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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催化剂的研制，开发和应用，日趋重要，但以往这方面的探索全凭经验和频繁的试验及筛选，很费人
力和时间。
由于要求科学地和高效率地制备所需催化剂，缩小筛选范围的这个目的，就促进了《催化剂设计》新
学科的产生。
唐新硕教授在催化和结构化学方面造诣很深，多次为研究生讲授《催化剂设计》一课，不只效果极佳
，且其内容亦常为其他高校催化专业所借鉴。
现在他把其多年讲授的心得和体会写成专著出版，亦是对催化界的一大贡献。
实际上，唐教授在这方面的学术思想有些也写在《有机催化》（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内。
他是《有机催化》专著的主要编著成员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说，《催化剂设计》一书亦可说是《有机催化》的姐妹篇，二者相互参照，相互补充，
读者必有较大的启迪和收益。
本书出版，令我高兴，特此介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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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催化剂设计”是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使催化理论、催化剂制备技术和表
征方法一体化，把催化剂的研制开发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更科学化，是催化科学前沿。
因此，催化专业研究工作者和物化专业大学生、研究生应该对这一领域有一个全面完整了解，从而掌
握催化科学发展动向与趋势。
本书将全面系统介绍20世纪这一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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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提起设计会使人联想到建筑物、桥梁和新产品的设计。
这些传统设计是根据提出要求，在已有成熟理论的指导下，设法制造出符合需要的东西，可说是一种
按要求有目的地设计制造，绝大多数按要求完成。
有时在使用某些新材料或采用新施工方式时，也要进行试验，但90％以上是成熟的。
设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施工有成熟的技术，建成的建筑物、制造的产品是否符合要求可按图纸进行
检测，从设计、制造到成品检验都十分有把握，完全科学化。
但是宏观阶段的催化剂设计尚未如此成熟与完善，还有一定盲目性、包含较多未知因数。
宏观阶段的催化剂设计程序随提出任务的不同而不同，有新反应的催化剂研制、代用催化剂的开发和
已有催化剂的改进等。
催化剂设计思想与方法目前还没有统一，日本1981年度催化学会会长米田幸夫教授也认为不会有统一
的思想与方法。
各研究者将开辟不同独创方法，下面将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催化剂设计思想和程序。
村上雄一的催化剂设计思想及催化剂设计程序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该阶段达到的水平。
村上认为：“在设计完全新反应的催化剂时，首先须讨论这个目的反应在热力学上是否可能。
这对于新的反应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不然的话，拼命寻找不可能反应的催化剂，就好像炼金术那样十
分盲目与冒险。
”从同一个反应原料出发除了主反应外，还有哪些副反应可能发生。
这些将成为选择催化剂的根据。
其次提出工作假设，根据工作假设来选择催化剂，进行催化剂的试制与活性、选择性试验。
若所得结构不是所设想的，那么须弄清原因，修正原来的工作假设，这样不断反馈直至得到所需催化
剂。
参看图1-1。
村上认为：“这种工作假设无需证明，当然不可避免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作为选择催化剂的思考
基础还是有价值的。
一旦建立了好的工作假设则可很快找到好的催化剂。
一般一、二次工作假设还不能找到所需催化剂，所以要求设计者具有提出很多工作假设的能力。
一个设计者水平的高低也往往表现在提出工作假设的准确性与能力上。
”助催化剂和担体若仅指稍许改质和使主组分高度分散时，那么，像图1-1那样，首先选定主催化剂组
分，其次选择助催化剂和担体。
对于实用催化剂来说，往往多组分催化剂显示较好性能，且各成分混合后的作用较各个单组分作用加
和来得好，即显示出特殊的复合作用。
对于这种情况就必须同时选择几种组分，试制混合成分的催化剂，并进行活性和选择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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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催化剂设计》：高等院校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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