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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可见光降解磺胺噻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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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制备了不同复合比例的gＧC３N４/CdMoO４ 纳米片状复合光催化材料(CNＧCMO).通过SEM、TEMＧ
EDS、XRD、FTＧIR、DRS等方法对复合材料 CNＧCMO 的晶体结构、形貌特点、光吸收能力、化学键合情况等进行

表征.CNＧCMO在可见光下对磺胺噻唑光降解性能的研究结果表明,磺胺噻唑的光降解反应具备表观一级动

力学的特点,且降解反应速率常数分别为gＧC３N４ 及 CdMoO４ 材料的３倍和１０倍.光催化降解机制的研究表

明,CNＧCMO光催化活性提高的原因在于gＧC３N４ 和CdMoO４ 复合后材料中电子与空穴更容易分离;同时,考察

光催化过程中催化剂的投加量对光催化活性的影响,发现 CNＧCMO 在质量浓度为１g/L时对磺胺噻唑的光催

化降解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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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磺胺类药物是由对氨基苯磺酰胺特征官能团组

成的合成抗菌药物,主要用于临床医学、畜牧、水产

等抗感染治疗,是目前我国生产和使用量最大的兽

药之一.由于磺胺类药物在动物体内不能被完全代

谢,磺胺类药物的滥用已造成其在家畜类肉制品、鱼
类等水产品及奶类等副产品中的残留超标[１Ｇ４].同

时,磺胺类药物还会以代谢物的形式进入环境,造成

土壤和水体的污染[５Ｇ６],并通过农作物吸收经食物链

进入人体[７Ｇ８],当磺胺类药物在人体内积累到一定程

度时,其具有破坏人的正常免疫机能和造血系统的

危害[９].因此,有效去除环境中残留的磺胺类药物

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磺胺类药物的去除

方法主要有物理法、化学法与生物法,其中光催化降

解技术利用太阳光为能源,具有低成本、绿色无污

染、高矿化率等优点,正为人们所采用并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１０Ｇ１１].

TiO２作为典型的光催化材料,具有高光催化活

性、良好的稳定性、无毒无污染等优点并被广泛应

用[１２Ｇ１３],但不足的是,TiO２的光谱响应仅限于紫外

光区,限制了其有效地利用太阳光能,这促使人们设

计、开发具有可见光响应的光催化材料.目前该方

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对 TiO２修饰改性使

其光响应波长红移至可见光区,包括金属/非金属掺

杂、染料敏化、与窄带隙半导体(如 CdS、PbS、Bi２S３

等)复合以及金属络合物敏化等方法;二是设计新型

的非 TiO２类光催化材料,并对其进行修饰改性.在

新兴光催化材料中,钼酸盐具有高表面能、多活性

点、高选择性等优点,因而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

注[１４Ｇ１６].
类石墨相的碳化氮 C３N４(gＧC３N４)是 C３N４ 最

稳定的同素异形体[１７].C３N４ 价格低廉,具有较高

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以及良好的电学性能和光

学性质,开发前景广阔[１８].研究表明,利用gＧC３N４

的优异光活性与稳定性与其他光催化材料结合,有
利于光催化过程中电子空穴的分离,可以有效地改

善后者的光活性与稳定性[１９Ｇ２１].目前,有关gＧC３N４

改性的CdMoO４ 降解有机物的研究还鲜见报道,将

gＧC３N４ 和CdMoO４ 复合不仅可使CdMoO４ 具备可

见光下的催化活性和更好的稳定性,同时也有利于

降低钼酸盐类光催化材料中金属的使用量,从而降

低成本,使大规模开发变为可能.
笔者所在课题组研究了光催化材料 TiO２、钼酸

盐对抗生素药品(磺胺类、四环素类)的光催化降解

行为[１４],发现空穴是降解反应的主要活性物质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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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降解活性与抗生素分子的电子结构密切相关.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将gＧC３N４ 对 CdMoO４

