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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催化科学与技术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催化科技的新发展，预计21世纪生物催化、环境催化和纳米催化等在能源、环境、资源优化利用
和人类健康等有关领域做出更多贡献。
　　《工业催化剂设计与开发》是编著者在多年从事工业催化专业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由黄仲涛教授、彭峰教授主编。
黄仲涛教授编写了第1至3章，第1章论述了催化科学和工业催化发展简史，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工业催
化剂的基本要求等；第2章论述了催化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模式，诠释了作用原理和步骤，按金属
、合金、复合氧化物、固体酸碱、过渡金属配合物等众多不同类型催化剂论述，最后简介了组合催化
新技术；第3章论述了工业催化剂设计原理和方法，这是急剧快速发展的新领域，计算机的应用在催
化研究中越来越广泛，限于我们的水平此章中主要介绍了一些经验推图和设计思路。
第4章介绍了催化材料学，由彭峰教授编著，他将自己近年来研究的领域和成果——纳米催化以及国
内外研究的新进展编入其中。
　　第5章工业催化的过程工程由余皓副教授编写。
　　第6章介绍了催化作用和催化过程的计算机模拟，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较快，已形成独立的分支，
专著也很多，此处只作了尝试性的介绍，　　由李雪辉教授编写。
第7章论述了离子液体及其在环境催化中的应用，　　由李雪辉教授与王红娟博士共同编写。
　　催化剂设计与开发的案例分析，由王红娟博士编写，第8、9、10章为能源工程中催化技术案例分
析；第11、12、13章为生物催化技术案例分析；第14、15章为环境催化技术案例分析；第16章为催化
发展展望，由黄仲涛、王红娟编写。
　　限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赐教和纠正。
　　本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的鼎力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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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催化剂设计与开发》较全面地介绍了工业催化剂原理、设计与开发的系统知识与应用技术
。
全书分为16章。
第1章论述催化科学和工业催化发展简史；第2章论述催化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模式；第3章论述工业
催化剂设计原理和方法；第4章介绍催化材料学；第5章论述工业催化的过程工程；第6章介绍催化作用
和催化过程的计算机模拟；第7章论述离子液体及其在环境催化中的应用；第8、9、10章为能源工程中
催化技术案例分析；第11、12、13章为生物催化技术案例分析；第14、15章为环境催化技术案例分析
；第16章为催化发展展望。
《工业催化剂设计与开发》的特点是将催化作用的基本原理、催化新材料、计算机模拟与工业催化剂
设计、开发结合起来，并对新世纪人们关注的能源、环境、生物领域中的工业催化技术进行了案例分
析。
《工业催化剂设计与开发》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工业催化、应用化学等化学化工类
专业以及环境、材料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与催化相关的科研、设计和生产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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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催化作用模式及相关基本原则　　2.1　催化作用基础　　一种具有工业应用价值的化学
反应及化工过程，其催化作用的前提是该过程是热力学上在指定条件下可行的，因为催化剂只能加速
热力学可行反应的速度，而不能引发热力学上不可能的反应。
催化剂只能加速化学平衡的到达，而不能改变化学平衡点。
这意味着催化剂可以同样加速正、反两方面的速度。
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
其一，进行正反应的操作条件（压力、温度和进料组成等）必然与逆反应不同，平衡对立两边的操作
条件互不相同，对催化剂可能有显著的影响。
提高温度可能导致催化剂晶粒变大、活性下降；增大压力可能引发催化剂上吸附物种相对数量的变化
，影响到催化活性和选择性的改变。
其二，实际反应常常是复杂的，当反应由平衡的一边而不是另一边趋向平衡时，副反应可能不一样，
影响催化剂的活性和选择性。
　　催化作用之所以能加大反应速度，是因为反应动力学的参数如反应速率常数k、活化能E和反应级
数n等对反应路径很敏感。
催化剂的作用是降低反应活化能（一般要下降100kJ/mol），增大反应速率常数，即改变了反应路径，
沿着一条更易转化的路径将反应物变成产物。
一般来说，催化剂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条路径，沿此路径形成中间表面络合物的活化能大大低
于非催化均相反应的活化能。
因为活化能是以指数形式出现在速率方程式中的，略微改变活化能，即对反应速率有显著影响。
　　2.2　催化作用的前奏——化学吸附　　2.2.1　活性部位　　在反应条件下，固体催化剂表面上的
部位（site）是不均匀的。
即使是纯金属，位于特定位置的原子，例如位于晶格缺陷或晶体棱边和棱角上的原子，与平坦面上的
原子不同。
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测示证明这种不均匀性。
1925年H.S.Taylor假定多相催化反应优先在催化剂表面特定的少数部位处发生，称这些部位为活性部位
（active site）。
对于一个反应表现活性的部位，对于另一个反应可能并不表现活性，故通常难以准确地鉴定它们的结
构和特性。
在某些情况下活性部位可能是催化剂表面的一组或一簇相邻近的原子集团；有时也可能实际上是吸附
在催化剂上的某一物种。
活性中心一词常作为部位或一组部位的同义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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