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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孔材料是材料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它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有天然和人工合成多孔材料之分。
天然多孔材料如硅藻土、天然沸石和珊瑚。
硅藻土是由二氧化硅和整齐排列的小孔组成。
天然沸石是一大类架状结构的结晶铝硅酸盐矿物，具有规整的微孔结构和巨大的内表面积。
人工合成多孔材料是从1900年制备活性炭开始，1948年合成沸石类分子筛，此后种类繁多的多孔材料
被制备出来。
　　材料的多孔化，赋予多孔材料崭新的优异性能，使其具备致密材料无法比拟的用途，特别是可控
有序介孔材料的出现，大大拓宽了多孔材料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不仅弥补了沸石等微孔材料的不
足，用于大分子吸附及催化反应，还可以用作“微反应器”，可控制备纳米材料，在化学工业、能源
与环境、生物技术、吸附分离、催化及光、电、磁等众多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自其诞生以
来就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
多孔材料的深入研究和广阔应用将对21世纪的材料科学技术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材料科学的发
展开辟了新领域。
随着制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多孔材料将在科技、生产、生活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孔材料制备与表征》这本书内容丰富，总结了多孔材料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书共分5章，系统地归纳了多孔材料的制备和孔结构表征，涉及多孔炭、有序介孔材料、空心结构
、无机分离膜的制备；针对不同的孔材料，采用不同方法来进行表征，本书介绍了吸附理论、孔径分
布的解析及其理论基础、比表面积的测试方法，还有压汞法、小角X衍射和气体泡压法等表征多孔材
料结构的手段。
　　多孔材料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相信读者会从本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有利于知识创新
和技术创新，对推动我国多孔材料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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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孔材料是材料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孔材料是指具有大量的一定尺寸孔隙结构和较高比表面积的材料。
近年来，多孔材料研究工作十分活跃。
无论是制备方法的创新和改善，还是物理性能的研究和利用，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随着制备方法研究的深入和完善，多孔材料的应用范围将更加广泛，必将成为今后一种极具应用潜力
的新材料。
　　全书共分5章，第1章对吸附理论、吸附等温线类型、孔结构表征、孔径分布解析方法及理论进行
了详细介绍。
第2章介绍了多孔炭材料制备，包括以微孔为主的活性炭和中孔炭材料。
第3章主要介绍了软模板法制备有序介孔材料的方法和理论知识。
第4章介绍了空心结构材料的制备方法和原理。
第5章介绍无机膜材料的制备、表征方法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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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脱气结束后，关闭加热电源，待样品冷却至室温后，回填氦气。
待充入氦气到常压后，卸下样品管并立即盖上橡皮塞，称重至0.1mg。
并记录该氦气填充的样品管、塞子和填充棒的重量，这是样品管的毛重。
用同样的样品管、塞子和填充棒进行以下工作。
　　样品称重采用减量法：①将支架放人天平（准确至0.1mg），去皮归零。
②将样品管塞上密封滤塞或者将塞子放在支架上，记下读数m1。
③将样品通过漏斗装入样品管，塞上密封滤塞或塞子，称量并记下读数m2。
④将样品管装入脱气站脱气。
⑤将脱气后冷却好的样品管放入归零操作后的支架上，称量并记下读数m3。
⑥将读数m3减去读数ml，即得到样品质量。
　　（4）将称重后的样品管装到分析站。
在杜瓦瓶中加入液氮，并将样品质量输入到分析文件中。
设置测试参数，开始进行吸附和脱附测试过程。
　　（5）测试结束后，将样品管中样品取出。
洗涤样品管，烘干备用。
　　1.2.1.5 样品处理　　吸附法测定比表面积和孔结构的关键是吸附质分子吸附在被测颗粒表面或孔
隙中。
因此样品内外表面的洁净程度对测试准确性至关重要，所以在测试前要对样品进行预处理。
其目的是将吸附在样品表面的杂质分子和非吸附质分子占据的吸附位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以便有利于
测试过程中吸附质分子的表面吸附。
含大量微孔或吸附特性很强的多孔材料，在常温常压下很容易吸附杂质分子，或在制备过程中其表面
吸附了很多其他分子。
为了有效的脱去这些吸附气体，通常要在较高温度（不能破坏多孔材料的结构）和真空条件下进行脱
气处理。
有时还必须在预处理过程中通人惰性保护气氛，以利于样品表面杂质的脱附。
总之，样品预处理的目的是使样品表面变得洁净，以确保比表面积及孔径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样品处理的一般过程如下：　　根据材料的比表面预期值取不同样品量，装入已称重的样品管。
样品重量应使样品管内多孔材料的总表面保持在20～50m2之间。
因此，预期样品比表面越大，所需的样品量越少。
　　将样品管放入加热包，再安装到脱气站上，开始脱气，并且设置预处理温度为300℃。
若样品在300℃会分解，则应设置较低温度。
脱气开始后，计算机将自动控制样品管内压力逐渐降低并加热。
　　对于含有较多水分的样品，应该首先在真空干燥箱中尽量干燥，去除水分后再转到比表面分析仪
的脱气站处理。
对于粉末样品的脱气，需要执行以下过程，以避免样品因抽真空扬到管颈并阻塞脱气站中的滤网，甚
至污染阀门系统造成漏气。
特别是轻质粉末和可能含有大量水汽或碳氢化合物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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