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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绿色化学”由美国化学会(ACS)提出，目前得到世界广泛的响应。
其核心是利用化学原理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反应物的原子全部转化为期望的
最终产物。
绿色化学的最大特点是在始端就采用预防污染的科学手段，因而过程和终端均为零排放或零污染。
世界上很多国家已把“化学的绿色化”作为新世纪化学进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国际上兴起的绿色化学与清洁生产技术浪潮，也引起了我国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制定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郑重声明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将推行清洁生产作为优先实施的重点领域。
绿色化学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近几年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当前化学研
究的热点和前沿。
为适应我国绿色化学化工技术发展的要求，帮助人们认识绿色化学化工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本书以绿色化学原理为主线，评述了近20年来绿色化学各方面，包括:原料、化学反应、产
品、催化剂、溶剂、能源、生产工艺等绿色化的一些重要研究进展。
全书共分9章，第1章简要叙述绿色化学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及绿色化学的研究内容和特点；第2章论
述绿色化学的基本原则；第3章分别围绕原料、催化剂、溶剂、产品、污染物处理的绿色化展开说明
，讲述了化学反应绿色化的途径；第4章介绍了应用在无机合成反应和有机合成反应中，具有代表性
、实用性和前沿性的绿色合成技术；第5章介绍了绿色能源的研究与开发利用现状；第6章论述了绿色
化工、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列举了典型产品的清洁生产工艺实例；第7章叙述了化工过
程强化技术在绿色化学化工中的应用；第8章论述了绿色化学化工过程的评估准则；第9章展望了绿色
化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书内容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现代性和实用性。
 本书各章编写分工如下:第1～4章由王敏编写，第5、8章由宋志国编写，第6章由赵爽编写，第7、9章
由万鑫编写。
曹春艳参与了本书的整理工作，全书由王敏、宋志国统一修改定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和学术著作，谨向原文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绿色化学发展迅速，科学成果层出不穷，涉及的学科知识面广，有关文献浩如烟海，在我们编写
过程中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加之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以待再版修订。
 编著者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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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敏、宋志国等编著的《绿色化学化工技术》以绿色化学原理为主线，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绿色化学
化工技术及其在现代化学工业中的应用。

内容包括绿色化学的兴起与发展、绿色化学的研究内容及特点、绿色化学原理、化学反应绿色化的途
径、绿色合成技术、绿色能源、绿色化工技术与清洁生产实例、化工过程强化技术、绿色化学化工过
程的评估、绿色化学发展趋势等。
《绿色化学化工技术》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注重先进性、实用性和前瞻性。

《绿色化学化工技术》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及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科学研究与开发、化
工生产和企业管理的科技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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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人类越来越重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开始治理
。
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20世纪中期以前——稀释废物来防治污染时期 在20世纪中期以前，人类对化学物质毒性的时间性、
致癌性和生物聚集尚缺乏了解，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充分降低某一化学物质在特定
介质中的浓度就足以减轻其最终影响，甚至认为把废水、废渣和废气“稀释排放就可以无害”。
因此，对废水、废气和废渣的排放没有立法来限制。
这个时期的环保对策可以称为“稀释废物来防治环境污染”。
虽然说自然生态系统对某些外来的化学物质是有一定的抵抗和净化能力（称为环境的自净能力），但
这种能力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当污染物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时，就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进而通
过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威胁人体健康。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和对污染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
八大公害事件”的发生。
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
 2. 20世纪中期至80年代末——末端治理时期 八大公害事件和许多污染事件的相继发生，使得人类对化
学品污染所带来的危害逐步有了深入的了解，各国政府相继立法，开始限制废物的排放量，特别是废
物排放的浓度，这个时期的环保对策进入了“管制与控制”时代。
由于环保法规日益严格，许多企业不得不将废水、废气和废渣进行处理后才排放，于是一系列“三废
”的后处理技术相继出现，如中和废液、洗涤排放废气、焚烧废渣等。
但从科学层面上看，这种用法规来控制污染的方法是有欠缺的，没有考虑到排放物彼此之间的相互作
用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如受控化合物和受控化合物之间或受控化合物和非受控化合物之间，甚至是非
受控化合物和非受控化合物之间都有可能相互发生化学反应，反应产生的叠加效应可能会使污染物浓
度增加，或产生新的污染物。
可见，这一欠缺是行政管理手段无法跨越的。
所以，利用行政控制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污染有所抑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以美国为例，仅按1993年排放的365种有毒物质估算，其排放量就达到了30亿磅
（11b≈0.45kg）。
不仅如此，处理污染物所需费用也十分巨大。
1992年，美国化学工业用于环保的费用为115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清理已污染地区的费用更高达7000
亿美元。
高昂的治理费用使环境治理陷入困境，同时也制约着化工行业本身的发展。
 3.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污染预防为主，末端治理为辅时期 日趋恶化的环境使得人们看到后期治理并
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一种新的环保理念逐步形成。
1990年，美国颁布了污染防止法案，将污染防止确定为美国的国策。
所谓污染防止就是使得废物不再产生，不再有废物处理的问题。
绿色化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绿色化学正是实现污染预防的基础和重要工具，绿色化学主张“源头治理”，实现了从“先污染，后
治理”向“源头上根除污染”的转变，根本上改变了以后期治理为主的传统环境保护理念。
从而使得人类的环境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污染预防为主，末端治理为辅时期。
由此可见，绿色化学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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