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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柠檬酸配合法制备了系列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ｘ＝０，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０．１，０．１５，０．２）催化剂，采用低温
Ｎ２物理吸附，氢程序升温还原（Ｈ２ＴＰＲ）、氧程序升温脱附（Ｏ２ＴＰＤ），Ｘ射线衍射（ＸＲＤ）和 Ｘ射线光电子能谱
（ＸＰＳ）研究了其物理化学性质，并考察了甲烷催化燃烧活性．结果表明，当Ｃａ摩尔掺杂量为０．１时，催化活性最
好．ＸＲＤ和ＢＥＴ表征结果表明Ｃａ可以进入钙钛矿结构中，Ｃａ掺杂对催化剂的比表面积无显著影响．Ｈ２ＴＰＲ和

ＸＰＳ表征结果表明 Ｃａ掺杂增加了 Ｍｎ４＋的含量．Ｏ２ＴＰＤ表征结果表明适量 Ｃａ掺杂可以降低晶格氧脱出温度．

Ｍｎ４＋具有较强氧化性，因此提高了催化活性，但随着Ｃａ掺杂量增加，催化剂表面吸附氧含量有所减少，表明气相
中氧难以迅速补充消耗的晶格氧，Ｃａ掺杂量继续增加又会使催化活性有所下降．依据反应机理，Ｃａ掺杂一方面
可以促进Ｍｎ４＋含量增加，有利于催化活性；另一方面会使催化剂表面吸附氧含量有所下降，降低了催化活性．
关键词：钙钛矿；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掺杂；甲烷催化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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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烷催化燃烧技术应用广泛，在较低温度下可
使甲烷与氧气发生反应生成 ＣＯ２、Ｈ２Ｏ并放出能
量，既能提高利用效率，还能解决甲烷以传统方式

燃烧时的环境污染问题［１－３］，因此近年来倍受关注．
甲烷催化燃烧催化剂体系主要包括贵金属、过渡金

属氧化物、六铝酸盐以及钙钛矿型催化剂［４－７］．贵
金属催化剂虽然活性高，但价格昂贵，高温下易失

活且抗硫性较差．过渡金属氧化物催化剂价格较
低，但活性较低，对氯、硫和水蒸气的耐受性较差．
六铝酸盐制备时需要在８００℃以上高温焙烧，制备
条件苛刻［８－９］．钙钛矿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催化
活性而在诸多催化领域得到广泛关注，主要包括制

备方法、掺杂和负载的研究．Ｗａｎｇ等［１０］利用

Ｌａ１－ｘＳｒｘＭｎＯ３负载在氧化石墨上来提高比表面积，
增大吸附氧，进而提高催化活性．明彩兵等［１１］将

ＬａＣｏＯ３负载在ＹＳＺ固溶体上，提高了催化剂中表
面活性氧物种的含量，从而提高了催化活性．钙钛
矿制备方法主要有沉淀法、共沉淀法、溶胶凝胶

法、燃烧法、水热合成法和柠檬酸配合法．柠檬酸
配合法具有工艺简单，得到的催化剂比表面积较

大、晶型单一等优点［１２－１３］．掺杂主要是对钙钛矿 Ａ

位和Ｂ位进行掺杂，主要是为了提高催化剂稳定
性、抗毒性和催化活性［１４］．Ａ位掺杂的原子有 Ｐｒ、
Ｅｕ、Ｓｒ、Ｃｅ和Ｃａ等［１４－１６］．Ｉｖａｎｏｖ等［１７］研究了Ｓｒ掺
杂的Ｌａ１－ｘＳｒｘＭｎＯ３（ｘ＝０、０．３、０．５）催化剂活性，结
果显示Ｓｒ的掺杂能够提高催化剂中氧的迁移率，
从而改善催化活性．Ａ位掺杂可以影响Ｂ位元素价
态，同时影响钙钛矿晶型，所以 Ａ位的掺杂对钙钛
矿型催化剂的活性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Ｍｎ可以呈现出＋３价和＋４价两种价态，
而Ｍｎ４＋具有强氧化性，Ｃａ呈现＋２价，因此Ｃａ掺杂
在ＬａＭｎＯ３中可以影响 Ｂ位 Ｍｎ的价态以及催化剂
中氧的非化学计量比，进而影响催化剂的活性．通
过柠檬酸配合法制备了系列 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ｘ＝
０～０．２）催化剂，并用低温 Ｎ２物理吸附、ＸＲＤ、
Ｈ２ＴＰＲ，Ｏ２ＴＰＤ和ＸＰＳ对催化剂进行了表征，讨
论了Ｃａ掺杂量对催化剂的结构、性能以及甲烷催
化燃烧活性的影响．

