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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Ｐｔ／ＴｉＯ２上光催化降解污水中的对氟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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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Ｐｔ／ＴｉＯ２存在下，研究了光催化降解对氟苯甲酸的反应．考察了反应时间、溶液初始ｐＨ值以及污染物
初始浓度对光催化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溶液的紫外吸光度值随反应时间不断下降；反应７ｈ时，溶液的 ＴＯＣ
去除率达２３．２％；反应０．５～２ｈ内，氟离子平均生成速率为３．５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ｈ－１；在反应３～７ｈ内，氟离子
平均生成速率为６．２２×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ｈ－１．在溶液初始ｐＨ值 ＝３．３４～３．７２时，氟离子生成速率最大，在碱性
范围内，氟离子的生成速率为零．当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１．８０×１０

３ｍｏｌ·Ｌ－１时，光催化降解生成氟离子的速率随

着对氟苯甲酸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当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００×１０
３ｍｏｌ·Ｌ－１时，光催化降解生成氟离子的速率不

再随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探讨了可能的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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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中存在的难以
生物降解的有机污染物日益增多，这已经成为环境

处理特别是水处理的一个难点问题［１－２］．先进清洁
技术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日本、美国、德国等发

达国家每年都在环境治理技术开发领域花费巨额资

金，我国政府同样非常重视．半导体光催化氧化技
术可以将低密度的太阳能转化为高密度的化学能，

直接降解矿化水和空气中的多种污染物，具有无

毒、稳定、廉价、可以重复使用等多重优点，该法

操作条件容易控制、活性物种氧化性强且没有二次

污染，在环境净化方面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３－８］．
对氟苯甲酸可用作抗菌消炎药和外科手术局部

麻醉剂的中间体，也可用于合成有机氟杀虫剂和除

草剂，随着医药及农药工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含对

氟苯甲酸的工业废水随之产生．对氟苯甲酸对人体
眼睛、皮肤和粘膜有刺激作用，对肝、肾也有损害

作用，且该种有机物难以生物降解，若不经处理，

直接排放，将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给人类健康带

来极大危害［９－１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并寻找含氟
有机物的光催化降解规律，我们以 Ｐｔ／ＴｉＯ２为催化
剂，开展了光催化降解水中对氟苯甲酸的研究，并

探讨了可能的反应机理．

１　实验部分

１．１实验仪器
Ｚｅｔａ电位仪（Ｎａｎｏｔｒａｃ，ＭｉｃｒｏｔｒａｃＩｎｃ），电化学

分析仪（ＣＨＩ６００ｂ），１６０ｍＬ具有平面窗口的Ｐｙｒｅｘ光
反应器，电子天平（ＥＬ１０４），超 声 波 清 洗 器
（ＫＱ５２００Ｂ），紫外光照射器（自制），酸度计（ｐＨｓ—
３Ｃ），磁力搅拌器（７８１），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ＵＶ
７２００），ＴＯＣＶＷＰ型 ＴＯＣ分析仪（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１．２主要实验药品

对氟苯甲酸、氯铂酸，Ｐ２５（德国）ＴｉＯ２，氟化钠，

ＴＬＳＡＢ溶液，硫酸、氢氧化钠．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３试剂及光催化剂的制备［４］

制备 Ｐｔ／ＴｉＯ２催化剂时，选用的 Ｐｔ负载量

为０．５％［１１］，每 次 光 反 应 的 催 化 剂 投 入 量

为０．０４０ｇ．通过光沉积法原位载 Ｐｔ：称取１．０００ｇ
的Ｐ２５ＴｉＯ２（Ｄｅｇｕｓｓａ，德国），加入１．９３×１０

－３ｍｏｌ·
Ｌ－１的氯铂酸１３．３ｍＬ，然后用蒸馏水稀释至８０．０
ｍＬ，维持磁力搅拌状态，选用２５０Ｗ的高压汞灯为
入射光源，光照１０ｈ，使Ｐｔ沉积在 ＴｉＯ２表面．样品
置于烘箱中，在１００℃条件下干燥１０ｈ，即得Ｐｔ负
载量为０．５％的Ｐｔ／ＴｉＯ２光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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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光催化反应
选用 ２５０Ｗ 高压汞灯为入射光源，反应在

