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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气体膜分离技术在许多领域完成了从实验到大规模工业应用的转变，目前已成为一项高效
节能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分离技术，并成功地用于多种工艺过程。
在与传统工艺的竞争中，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在工业造气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气体工业技术
革新的重要成员。
　　展望未来，气体膜分离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中，包括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现有聚合物膜材质的性能；研制开发无机膜等新型材料；改进已有的膜
工艺过程，特别是与膜工艺配套的前处理工艺，使其更多替代传统的工艺过程，加强各种膜技术之间
以及膜与非膜技术之间的集成技术开发。
相信二十一世纪的气体膜技术必将会有更大的作为，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本书的内容是以气体分离膜为主，同时兼论在过程运作中膜整体或部分界面呈气相形态的膜单元
，如反应膜、传感膜、能量转换膜、医疗保健膜等诸多方面的气体膜技术。
主要目的是使广大读者扩大视野，对气体膜技术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入的了解，以使气体膜技
术能被更好地应用并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
　　为了满足高新技术开发的需要，编者在总结个人多年从事气体膜科研工作的基础上，汇集了国内
外大量相关气体膜的资料编写成此书，书中全面介绍了有关各种气体膜技术的基本原理、膜的制备方
法及其特性测试、膜装置的结构与操作工艺及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大量应用实例等。
　　本书在组织选材方面，注意将基础知识与应用实例相结合，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由浅人深，使广
大读者从中得到概念领悟和新的启发。
这是编者的愿望和宗旨。
　　概括起来，本书的特点是内容广泛、取材新颖、实用性强，是一本比较实用的专业参考书。
但愿本书的出版发行，能对我国气体膜技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积极支持
，荣幸地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膜界元老郑领英教授和编审专家卢喜先教授的大力
推荐，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要感谢在本书的编写工作中对气体膜技术的发展给予关怀和厚爱的全体同志！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谬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业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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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体膜技术》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各种气体膜技术的基本原理、制膜方法、膜的特性测
试、应用实例及其最新发展和展望。
《气体膜技术》对从事膜法气体分离、石油化工、燃料电池、生物工程及医疗保健等工作的科研人员
和工程技术界同仁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可供与膜技术相关的企业专家、从业人员以及各级管理干部和
大专院校师生参考，也可作为对膜技术感兴趣的初学者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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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所周知，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膜（membrane）”的物质。
它可以是固态的或液态的，而被它分隔开的流体相物质可以是液态或气态的。
膜本身可以是均匀的一相，也可以是由两相以上的凝聚态物质所构成的复合体。
然而，不论膜本身薄到何等程度，它都必定有两个界面，并由这两个界面分别与被其分隔于两侧的流
体相物质相接触。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所谈的不是普通的塑料膜或皂泡膜，而是那些具有一定特殊性质的功能
膜（也叫智能膜）。
比如“分离膜”，它是两相之间的一个半渗透的隔层，该隔层能按一定的方式截留分子，从而将物质
分开。
　　当然，在功能膜中，随着人们的不断发现，它们不仅具有分离功能，而且还有其他如反应、传感
、能量转换及仿生等各种奇特的智能本领。
　　随着膜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功能膜在现代生活及工业生产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到了国
际上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功能膜技术被认为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业技术改造中起战略作用，是最有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之一。
迄今，膜科学技术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博得了业界的普遍好评，并取得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
　　二十一世纪，仿生科技将是为高新技术发展和创新提供新思路、新原理和新理论的重要源泉。
实现仿生功能是膜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也是目前国际上膜学领域研究的新热点。
　　目前已活跃在各科技领域中的功能膜，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人工（合成）膜和生物（天然）膜两
大类，其中前者又可分为分离膜、识别传感膜及能量转换膜等（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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