１实验部分
１．１催化剂制备

采用柠檬酸配合法制备 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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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０．１，０．１５，０．２）钙钛矿型催化
剂．以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Ｏ３＋δ为例，其制备过程如下：称
取Ｌａ（ＮＯ３）３固体９．６５ｇ、５０％硝酸锰溶液１１．８１
ｇ、Ｃａ（ＮＯ３）２·４Ｈ２Ｏ固体 ０．７８ｇ、Ｃ６Ｈ８Ｏ７·Ｈ２Ｏ
（水合柠檬酸）１３．８７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分析纯）．将Ｃ６Ｈ８Ｏ７·Ｈ２Ｏ、Ｃａ（ＮＯ３）２·４Ｈ２Ｏ
和Ｌａ（ＮＯ３）３固体分别用５０、１０和４０ｍＬ的去离子
水溶解，将所得溶液混合并加入５０％的硝酸锰溶
液，然后转移到三口烧瓶中．在搅拌条件下，９０℃
水浴蒸发直至溶液呈粘稠状，取出放入烧杯中，然

后放入烘箱中１２０℃干燥直至成块状固体．将所得
样品放入马弗炉中焙烧，以２℃·ｍｉｎ－１速率升温
至７００℃，恒温焙烧６．０ｈ，然后自然冷却，取出样
品压片，筛分，取粒径 ０．４５～０．２８ｍｍ的颗粒
备用．
１．２催化剂表征

采用美国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公司生产的ＴｒｉｓｔａｒⅡ３０２０分析仪测定催化剂的比表
面积，以Ｎ２为吸附质，样品为０．４５～０．２８ｍｍ的
催化剂颗粒，用ＢＥＴ方法计算催化剂的比表面积．

氢程序升温还原（Ｈ２ＴＰＲ）采用自制的 ＴＰＲ装
置进行测试，称取样品５０．０ｍｇ，颗粒度为０．４５～
０．１８ｍｍ．将样品装入装置中，通入５％Ｈ２Ａｒ混合
气，气体流速为２０ｍＬ·ｍｉｎ－１，先在５０℃下处理
３０ｍｉｎ，然后以１０℃·ｍｉｎ－１的升温速率从５０℃升
至８５０℃，采用热导池（ＴＣＤ检测器）监测氢气浓度
变化，给出ＴＰＲ谱图．

氧程序升温脱附（Ｏ２ＴＰＤ）在自制装置上进行，称
取样品２００ｍｇ，颗粒度为０．４５～０．１８ｍｍ．将样品装入
装置中，通入Ｏ２，流量２０ｍＬ·ｍｉｎ

－１，以１０℃·ｍｉｎ－１

的升温速率从室温升至７００℃，保温３０ｍｉｎ，然后降
温至５０℃，通入Ｈｅ气吹扫，再以１０℃·ｍｉｎ－１的升
温速率从５０℃升至７５０℃，采用热导池（ＴＣＤ检测器）
监测Ｏ２浓度变化，得到Ｏ２ＴＰＤ谱图．

采用日本理学 Ｄ／ＭＡＸ２５００ＶＬ／ＰＣ型 Ｘ射线衍
射仪对催化剂样品进行物相分析．测定条件为 Ｃｕ
Ｋα射线源，加速电压４０ｋＶ，发射电流４０ｍＡ，扫
描速率０．０２°／ｓ，扫描范围２０°～８０°．

用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制造的 ＥＳＣＡＬＡＢ２５０型 Ｘ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对样品进行ＸＰＳ分析．测试条件
为：室温，压力 ＜５×１０８Ｐａ，采用 ＡｌＫα（１４８６．６
ｅＶ）作为激发源，所测定的样品结合能都用Ｃ１ｓ的
结合能（２８４．６ｅＶ）进行校正．

１．３催化活性测定
活性测试在自行设计的常压固定床反应器上进

行，催化剂粒径０．４５～０．２８ｍｍ，用量５００ｍｇ．反
应气体组成（体积分数）：１％ ＣＨ４、９９％混合空气，
空速为２４０００ｍＬｇ－１ｈ－１．反应物及产物的组成用
ＧＣ９７９０气相色谱在线分析，以ＴＤＸ０１分子筛为色
谱柱，高纯Ａｒ为载气，ＴＣＤ作为检测器．催化剂的
活性用甲烷转化率表示，Ｔ１０、Ｔ５０和Ｔ９０分别表示甲
烷转化率在１０％、５０％和９０％时的反应温度．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ＢＥＴ

从表１中可知催化剂比表面积在１６．５～２０．０
ｍ２／ｇ之间，平均孔径则分布在１８．５～２１．０ｎｍ之
间，柠檬酸配合法可以得到典型的中孔结构．而其
他方法制备的ＬａＭｎＯ３比表面积主要分布在１．０～
１１．０ｍ２／ｇ［１８－１９］，柠檬酸配合法制备的 ＬａＭｎＯ３及
其Ｃａ掺杂样品比表面积分布在１６．５～２０．０ｍ２／ｇ
之间．柠檬酸配合法，７００℃焙烧制备 ＬａＭｎＯ３及
其Ｃａ掺杂样品的比表面积要比其他方法制备的比
表面积高．在实验范围内，即Ｃａ摩尔掺杂量为０～
０．２时，掺杂对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影响不大．

表１不同Ｃａ摩尔掺杂量的催化剂比表面积
Ｔａｂｌｅ１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ｌｃｉｕｍｍｏｌａｒｄ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ｍｏｌａｒｄｏｐ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Ｃａ