２５℃条件下进行．光反应器（体积约为 １６０ｍＬ）为
具有平面窗口的 Ｐｙｒｅｘ玻璃瓶．每次光反应，均往
反应瓶中加入 １００ｍＬ含一定浓度对氟苯甲酸的水
溶液 和０．０４０ｇ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催化剂．光反应前均
用超声波发生器分散催化剂 ５ｍｉｎ．反应过程中，
为了使催化剂保持悬浮状态，始终维持磁力搅拌，

每次光反应均保持固定搅拌速率及固定光距．
１．５氟离子浓度的测定

降解产生的氟离子浓度用电化学方法测定，测

定采用双电极工作池，以氟离子选择性电极为工作

电极，以饱和甘汞电极作参比电极．根据能斯特方
程Ｅ＝Ｅθ０．０５９ｌｇＣＦ＝Ｅθ＋０．０５９ｐＦ可知电位值
Ｅ与 ｐＦ值成线性关系，由此可监测反应液中光催
化降解产生的氟离子浓度．测定氟离子的标准曲线
如图 １所示，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０．０４８ｘ＋
０．００７９（Ｒ２＝０．９９９７）．选用开路电位时间曲线法，
即可测得不同溶液对应的氟离子浓度．

图１电位值与ｐＦ值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Ｆ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６催化剂等电点的测定
取 ０．０２０ｇ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催化剂，加入 ５０

ｍＬ蒸馏水，用 ０．０１ｍｏｌ·Ｌ－１的 Ｈ２ＳＯ４和 ＮａＯＨ调
节至不同的 ｐＨ值，用 Ｚｅｔａ电位仪测定不同 ｐＨ值
条件下的 Ｚｅｔａ电位值，以 Ｚｅｔａ电位值为纵坐标，
ｐＨ值为横坐标作图，Ｚｅｔａ电位值为零的时候对应
的 ｐＨ值即为催化剂的等电点．
１．７溶液吸光度及溶液 ＴＯＣ值的测定

取光照时间为 ０ｈ、１ｈ、３ｈ、５ｈ、７ｈ的反应
液，分别取样 ４０ｍＬ，离心 ３０ｍｉｎ，离心３次，取

上层清液．清液各分成两份，一份用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监测２００～３３０ｎｍ区间的紫外吸收曲线，另
一份用 ＴＯＣ分析仪测定总有机碳 （ＴＯＣ）含量，
ＴＯＣ％ 表示 ＴＯＣ的去除率．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光催化降解的时间曲线及反应机理的探讨
２．１．１光催化降解的时间曲线　　图２为光催化降
解过程中反应液的紫外吸收图谱．由图 ２可以看

图２溶液的紫外吸收曲线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Ｕｌｔｒａｖｉｄ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０ｍＬ，ｍ（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０．０４０ｇ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０．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

出，随着光催化反应的进行，对氟苯氧甲酸在各个

波段的吸光度有所下降，这说明对氟苯甲酸在我们

的实验条件下能被有效降解．而且图 ２还显示反应
０～３ｈ的吸光度下降速率明显比反应３～７ｈ大，
这说明反应初期的光催化降解速率比反应后期的光

催化降解速率大．
　　图３为溶液 ＴＯＣ去除率与反应时间的关系曲
线．由图３可以看出，反应 ７ｈ时，溶液的 ＴＯＣ％
可以达到２３．２％，且反应初期的 ＴＯＣ去除速率明
显比反应后期的ＴＯＣ去除速率大．显然，该组数据
与图 ２数据所得结论相一致．
　　图 ４反映了对氟苯甲酸降解过程中溶液酸碱
度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降解过程中，溶液
的 ｐＨ值不断下降，表明降解矿化过程中有酸性物
质产生．
　　在有机污染物的矿化过程中，还可以通过监测
无机离子的产生来进一步研究有机污染物自身的降

