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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化工、医药、农药等王业的迅速发展，工业废水中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迅猛增加。
传统生物处理技术难以使含有毒有机污染物的王业废水达标排放，对环境水体和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
的威胁，废水达标处理迫在眉睫。
近年来，高级氧化技术作为一种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处理方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电催化氧
化技术即是其中的一种。
与其他高级氧化技术相比，电催化氧化可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可以方便地通过改变固液界面电场而达
到有效控制反应方向和速率的目的。
电催化氧化技术的核心是电催化电极材料，由于污染物的降解多发生在电化学的阳极区，因此具有较
高电催化活性的阳极材料一直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
　　本书主要作者自2000年起开始从事环境电催化电极方面的研究，十余年来，课题组在环境电催化
电极的设计、制备、结构表征和性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
论文，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和黑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本书从电催化氧化和半导体材料基本理论出发，在全面阐述用于环境污染物去除的环境电催化阳极材
料的结构、性能、制备方法和应用等基础上，系统总结了作者十多年来在环境电催化电极方面的科研
成果，对环境电催化电极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也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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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用于环境污染物去除的环境电催化电极的结构、性能、制备方法和应用
情况，以及电催化氧化和半导体材料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全书共分10章：第1、3章介绍了电催化氧化和半导体材料相关基础理论；第2章介绍了电极结构和性能
表征方法；第4章介绍了电极制备技术；第5、6章介绍了钛基二氧化锡电极制备、性能和结构表征方面
的内容；第7章介绍了稀土掺杂钛基二氧化锡电极制备、性能和结构表征方面的内容；第8章介绍了苯
酚在多种稀土掺杂电极上的电化学降解路径；第9章介绍了钛基二氧化铅电极和金刚石薄膜电极；第10
章介绍了电催化氧化技术在有毒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情况。
本书是对作者十多年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和总结，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供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
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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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50年代前后伏卢姆金　　和博克瑞斯（Bochris）经过大量艰苦研究，发展了电极过程动力
学，使之成为电化学理论的主体。
近几十年，电化学理论在其他学科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飞跃发展。
例如，以量子理论解释溶液界面的电子转移问题、半导体电极过程特性的研究等丰富了电极与溶液界
面双电层特性的有关内容，一些传统的较为模糊的概念逐渐得到澄清，使得电化学逐渐由起初的边缘
化学学科发展成独立于化学学科之外的一个新学科，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包括电极过程、电合成、电
化学腐蚀以及带有电荷传递、质量传递和离子传递的表面过程等。
　　将电化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际中，形成了应用电化学体系，或电化学工程体系。
广义上讲，电化学理论与任何工程体系结合，所形成的以解决工程问题为主的工程技术体系均可以称
为电化学工程，它已远远超出了化学或化学工程的领域，其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些体系均以电化学理论
为共同的理论基础。
60年代常常被认为是电化学工程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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