ＳＢＥＴ
／（ｍ２·ｇ－１）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ｒｅ
ｓｉｚｅ／ｎｍ

０ １８．２ １９．７

０．０３ １８．０ ２０．６

０．０５ １６．５ ２０．０

０．０７ １６．８ ２０．０

０．１ １８．２ ２１．２

０．１５ １９．３ １８．５

０．２ １６．９ １９．４

２．２ＸＲＤ
图１（ａ）为催化剂的ＸＲＤ谱图．在２θ＝３２．５°处

出现了强衍射峰，样品中未见 ＣａＯ和 ＭｎＯ２的特征
衍射峰．由此可见采用柠檬酸配合法，７００℃焙烧后
很可能制得单一钙钛矿型催化剂．在理想钙钛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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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催化剂的Ｘ射线衍射谱图
Ｆｉｇ．１（ａ）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ｂ）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２ｔｈｅｔａ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ｒｏｕｎｄ５８°

各离子半径间应满足关系式：（ＲＡ＋ＲＯ）＝槡２（ＲＢ＋
ＲＯ）其中ＲＡ、ＲＢ、ＲＯ分别表示Ａ、Ｂ和Ｏ的离子半
径．但形成钙钛矿结构并不需要严格遵循此规则．
可由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容限因子［２０２１］ｔ＝（ＲＡ ＋ＲＯ）／

槡２（ＲＢ＋ＲＯ），来判断形成钙钛矿的可能性．当
０．８９

"

ｔ
"

１．０２时，复合氧化物以钙钛矿结构存
在［２１］．假设Ｃａ掺杂进入 Ｂ位，经计算容限因子为
０．８１３，不能形成稳定钙钛矿结构．当 Ｃａ掺杂进入
Ａ位时，其容限因子为０．９４７，可以形成钙钛矿结
构．因此Ｃａ摩尔掺杂量小于０．２时，Ｃａ进入Ａ位，
而不是取代Ｍｎ进入Ｂ位．图１（ｂ）中给出了催化剂
在２θ＝５８°附近的Ｘ射线衍射谱图，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Ｃａ含量增加，衍射峰有规律的向大角度移动，
这表明Ｃａ掺杂促进了部分 Ｍｎ３＋向 Ｍｎ４＋转变［１８］．
经Ｓｃｈｅｒｒｅｒ公式计算出平均粒径，结果列于表２中．

表２催化剂的平均粒径
Ｔａｂｌｅ２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Ｔｈｅｍｏｌａｒｄｏｐ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Ｃａ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
ｓｉｚｅ／ｎｍ

０ １８．６

０．０３ １９．１

０．０５ １９．０

０．０７ １９．０

０．１ ２０．３

０．１５ ２１．５

０．２ ２３．３

Ｃａ掺杂导致催化剂平均粒径增加，Ｃａ掺杂能促进
催化剂焙烧过程中晶粒烧结，控制合适的焙烧温度

是关键．
２．３Ｈ２ＴＰＲ

图２是催化剂 Ｈ２ＴＰＲ谱图，主要可分为５５０

℃以上的高温区和５５０℃以下的低温区两个部分．

图２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催化剂的Ｈ２ＴＰＲ谱图

Ｆｉｇ．２Ｈ２ＴＰ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低温区包含３个峰，２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４５０℃和
４５０～５５０℃还原峰．随着 Ｃａ掺杂量增加，３００～
４５０℃的峰面积在减少，而４５０～５５０℃峰面积在增
加．参照ＣｕＯ还原峰面积计算催化剂化学式，根据
电中性原理可获得公式（１）．

δ＝
ｍＣｕＯＡＣ＋３ｍＣｕＯＡＭＯ －（３－ｂ）ｍＡＣｕＯＭＣｕＯ

ｍＡＣｕＯＭＣｕＯ －ｍＣｕＯＡＭ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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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δ：催化剂中的氧非化学计量比，ｍＣｕＯ：
氧化铜质量，ＡＣｕＯ：ＣｕＯ的 Ｈ２ＴＰＲ还原峰面积，
ＭＣｕＯ：氧化铜摩尔质量，Ａ：催化剂还原峰面积，即
３００～５５０℃范围内的峰面积，Ｃ：催化剂中减去氧
后剩余物质的摩尔质量，即 Ｃ＝１－ｘ( ) ＭＬａ＋ｘＭＣａ＋
ＭＭｎ，ｂ：假设掺杂Ｃａ后，Ｍｎ化合价假定为＋３价时

催化剂中氧的含量，ｍ：催化剂的用量，ＭＯ：氧原
子摩尔质量．假设低温区耗氢无关 Ｍｎ３＋还原成
Ｍｎ２＋，全部是由非化学计量比氧的还原和Ｍｎ４＋还原
成Ｍｎ３＋引起的，则可用公式（１）来推算化学式，结
果见表３，与文献结果相近［７］．随着 Ｃａ掺杂量增
加，δ值减小，而３ｂ值增加（３ｂ是指催化剂中