解规律［１２］．因此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无机氟离子
的生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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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溶液 ＴＯＣ去除率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ＴＯＣ％ 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０ｍＬ，ｍ（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０．０４０ｇ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０．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

图４溶液 ｐＨ值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４ＴｈｅｐＨ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０ｍＬ，ｍ（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０．０４０ｇ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０．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

图５为光催化降解对氟苯甲酸生成的氟离子浓
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从图５可知，随着反应的进
行，溶液所含氟离子浓度逐渐升高，在反应０．５～
２ｈ内，氟离子浓度与反应时间成良好线性关系，
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３．３５４３ｘ＋２．０３（Ｒ２＝０．９９６４），
氟离子平均生成速率为３．５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ｈ－１；
在反应３～７ｈ内，氟离子浓度与反应时间成良好线
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ｙ＝６．０９３ｘ－３．１６６５（Ｒ２＝
０．９９５８），氟离子平均生成速率为６．２２×１０－５ｍｏｌ·
Ｌ－１·ｈ－１．也就是说，就检测到的数据而言，反应初
期的氟离子生成速率反而比反应后期小．显然，这

与图２、图３数据所得结论不相符合．

图５光催化生成氟离子的时间曲线
Ｆｉｇ．５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０ｍＬ，ｍ（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０．０４０ｇ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０．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

２．１．２反应机理的探讨　　图２、图３数据均显示
反应初期的降解速率大于反应后期，这很可能与无

机氟离子的影响有关．随着光催化反应的进行，溶
液中产生的氟离子很可能取代表面羟基·ＯＨ吸附
在催化剂表面［１３］，从而使表面羟基·ＯＨ脱附得以
进入液相，这时，有效的光催化降解反应不仅局限

在催化剂表面，体系液相中也能发生，因此氟离子

的存在对光催化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
而，反应一段时间后，氟离子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

可能达到平衡，这样，氟离子就不能再取代羟

基·ＯＨ使之脱附，这时有效的光催化反应又只局
限在催化剂表面，氟离子对光催化反应的促进作用

随之减弱，因此，反应后期的降解速率随之减小．
图 ５数据显示反应初期的氟离子生成速率低于反
应后期，这很可能是因为反应初期部分氟离子取代

表面羟基·ＯＨ吸附在催化剂表面，导致电化学方
法无法检出，使得氟离子检出生成速率较小．随着
反应的进行，氟离子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很可能达

到饱和状态，这时，反应中生成的氟离子全部停留

在液相中得以检出，从而使得氟离子的电化学检出

浓度增大，所以图 ５数据才显示反应初期的氟离子
生成速率低于反应后期．
２．２Ｐｔ／ＴｉＯ２Ｚｅｔａ电位与溶液的ｐＨ值的关系

沉积在 ＴｉＯ２表面的单质 Ｐｔ在催化过程中既是

电子捕获中心，也是氧的吸附中心，有利于提高光

催化效率［１４］．当只有少量 Ｐｔ负载于 ＴｉＯ２表面时，

１５４第５期　　　　　　　　　　　　　谢艳招等：在Ｐｔ／ＴｉＯ２上光催化降解污水中的对氟苯甲酸



对催化剂等电点的影响较小［１５］．为了用实验证实
这一点，我们还特别测定了 Ｐｔ／ＴｉＯ２催化剂的等电

图６催化剂Ｚｅｔａ电位与溶液 ｐＨ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ｗｉｔｈｐ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５０ｍＬ，ｍ（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０．０２０ｇ

点．从图 ６可以看出，催化剂的等电点与溶液的

ｐＨ值有密切关系．根据等电点的定义，当 Ｚｅｔａ电
位值为零的时候对应的 ｐＨ值即为 Ｐｔ／ＴｉＯ２的等电
点，因此实验所用 Ｐｔ／ＴｉＯ２催化剂的等电点约
为６．４４．
２．３溶液初始ｐＨ值对光催化反应的影响

