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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年，我国过氧化氢行业得到迅猛发展，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过氧化氢生产国。
这是我国所有从事过氧化氢事业的人没有想到、又梦寐以求的事。
很少有一种化工产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以近10%的增长率持续发展。
这恐怕与人们日益关注环境和资源、热衷于绿色化工不无关系。
我国过氧化氢行业的发展兴旺，仰赖于以原化工部黎明化工研究院教授高级工程师、侯德榜化工科技
奖获得者胡长诚为领军人物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懈的努力；仰赖于黎明化工研究院的开拓性研发工作；
也仰赖于原化工部黎明化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姚冬龄等热心于过氧化氢开发、推广和普及的人们；有
了这些人的努力，才使我国的过氧化氢在世界有一席之地。
我国过氧化氢事业的快速发展，还仰赖于原广东中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存仁先生的睿智和胆
识。
十年前，当国人还在担忧2.5万吨/年（100%）的过氧化氢在中国能不能卖得出去的时候，他在广东中
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过氧化氢装置，并于当年将设计2.5万吨/年的装置开到4.2
万吨/年；又在此后的5年内一鼓作气建成2套4.5万吨/年以上的过氧化氢装置。
从此，我国2.5万吨/年以上的装置才如雨后春笋迅速建成投产。
单套过氧化氢生产能力的提高，使过氧化氢成本大幅度下降，也使造纸、环保等领域应用过氧化氢的
梦想成为现实。
与过氧化氢行业蓬勃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在这方面的专著几乎没有，文献很多都散见于各类期刊、
论文集。
许多刚刚步入过氧化氢行业的人，问我哪里能找到相应的书籍，我只能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文献告诉他
们。
这也促使我尝试着把自己接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给热心于这个行业的人做好一块垫脚石
，于是便有了本书。
本书虽名为《过氧化氢生产技术》，但书中主要介绍的还是蒽醌法过氧化氢生产技术，而且以我国的
固定床氢化技术为基础。
编写此书的本意是提供给使用者一本资料性的工具书，以介绍相关资料为主，加进一些自己的感受，
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
编写本书要特别感谢原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试剂厂厂长吕松涛、杨华清夫妇，他们在离开岗位后，把自
己积累的文献和知识汇编了《双氧水技术讲义》一书，本书第2、3章的很多知识和数据来自该书。
也要特别感谢那些我不知道名讳，却又为过氧化氢做了大量测试工作的中外科学家，有了他们的艰辛
和智慧，才有了过氧化氢行业今天的发展。
本书可供从事过氧化氢生产和科研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参考，也可以供有关大专院校的
学生参考。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张国臣2011年8月于湖南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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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氧化氢生产技术》是第一本全面介绍过氧化氢生产技术的图书，在介绍过氧化氢性质、应用
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蒽醌法过氧化氢生产技术。
按照工艺流程，详细分析了氢化、氧化、萃取、工作液的纯化、浓缩、辅助工序等工序的生产原理和
工艺控制，并且介绍了安全、环保方面的知识，对推进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安全管理有积极作用。
　　《过氧化氢生产技术》既有生产的理论基础，又有实用的技术经验，体现了资料性、知识性和实
践性的融合，可供从事过氧化氢生产、工程设计、技术开发、产品开发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
岗位的操作工人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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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组材料适于多次与浓过氧化氢接触。
这类储罐与过氧化氢的接触时间有限定，温度为71℃时，不超过4h，21℃时不超过一周。
一般多适于制作输送过氧化氢的泵、阀门、管道、高压容器等。
第三组材料只可用于过氧化氢在消费前的短时储存，或经常接触过氧化氢，但每次接触时间限定为：
温度为71℃时，不超过Imin，21℃时不超过1h，这类物质能污染过氧化氢，不能用于制作过氧化氢的
储运设备。
第四组材料不允许与过氧化氢接触。
这类物质均有分解活性，与过氧化氢接触，瞬间就能引起剧烈分解。
这样的分类对过氧化氢的生产、储运、使用等设备材质的选择、甚至润滑油的选择非常有用。
第一类物质可任意按需选用。
第二类、第三类则要严格按规定的条件（温度、接触时间等）使用。
而第四类是属于严禁与过氧化氢接触的物质。
表中对材质、材料的分类，是按与已经很好净化的90%过氧化氢接触，在试验基础之上提出的。
少量的杂质本身虽不具有分解活性（如无机酸），但它们能腐蚀材质，由此引起过氧化氢分解加快。
当过氧化氢含量低于90%时，可以降低要求，选用低级的材质。
这些分类已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应用与考察，设计和使用时必须遵守。
降低选材标准时，必须有实验依据或经其他公司实际应用的验证。
表面平滑要比同材质的粗糙表面分解过氧化氢的能力减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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