表３各催化剂的非化学计量比氧含量及计算化学式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ｏｘｙｇ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Ｔｈｅｍｏｌａｒｄｏｐ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Ｃａ

３ｂ δ ３ｂ＋δ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０ ０ ０．１６５３ ０．１６５３ ＬａＭｎＯ３．１６５３
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５０９ ０．１６５９ Ｌａ０．９７Ｃａ０．０３ＭｎＯ３．１５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１４１４ ０．１６６４ Ｌａ０．９５Ｃａ０．０５ＭｎＯ３．１４１４
０．０７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２４ ０．１６７４ Ｌａ０．９３Ｃａ０．０７ＭｎＯ３．１３２４
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１８６ ０．１６８６ 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Ｏ３．１１８６
０．１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３０ ０．１５８０ Ｌａ０．８５Ｃａ０．１５ＭｎＯ３．０８３
０．２ ０．１ ０．０４８４ ０．１４８４ Ｌａ０．８Ｃａ０．２ＭｎＯ３．０４８４

Ｍｎ３＋转变为 Ｍｎ４＋时的耗氧量），当 ｘ＝０．１５时 δ值
和３ｂ的值基本相等，两低温区峰面积也接近，对
于其它催化剂来说，两低温区峰面积变化与计算结

果吻合．这表明两低温区分别是由非化学计量比氧
的去除和Ｍｎ４＋还原成 Ｍｎ３＋引起的．３００～４５０℃还
原峰是催化剂中非化学计量比氧还原引起的，可用

式（２）表示．４５０～５５０℃还原峰是 Ｍｎ４＋被还原成
Ｍｎ３＋引起的，可用式（３）表示［１８］．
　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δＨ２＝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Ｈ２Ｏ（２）

　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
３＋
１－ｘＭｎ

４＋
ｘＯ３＋

ｘ
２
Ｈ２＝

　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
３＋Ｏ３－ｘ２ ＋

ｘ
２
Ｈ２Ｏ （３）

计算结果和还原峰面积的变化说明，Ｃａ掺杂
可以促进Ｍｎ３＋向Ｍｎ４＋转化，但是Ｃａ掺杂却使催化
剂中非化学计量比氧含量有所降低，这是因为Ｃａ２＋

取代Ｌａ３＋弥补了由Ｍｎ４＋引起的电荷不平衡，从而减
少了催化剂中非化学计量比氧含量．从图中也可看
出随着Ｃａ掺杂量增加，催化剂的还原温度先向低
温区移动，然后又向高温区移动，当 Ｃａ摩尔掺杂
量为０．１时催化剂的还原温度最低．其原因是 Ｃａ２＋

离子半径小于Ｌａ３＋离子半径［１８，２２］，当 Ｃａ掺杂进入
催化剂中时，会使钙钛矿发生一定程度晶格畸变，

降低Ｍｎ—Ｏ键能，从而使还原温度向低温区移动，
但是随着Ｃａ掺杂量增加，催化剂烧结性能有所增

加，粒径增大，还原温度又会移向高温区．
２．４Ｏ２ＴＰＤ

图３给出了催化剂的 Ｏ２ＴＰＤ谱图，主要可分

为２３０℃的低温峰和６６０℃的高温峰，低温峰主要

图３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催化剂的Ｏ２ＴＰＤ谱图

Ｆｉｇ．３Ｏ２ＴＰ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是由催化剂表面吸附氧脱附引起的，高温峰是由催

化剂中非化学计量比氧的脱附引起的［１５，１８，２３］．根
据峰面积的变化及峰位置可知，随着 Ｃａ掺杂量增
加，高温区的峰面积有所减小，所以 Ｃａ掺杂量的
增加催化剂中非化学计量比氧的量会减小，这与催

化剂Ｈ２ＴＰＲ表征结果基本吻合．依据氧开始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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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可知，当Ｃａ掺杂量为０．１时，催化剂中非化
学计量比氧的脱附温度最低，为６３０℃左右．这表
明当Ｃａ的掺杂量为０．１时，催化剂中活性氧物种
最容易形成，因此其催化活性最好．
２．５ＸＰＳ

图４（ａ）和（ｂ）分别给出了不同Ｃａ掺杂量时催化
剂中Ｏ１ｓ和Ｍｎ２Ｐ３／２的ＸＰＳ谱图．从图４（ａ）中可知
Ｏ１ｓ在５２９．３５ｅＶ和５３１．２６ｅＶ附近出现两个峰，分
别为晶格氧和表面吸附氧所形成的峰，这表明催化

剂中同时存在晶格氧、吸附氧［２２－２５］．图４（ｂ）给出了
催化剂中Ｍｎ２Ｐ３／２的ＸＰＳ谱图，在６４２ｅＶ附近出现

一个较大峰，其是由两个位于６４１．６ｅＶ和６４２．９ｅＶ
附近的两个小峰叠加形成．６４１．６ｅＶ处的峰是由
Ｍｎ３＋引起的，而６４２．９ｅＶ处的峰则是由Ｍｎ４＋所形成
的，这说明催化剂中含有 Ｍｎ３＋，Ｍｎ４＋［２６－２８］．对催化
剂的ＸＰ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Ｃａ掺杂量增加，
催化剂表面吸附氧的含量有所下降，Ｍｎ４＋含量增加．
根据峰面积的变化，得到催化剂表面上Ｍｎ３＋和Ｍｎ４＋

