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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我从昭和43年（1968年）进入公司开始到平成14年（2002年）的33年之间恰是日本化学
工业急速发展时期。
入社当初刚刚开始接触催化剂，鹿岛县和大分县的乙烯装置还在建设之中。
当时的贵金属催化剂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昂贵，只是在重整装置上使用的Pd/Al2O3催化剂以及瓦克尔
氧化（Wackeroxidation）和乙烯精制中使用的PdCl2，Pd/Al2O3催化剂等有所应用。
在那之后不久，使用贵金属催化的合成路线开始不断实现工业化。
在重整装置上使用Pt?Re的二元催化剂使催化剂的寿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
现在的石油化学中，己内酰胺合成中的Pd/C催化剂，醋酸乙烯合成中的Pd?Au/SiO2催化剂，聚酯原料
的对苯二甲酸精制用的Pd/C催化剂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均相反应的辛醇装置、醋酸甲酯装置已经开始使用金属铑催化，手性合成反应中使用手性配
体?Ru络合物等也都成为了现实。
为解决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汽车尾气净化中已经广泛使用贵金属催化剂。
在这一系列新技术的开发过程中日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即使与欧美相比日本的贵金属催化剂使用实例也更多，催化剂的关联技术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我至今仍无法忘记，多年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化学工厂访问时，我亲眼见证了我所开发出来的
催化剂被装填到装置里那一幕。
此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有过我曾经提出过的催化剂被其他人成功申请专利的体验，这其中既有
遗憾但也有喜悦。
对一直从事工业催化剂开发的我来说，33年间确实充满了快乐。
对于那些与我共同提出开发催化剂的同僚以及那些曾经由于某些原因与我共同探讨过催化剂问题的朋
友来说，我都觉得有必要把到目前为止有实用性的贵金属催化剂进行一下略详细的总结。
因为对石油化学来说，催化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因此，有必要再研究和追求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使用方法。
由于本书是以我个人的经验为基础进行的总结，所以氨氧化等贵金属网催化剂、汽车尾气催化剂以及
燃料电池催化剂相关部分，本书中没有涉及。
衷心希望本书能够对从事催化剂相关工作的各位朋友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最后，向30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从事催化剂相关工作机会的NE Chemcat公司，各位前辈，Engelhard公司
的友人，以及给予过我帮助和指导的所有朋友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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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贵金属催化剂:实用金属催化剂的反应和实例》是作者以自己30多年来在N．E．Chemcat公司从
事催化剂相关工作的经验基础上进行的总结。
在《工业贵金属催化剂:实用金属催化剂的反应和实例》中作者觉得有必要把到目前为止有实用性的贵
金属催化剂进行一下略详细的总结。
因为对石油化学来说，催化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因此，有必要再研究和追求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使用方法。

《工业贵金属催化剂:实用金属催化剂的反应和实例》作者是日本著名的工业催化剂开发权威，对汽车
尾气净化催化剂、脱硫催化剂、加氢裂解、分子筛等许多世界领先的催化剂工业技术的开发和市场化
做出过关键性贡献，《工业贵金属催化剂:实用金属催化剂的反应和实例》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
书中分12章，详细介绍了贵金属催化剂的特征、使用方法、催化剂失活、工业催化剂的开发、反应器
的优化设计、非均相催化反应、均相催化反应、特殊反应催化剂、气体相关催化剂、环境催化剂、对
催化反应和催化剂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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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 贵金属催化剂的特征 贵金属催化剂指负载有铂族金属Pd，Pt，Ru，Rh，Ir，Os的
催化剂，黑色金属超微粒子，氧化物，氯化物和络合物等。
Au也可作为催化剂，但是应用极少。
由于这些金属的原子最外层d电子很容易与氢原子或氧原子形成共价键，所以对还原反应，氧化反应
等很多反应表现出很高的活性。
因此，反应可在温和条件下进行并表现出高选择性，高收率和副产物少等特点。
温和的反应条件又直接促进能源的节约。
另一方面，作为资源，有产量少并且不易氧化的特点，因此有很高的制造装饰品和装饰金属的价值，
也被作为投资对象，价格甚至达到其他金属的100倍以上。
工业上金属的有效利用十分重要，催化剂的高活性化和长寿命化利用技术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从活性和耐毒性方面考虑，贵金属催化剂多作为负载催化剂使用。
浆态床大多使用活性炭，金属铝等粉末，而固定床则多使用金属铝及硅等成型品（图1—1）。
 固体催化剂的情况下，因为反应底物从外部扩散接触催化剂进而在催化剂表面上反应，因此催化反应
为表面反应。
可以通过Eley—Rideal机理和Langumuir—Hinshelwood机理两种方法对反应进行解释。
根据反应底物和催化剂的不同来决定具体采用哪种机理进行说明。
Eley—Rideal机理可用如下的模型给予解释：例如载体表面的Pt粒子上首先吸附解离的氧，一氧化碳分
子接近并在催化剂表面与氧结合形成二氧化碳再扩散到外部。
而Langumuir—Hin—shelwood机理可用如下的模型给予解释：Pt表面吸附解离氧的同时也一并吸附一
氧化碳，氧和一氧化碳在催化剂表面碰撞形成二氧化碳进而从催化剂表面向外扩散。
 1．2活性 贵金属在金属特性上与Ni等普通金属催化剂比较，在很多反应中表现出极高的反应活性。
大多反应在压力1．0MPa以下，温度150℃以下进行。
普通金属催化剂中金属浓度通常为20％～50％（质量分数），而贵金属负载催化剂只有0．5％～5％（
质量分数）。
在催化剂的使用量上，浆态床的情况下也只有Ni等普通金属催化剂的1／10以下用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重复利用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普通金属催化剂。
在选择催化剂的时候，因为活性都很高，所以具体选Pd还是选Pt有时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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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贵金属催化剂:实用金属催化剂的反应和实例》的作者室井高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工业催化剂开
发权威，担任过日本催化学会副会长。
在日本N.E.Chemcat公司长年从事工业催化剂的开发和放大。
《工业贵金属催化剂:实用金属催化剂的反应和实例》这本书是他一生保贵经验的总结。
室井高城先生为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脱硫催化剂，加氢裂解，分子筛等许多世界领先的日本催化剂
工业技术的成功和市场化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虽然各种催化剂的书多如恒河沙数，但他写的所有的催化剂的书都摆在我的书架上。
这本书是集中阐述贵金属催化剂的。
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人
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抛开贵金属本身的资源局限性问题不论，从石油化工，煤化工到环境催化剂，贵金属催化剂是整个催
化行业的主力和最终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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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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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