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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现代化工生产过程提供的化学产品中大约有85％是借助于催化过程生产的。
催化剂是催化技术的核心，对催化工艺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世纪初多组分熔铁合成氨催化剂的诞生，是化学工业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合成氨工业的巨大成功推动了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一系列的基础理论工作。
催化裂化是炼油工业中由重油生产汽油的重要工艺。
从1928年发现多孔白土可以裂化重油到20世纪50年代末催化裂化技术，一直是沿着无定形硅铝裂化催
化剂渐进式地进步。
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莫比尔石油公司将沸石新催化材料用做裂化催化剂后，催化裂化技术才出现了
突破，有了飞跃的发展。
由于稀土沸石分子筛裂化催化剂具有大幅度增产汽油和提高装置能力等优点，在美国只经过短短四五
年时间就取代了硅铝催化剂，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炼油工业的技术革命”。
20世纪70年代，美国莫比尔石油公司合成出一种新型分子筛，称为ZSM一5。
这种分子筛对反应物和产物有按分子直径大小筛分的作用，使过去按分子的化学类别进行催化反应，
发展为按分子的形状进行催化反应，称为“择形催化”。
利用ZSM一5分子筛的这一择形催化特性，开发了一系列石油化工催化新工艺。
许多标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炼油和石油化工领域重大成就的新工艺都是ZSM一5分子筛新型催化材料应
用的结果。
上述事例说明催化剂在催化工艺中的重要作用。
新催化剂的创造发明，是新催化工艺诞生的源泉，也是技术飞跃的动力。
催化剂是提高化学反应速度和控制反应方向最有效的办法。
在工业中有用的化学反应，首先是反应能否进行，并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其次是反应进行得多快，需
多长时间能达到平衡状态。
前者属于化学热力学范围，后者则是化学动力学要回答的问题。
从实用角度看就是反应的产率和速度。
一个工业上有价值的化学反应必须同时具备有利的产率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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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催化剂与催化作用》作者王桂茹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讲授催化剂与催化作用这
门课程，当时在工科院校中为石油化工专业开设催化剂课程还很少。
因此，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从试用教材发展为专用教材。

本书以现代工业催化技术采用的催化剂和催化反应为起点，分析各种影响因素，逐步认识催化剂的作
用和反应机理，达到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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