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步辐射光源因为具有高强度、高分辨和光子能量连续可调等特

点在研究功能材料表界面科学问题时具有常规光源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本报告重
点介绍利用同步辐射软X射线谱学技术结合常规表面科学手段原位研究金属/氧化
物、金属/有机物（包括聚合物）以及锂硫电池阴极材料等复杂体系的表面与界面
的形貌、结构和界面反应等，从而从原子-分子水平上认识了对这些复杂体系涉及

的氧化物担载金属催化剂的结构、有机（包括聚合物）光电器件内部的界面结构
和锂硫电池阴极材料的结构随充放电次数增加发生的变化，从而为研发这些催化
剂材料、光电器件及高性能锂硫电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将简要介绍
合肥光源“催化与表面科学”及“光电子能谱”两个实验线站的功能、特点、研
究对象及运行开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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