的表面改性,利用gＧC３N４ 的可见光吸收的性质改

善复合材料的可见光催化活性.同时,选取常见的

磺胺类药物Ｇ磺胺噻唑为降解对象,研究其在复合材

料表面的可见光条件下的降解效果,并对降解动力

学和催化剂作用机制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环境中

磺胺类污染物的去除提供新的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及材料

１)仪器.紫外Ｇ可见光分光光度计,２４５０型(日
本SHIMADZU 公司);X 射线粉末衍射仪,D８型

(德 国 Bruker 公 司);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JSMＧ
６３９０LV 型(日本 NTC 公司);透射电子显微镜,

HＧ７６５０型(日本 HITACHI公司);红外光谱仪,

VERTEX７０型(德国布鲁克公司);X电子能谱仪,

MULI１LAB２０００(美国 VG 公司);紫外Ｇ可见漫反

射光谱仪,Shimadzu２５５０(日本Shimadz公司).

２)试剂.钼酸铵,(NH４)６Mo７O２４４H２O,分
析纯,国 药 集 团 化 学 试 剂 有 限 公 司;硝 酸 镉,

Cd(NO３)２４H２O ,分析纯,上海金山亭新化工试

剂厂;浓硝酸,HNO３,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氨水,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尿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分
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磺胺噻唑,标准

品,SigmaＧAldrich 公 司;去 离 子 水,１８．２４
M Wcm.

1.2　gＧC3 N4 /CdMoO4 复合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１)gＧC３N４ 的制备[２２].称取一定量的尿素装满

坩埚,加盖压实.以１５°C/min程序升温至５５０°C,
并在此温度下煅烧２h,得到产品gＧC３N４(简写为

CN),表征,备用.

２)CdMoO４ 的制备[２２].将１mL的 OP乳化剂

与０．３６g的(NH４)６Mo７O２４４H２O 完全溶解于约

２０mL的去离子水中,得到溶液 A.将０．６２g的

Cd(NO３)２４H２O完全溶解于约２０mL的去离子

水中,得到溶液B.在不断搅拌的情况下,将B溶液

慢慢地加入 A 溶液中,混合后溶液变混浊,再继续

搅拌５min左右,用体积比为１∶１的稀氨水和体积

比为１∶５０的稀硝酸调节溶液pH 至５.将调节好

的溶液(包括白色沉淀)转入５０mL的水热反应釜

中,在１８０°C下反应２４h.反应完毕后,取出反应

釜,冷却至室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多次洗涤反

应釜中的固体粉末粗产品,直至洗涤液无泡沫变澄

清.最后,将洗涤好的粉末在８０°C下烘干,得到产

品CdMoO４(简写为CMO),表征,备用.

３)gＧC３N４/CdMoO４ 复合材料的制备.在 ２５
mL的甲醇中,加入一定质量的gＧC３N４,经超声处

理３０min后,再加入一定质量的 CdMoO４;混合后

的悬浊液经磁力搅拌２４h后,减压蒸馏除去甲醇,
即可 得 到 gＧC３N４/CdMoO４ 复 合 材 料 (简 写 为

CNＧCMO (a∶b),其中a∶b为gＧC３N４ 和CdMoO４

投料的质量比).制备过程中gＧC３N４ 和 CdMoO４

投料的质量比即为复合材料的组成比例,如表１
所示.

表１　gＧC３N４/CdMoO４ 复合材料中２种成分的组成比例

Table１　ThemassproportionofgＧC３N４/CdMoO４inthecompositematerials

化合物质量/g
Compoundmass

１∶２ １∶１ ２∶１ ３∶１ ４∶１ ５∶１ ６∶１ ７∶１ ８∶１ ９∶１ １０∶１

gＧC３N４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５０
CdMoO４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４)复合材料 CNＧCMO 的表征.采用 SEM、

TEMＧEDS、XRD、FTＧIR、DRS等方法对复合材料

进行表征.
1.3　复合材料 CNＧCMO 降解磺胺噻唑实验

可见光光催化反应采用３００ W 氙灯(加滤光

片,透过波长l≥４２０nm)为光源.实验中,降解对象

磺胺噻唑的初始浓度为８．０×１０－６ mol/L.两者在暗

箱内搅拌３０min,以达到吸附Ｇ脱附平衡;打开光源,
开始光降解反应.吸附Ｇ光降解过程中,磺胺噻唑的

浓度使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定量(检测波长为

２８３nm),其降解百分率(η)根据公式(１)计算.

