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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世界能源和化学工业85％以上是建立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这三种可燃性矿物资源基础之上的
。
然而在这三大支柱性能源中，石油资源日益枯竭，煤炭资源尽管储量丰富，但使用时污染严重，对环
境保护带来严重的挑战，因此，作为优质清洁能源和化工原料的天然气被期望在现代经济中扮演更加
重要的角色。
面对天然气的诸多优势，甚至有专家称：“21世纪将是天然气的世纪”。
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甲烷转化技术的研究，甲烷分子中C-H键能高达435kJ／mol，
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离工业化目标尚远，经“合成气”制备重要化学品和液体燃料的间接转化
法成为当今国际上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因此，进行合成气制备新技术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紧紧围绕合成气的制备过程，对目前国际上处于研究热点的“晶格氧部分氧化甲烷制取合成气”
这种新方法开展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内容主要涉及氧载体与甲烷反应的热力学理论分析和平衡组分模拟、铈基氧载体的实验筛选及其优化
，晶格氧部分氧化甲烷制取合成气反应机理的研究和熔融盐反应新体系的探索等关键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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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合成气的制备过程，对晶格氧部分氧化甲烷制取合成气技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全书共分8章，内容主要涉及氧载体与甲烷反应的热力学理论分析和平衡组分模拟、氧载体的实验筛
选及性能优化、反应机理研究和有熔融盐介质参与的反应新体系的探索等重要基础问题。
    本书适合从事能源、冶金、材料、化工等相关领域科技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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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绪论1.1 引言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关注的焦点，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目前世界能源和化学工业有85％以上是建立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这三种可燃性矿物资源的基础上的
。
已经探明的可获得的化石燃料包括约1万亿t煤、1.2 万亿桶石油和170万亿m3的天然气。
在这三大支柱性能源中，石油资源日益枯竭，煤炭资源尽管储量丰富，但使用时污染严重，对环境保
护带来严重的挑战。
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关注有着丰富来源的、能作为优质清洁能源和化工原料的天然气，期望其在现代
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人类已进人21世纪，其经济特征正向节能经济、环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变。
因此，面对天然气的诸多优势，有专家称：“21世纪将是天然气的世纪”。
天然气是一种生态型能源，具有清洁、高热值、低成本、符合环境保护等时代要求的优点，因而被称
为最理想的城市能源。
若将煤的废气排放水平定位100，那么天然气的CO2、NOx和SOx的排放水平分别为57、20-37和0，也
就是说单位能量中天然气所产生的CO2至少比煤少40％-50％。
可见，使用天然气能明显减轻全球和区域环境的负担，这在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过程中，与改善
生存环境的要求相适应。
与此同时，日益活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大大加剧了对电力的需求，电力部门在选择燃料时越来越青睐
天然气。
天然气以管网形式输送给用户后，使用的方便性和安全性在实践中早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其价格在
与其他能源价格的竞争中也突显优势，所有这些都促使了天然气在工业和民用燃料方面得到了广泛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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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晶格氧部分氧化甲烷制取合成气技术》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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