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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催化热解制氢技术是一种环保、节能和合理利用煤炭资源的先进技术。
《煤催化热解制氢技术(精)》(作者舒新前、张蕾、张磊)总结了作者多年在煤催化热解制氢方面的研
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论述了煤催化热解生产洁净氢能的基础研究以及工艺开
发的重要意义，介绍了煤催化热解制氢的发展前景、基本原理、催化剂的制备以及催化剂催化煤热解
制氢的反应机理。

《煤催化热解制氢技术(精)》可供从事煤化学、煤化工、洁净能源开发等学科领域的教学人员、科研
人员及技术开发人员和研究生阅读，对相关学科从业人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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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几种从含氢气体混合物中分离提纯氢气的技术各有优缺点，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选择，水合物方法作为新型的分离手段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水合物法分离技术还远不成
熟，没有一个国家达到工业化阶段，更没有形成成套技术。
1.2.6 氢气储存氢能的储存是氢能应用的前提。
氢在一般的条件下以气态形式存在，且易燃、易爆，这就为储存和运输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氢的储存和运输是氢能系统的关键。
人们在实际应用中要优先考虑氢储存和运输中的安全、高效和无泄漏损失以及容量大、成本低、使用
方便等。
氢能的终端用户不同，其储存也有很大的差别。
氢能的终端用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供应民用和工业的气源；一类是交通工具的气源。
前者要求特大的储存容量，可达几十万立方米，如储存天然气的巨大的储罐；后者要求较大的储氢密
度，考虑到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按500km行驶里程和汽车油箱的通常容量推算，储氢材料的储
氢容量达到6.5 ％（质量分数）以上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
因此美国能源部（DOE）将储氢系统的目标定为：质量目标为6.5 ％，体积密度为62kg／m。
总体来说，氢气储存可分为物理法和化学法两大类。
1.物理法储氢物理储存法主要有高压氢气储存、液氢储存、活性炭吸附储存、碳纤维和碳纳米管储存
、玻璃微球储存、地下岩洞储存等。
1）高压气态储存氢气通常作为一种气体在高压状态下储存在钢瓶内。
常温、常压下，储存4kg气态氢需要45m。
的容积。
为了提高压力容器的储氢密度，往往提高压力来缩小储氢罐的容积。
储氢容量与压力成正比，储存容器的质量也与压力成正比。
即使氢气已经高度压缩，其能量密度仍然偏低，储氢质量占钢瓶质量的1.6 ％左右。
这种方法首先要消耗一定的能源，形成很高的压力，而且由于钢瓶壁厚，容器笨重，材料浪费大，造
价较高。
压力容器材料的好坏决定了压力容器储氢密度的高低。
采用新型复合材料能提高压力容器储氢密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压力和质量储氢密度提高了很多，但体积储氢密度并没有明显增加。
气态高压储氢是目前最普通和最直接的储氢方法，通过减压阀的调解就可以直接将氢气释放出来。
目前，我国使用容积为40L的钢瓶在15MPa压力下储存氢气。
为使氢气钢瓶严格区别于其他气体钢瓶，我国的氢气钢瓶的螺纹是沿顺时针方向的，这和其他气体钢
瓶的螺纹方向相反；而且钢瓶外部涂以绿色漆。
上述的氢气钢瓶只能储存6m的氢气，大约0.5 kg，这不到装在钢瓶质量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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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催化热解制氢技术》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催化热解制氢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