η＝ １－
Ct

C０
( ) ×１００％＝ １－

At

A０
( ) ×１００％ (１)

式中,C０、A０分别为磺胺噻唑的初始浓度、初始

吸光度;Ct、At分别为磺胺噻唑吸附Ｇ光降解一定时

间后浓度和吸光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复合材料 CNＧCMO 的结构表征

１)XRD分析.CdMoO４、gＧC３N４ 及不同复合比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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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CNＧCMO的XRD图谱如图１所示.CdMoO４

所有的衍射峰均为四方相CdMoO４ 的特征峰(JCPＧ
DSNo．０７Ｇ０２０９),其中在２９．２°、３１．９°、３４．８°、４７．９°和

５９．０°的 峰 与 四 方 相 CdMoO４ 的 (１１２)、(００４)、
(２００)、(２０４)、(３１２)晶面有极好的吻合,表明制备的

CdMoO４ 具 有 四 方 相 的 结 构. 而 CdMoO４ 与

gＧC３N４复合之后,复合材料 CNＧCMO 中 CdMoO４

部分的晶相结构并未改变,且由于CdMoO４ 晶化程

度很高,衍射峰强度很强,只有当gＧC３N４ 的复合比

例达到７∶１时,CNＧCMO的XRD图谱才能显示出

明显的 gＧC３N４ 的峰,并且随着 gＧC３N４ 比例的增

加,其衍射峰强度也逐渐增大.

图１　CdMoO４ 和gＧC３N４ 及不同复合比例的

CNＧCMO的XRD图谱

Fig．１　XRDpatternsofCdMoO４,gＧC３N４and
CNＧCMOcompositematerials

　　２)SEM 分析.SEM 显微图像给出了制备的

CdMoO４、gＧC３N４ 和 CNＧCMO (９∶１)３种材料的

表面形貌信息.如图２所示,CdMoO４ 呈现直径约

４mm 的椭球状结构;而gＧC３N４ 则为片状结构.对

于gＧC３N４ 与 CdMoO４ 比例为 ９∶１ 的复合材料

CNＧCMO(９∶１),它的表面同样呈现片状结构,这与

gＧC３N４ 材料的表面形貌无显著的区别,表明复合材

料CNＧCMO(９∶１)的表面主要是gＧC３N４ 组分.

３)TEMＧEDS 分 析. 图 ３ 为 复 合 材 料

CNＧCMO(９∶１)的不同倍率的 TEM 图谱.如图所

示,CNＧCMO(９∶１)是片状结构,并未发现其他形貌结

构的存在,这可能是由于gＧC３N４ 的复合比例较大,并
主要分布在材料表面.EDS能谱分析给出了材料的元

素组成信息.通过对复合材料CNＧCMO (９∶１)进行

电子能谱EDS分析,发现复合材料的元素组成比例

如表２所示,材料中存在金属元素 Cd、Mo,但可检

测出的含量非常低.同时,在能谱显示的所检测区

域内,绝大部分的原子来自元素 C和 N,由此推算

出的该区域内gＧC３N４的含量远远大于材料的实际

复合比例９∶１.必须指出,能谱测定的元素比例仅

仅是粗略的代表所检测区域的复合材料的元素含

量,并 不 能 真 实 地 说 明 实 际 复 合 材 料 整 体

上各种元素的比例.总之,通过TEMＧEDS分析,更

A:CdMoO４;B:gＧC３N４;C:CNＧCMO (９∶１)

图２　不同材料的SEM图谱

Fig．２　SEMpatternsofdifferentmaterials

图３　不同分辨率下CNＧCMO(９∶１)的TEM图谱

Fig．３　TEMpatternsofCNＧCMO(９∶１)

underdifferentresolution

表２　复合材料CNＧCMO(９∶１)EDS中各元素组分比例

Table２　ElementproportioninCNＧCMO(９∶１)

fromEDSanalysis ％
元素 Element 质量 Mass 原子 Atom

C ４０．５２ ４４．５６
N ５５．４７ ５２．３０
O ３．７７ ３．１１
Mo ０．１５ ０．０２
Cd ０．０９ ０．０１

总计 Total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进一步确认了复合材料 CNＧCMO (９∶１)呈片状结