表１呈现了溶液初始 ｐＨ值与对氟苯甲酸降解
过程中生成氟离子浓度之间的关系．

表１溶液初始ｐＨ值与光催化生成氟离子浓度之间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１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Ｈｏ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ｆｌｕｏｒｉｎｅ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 ＣＦ／（１０
－５ｍｏｌ·Ｌ－１）

２．０１ ５．３２

３．３４ ８．８６

３．７２ ８．１６

５．９５ ４．４８

８．０２ Ｔｒａｃｅ

１０．９９ ０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０ｍＬ，ｍ（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 ０．０４０ｇ，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０．００１ｍｏｌ·Ｌ
－１，ｔ＝２ｈ

　　在溶液初始ｐＨ值 ＝３．３４～３．７２时，光催化
生成氟离子的速率最大，随着 ｐＨ值的增大，氟离

子生成速率逐渐降低，在碱性范围内，氟离子的生

成速率为零．这可能与对氟苯甲酸和氟离子在催化
剂上的吸附有关．催化剂ＴｉＯ２表面是两性的，在水
溶液中存在表面羟基化［１６］，由图６可以看出，实
验所用催化剂等电点约为 ６．４４．因此，催化剂表面
的酸碱平衡可以表示为：

ＴｉＯＨ＋Ｈ幑幐＋ ＴｉＯＨ２
＋　　ｐＨ＜６．４４

幑幐ＴｉＯＨ ＴｉＯ－＋Ｈ＋　　 ｐＨ＞６．４４
对氟苯甲酸在水溶液中以两种形式存在：分子

和酸根阴离子．在酸性环境中，由于催化剂ＴｉＯ２表
面带正电荷，能有效吸附阴离子，因此有机酸根阴

离子和氟离子均可有效吸附在催化剂表面，而且无

机氟离子的有效吸附很可能促进光催化反应速率的

提高，因此在酸性范围内氟离子生成速率较大．但
当 ｐＨ值过低时，由于同离子效应，大大阻碍了对
氟苯甲酸的电离，溶液中的酸根阴离子浓度急剧减

小，所以反应开始的降解速率就较小，由于氟离子

浓度过低，氟离子对光催化反应的正效应也无法充

分体现．当 ｐＨ接近于催化剂的等电点（６．４４）时，
由于静电吸引减少，进一步阻止了对氟苯甲酸和氟

离子在 ＴｉＯ２表面的吸附，故光催化生成氟离子迅速
减小．而在碱性环境中，对氟苯甲酸大部分以酸根
阴离子形式存在，这时候催化剂表面也带负电，由

于静电排斥作用，完全阻碍了对氟苯甲酸在催化剂

表面的吸附，因此光催化降解速率几乎为零，氟离

子对光催化反应的正效应也就无法体现，因此反应

数据显示氟离子的生成速率几乎为零．
另外，由图６可知，溶液初始 ｐＨ值能显著影

响催化剂的 Ｚｅｔａ电位值，而 Ｐ２５ＴｉＯ２作为一种纳
米光催化材料，在溶液中形成溶胶，溶胶体系稳定

性又受到催化材料Ｚｅｔａ电位值的影响，详见表２．

表２Ｚａｔｅ电位与 Ｐｔ／ＴｉＯ２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Ｚａ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ｔ／ＴｉＯ２

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ｍＶ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５ ｒａｐｉｄｌｙ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

±１０～±３０ ｐｏｏ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０～±４０ ｍｅｄｉｕ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０～±６０ ｇｏｏ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６１ ａｄｍｉｒａｂｌ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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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６和表２可知，溶液初始 ｐＨ值为３．７２时，
对应的Ｚｅｔａ电位值大于３０ｍＶ，这时催化剂稳定性
较好，不容易发生团聚，催化活性较高，因此光催

