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催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催化>>

13位ISBN编号：9787030226877

10位ISBN编号：7030226879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贺泓　等著

页数：63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催化>>

前言

催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物质生活利益的同时，也使得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干预和
改造能力大大加强。
以用于合成氨的铁催化剂、合成聚合物的Ziegler-Natta催化剂以及石油化工催化剂为例，不难看出催化
技术的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
如果说催化科学和技术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至今的基石之一，相信它也必将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可持
续发展问题的关键技术，因此环境催化应运而生。
环境催化的使命是用催化的手段解决人类面临的化学污染问题，这成为催化科学和技术发展所面临的
新挑战。
环境催化作为一个环境科学和催化科学的交叉学科，已经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以汽车尾气三效
催化剂( three-way catalyst)为代表的众多研究成果，并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越来越受到
催化科学和环境科学两方面研究人员的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接受《环境科学前沿及新技术丛书》主编郝吉明院士的邀请，将环境催化相对
分散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整理成《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一书，从环境与催化的关系出发，以
环境催化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体系，力求系统、全面地论述环境催化的特点、研究方法、催化原理及其
在环境污染控制方面的重要应用成果和最新研究进展，并在最后一章介绍自然界自发存在的环境催化
的概念和相应的研究前沿。
如果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能够对环境催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对环境催化的研究产生兴
趣或有所启发，作者将感到无比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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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环境与催化的关系出发，以环境催化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体系，力求系统、全面地论述环境催化
的特点、研究方法、催化原理及其在环境污染控制方面的重要应用成果和最新研究进展，此外还介绍
了自然界自发存在的环境催化的概念和相应的研究前沿。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新颖性，特别适合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学使用。
对于从事催化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研究人员以及从事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
则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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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催化和环境的关系自从1836年由瑞典化学家Berzelius提出催化(catalysis)概念以来，催化科学和技术
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石之一。
事实上，催化技术是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的最核心技术。
例如，80%以上的化学工业涉及催化技术，催化剂的世界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年，催化技术所带来
的产值达到其本身产值的百倍以上。
发达国家GDP的20%-30%来源于催化技术直接和间接的贡献。
但是，掌握了催化科学和技术的人类在创造工业文明并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使得人
类对自然界的干预和改造能力大大加强，造成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结果超出了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
以下几个例子清楚说明，催化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把利剑，但是运用不当也能成为危及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双刃剑。
20世纪初，Harber等开发出用于合成氨的铁催化剂，实现了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氨，从而造就了现代
化肥工业，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才能在地球上养活了超过60多亿人，这项研究获得了1918年诺贝尔
化学奖。
然而，正是由于现代.农业大量施用氮肥才造成了目前普遍的水体富营养化，同时人口剧增也挑战了地
球生态系统的负荷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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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问题是人类进入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许多技术被应用于环境保护当中，环境催化技术就是
这样一种将环境工程与催化技术相结合的新技术。
《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系统、全面地反映了环境催化技术的发展基础、应用现状和趋势。
针对环境催化的特点，详细介绍了催化剂的制备、表征以及催化反应原理、过程。
总结了催化技术在不同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应用与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环境催化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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