构且表面以 gＧC３N４ 成分为主,这与 SEM 的结果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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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４)XPS分析.通过对gＧC３N４、CdMoO４ 和CNＧ
CMO (９∶１)的 XPS 谱 图 进 行 对 照 分 析,发 现

gＧC３N４与复合材料 CNＧCMO (９∶１)的 XPS图谱

非常相似(图４A),这可能是因为 CNＧCMO (９∶１)
中gＧC３N４ 的复合比例高.通过分析各种材料在复

合前后其元素结合状态的变化,可以给出复合材料

进一步的结构信息.图４B是通过XPSPeak４．１软

件对gＧC３N４、CdMoO４ 和 CNＧCMO (９∶１)的 O１s

轨道进行的高斯曲线拟合.如图４B所示,复合材

料CNＧCMO(９∶１)中CdＧO结合能为５３１．６eV,而
纯CdMoO４ 中 CdＧO 结合能为５２９．２eV,复合后

CNＧCMO (９∶１)中 CdＧO 键的结合能增加了２．４
eV,这一变化表明CdMoO４中 Cd原子周围的电子

云密度在结合gＧC３N４ 后增加了.同时,复合材料

CNＧCMO (９∶１)中 MoＧO键的结合能为５３１．３eV,

而纯CdMoO４ 中 MoＧO结合能为５３３．８eV,复合后

MoＧO键结合能也增加了２．５eV,表明 Mo原子周围

的电子云密度也在复合后有所增加.另外,复合材

料CNＧCMO (９∶１)中 MoＧO 键与 CdＧO 键的强度

相比C＝O与 NＧO要弱得多,其主要是两种前体材

料复合比例相差较大所引起.图４C 是对gＧC３N４

和CNＧCMO (９∶１)的C１s轨道进行高斯曲线拟合.
如图４C所示,在与 CdMoO４ 复合前后,gＧC３N４ 组

分的C＝O结合能和 CＧN 结合能均有所降低,分别

从复合前的２８４．６eV和２８８．１eV下降到２８４．４eV
和２８７．５eV.这一变化表明在复合材料 CNＧCMO
(９∶１)中,CdMoO４ 的引入改变了gＧC３N４ 原有的

电子能态,CdMoO４ 与gＧC３N４ 间存在着化学键作

用.图 ４D 是 纯 CdMoO４ 与 CNＧCMO (９∶１)的

Mo３d轨道图,相对纯 CdMoO４,CNＧCMO (９∶１)中

Mo３d轨道的２个峰强度都较弱,这也与复合材料中

　A:gＧC３N４、CdMoO４、CNＧCMO (９∶１);B:CNＧCMO (９∶１)、gＧC３N４、CdMoO４ 的 O１s轨道拟合曲线 FittedresultsofO１sinCNＧ

CMO (９∶１),gＧC３N４,CdMoO４;C:CNＧCMO (９∶１)、gＧC３N４ 的C１s轨道拟合曲线 FittedresultsofC１sinCNＧCMO (９∶１),gＧC３N４;

D:CNＧCMO (９∶１)、CdMoO４ 的 Mo３d轨道拟合曲线 FittedresultsofMo３dinCNＧCMO (９∶１),CdMoO４．

图４　不同材料的XPS图谱及拟合的轨道电子XPS图谱

Fig．４　XPSspectraofdifferentmaterialsandfittedXPSresultsoforbitalelectrons

CdMoO４ 比例较低有关.

５)FTＧIR分析.图５显示了gＧC３N４ 和不同复

合比例的 CNＧCMO 的红外光谱图.１６３８cmＧ１和

１２４５cmＧ１处的吸收峰分别对应于gＧC３N４ 中C＝N

及CＧN键的伸缩振动[２３Ｇ２４];８０９cmＧ１处的吸收峰则

对应于三嗪环的振动[２３].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复合

材料 CNＧCMO 中gＧC３N４组分的特征峰都基本保

留,且gＧC３N４的三嗪环振动的特征峰随着其在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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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所占比例的增加而有红移的倾向,这表明复

合后CＧN,C＝N均被削弱,这一结论与 XPS中得到

的结论一致,再次证明在复合材料 CNＧCMO 中

gＧC３N４与CdMoO４组分间产生了化学键合作用.