化产生氟离子的速率也较大；当溶液初始 ｐＨ值为
５．９５时，对应的Ｚｅｔａ电位值为７ｍＶ，这时催化剂
的稳定性开始降低，部分发生团聚，因此催化活性

有所下降，光催化产生氟离子的速率也随之下降．
这很可能是溶液初始 ｐＨ值能够影响光催化反应速
率的另一原因．
２．４对氟苯甲酸初始浓度对光催化反应的影响

由于反应过程中有机污染物对氟苯甲酸的浓度

不断变化，为了更准确地确定起始反应速率，反应

时间应尽可能缩短，但又要同时兼顾分析方法的检

测范围，我们所采用的反应时间为２ｈ．
从图７可以看出，当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１．８０×

图７光催化生成氟离子浓度与对氟苯甲酸初始
浓度的关系

Ｆｉｇ．７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０ｍＬ，ｍ（０．５％ Ｐｔ／ＴｉＯ２）＝０．０４０ｇ，ｔ＝２ｈ

１０３ｍｏｌ·Ｌ－１时，光催化降解生成氟离子的速率随
着 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当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００×１０

３ｍｏｌ·Ｌ－１时，光催化降
解生成氟离子的速率不再随有机污染物浓度的变化

而发生改变，这很可能与催化剂能提供的活性位置

有关．若要发生有效的光催化反应，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或者氟离子需预先吸附在催化剂表面的活性位
置上，然而，定量的催化剂提供的活性位置是定量

而有限的，在催化剂表面的活性位置吸附量未达饱

和之前，增加 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的初始浓度能有
效提高光催化降解速率．而在催化剂表面的活性位

置吸附量达到饱和之后，增加污染物初始浓度已不

能再对光催化反应速率造成影响．

３结　论
３．１在实验条件下，反应液的紫外吸光度值不

断下降，说明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能够被有效降解．
而且反应初期的吸光度下降速率高于反应后期．
３．２反应 ７ｈ时，反应液的 ＴＯＣ去除率达到

２３．２％，且反应初期的 ＴＯＣ去除率明显高于反应
后期．
３．３反应０．５～２ｈ内，氟离子平均生成速率为

３．５３×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ｈ－１；反应 ３～７ｈ内，氟离子
平均生成速率为６．２２×１０－５ｍｏｌ·Ｌ－１·ｈ－１．数据显
示反应初期的氟离子检出生成速率低于反应后期．
３．４在溶液初始ｐＨ值 ＝３．３４～３．７２时，光

催化生成氟离子的速率最大，随着 ｐＨ值的增大，
氟离子生成速率逐渐降低，在碱性范围内，光催化

生成氟离子的速率为零；

３．５当 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１．８０×１０
３ｍｏｌ·Ｌ－１

时，光催化反应速率随着 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浓度
的增大而不断增大．当Ｃ０（ｐｆｌｕｏｒｏ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００×１０

３

ｍｏｌ·Ｌ－１时，光催化生成氟离子的速率不再随污染
物浓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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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催化》简介

《分子催化》是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办、中国科学院主管、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向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学术性刊物。主要报道有关分子催化方面最新进展与研究成果。辟有学术论文、研究简报、研

究快报及综合述评等栏目。内容侧重于配位催化、酶催化、光助催化、催化过程中的立体化学问题、催化反

应机理与动力学、催化剂表面态的研究及量子化学在催化学科中的应用等。工业催化过程中的均相催化

剂、固载化学的均相催化剂、固载化的酶催化剂等活化、失活和再生；用于新催化过程的催化剂的优选与

表征等方面的内容，本刊亦有报道。读者对象主要是科研单位及工矿企业中从事催化工作的科技人员、研

究生、高等院校化学系和化工系的师生。

《分子催化》已被美国化学文摘（ＣＡ）、俄罗斯化学文摘、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化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国化工文摘等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收录。《分子催化》现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

中国核心期刊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曾荣获中科院和甘肃省科委“优秀期刊三等奖”和“优秀科技期刊”奖。

《分子催化》为双月刊，每逢双月末出版，大１６开本，约１６万字，每册定价２０００元。中国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３５５５／ＣＮ６２１０３９／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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