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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 

得獎人王迪彥博士的研究著重於以地球豐富元素發展奈米結構觸媒，針對無碳

排放之電催化（EC）氮還原反應（NRR），建立臨場電化學搭配光譜分析技術，結合

實驗與理論深入探討 NRR 機制。國際上於 EC-NRR 相關研究起始於 2018 年，由

於其環保性質、可於大氣環境下反應、使用水性電解質及低成本催化劑等優點而於

近年來備受關注。王博士針對氮氣分子在催化劑表面上之低吸附能力，以及材料結

構表面對氮氣的不相容性與低穩定性所造成活性不佳之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

此外，其利用紅外光吸收了解二硫化鐵在 EC-NRR 之機制及調控二硫化鉬層狀材料

結構增加 EC-NRR 效率均為獨創發現，具有相當的國際領先度。EC-NRR 研究不僅

有其學術價值，也有實際應用性（例如氮肥產業）。 

王博士勇於挑戰嶄新領域，並能迅速將研究成果發表在材料化學應用於能源領

域同行所認定之重要國際期刊，顯見其研究實力卓越。王博士並受 Small 期刊的邀

稿，發表評論文章⼀篇（Explo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Periodic Elements for 

Electrocatalytic Nitrogen Reduction），足證其已成為國際尚處於初始競爭階段領

域之領先者，實可為年輕研究人員之表率。 

 

簡歷： 

王迪彥副教授於 2004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2006 年與 2010 年

分別取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碩士與博士學位，其後繼續在臺大材料系進行研

發替代役博士後研究工作，於 2013 獲得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學者，在 2013-2014 年

前往美國史丹佛大學化學系擔任訪問學者。2015 年 8 月返回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擔任專案助理教授。2016 年 8 月正式加入東海大學化學系擔任助理教授。王副教

授致力於開發臨場光譜分析技術鑑定材料之結構與化學反應性質之關係，同時探討

異質介面催化於永續能源製備且開發新型態二次鋁離子電池並深入探討其陰離子團

插層於石墨層間之反應機制。在 2021 年獲得臺灣觸媒學會優秀青年獎章肯定。 

 

 



    

 

3 

數 理 科 學 組 

 

代表作簡介： 

近年來，電催化氮還原反應由於其環保性質（無碳排放）、大氣環境下的反應條

件、使用水性電解質和低成本催化劑等優點而備受關注。在臺灣，王副教授是第⼀

個踏入這個重要領域的學者。針對現行電催化劑對於 NRR 催化活性較低，未來的應

用仍然存在著如何解決由於 N2 分子在催化劑表面上的吸附能力低以及材料結構表

面對氮氣的不相容性和低穩定性所造成之活性不佳之問題。在國際研究中，電化學

氮氣還原反應主要是從 2018 年開始被注重的⼀項研究，王博士實驗室主要在利用

地球豐富元素之奈米結構觸媒於電化學催化氮氣進行還原反應析氨之研究。然而在

很短的時間內，王博士實驗室發現前人從未觀測到的紅外光影響二硫化鐵在電化學

氮氣還原反應之機制研究及二硫化鉬層狀材料結構調控（Phase dependent）並增

加其氮氣還原反應效率，這項發現在材料化學應用於綠色能源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

國際影響力。其文章分別發表於 Small 及 JMCA 期刊上。除此之外，接受 Small 期

刊的邀請寫了⼀篇“Explo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Periodic Elements for 

Electrocatalytic Nitrogen Reduction（周期性元素電催化氮還原的探索與研究）”

的評論。這篇評論可以作為學習了解 NRR 的基本手冊、NRR 的最新進展以及進階

電催化劑系統設計和開發。 

 

得獎感言： 

能獲得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之殊榮，首先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與審查

委員們對我這幾年研究成果的肯定，更要感謝東海大學化學系的前輩與我們合作的

夥伴們，平時互相鼓勵以及在研究上的資源無私共享，是我能建立好實驗室的最強

而有力的後援，使我能在研究資源相對少的研究環境中，將自己的想法逐步實踐，

朝著目標邁進，才能有機會將成果呈現於國際重要期刊中。當然最要感謝的是願意

跟我⼀起打拚的實驗室夥伴，因為有他們的努力付出，才有今⽇豐碩的成果，誠摯

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夥伴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