“后面序号需要修改”等）。

2.第一章首先概述了生物质碳粉末、纤维、气凝胶的制备方法及应用，详细介绍了其

在电芬顿领域的研究进展，并介绍了氟喹诺酮类抗生素降解的重要意义。逻辑较清楚

，涉猎较广泛。但作者最后提出“在生物质衍生碳用于电芬顿研究中，碳材料以粉末

修饰于石油基碳材料表面的形式为主”的科学问题有待商榷，大连理工大学全燮教授

有不少木材衍生的整体碳阴极用于（类）芬顿反应的工作（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20, 54(3): 1920-1928.,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

9, 80(5): 970-978.），在该论文中未见引用，建议查阅后适当补充修改。

3.第二章概述了实验材料及方法，但论文用 LC-MS 和抑菌圈实验对环丙沙星降解中

间产物进行鉴定以及毒性分析，具体方法及参数在此章中未见介绍。建议补充。

4.第三章通过静电纺丝制备出了木质素碳阴极，用于钒基均相电芬顿中降解恩诺沙星

，并证明表面含氧官能团是降解过程中重要的反应活性位点。C=O对2e- ORR的作用已

被证实，且验证了羧基与羰基的活性差异（Chem, 2021, 7(11): 3114-3130）。论文

该章节机理研究方面不够深入，建议补充实验，验证该钒基均相电芬顿体系中不同官

能团对催化的贡献。

5.第四、五章制备了两种多糖基气凝胶，用于钒基非均相电芬顿中降解抗生素。整体

结构清晰完整，数据较充实，主要观点突出，逻辑关系清楚。但部分XPS结果拟合不

够准确（如图5-11 800CCA）。且存在图片标注不清晰、笔误等问题（如图4-5、图5

-6、图5-15（f）等），建议仔细检查修改。

6.参考文献格式未检查校正，看得出作者完成论文比较仓促，建议仔细检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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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本论文通过利用生物质木质素、纤维素

和壳聚糖，制备出了三种生物质基衍生

碳材料阴极，摆脱了对石油基碳材料的

依赖，应用于新型钒基电芬顿体系中。

材料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包括高

效的H2O2 生产能力以及强大的钒物种还

原能力，确保了钒基电芬顿体系的顺利

运行，且展现出相较于传统铁基电芬顿

的优越性，解决2e-ORR和金属还原过电

位差异的问题，实现了电芬顿降解效果

的提升。（整体）

B(良好)

创新点2

利用木质素代替传统石油基前驱物制备

了碳纤维LCF材料，首次将其应用于均相

电芬顿体系中，展现出高效的降解能力

；揭示了LCF阴极的反应机理；证实了钒

基均相电芬顿能够有效的用于有机污染

物降解。（第三章）

B(良好)

创新点3

利用纤维素作为前驱物合成了碳气凝胶

，并在其表面电沉积钒氧化物制备了VOx

@CeCA阴极，将其应用于钒基异相电芬顿

体系中降解左氧氟沙星且取得优异效果

；同时，揭示了钒物种催化H2O2后在VOx

@CeCA表面的转化规律；此外还推测了污

染物降解的主导反应路径。（第四章）

B(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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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4

采用壳聚糖作为前驱物合成了900CCA-V

阴极材料，用于异相电芬顿降解环丙沙

星。其间实现了电芬顿阴极的2e-ORR和V

RR最佳过电位重合，提升了电芬顿的降

解效率；还探明了H2O2在钒物种表面的

吸附构型，揭示了其高效分解H2O2的原

因；此外利用微生物对电芬顿降解中间

产物进行了毒性评估。（第五章）

A(优秀)

创新点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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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3|广西大学10593|广西大学

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博士学术学位论文评阅书

学号:学号: 19164010091916401009

论文名称:论文名称:
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

生素降解机制研究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 梁珈祥梁珈祥

作者学科专业:作者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作者研究方向:作者研究方向: 生物质高值化利用生物质高值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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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文题目 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学科(专业)学科(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

评议项目评议项目 评价要素评价要素 分档分档

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和开放性 研究的理论意义、现

实意义 对国内外该选题以及相关领域发展现

状的归纳、总结情况。

优秀

创新性及论文价

值

对有价值现象的探索、新规律的发现、新命

题新方法的提出等新的科学发现 对解决自然

科学或工程技术中重要问题的作用 论文级成

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

良好

基础知识和科研

能力

论文体现的科学理论基础坚实宽广程度和专

门知识系统深入程度 论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引进资料的翔实性 论文所体现的作业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良好

