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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59年发明合成沸石以来，吸附剂的革新和吸附工艺的发展使得吸附成为化学工业、石化工业和
制药工业中的一种重要分离手段。
在所有未来的能源和环境技术中，吸附将扮演一个关键的或不可缺少的角色。
例如，燃料电池中氢的储存和CO的除去（从氢中除去，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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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吸附剂原理与应用》全面系统地对商用和新兴开发的吸附剂制备、吸附过程基本原理和应用作
了详细归纳总结，介绍了吸附剂研究开发的基本理论、手段和方法，新型吸附剂的应用研究和潜在的
应用价值。
《吸附剂原理与应用》取材着眼于近10-20年吸附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归纳了原著者在吸附剂研究、
开发、应用领域近200多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研究论文和成果，是原著者集20余年在国际吸附领域的
研究成果和心得。
　　《吸附剂原理与应用》可作为从事吸附、催化及相关专业研究的高年级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科研工作者和教师的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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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概 论分离是指将一种混合物转化为成分各不相同的两种或多种产物的过程（King，1980）。
实现这一过程的困难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与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混合过程相反的逆过程。
因此，在化学、石化和制药工业上分离步骤常常占据主要的生产成本。
对于很多分离过程来说，分离是通过加入质量分离剂完成的（King，1980），对于吸附来说质量分离
剂就是吸附剂。
因此，吸附剂的性能直接决定每一个吸附分离或净化过程的效果。
由于吸附剂和吸附过程的发展，吸附工艺已经成为工业上普遍运用的重要分离手段。
吸附过程一般是在填有吸附剂颗粒的填充柱即固定床吸附器上进行的。
与其他的分离过程相比，色谱分离具有的独特优点是其能够在一个吸附柱里达到高效的分离能力。
这种高效的分离能力是由于流动相和吸附相间持续不断地接触并达到平衡所致。
在不考虑扩散限制的条件下，对于每一次接触都能达到平衡状态时，即为理论塔板。
通常，在一个短短的吸附柱中能达成几百至几千个这样的平衡阶段。
因此，对于物质净化和一些难于分离的过程，吸附是一种理想的分离方法。
由于该技术特有的优势，吸附在未来能源和环境技术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解决分离效果不佳这一难题的模拟移动床技术就是运用吸附技术的一个成功例子，通过选择适合的吸
附剂可达到很好的效果，其分离因子可以低至2。
商业中应用的只是少数的常规吸附剂，这些吸附剂都用于现代的吸附过程中。
未来吸附的应用依赖于开发新的更好的吸附剂。
理想的吸附剂应该具有特殊的性质能够满足各种特殊应用的要求。
开发更好的吸附剂同时也能够促进现代吸附应用过程的改进。
一个较好的实例是LiX（Si／A1=1）沸石（Chao，1989）的发明。
通过变压吸附可以达到空气分离的目的。
在此之前使用的是常规吸附剂13X（即Nax）和5A沸石（即CaA）。
通过将NaX转换成LiX（Si／A1=1），在不同的操作条件下，产氧能力可以立即增加1.4 ～2.7 倍，并且
能源的消耗降低了21％～27％（Leavitt，1995）。
在过去的20年中，微孔材料的研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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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吸附剂原理与应用》编辑推荐：对重要新技术的综合、深入分析在未来的新能源和环境技术，如储
氢、燃料电池CO脱除、运输燃料脱硫以及为满足更高的大气和水污染控制标准的新型技术中，吸附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Ralph T.Yang的这部著作对商用和新型的吸附剂给出了独特和全面的介绍，分析了合成这些吸附剂的原
理、吸附性能，以及在分离和净化方面现有的和潜在的应用。
这部权威性、前瞻性的著作包括：吸附基本力或势能的计算方法从单组分吸附等温线计算孔径分布吸
附剂选择的原则合成／制备吸附剂的基本原理及其吸附性能、可能的商业应用介孔分子筛和沸石π络
合吸附剂及其应用碳纳米管、柱撑黏土和聚合树脂Yang的论述扩展到新的纳米材料的发展。
尽管其中有些材料的吸附性能还尚待开发。
《吸附剂原理与应用》中新型吸附剂的设计得益于计算机和分子模拟技术的发展，使得《吸附剂原理
与应用》对用实际实验室研究和程序设计计算来开发吸附剂均有指导作用。
RalphT.Yang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吸附技术在分离和净化上的应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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