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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程序升温分析技术 1.程序升温脱附（TPD） 程序升温脱附是将已吸附了吸附
质的吸附剂或催化剂按预定的升温程序（如等速升温）加热，得到吸附质的脱附量与温度关系图的方
法，主要用于考察吸附质与吸附剂或催化剂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可获得催化剂表面性质、活性中心
、表面反应等方面的信息。
 2.程序升温还原（TPR） 程序升温还原是指催化剂在升温过程中被还原。
这里的催化剂主要是氧化物，在还原过程中，金属离子从高价态变成低价态直至变成金属态，对催化
剂最常用的还原剂是氢气和一氧化碳。
利用TPR可以提供负载型催化剂在还原过程中活性组分和载体间或金属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信息，而
且可以根据还原峰消耗的氢气量来判断还原前后金属的价态。
 3.程序升温氧化（TPO） 催化剂使用过程中活性逐渐下降，其中原因之一是催化剂表面有炭生成。
TPO法主要是研究催化剂表面积炭、积炭生成机理和发生部位的有效手段。
此外，通过TPO法还可以对催化剂的吸氢性能、晶格硫的状态、氧化性能及钝化再生过程进行研究，
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助剂、载体、杂质、制备方法和使用条件等对催化剂的影响。
 4.程序升温硫化（TPS） 程序升温硫化技术是一种研究催化剂物种是否容易硫化的简便有效方法，广
泛用于获得加氢处理催化剂硫化过程信息，揭示在硫化处理过程中各种氧化物的硫化度，更能接近原
位状态表征催化剂的硫化过程。
TPS技术还可以提供载体对活性组分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活性组分硫化性能和加氢脱硫（HDS）性能的
信息。
如因环保要求石油制品中允许的含硫量越来越苛刻，从而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HDS催化剂的研究。
对于HDS催化剂，几十年来已研究的比较详细，现在对HDS催化剂的研究基本上朝两个方向进行：一
个是寻找新的活性组分，已发现Mo2C、Mo2N具有相当高的HDS活性；另一个是寻找替代Al2O3的适
宜载体材料，以水滑石为前驱物制成的MgO—Al2O3复合氧化物和介孔载体MCM—41分子筛，成为人
们关注的载体材料。
 5.程序升温表面反应（TPSR） 升温过程中固体表面发生分解反应，固体表面吸附物和另一种物质发生
催化反应或吸附物发生反应（如脱氢、氢解、脱氢芳构化等）都属于TPSR的研究对象。
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揭示活性中心的性质和考察表面反应机理。
 （二）热分析技术 热分析技术是一种动态温度技术，研究物质在受热或冷却过程中其性质和状态的
变化，并将此变化作为温度或时间的函数来研究其变化规律的一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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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系列教材:石油化工催化剂及应用》可以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炼油技术、石油化工、应用化工
、煤化工、精细化工、石化产品营销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培训和同等学历自学
参考用书，另外对从事工业催化剂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石油炼制和化工生产的技术人员也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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