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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后，决定组织编写并出版一套“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
相关教学用丛书，多位在各自领域学有所长并对研究生培养工作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参加编写。
　　对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决定，我非常赞同。
我本人是研究生毕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一直在指导研究生，包括授课及指导论文，我的主要工
作都与研究生培养有关。
加上报刊杂志的报道中多认为我国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尚显不足，我也经常在思考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问题。
对此常感到有些话想说，只是没有适当的场合去说而已。
因此当出版社的编辑们要我为丛书作序时，我便欣然从命，以便借此说上几句。
　　1．关于教学用书（简称教材）　　教材对研究生教学是重要的，好的教材显然十分有利于学生
的学习并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此外还可以作为学生在学完课程后的案头参考书。
　　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教授在教学过程中不规定使用固定教材，他们在课堂上主要讲授思想和方法
，或即使使用教材，讲课时也完全不局限于教材内容，然后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自学、习题、讨论、
找材料、做笔记等多种形式掌握知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一部分学习主动、基础较好的学生，可能十分有利，但也许会使另一些学生感到困
难，甚至抱怨连连。
关键是看这些学生是否有克服困难，通过努力争取学习主动的决心。
　　2．关于例题和习题例题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理论知识。
正确的方法应是有目的地讲解例题：一个例题解决一类问题，引导多方面的思路，并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能力。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习题的作用，使学生巩固、掌握知识和运用学到的方法只是起码的要求，习题
的功能应被看作是对学生潜在创造力的培养，以及在面对困难时应有的心理准备。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指我们常见的这些只需稍稍复习就可以依样画瓢式的习题，而是指学生初看不知如
何下手的那一类。
当学生要做这类习题时他们不得不去认真复习和思考，相互讨论，查找文献，才能解答。
他们会认为这些习题很“难”，但也就是这种“难”，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
　　我们不是经常在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么？
显然，单靠说是不够的。
创新应成为一种习惯，它只可能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养成。
做“难”题确实要克服不少困难，但这正好是一种对今后工作中创新能力的磨炼，也必会形成一种能
解决困难问题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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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催化剂表征》以大量的应用实例为根基详细介绍催化剂常用的表征技术。
《催化剂表征》共12章，第1章概括性地从催化剂的宏观性质与性能和微观性质与性能两个方面介绍了
催化剂表征中所采用的各种传统的、经典的以及近代的技术和方法，其中对于催化剂微观性质与性能
的表征又分为表面性质和体相性质两方面。
在此章中，对各种表征技术和方法的适用范围、优点以及缺点作了详细的总结与归纳，同时也对同类
表征技术作了详细的比较。
第2章至第11章对各种具体的表征技术在催化研究中的应用作了详细介绍，此部分主要以基础理论为辅
、以实例为主向读者传达各种表征方法可以用来获取催化剂的何种性质。
第12章介绍了目前催化剂表征技术中被认为最有发展前途的原位技术。
    《催化剂表征》可供从事催化研究的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催化专业的教师阅读、参考。
《催化剂表征》尤其适合催化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将其作为教材及参考书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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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催化剂表征　　催化剂的表征是指应用近代物理方法和实验技术，对催化剂的表面及体
相结构进行研究，并将它们与催化剂材料的性质进行关联，探讨催化剂材料的宏观性质、微观结构与
催化特性之间的关系，加深对催化剂材料的本质的了解与认识。
　　催化剂的表征能够使人们对催化作用的本质进一步了解，使催化化学众工艺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科
学，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经验上升为规律，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
特别是催化体系原位表征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催化反应进行的过程、催化剂与反应物之间的相互作
用，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从理论上预测催化剂性质，解决催化剂的设计问题，推测反应机理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催化剂表征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催化剂的设计和开发提供更多的依据，改进原有催化剂或创制新型催
化剂，并提出新的概念，发现新的规律，推动理论及应用技术的发展。
　　催化剂的表征在早期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重视，那时催化剂的研究可以说完全处于白摸索阶
段，催化剂筛选通过大量的重复试验进行，十分浪费时间而且往往得不到预期结果。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大量的科学仪器诞生，我们可以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对催化剂进行表征与考察。
目前催化剂的表要通过近代物理的方法即仪器分析来实现的，这些方法主要包括：X射线衍射技术、
色谱技术、热分析技术、电子显微技术、光谱技术、低电子能谱、穆斯堡尔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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