的相对含量、催化剂表面吸附氧和晶格氧的相对含

量，其结果列于表４中．这一结果与催化剂的 Ｈ２
ＴＰＲ表征结果一致．由此可见，Ｃａ掺杂有助于Ｍｎ４＋

形成，但不利于吸附氧含量增加．

图４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催化剂的ＸＰＳ谱图
Ｆｉｇ．４（ａ）ＸＰ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ｏｒＯ１ｓｏｆ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ｂ）ＸＰ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ｏｒＭｎ２Ｐ３／２ｏｆ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表４不同Ｃａ掺杂时催化剂表面上Ｍｎ４＋和Ｍｎ３＋的比值、吸附氧和晶格氧的比
Ｔａｂｌｅ４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Ｍｎ４＋ａｎｄＭｎ３＋，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ｌａｔｔｉｃｅｏｘｙｇｅ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ｍｏｌａｒｄｏｐ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Ｃａ ｎＭｎ４＋／ｎＭｎ３＋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ｌａｔｔｉｃｅｏｘｙｇｅｎ

０ ０．６９１ １．１８６

０．０３ ０．８４９ １．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９０６ ０．９９４

０．０７ １．２３７ ０．９７３

０．１ １．２７７ ０．９５６

０．１５ １．４３８ ０．８５７

０．２ １．５０８ ０．８３４

２．６催化性能
表５给出了各催化剂的 Ｔ１０、Ｔ５０和 Ｔ９０的值．

从中可以看出，当Ｃａ掺杂量为０．１时，其 Ｔ１０、Ｔ５０
和Ｔ９０的值均为最小．据报道

［１２，１７，２９－３１］，钙钛矿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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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在甲烷催化燃烧反应过程中的机理如下：（１）
催化剂表面 Ｍｎ４＋被还原成 Ｍｎ３＋，此时表面部分晶
格氧被消耗，甲烷被氧化；（２）催化剂中非化学计
量比氧转化成晶格氧；（３）气流中的氧被催化剂吸
附并转化成非化学计量比氧．以 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Ｏ３＋δ
为例其反应如（４）、（５）、（６）所示．根据表征

结果可知，Ｃａ掺杂量同时影响了 Ｍｎ４＋含量和表面
吸附氧浓度，两者对催化活性均有重要影响，在掺

杂量为０．１时，反应（４）和（６）的速率达到了最佳
匹配，从而得到了最好的催化活性．因此催化活性
随着Ｃａ掺杂量增加，呈现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的
趋势．

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
３＋
０．４３９Ｍｎ

４＋
０．５６１Ｏ３＋δ＋ＣＨ４→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

３＋
０．５３９Ｍｎ

４＋
０．４６１Ｏ２．９５＋δ＋ＣＯ２＋Ｈ２Ｏ （４）

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
３＋
０．５３９Ｍｎ

４＋
０．４６１Ｏ２．９５＋δ→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

３＋
０．４３９Ｍｎ

４＋
０．５６１Ｏ３＋（δ－０．０５）　 　 （５）

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
３＋
０．４３９Ｍｎ

４＋
０．５６１Ｏ３＋（δ－０．０５）＋Ｏ２→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

３＋
０．４３９Ｍｎ

４＋
０．５６１Ｏ３＋δ　　 　　　　　　 （６）

表５催化剂催化甲烷燃烧的活性
Ｔａｂｌｅ５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Ｔ１０／℃ Ｔ５０／℃ Ｔ９０／℃

ＬａＭｎＯ３＋δ ３８９．０ ５０５．９ －

Ｌａ０．９７Ｃａ０．０３ＭｎＯ３＋δ ３７３．０ ４７８．５ ６１５．０

Ｌａ０．９５Ｃａ０．０５ＭｎＯ３＋δ ３５９．７ ４８４．５ ６１４．５

Ｌａ０．９３Ｃａ０．０７ＭｎＯ３＋δ ３５８．０ ４８６．７ ６０９．８

Ｌａ０．９Ｃａ０．１ＭｎＯ３＋δ ３５３．５ ４６７．２ ５８６．９

Ｌａ０．８５Ｃａ０．１５ＭｎＯ３＋δ ３６７．３ ４８１．８ ５９８．５

Ｌａ０．８Ｃａ０．２ＭｎＯ３＋δ ３７４．３ ４９５．０ ６８１．５

３结论
采用柠檬酸配合法，７００℃焙烧制备Ａ位掺杂

Ｃａ的 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钙钛矿催化剂时，当 ｘ≤０．２
时，可制得钙钛矿型催化剂．当 Ｃａ摩尔掺杂量是
０．１时催化剂活性最好，其 Ｔ５０和 Ｔ９０分别是４６７．２
℃和５８６．９℃．未掺杂 Ｃａ时，ＬａＭｎＯ３＋δ就具有一
定量的氧空位和Ｍｎ４＋离子．钙钛矿催化剂上甲烷燃
烧遵循表面氧化机理，表面晶格氧与甲烷反应，形

