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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催化剂是催化过程的核心，而催化剂制备则是获得高效催化剂的关键。
《固体催化剂制备原理与技术》对固体催化剂制备的科学原理和物理化学基础以及技术进行了梳理和
归纳，目的是使催化剂制备能够向科学化、系统化前进一步。
对本体催化剂和载体的制备原理以金属离子在水溶剂中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不同的相互作用为中心，
分别在金属氧化物类、沸石分子筛类和其他类本体催化剂和载体制备章节中系统论述；而对负载催化
剂的制备则以活性物种前身物与载体表面的各类相互作用为主线，详细讨论催化活性物种前身物在固
体表面的富集、在结构表面的沉积和薄膜催化剂制备。
最后讨论固体催化剂制备的一些共同性技术，即制备单元操作，包括基本单元操作、通用单元操作、
活化单元操作和成型单元操作。
《固体催化剂制备原理与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化工、材料能源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
生和教师的重要参考书以及教材，更是从事燃料、化学化工产品生产、新产品及催化剂研发和设计的
广大科技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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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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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影响超临界干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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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本体金属（或多金属）催化剂的还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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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合成气加氢催化剂的还原
10?6?5负载加氢催化剂的还原
10?6?6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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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成型操作
11?1概述
11?1?1固体催化剂颗粒的大小和形状分类
11?1?2成型助剂
11?2成型成微小颗粒
11?2?1粉碎研磨法
11?2?2喷雾干燥成型
11?2?3液滴凝结成型或油中成型
11?3成型成较大颗粒
11?3?1压片
11?3?2模压产品
11?3?3挤条和湿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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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整体碳蜂窝独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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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若干固体催化剂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图F?1载体和催化剂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图F?2催化剂和载体溶胶?凝胶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图F?3负载催化剂制备（浸渍）单元操作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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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5粉状金属催化剂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图F?6多组分氧化催化剂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图F?7贵金属加氢催化剂（湿的）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图F?8甲醇氧化制甲醛催化剂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图F?9高温水蒸气变换催化剂制备单元操作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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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5.1 引言 催化材料的制备是要获得有高的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的催化剂。
对负载金属催化剂，是要把金属前身物负载于高度多孔性和高热稳定性（高比表面积和高的机械强度
）的载体上，载体不仅分散金属组分而且要求增加金属稳定性，也就是催化剂的寿命。
达到这样的高金属分散的最基本单元操作之一是浸渍。
 溶解在水溶液中的前身物在氧化物载体上的沉积一般使用所谓的浸渍法。
浸渍法是指用一定体积含有催化剂活性组分前身物的溶液与氧化物固体接触。
如果使用溶液的体积等于或小于载体的孔体积，称为等体积浸渍或干浸渍，这是第一类浸渍方法。
等体积浸渍法可以应用于制备高前身物负载量的催化剂。
当溶液中的活性前身物与载体有强相互作用时，紧跟干燥过程对浸渍前身物在载体上的分布没有影响
，但最大负荷受限于前身物在充满孑L溶液中的溶解度。
在另一方面，负载量的增加要求使用较高浸渍液浓度，对像Ni（NO3）2这样的试剂会导致溶液pH的
降低，反过来有可能导致载体的改变和离子取代进入载体的晶格。
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强的相互作用，在干燥步骤常常会导致严重的浸渍物种再分布，最后获得的催化
剂载体上活性组分的覆盖变得非常不均匀。
 在第二类浸渍方法也就是湿法浸渍技术中（也称为浸泡或浸取浸渍）使用的浸渍溶液是过量的。
载体用溶液浸渍浸泡一段时间后，用倾析或过滤的方法把固体与浸渍液分离，在载体内部的过量溶剂
用干燥方法除去。
沉积在多孔载体上的活性组分前身物的量、它在载体颗粒内孔的浓度分布和载体表面的化学环境主要
取决于催化剂制备前一二个步骤的条件。
在浸渍达到平衡的条件下，沉积在多孔载体的活性组分前身物的量由浸渍溶液的平衡浓度、载体的孔
体积以及吸附前身物在载体表面上的吸附等温线所确定。
浸渍物种在载体孑L内的浓度分布取决于浸渍和干燥期间的传质条件。
如果前身物一载体通过化学或物理力（表面水解、配体取代、离子交换、静电作用）发生强相互作用
，沉积在载体孔壁上的前身物的量能够超过溶解物质的量（充满孔所保有的），这样获得的催化剂称
为吸着型催化剂。
在非平衡浸渍条件下，浸渍组分的分布可以用吸着一扩散机理来说明，干燥过程对其的影响很小。
相反的情形是浸渍型催化剂，此时受浸渍组分溶解支配，因为没有足够的溶质一载体间的相互作用或
在孔中的浓度太大，浸渍组分的浓度分布由沉淀一结晶期间的质量传递所确定，对此反过来是由溶剂
蒸发期间的条件所控制的。
 就制备工业催化剂而言，在成型载体中浸渍物种分布的控制是重要的。
一般说来，在氧化物／溶液界面上的快过程和在固体多孔结构内的慢扩散会导致进入扩散控制的吸着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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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固体催化剂制备原理与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化工、材料能源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
生和教师的重要参考书以及教材，更是从事燃料、化学化工产品生产、新产品及催化剂研发和设计的
广大科技人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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