论文规范性
引文的规范性，学风的严谨性，论文结构的

逻辑性 文字表述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良好

总分总分 87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 良好 90＞总分≥80

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答辩 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适当修改后答辩（90＞总分≥80）

您是否推荐该篇您是否推荐该篇

论文参加全国或论文参加全国或

省级优秀博士学省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位论文评选

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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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简述推荐理由简述推荐理由

1 不推荐

对论文熟悉程度对论文熟悉程度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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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本文分别以木质素、纤维素和壳聚糖等生物质材料制备碳电芬顿阴极，构建钒基电芬

顿体系，利用现代分析仪器对生物质基碳阴极的电化学活性，以及所构建的钒基电芬

顿体系对抗生素污染物的降解能力及降解反应机理进行研究解析。论文选题准确，研

究工作有助于拓宽生物质材料应用范围，作者查阅文献资料较为广泛，了解和掌握本

研究领域现状和学科前沿动态，研究工作开展有效，表明作者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论文研究所得结果具有借鉴意义，作

者分析归纳能力较好，研究采用的实验方法及表征技术合理，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案可

行，数据可靠，论文撰写思路清晰，具有逻辑性，达到国家学位条例对博士学位论文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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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建议

研究工作和论文撰写存在问题与作者商榷：

1、1.1 生物质及其衍生碳材料概述部分，“其年产量能达到 1460 亿吨”，资源年

产量需要提供数据来源，列出参考文献；“然而由于生物质是由多种复杂的化学结构

组成”，建议改为“然而由于生物质具有复杂的化学结构”；

2、1.6.2 研究内容部分，“热重”建议改为“热重分析”，“紫外-可见”建议改为

“紫外-可见光光谱分析”，同类情况其它章节也存在；

3、论文中有些实验数据缺少误差范围分析；

4、论文第二章，有些仪器分析条件、样品制备等描述不够完整详细；

5、图4-8和图 5-3中，紫外-可见光谱多时间点连续波段扫描，样品是如何设定的，

是同一个样品分几份，每份扫描一次，还是一份样品多次扫描？澄清此问题有助于排

除干扰因素，提高分析结果可信性；

6、如果对三种生物质材料用于生物基碳阴极及构建降解体系的性能和处理效果进行

同条件对比讨论各自优势、使用寿命、效率等，则研究工作会更有指导性；

7、增加对降解产物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更加深入探讨降解机理、降解途径、降解效

率及优化体系构建等；

8、建议增加英文缩写符号说明表，英文缩写词在论述中首次出现时增加中文说明；

9、参考文献起止页码格式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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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编号:289065607

论文题目:生物质碳阴极构建钒基电芬顿强化抗生素降解机制研究

创新点创新点 内容内容 分档分档

创新点1

本论文通过利用生物质木质素、纤维素

和壳聚糖，制备出了三种生物质基衍生

碳材料阴极，摆脱了对石油基碳材料的

依赖，应用于新型钒基电芬顿体系中。

材料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包括高

效的H2O2 生产能力以及强大的钒物种还

原能力，确保了钒基电芬顿体系的顺利

运行，且展现出相较于传统铁基电芬顿

的优越性，解决2e-ORR和金属还原过电

位差异的问题，实现了电芬顿降解效果

的提升。（整体）

B(良好)

创新点2

利用木质素代替传统石油基前驱物制备

了碳纤维LCF材料，首次将其应用于均相

电芬顿体系中，展现出高效的降解能力

；揭示了LCF阴极的反应机理；证实了钒

基均相电芬顿能够有效的用于有机污染

物降解。（第三章）

B(良好)

创新点3

利用纤维素作为前驱物合成了碳气凝胶

，并在其表面电沉积钒氧化物制备了VOx

@CeCA阴极，将其应用于钒基异相电芬顿

体系中降解左氧氟沙星且取得优异效果

；同时，揭示了钒物种催化H2O2后在VOx

@CeCA表面的转化规律；此外还推测了污

染物降解的主导反应路径。（第四章）

B(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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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4

采用壳聚糖作为前驱物合成了900CCA-V

阴极材料，用于异相电芬顿降解环丙沙

星。其间实现了电芬顿阴极的2e-ORR和V

RR最佳过电位重合，提升了电芬顿的降

解效率；还探明了H2O2在钒物种表面的

吸附构型，揭示了其高效分解H2O2的原

因；此外利用微生物对电芬顿降解中间

产物进行了毒性评估。（第五章）

B(良好)

创新点5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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