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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国内外黄磷企业生产黄磷的方法均为电热法。
近年来，全球黄磷生产的重心已转移到中国，我国黄磷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75万t／a。
随着我国黄磷生产企业的整合和技术进步，单台制磷电炉生产能力的逐步大型化以及黄磷企业产能的
扩大，综合利用黄磷尾气这一重要碳一化学资源、保护环境，已成为我国黄磷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可以为黄磷尾气综合利用的规模化提供必要条件。
黄磷尾气含有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多年来一直没有较好地得到利用，其原因主要是尾气中含有较多的
杂质（硫、磷、氟等），这些杂质因无成熟的深度净化技术，而长期无法全部利用。
　　本书根据黄磷尾气的特点，以黄磷尾气深度净化为目标，开发出黄磷尾气多元高效净化催化剂，
重点研究了过渡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的吸附性能和净化机理。
通过载体选择实验和催化剂制备优化实验，研制了脱磷、硫催化剂配方，研究了制备条件和操作条件
对催化剂净化效果的影响；通过再生实验评价了催化剂再生效果；通过催化剂的吸附等温线计算吸附
热，通过吸附速率曲线计算活化能，确定了金属氧化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及其变化
规律，确定了主要反应的反应常数；并利用SEM、BET、XRD、XPS等表征手段研究了催化微观结构变
化及中间产物的生成和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脱磷和脱硫反应过程体系，得出了反应过程的反
应机理和对应的化学反应方程。
　　首先，采用浸渍法改性活性炭吸附净化低浓度的PH3和H2S，研究了不同浸渍液改性活性炭吸附
净化PH3、H2s的性能，研究结果表明：0．05mol／L的浸渍液，80℃和氧含量O．8％（体积分数）是
最佳反应条件。
改性后的活性炭用氮气吸附的方法测定其孔结构特征，表明改性减少了空隙率，特别是减少了微孔体
积，说明Cu（Ac），浸渍对活性炭的改性是有效的，cu（Ac）2改性可以显著增加活性炭对PH3和H2S
的吸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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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磷尾气催化氧化净化技术》介绍了黄磷尾气深度净化技术和用于净化催化剂的设计、开发、
制备和应用技术，内容包括催化剂配方筛选及催化剂制备，催化剂分析和表征，催化剂评价，催化反
应热力学、动力学，催化剂反应机理探讨，催化剂的再生，催化净化工艺优化，数值模拟，以及催化
剂工业应用研究等。
　　《黄磷尾气催化氧化净化技术》可供从事化学工程、材料工程以及工业废气治理的环保工程工作
的技术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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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引言　　1.1.1　黄磷尾气的产生及存在问题　　C0是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
排放C0的天然来源有：火山爆发、天然气、森林火灾、海洋中生物的作用、叶绿素的分解以及上层大
气中甲烷的光化学氧化和C0，的光分解等。
C0的人为来源主要是含碳物质的不完全燃烧，如炼油厂尾气、炼铁高炉废气、黄磷炉尾气（C0含量90
％左右）、天然气部分氧化尾气、炼钢转炉烟气（C0含量60％左右）、密封电石炉气、合成氨铜洗池
放气（C0含量65％～80％左右）、炭黑炉尾气等。
据报道，人类每年消耗的能源中煤、石油、天然气占95％。
在煤、石油、天然气三大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均产生大量的C0尾气。
城市中大量汽车的排放尾气也是大气中C0的重要污染源，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尤其严重。
　　从天然磷酸盐中提炼磷元素的过程中产生的尾气称为黄磷尾气。
根据热量来源的不同，黄磷制取一般有电炉法和高炉法。
两种方法原理基本相同，本节主要介绍普遍采用的电炉法制磷工艺。
该方法是将磷矿石（Ca3（P04）2）、硅石（Si02）和焦炭（C）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加热熔融，
在1300～1500。
C的温度范围内，使磷元素升华释放出来，其反应方程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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