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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用催化》第一版自1996年发行以来，读者逐渐增多，2009年第7次印刷后，化学工业出版社建
议修订再版，时笔者已退休多年，乃邀请戴洪兴教授合作并主承修订之事。
戴君曾在北京化工大学与笔者共事，现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化学化工系。
彼从事催化教学多年，一直采用此书作为教材；科研亦不离催化领域，论述颇丰；在教学和科研两方
面皆有深厚积累。
　  再版保持了第一版的架构和基本内容，增添了一些新材料以反映催化科学的现状，尤其是近些年
取得的新进展。
在第3章催化剂制备中，介绍了几类在催化科学实践中有重要地位且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催化剂。
在第4章催化剂表征与测试中对几种目前经常采用的方法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在其他章节也做了局部增补。
　  书末附录汇编了从事催化教学和科研，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名录，与第一版时的名录
相比，有了很大的扩展。
　  北京工业大学邓积光博士参与了第2～4章内容的修订工作，张磊博士、夏云生博士和刘雨溪博士参
与了资料收集、图表制作和文字录入的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希望读者对本书不吝指正。
　  高正中　  2011年5月　  第一版前言　  20世纪以来，化学工业的品种和规模的巨大增长无不借助催
化剂，从世纪初合成氨的工业化、50年代以后石油化学工业和高分子工业的兴起、乃至60年代以后解
决环境保护问题都与使用催化剂相关，现代化的化工和石油加工过程约90%是催化过程。
目前，催化剂的用途可分为三大方面：（1）汽车排气净化；（2）矿物燃料加工；（3）化学品制造。
催化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催化科学具有跨接多种学科的特点，例如催化剂的合成涉及无机化学、胶体及界面化学、固态化
学、金属有机化学、各种化工单元操作等；催化剂的表征涉及结构化学、表面科学、波谱学等；催化
过程的研究涉及化学动力学、化学动态学、反应工程学等；催化科学正在多种生长点上蓬勃地发展着
。
我国自50年代开始有催化的系统教学和科研，目前已有45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培养各种学位的催化专门
人才，开设催化课程的单位还不止此数。
　  本书是笔者多年来在大学讲授催化课程的讲义经反复修改而成（听课的有应用化学专业、精细化
工专业本科生、物理化学师资班，工业催化专业研究生）。
如何在有限的50多学时课程内使学生对涉及面甚广的催化科学有一个基本的正确的了解，是笔者在教
学实践中努力的目标。
　  本书主要讨论工业上应用最广的多相催化，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一些基本概念；第二章对多相
催化中起关键作用的一步--吸附进行了较深入仔细的讨论；催化过程的核心问题--催化剂，关于其制
备和表征的方法和原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了全面介绍；第五章讨论了催化剂使用中的失活问题。
　  本书在阐述一些概念和原理时，有意识地介绍了对它们的认识的螺旋发展过程，旨在培养学生树
立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讲清讲透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注重与应用的紧密结合。
充分注意了与大学前三年课程的衔接。
每章附有适量习题，利于学生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并考核自己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书末附录汇编了从事催化教学和科研、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名录，一则反映现状，二
则可供有意深造者参考。
最后有主题索引以方便读者。
　  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瞿存德高级工程师参加了第4章的编写，北京图书馆高瑞晶女士协助资料收集和
索引的编写。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化工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的支持；北京工业大学李琬教授，北京化工大学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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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科教授、王作新教授，北京化工研究院李雨芳高级工程师都曾给予关心、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高正中　  199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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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催化（第2版）》由作者多年在大学讲授催化课程的讲义经反复修改而成。
共分5章：概论；催化中的吸附作用；催化剂制备；催化剂表征与测试；催化剂的失活。
书中对多相催化的吸附作用进行了较深入仔细的讨论，以使读者建立正确的基本概念；对催化过程的
核心问题--催化剂，关于其制备和表征的方法和原理做了全面介绍，其中涉及新概念的内容讨论较细
。
在讲清讲透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与应用的紧密结合。

　
《实用催化（第2版）》与大学三年级前的课程有很好的衔接。
每章附有适量习题，以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用催化（第2版）》可作为理工科大学应用化学、精细化工、石油化工、化工工艺、工业催化等
专业的催化课程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以作为非催化专业化学化工研究生的教材和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参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催化>>

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论
　1.1　引言
　1.2　有关催化作用和催化剂的定义、概念
　　1.2.1　催化作用
　　1.2.2　催化剂的活性，选择性和寿命
　　1.2.3　补偿效应
　1.3　催化剂的组成、成分
　　1.3.1　工业催化剂一般需考虑的问题
　　1.3.2　催化剂成分
　　1.3.3　实例
　1.4　催化体系的分类
　习题
第2章　催化中的吸附作用
　2.1　固体的表面结构
　　2.1.1　晶体结构和晶面
　　2.1.2　晶体的不完整性
　　2.1.3　晶体的表面与体相的比较
　　2.1.4　晶体表面能量的不均匀性
　　2.1.5　晶体的不完整性与催化作用
　2.2　分子在固体表面的吸附
　　2.2.1　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
　　2.2.2　吸附质的可动性
　　2.2.3　吸附的位能曲线
　　2.2.4　化学吸附的类型和表面中间物的命名
　2.3　吸附热
　　2.3.1　吸附热的测定及其结果的复验性
　　2.3.2　化学吸附热的计算
　　2.3.3　化学吸附热和反应热
　　2.3.4　化学吸附热随吸附量的变化
　2.4　晶体的电子结构
　　2.4.1　分子轨道理论和固体能带模型
　　2.4.2　价键理论
　　2.4.3　表面态和表面不饱和
　2.5　金属上的化学吸附
　　2.5.1　金属的化学吸附活性
　　2.5.2　化学吸附中的几何因素
　　2.5.3　吸附与催化--火山形原理
　　2.5.4　一些气体的化学吸附态
　2.6　半导体氧化物上的化学吸附
　　2.6.1　非化学计量的氧化物
　　2.6.2　半导体氧化物的能带结构
　　2.6.3　边界层理论
　　2.6.4　半导体氧化物上化学吸附的特点
　　2.6.5　一些气体化学吸附的机理
　2.7　绝缘体氧化物上的化学吸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催化>>