成氧空位，然后气相中的氧进入氧空位．当 Ｃａ的
取代量从０增加到０．１时，晶格氧同甲烷的反应速
率，与气相氧进入氧空位的速率达到了很好匹配，

此时获得了最高的催化活性．随着 Ｃａ摩尔掺杂量
增加，催化活性呈现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趋势．

参考文献：

［１］　ＺｏｕＧｕｏｊｕｎ，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ａｉ，ＳｕｎＭｉｎｇ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Ａ
ｎｏｖｅｌｓｏｌｉｄｇａ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ＬａＭｎＯ３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
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ＪＮａｔＧａｓＣｈｅｍ，２０１１，２０（３）：２９４－

２９８．
［２］　ＤｉｎｇＪｉａ（丁 佳），ＬｕｏＬａｉｔａｏ（罗来涛）．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

ｂａｓｅｄ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ｓｐｉｎｅｌｔｙ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
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钴系尖晶石型复合氧化物的
甲烷催化燃烧性能研究）［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
子催化），２００９，２３（１）：４８－５２．

［３］　ＭａｒｙａｍＡｂｄｏｌｒａｈｍａｎｉ，ＭａｔｉｎＰａｒｖａｒｉ，ＭｅｈｄｉＨａｂｉｂ
ｐｏ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
ｔｈｏｄ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ＭｎＯ３±δ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ＪＣａｔａｌ，２０１０，
３１（４）：３９４－４０３．

［４］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杨 建），ＣｈｏｕＬｉｎｇｊｕｎ（丑凌军），ＺｈａｏＪｕｎ
（赵 军），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ｏｂａｌｔ
ｄｏｐｅｄｃｅｒｉｕｍｚｉｒｃｏｎｉｕｍｓｏｌｉ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掺杂 ＣｅＯ２
ＺｒＯ２固溶体催化剂甲烷催化燃烧性能的研究）［Ｊ］．Ｊ
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１，２５（２）：１１４－

１１８．
［５］　ＬｉｕＸｉｎｍｅｉ（刘欣梅），ＷｕＳｈａｏｌｉａｎｇ（吴韶亮），Ｙａｎ

Ｚｉｆｅｎｇ（阎子峰），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ｉａｚｉｒｃｏｎｉａｓｏｌ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ａｎｄＣＯ（铈锆固溶体的合成及其在 ＣＨ４

７８第１期　　　　　　　　　　　　晏耀宗等：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钙钛矿催化剂制备及其甲烷催化燃烧性能研究



和ＣＯ催化燃烧反应中的应用）［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
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０，２４（４）：３４４－３５０．

［６］　ＤｅｎｇＪｉｇｕａｎｇ（邓积光），ＬｉｎＹｕｘｉ（刘雨溪），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张 磊），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
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天然气催化燃烧催化剂的
研究进展）［Ｊ］．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Ｔｅｃｈ（石油化工），２０１３，４２
（２）：１２５－１３３．

［７］　ＺｈｕＹｕｊｕｎ，ＳｕｎＹｕｅｑｉｕ，ＮｉｕＸｉａｏｙｕ，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ＭｎＯ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ｂｙ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ｉｒｒａｄｉａ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Ｊ］．Ｃａｔａ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０，１３５（１）：１５２－１５８．

［８］　ａ．ＬｉＹｏｎｇｆｅｎｇ（李永峰），ＬｉＹｕ（李 宇），ＹｕＬｉｎ（余
林），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ｌｕｅｎｅｏｖｅｒｍａｎｇａ
ｎｅｓ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ｈｅｘａａ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锰掺杂六铝酸
镧催化剂上甲苯催化燃烧净化研究）［Ｊ］．ＪＦｕｅｌＣｈ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燃料化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０（１）：１００－１０４．
ｂ．ＳｈｉＳｈａｏｆｅｉ，ＷａｎｇＹｕｑｉ，Ｍａ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ｈｉ
Ｓｈａｏｆｅｉ，ＷａｎｇＹｎｑｉ，Ｍａ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ｉＬａ／ＣｅｘＺｒ１ｘＯ２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
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Ｈ４ＣＯ２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ｏ
ｓｙｎｇａｓ［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３，
２７（６）：５３９－５４７．

［９］　ＺｈｏｕＹｉｎｇ（周 瑛），ＬｕＨａｎｆｅｎｇ（卢晗锋），ＬｉｕＣａｎ
（刘 灿），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ａＭｎＯ３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ｌｕｅｎｅ
（结构型ＬａＭｎＯ３钙钛矿催化剂的催化燃烧活性和热
稳定性）［Ｊ］．ＣＩＥＳＣＪｏｕｒｎａｌ（化工学报），２０１１，６２
（７）：１８８５－１８９０．

［１０］ＷａｎｇＳａｉｆｅｉ，ＸｕｅＧ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ｏｘｉｄｅ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ａ１－ｘＳｒｘＭｎＯ３（ｘ＝０，０．１）ｆｏｒ
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Ｃａ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４，４５：
３９－４３．

