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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精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催化工艺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基础问题。
     全书共分4个部分。
前三章为通论部分，即从催化的发展历史、现代催化工业和以化学为基础概括出的共识三个层面，总
括了催化的现代成就和水平。
第四至九章分类阐述了均相(酸、碱催化，配位催化)催化剂、生物(酶)催化剂、金属(合金)催化剂、
酸?碱型氧化物催化剂和氧化?还原型氧化物催化剂等各自的特征和作用本质。
第十章根据催化剂的织构、结构和表面性质，扼要介绍了测定这些性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表征方法。
最后，在催化剂的制备(第十一章)和催化反应工艺(第十二章)中，分别探讨了有望优化实际使用中的
催化剂性能的途径。
     本书可供科研院所、企业、高等院校中从事与催化有关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学
生、研究生教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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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开发新能源有关的催化技术　　一、燃料电池　　二、水光解制氢　第九节　展望：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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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殊酸、碱催化反应　　四、一般酸、碱和特殊酸、碱催化反应的区别　　五、酸、碱协同催
化反应　　六、Br?nsted法则　　七、Lewis酸、碱催化反应　第二节　配合物催化剂及其作用机理　
　一、配合物催化剂　　二、配合物催化剂的作用特点　　三、配位催化中的基元反应　第三节　有
代表性的重要均相催化剂　　一、α-烯烃聚合均相配合物催化剂　　二、水溶液金属有机化学：双相
催化　参考文献第五章生物催化剂（酶）及其催化作用第六章多相催化剂（固体）：表面功能化的材
料第七章金属（合金）催化剂第八章金属氧化物催化剂（一）——酸?碱型第十章催化剂的表征第十一
章催化剂的制备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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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这方面已经研究过的一个例子是在双液相生物反应器中的短链烯烃的环氧化。
烯烃在水中的溶解是不好的，而产物环氧化物对生物催化剂又有毒（在这一情况下，整体细胞又因为
需要辅因子再生），在这两种考虑之下，防止细胞因集聚而失活和降低乳化，所以，固定化看来是需
要的。
通过对溶剂生物相容性的系统研究，终于产生了Lanne等的logP概念。
在该基础上，可以预测溶剂的毒性，在这一情况下P为化合物（有机溶剂）在标准辛醇／水混合物中
的分配系数，通过“分解常数”法，即可相当方便和精确地计算出P值。
在生物催化剂的动力学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反应器的构型时，必须予以选择标准型的还是新型的
。
这里可用性、经验、混合程度以及传质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生物反应器的操作模式可以是（供料）间歇式的或者连续的，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动力学、生物催化
剂的稳定性和形状、所需底物的转化率和产物的浓度以及操作控制都起作用。
最后，通过整个决断过程，还要考虑有关反应（如果超过一个反应）的总包过程的层次和过程的各个
分步骤。
二、生物催化剂的应用领域每一类酶都有各自的最重要的工业应用领域，表5-15列出了当今酶的重要
应用领域。
1995年国际上工业酶的销售额估计为12亿美元。
此前，最重要的商业用提纯酶是水解酶，90％以上的酶产品是由水解酶[如蛋白酶、脂（肪）酶、（半
）纤维素酶]生产的。
典型的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有洗涤剂成型、食品和饲料以及纸浆和造纸等工业，其次是异构酶和裂解以
及有明显增长的氧化还原酶。
现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有丹麦的NOVONordisk公司，接着是美国的Genencor公司，其它两个重要
的公司是荷兰的Gist-Brocades和Quest，主要集中于食品和饲料酶方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用催化基础>>

编辑推荐

《应用催化基础》可供科研院所、企业、高等院校中从事与催化有关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
院校本科学生、研究生教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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