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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有目的地使用催化剂已经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例如粬酶催化剂酿酒制醋。
20世纪下半叶，催化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化学工业产品种类的增多，生产规模的扩大，无不借助
于催化剂和催化技术。
目前，催化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化学工业、食品加工、医药和环境保护等行业，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
供各种产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一门科学，催化科学综合了化学、化学工程、物理、数学等各个学科知识，已发展成为化学
工程与技术学科中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部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石油天然气化学工业是化学工业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其生产过程绝大多数都要使用催化剂。
据统计，石油天然气化工生产过程中80%以上的化学反应、60%以上的化工产品和90%以上的新工艺开
发，都离不开催化剂，使用的催化剂种类已经超过2000余种。
因此，石油天然气化工过程中的催化知识，是石油类高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催化作用与催化剂的基本知识（主要讨论工业上使用最多的多相催化）
以及各类常用的石油天然气化工催化剂及其新进展，使学生理解催化作用的化学本质，熟悉工业催化
剂的制备与操作使用技术，了解典型的石油天然气化工催化剂，以便今后从事与催化有关的生产、管
理、研究与开发工作。
　　全书共分四篇十三章：第一篇催化作用基础（第1章催化剂概述、第2章多相催化作用基础）；第
二篇工业催化剂作用原理（第3章金属催化剂、第4章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第5章固体酸碱催化剂）；第
三篇工业催化剂的制备、使用、分析测试与表征（第6章工业催化剂的制备技术、第7章工业催化剂的
使用、第8章催化剂性能的评价、测试和表征）；第四篇工业催化剂各论（第9章石油炼制催化剂、
第10章石油化工（基本有机原料）催化剂、第11章化肥工业催化剂、第12章碳一化学催化剂、第13章
环境保护和环境友好催化技术）。
　　针对化工专业本科生工业催化课程内容多和学时少的要求，笔者在成书过程中力求做到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地介绍基本理论知识，并辅以大量工业实例，帮助学生加深理解；为提高学生
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激发创新意识，特别介绍了一些最新的催化学科进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工程与工艺及相近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工业催化技术工作
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由唐晓东、王豪、汪芳编著。
唐晓东统稿并编写第1、2、3、4、9章和11.1节，王豪编写第5～8章，汪芳编写其余章节。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西南石油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教务处和化学化工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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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催化》从石油天然气化工实用角度出发，以多相催化及各类固体催化剂为主要讨论对象，
较系统地介绍了催化作用基本原理，各类固体催化剂，工业催化剂的制备、分析、测试与操作使用方
法；介绍了石油炼制催化剂、石油化工催化剂、化肥催化剂、碳一化工催化剂、环境保护催化剂的基
本情况和最新研究进展。
　　《工业催化》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工程与工艺及相近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亦可供从事有关
科研、设计、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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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研究一个化学反应体系时，有两个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反应能否进行，若能进
行，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
即反应会停止在什么平衡位置，其平衡组成如何？
化学热力学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热力学上可行的反应进行得快慢如何？
即需要多久能达到平衡位置。
这个问题需要化学动力学来解决。
从经济上考虑，一个化学过程要付诸工业实践，必须既有足够好的平衡产率，又有足够快的反应速率
。
　　一个热力学上可以进行的化学反应，由于加入某种物质而被加速，在反应结束时该物质并不消耗
，则此种物质被称作催化剂，它对反应施加的作用称为催化作用。
因此，催化剂是解决化学反应速率问题的，催化作用属于化学动力学的范畴。
具体来说，催化作用是催化剂活性中心对反应分子的激发与活化，使后者以很高的反应性能进行反应
。
　　催化科学是研究催化作用的原理，而催化技术则是催化作用原理的具体应用。
催化科学研究催化剂为何能使参加反应的分子活化，怎样活化以及活化后的分子的性能与行为，其重
要性可以由催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来说明。
　　催化技术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支柱，90％以上的化工过程、60 9，6以上的化工产品与催化技术有关
，可以说，催化剂是现代化学工业的心脏。
催化科学通过开发新的催化过程革新化学工业，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的竞争力，同时通过学科渗透为
发展新型材料（敏感材料、光电转换材料、储氢材料），利用新能源（太阳能、生物能）等做出贡献
。
不仅如此，催化科学还由于它的跨学科性，对生命科学具有更重要的潜在意义。
借助催化科学获得的对于活性中心的认识可以推广到分子科学的其他领域，借助催化作用的分子机理
内涵并同分子科学的某些领域分子作用机理的对比，也可为开拓催化科学自身新的应用领域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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