图５　gＧC３N４、CNＧCMO的FTＧIR图谱

Fig．５　FTＧIRspectraofgＧC３N４andCNＧCMO

　　６)DRS分析.复合材料 CNＧCMO 中gＧC３N４

组分的引入使 CNＧCMO 具有了可见光吸收的性

质.如图６所示,纯的CdMoO４ 对紫外光有很好的

光吸收性能,但不能吸收可见光.而gＧC３N４ 与CdＧ
MoO４ 复合后,不同复合比例的CNＧCMO的光吸收

带均拓展到４５０nm 左右,都表现出了对部分可见

光吸收的能力,其所对应的禁带宽度约为２．７５eV.

图６　CdMoO４ 和不同复合比率的CNＧCMO的DRS图谱

Fig．６　UVＧVisdiffusereflectancespectraofCdMoO４

andCNＧCMOwithdifferentelementratios

2.2　可见光下复合材料 CNＧCMO 对磺胺噻唑的

降解

　　在可见光照射下,质量浓度均为０．４g/L 的

gＧC３N４、CdMoO４ 和CNＧCMO (９∶１)３种光催化剂

降解磺胺噻唑的活性如图７所示,图中－３０~０min
是黑暗条件下磺胺噻唑在光催化剂上的吸附过程,

０~１２０min是波长大于４２０nm 的可见光照射过

程.由图７可知,磺胺噻唑在３种材料上基本不吸

附,且磺胺噻唑自身不发生可见光降解.当加入光

催化剂时,磺胺噻唑在３种材料上的降解反应均显

示出良好的表观一级动力学的特征,其降解反应速

率常数kCMO、kCN、kCNＧCMO(９∶１)分别为０．００２、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minＧ１(拟合优度R２ 均大于０．９９).这表明复

合后的材料CNＧCMO (９∶１)相对于复合前的单一

材料表现出更好的光催化活性,对磺胺噻唑的降解

反应速率常数分别为同条件下gＧC３N４ 和 CdMoO４

的３倍和９．５倍.进一步的实验考察了材料复合比

对复合材料 CNＧCMO 光催化活性的影响,发现当

gＧC３N４/CdMoO４ 复 合 比 例 为１∶２、１∶１、２∶１、

３∶１时,其光催化活性高于纯 CdMoO４,但低于纯

gＧC３N４;随着复合比继续从４∶１增加到１０∶１,得
到的复合材料的活性均高于任一单一材料,且在复

合比９∶１时显示出最好的活性,此时复合材料可在

可见光照射２h下将实验溶液中９８％的磺胺噻唑降

解.另一方面,降解反应速率常数也受催化剂质量

浓度的影响:当 CNＧCMO (９∶１)的质量浓度分别

为０．２、０．４、０．６、１．０、１．２g/L时,其降解反应速率常

数分别为０．００４、０．０１９、０．０２２、０．０４０、０．０３８minＧ１,显
示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并在复合材料质量浓度

为１．０g/L时达到最大值.此外,循环光降解实验

结果表明,复合材料 CNＧCMO (９∶１)在５次循环

中其光催化活性并未发生变化,每次均能降解约

图７　CNＧCMO复合材料可见光催化降解磺胺噻唑的效果图(A)及其表观一级动力学曲线(B)

Fig．７　RemovalofsulfathiazoleusingCNＧCMOcompositematerialundervisiblelightirradiation(A)and
photodegradationapparentfirstorderkineticscurve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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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的底物,显示出复合材料良好的光化学稳定性.