［１１］ＭｉｎｇＣａｉｂｉｎｇ（明彩兵），ＹｅＤａｉｑｉ（叶代启），ＬｉｕＨｕｉ
（刘 晖），ｅｔａｌ．ＥＰＲ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ＬａＣｏＯ３（负载型 ＬａＣｏＯ３的催化性能与 ＥＰＲ
研究）［Ｊ］．Ｊ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武汉理工大学学
报），２０１０，３２（８）：３７－４１．

［１２］ ａ．ＨｅｎｄＮａｊｊａｒ，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ａｍｏｎｉｅｒ，ＯｌｉｖｉｅｒＭｅｎ
ｔｒｅ，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ｏ
ｗａｒｄ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ａＭｎＯ３＋ｙ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ｉｎｍｅｔｈａｎ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１１，１０６（１）：１４９－１５９．
ｂ．ＬｉｎＪｕｎｍｉｎ，ＦｕＭｉｎｇｌｉ，ＺｈｕＷｅｎｂｏ，ｅｔａｌ．Ａｎ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ｎＭｎＯｘ（０．４）ＣｅＯ２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ｏｏｔ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
（分子催化），２０１４，２８（２）：１６５－１７３．

［１３］ＧａｏＺｈｉ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Ｒｕｉｙａ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ｔｙｐｅ Ｌａ１－ｘ
ＳｒｘＣｏＯ３δ ｏｘｉｄ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ｕｒｅ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１０，９８（３）：
１４７－１５３．

［１４］ＬｉＷｅｉｂｉｎ（黎维彬），ＧｏｎｇＨａｏ（龚 浩）．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ｂｙ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催化燃烧去除 ＶＯＣｓ污染物的最
新进展）［Ｊ］，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ＣｈｉｍＳｉｎ（物理化学学报），
２０１０，２６（４）：８８５－８９４．

［１５］ ＨｅｎｄＮａｊｊａｒ，ＨａｂｉｂＢａｔｉｓ，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ａｍｏｎｉｅｒ，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ａｓｅｏｄｙｍｉｕｍ 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ｉｕｍ ｄｏｐｉｎｇｉｎ
Ｌａ１－ｘＬｎｘＭｎＯ３＋δ（Ｌｎ：ＰｒｏｒＥｕ，０≤ｘ≤１）ｐｅｒｏｓｖｋｉｔｅ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Ａ：
Ｇｅｎ，２０１４，４６９：９８－１０７．

［１６］ 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ｏＬｅｉＨｏｎｇ，ＴｅｎｇＢｏＴａｏ，ｅｔａｌ．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ｏｎＬａ１－ｘＣｅｘＦｅＯ３ｏｘｉｄｅｓ
［Ｊ］．ＡｐｐｌＳｕｒｆＳｃｉ，２０１３，２７６：３２８－３３２．

［１７］ＩｖａｎｏｖＤＶ，ＳａｄｏｖｓｋａｙａＥＭ，ＰｉｎａｅｖａＬ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ａＳｒＭｎ
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２Ｏ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ＪＣａ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６７（１）：５－１３．

［１８］ ＳｔｅｇｅＷ Ｐ，ＣａｄｕｓＬＥ，ＢａｒｂｅｒｏＢＰ．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
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ｓａ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ＣａｔａｌＴｏｄａｙ，２０１１，１７２（１）：
５３－５７．

［１９］ ＺｈｉＪｕｎＳｕｉ，ＬｅｏｎｉｄＶｒａｄｍａｎ，ＩｅｕｄｉｔＲｅｉｚｎｅｒ，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ｏｎＬａＭｎＯ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ｂｕｔａｎ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Ｃａ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１４３７－１４４１．

［２０］ ＤａｉＸｉａｏｐｉｎｇ（代小平），Ｙｕ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余长春）．
ＬａＢＯ３ ｏｘｙｇｅｎｃａｒｒｉｅｒｆｏｒ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ｏｏｐ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化学循环重整甲烷制合成
气ＬａＢＯ３钙钛矿型氧载体研究）［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２，２６（５）：４２３－４２９．

［２１］ＤｈａｈｒｉＡｈ，ＪｅｍｍａｌｉＭ，ＴａｉｂｉＫ，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ｏｃａｌｏ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ａ０．７Ｃａ０．２Ｓｒ０．１
Ｍｎ１－ｘＣｒｘＯ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ｉｔｈｘ＝０，０．０５ａｎｄ０．１［Ｊ］．
ＪＡｌｌｏｙｓＣｏｍｐｄ，２０１５，６１８：４８８－４９６．

［２２］ ＮａｒｊｅｓＨａｒｒｏｕｃｈＢａｔ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Ｄｅｌｉｃｈｅｒｅ，ＨａｂｉｂＢａｔｉｓ．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
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ｙ（０≤ｘ≤１；－０．０４≤ｙ≤
０．２４）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ｔｙｐｅｏｘｉｄｅ［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Ａ：Ｇｅｎ，
２００５，２８２（１）：１７３－１８０．