　习题
第3章　催化剂制备
　3.1　催化材料的类别
　3.2　催化剂的类型
　3.3　单一活性组分和载体
　　3.3.1　金属盐溶液
　　3.3.2　有控制的沉淀过程
　　3.3.3　凝聚和胶凝过程
　　3.3.4　洗涤和过滤
　　3.3.5　干燥
　　3.3.6　焙烧
　3.4　二元氧化物
　　3.4.1　SiO2Al2O3
　　3.4.2　NiOAl2O3
　3.5　活性组分的沉积
　　3.5.1　沉淀
　　3.5.2　吸附
　　3.5.3　离子交换
　　3.5.4　浸渍
　　3.5.5　活化
　3.6　浸取
　3.7　特殊类型
　　3.7.1　混合氧化物
　　3.7.2　黏结的氧化物
　　3.7.3　金属网
　　3.7.4　蜂窝结构的单块
　3.8　催化剂成型
　　3.8.1　压片
　　3.8.2　挤条
　　3.8.3　成球
　　3.8.4　薄片和锭剂
　　3.8.5　粒状
　　3.8.6　粉状
　3.9　催化剂的工业制造
　　3.9.1　实验室制法的重复和放大
　　3.9.2　连续的单元操作
　　3.9.3　节能和环境控制
　　3.9.4　对多种产品的适应性
　　3.9.5　机密性、秘密和诀窍保护
　3.10　纳米催化剂
　　3.10.1　固相合成法
　　3.10.2　气相合成法
　　3.10.3　液相合成法
　3.11　分子筛
　　3.11.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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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反应终了时，AlCl3*中部分放射性Cl*转移到产物HCl中。
也就是说，催化剂在反应终了时发生了变化。
尽管如此，催化剂在反应过程中所发生的些微化学变化，比之反应物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很微小的；
而且催化剂的变化与整个反应的化学计量式之间没有化学计量关系；催化剂的量比之反应物的量又要
小得多；因而催化剂的变化对反应体系的自由能变化的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
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催化剂的些微变化一般不会使平衡常数发生可察觉的变化。
 实际上，催化剂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这是由于发生了派生反应（通常是比较慢的）的缘故，因为这
些反应使得催化剂发生了变化，从而逐渐失去活性。
但这并不妨碍认为催化剂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是不变的。
 （12）加速反应但不参加反应者非催化剂 催化剂是参加反应的，有些物质虽然能加速反应，但本身不
参加反应，就不能视之为催化剂。
例如，离子之间的反应常常因加入盐而加速，因为盐改变了介质的离子强度，但盐本身并未参加反应
，故不能视之为催化剂。
同样，当溶液中的反应因改变溶剂而加速时（例如，水把两种固体溶解，使它们之间容易发生反应）
，这种溶剂效应也不能说成是催化作用。
 （13）应区分引发剂与催化剂 引发剂引发链反应，例如苯乙烯聚合中所用的引发剂（如二叔丁基过氧
化物），它在聚合过程中完全消耗了，所以不能称为催化剂。
 与此相关的，有人往往将降低反应速率的物质称为负催化剂。
 通常在有自由基生成和消失的反应中用这个词。
它的作用是把自由基转化为不太活泼的结构或从反应体系中除去它们。
例如，酚类和胺类化合物含有一个或几个活泼的氢原子，它可以与活泼的自由基结合从而降低有自由
基参与的反应速率。
常用它们作为氧化阻抑剂。
所以从它们的作用机理看，叫反应阻抑剂而不称之为负催化剂更合理。
 （14）催化剂是物体形式的物质（material） 例如，金属、氧化物、气体、配位化合物、酶等，它们
所起的作用是化学性质的。
由于能量转移过程而造成反应速率加快不能说成是催化作用。
例如，热能使温度升高，反应物受光辐射，被带电粒子或高能粒子轰击，放电等都能加速反应，但这
不是催化作用。
 1.2.2催化剂的活性，选择性和寿命 在估量一个催化剂的价值时，通常认为有四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
是活性（activity），选择性（selectivity），寿命（1ifetime），价格（cost）。
 在实验室做评价测试时，主要涉及前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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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实用催化(第2版)》可作为理工科大学应用化学、精细化工、石油化工、化工工艺、
工业催化等专业的催化课程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以作为非催化专业化学化工研究生的教材和供有关专
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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