3　讨　论

3.1　复合材料 CNＧCMO 的结构特征

由材料表征结果可知,gＧC３N４ 和 CdMoO４ 复

合后的材料CNＧCMO 具备纳米片状结构.在复合

材料CNＧCMO中gＧC３N４ 和CdMoO４２种组分并未

改变各自的晶相结构,复合后材料 CNＧCMO 拥有

了与gＧC３N４相同的可见光吸收能力,吸收带边在

４５０nm 左右,相对应的禁带宽度约为２．７５eV[２５].
但与简单的物理混合不同,复合材料 CNＧCMO 中,

gＧC３N４ 和CdMoO４ 之间存在化学键合作用,这种

键合作用削弱了gＧC３N４ 之间的共轭结合力,使 Cd、
Mo周围的电子云密度增加,同时也使得电子与空

穴更容易分离.
3.2　复合材料 CNＧCMO 的浓度对光催化活性的

影响

　　磺胺噻唑的可见光降解实验表明,当复合材料

的质量浓度为１g/L时降解反应的速率最快.而光

催化过程中催化剂的加入量出现一个最佳值的原因

可能在于,反应过程中,催化剂通常是先吸附降解对

象,再进行光催化降解.因此,当催化剂用量足够多

时,它将能吸附更多的降解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光
催化反应的速率会随着催化剂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另一方面,当催化剂的加入量过多时,它对光的散射

作用也会变强,不利于催化剂对光的吸收,导致光降

解过程受阻,此时光催化剂的投入量的提高反而会

降低光催化的速率[２６].
3.3　复合材料的光化学稳定性

在循环光降解的试验中,复合材料 CNＧCMO
(９∶１)在５次循环使用中保持稳定的光催化活性,
均能降解约８０％的底物;而纯CdMoO４ 材料在经过

３次循环后其光催化活性即发生明显减弱,在相同

条件下底物降解量与首循环相比下降２０％以上[２２].
复合材料光化学稳定性提高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

面在复合材料构成上,具有良好稳定性的 gＧC３N４

组分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复合材料结构上,其
表面组分以gＧC３N４ 为主,CdMoO４ 组分主要被包

裹在材料内部而不易受到腐蚀.
3.4　可见光下磺胺噻唑在复合材料 CNＧCMO 上的

光降解机制

　　对于复合材料的光催化活性,一个可能的机制

为,在可见光的照射下,gＧC３N４ 吸收光子,产生电子

与空穴对[２７];电子从最高占据轨道 HOMO 迁移到

最低空轨道 LUMO,而由于 CdMoO４ 的导带位置

与最低空轨道电势位置匹配,因此,电子可以很容易

地从gＧC３N４ 的最低空轨道迁移到 CdMoO４ 的导

带[２８].这些电子将迁移到光催化剂的表面与水和

氧气反应产生活性氧化物种,进而氧化水中的有机

污染物,从而使 CNＧCMO 具备了更好的可见光催

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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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ofgＧC３N４/CdMoO４compositeandits
photocatalyticactivityofsulfathiazoleundervisiblelight

SHIWei１　LIU Hui１　DAIKe２　YANGZiＧxin１　CHEN Hao１

１．CollegeofScienc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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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４３００７０,China

Abstract　ThephotocatalystofgＧC３N４/CdMoO４nanosheets(CNＧCMO)waspreparedwithdifferＧ
entproportions．Itscrystalstructure,morphology,lightabsorptioncapabilityandchemicalbondwas
characterizedwithSEM,TEMＧEDS,XRD,FTＧIR,DRS．Thephotocatalyticactivitiesofsulfathiazoleonto
thematerialsundervisiblelightwereinvestigated．ResultsshowedthatthephotoＧdegradationhadthe
obviouscharacteristicsoffirstＧorderkinetics．TherateconstantforthephotoＧdegradationofsulfathiazole
byCNＧCMOwasatmost３timesor１０timesthanthatofgＧC３N４orCdMoO４,respectively．Theincrease
ofphotocatalyticactivitywasduetotheeasierseparationoftheelectronandholeintheCNＧCMO．The
photocatalyticactivityofCNＧCMOwasaffectedbyitsconcentration．Theoptimaldosagewas１．０g/L．

Keywords　CdMoO４;gＧC３N４;compositematerial;visiblelight;photocatalyticdegradation;sulfaＧ
thiaz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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