［２３］ＡｎｄｒｚｅｊＭａｃｈｏｃｋｉ，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ｏｓ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ＢｅａｔａＳｔａｓｉｎｓ
ｋａ，ｅｔａｌ．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ｌａｎｔｈａｎｕｍｏｘｉｄｅ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ｌ
ｖ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Ｊ］．ＪＣａｔａｌ，
２００４，２２７（２）：２８２－２９６．

８８ 　　　　　　　　　　　　　　分　　子　　催　　化　　　　　　　　　　　　　　　　　　　　　第２９卷　



［２４］ＡｌｉｆａｎｔｉＭ，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ｏｖａＪ，ＤｅｌｍｏｎＢ．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ｂｙｃｅｒ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ａＭｎＯ３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ｉ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Ａ：Ｇｅｎ，２００３，２４５
（２）：２３１－２４３．

［２５］ＣｈｅｎＳｈｕｘｉａ，ＷａｎｇＹｕ，ＪｉａＡ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２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ａｎｅｏｖｅｒ
Ａｌ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ＬａＭｎＯ３ 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Ａｐｐｌ
ＳｕｒｆＳｃｉ，２０１４，３０７：１７８－１８８．

［２６］ＲａｍｚｉＨａｍｍａｍｉ，ＳａｌｗａＢｅｎＡｉｓｓａ，ＨａｂｉｂＢａｔ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ａｎｔｈａｎｕｍｍａｎｇａｎｉｔｅＬａＭｎＯ３＋ｙ［Ｊ］．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Ａ：Ｇｅｎ，２００９，３５３（２）：１４５－１５３．

［２７］ＨａｍｉｄｒｅｚａＡｒａｎｄｉｙａｎ，ＤａｉＨｏｎｇｘｉｎｇ，ＤｅｎｇＪｉｇ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ｙｏｒｄｅｒｅｄ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Ｌａ０．６Ｓｒ０．４
ＭｎＯ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ｓ：Ａｃｔｉｖ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Ｊ］．ＪＣａｔａｌ，２０１３，３０７：３２７－
３３９．

［２８］ ＣｈｅｎＪｉａｈａｏ，ＳｈｅｎＭｅｉｑ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ｑｕａｎ，ｅｔａｌ．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ｎ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ＬａＭｎＯ３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
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ＮＯ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ｏｎ，
２０１３，１３４／１３５：２５１－２５７．

［２９］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Ｌａｎｄｉ，ＰａｏｌａＳａｂｒｉｎａＢａｒｂａｔｏ，ＡｌｍｅｒｉｎｄａＤｉ
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４，ＣＯａｎｄ
Ｈ２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ＭｎＯ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１３，１３４／１３５：１１０－１２２．

［３０］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ｈｕｉ，ＨｕａＷｅｎ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Ｃｈａｏ，ｅｔａｌ．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ｓｉｔ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ｙＳｒ，ＭｇａｎｄＣｅｏｎ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ＬａＭｎＯ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ｘｉｄａ
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ｎｙｌ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
ｒｏｎ，２０１３，１３４／１３５：３１０－３１５．

［３１］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Ｄｏｒｏｆｔｅｉ，ＰｏｐａＰＤ，ＥｌｅｎａＲｅｚｌｅｓｃｕ，ｅｔａｌ．
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ｒＭｎＯ３ｐｏｗｄｅｒａ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ｃａｒ
ｂ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Ｊ］．ＪＡｌｌｏＣｏｍｐｄ，２０１４，５８４：１９５－
１９８．

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ＹＡＮＹａｏｚｏｎｇ，ＧＵＯＪｉｎｗｅｉ，ＣＨＥＮＹａｚ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Ｑｉ，ＣＵＩＰｅｎｇ
（Ａｎｈｕｉ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ｆ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ｔｙｐｅ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ｘ＝０、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７、０．１、０．１５、０．２）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ｗｅｒ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ｃ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ｗｅ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２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Ｈ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２ＴＰＲ），Ｏ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２ＴＰＤ），Ｘｒａｙｐｏｗｄｅｒ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ＸＲＤ）ａｎｄＸｒａｙ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ＸＰ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
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ｇａｖｅｂｅｓｔ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ｗｈｅｎｍｏｌａｒｄｏｐ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Ｃａｗａｓ０．１．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ＸＲＤａｎｄＢＥ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ａｃａｎｂｅｄｏｐｅｄｉｎｔｏ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Ｈ２ＴＰＲａｎｄＸ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ｄｏｐ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Ｍｎ

４＋ｉｎ
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ｎｄｔｈｕｓ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Ｃａｄ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ａｄｏｐｉｎｇ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ｕｓ，ｂａｓ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ｃａｔａ
ｌｙｓｔｓ，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ｏｐ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ｎ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ｈｉｇｈ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ｏｐｉｎｇ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ｏｐｉｎｇ；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

９８第１期　　　　　　　　　　　　晏耀宗等：Ｌａ１－ｘＣａｘＭｎＯ３＋δ钙钛矿催化剂制备及其甲烷催化燃烧性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