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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共沉淀法制备了一组不同组成的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尖晶石型复合氧化物，表面负载碱金属助剂制备改性催化
剂，用于催化分解Ｎ２Ｏ．用Ｘ射线衍射（ＸＲＤ）、Ｎ２物理吸附（ＢＥＴ）、红外光谱（ＦＴＩＲ）、扫描电镜（ＳＥＭ）、Ｈ２程序
升温还原（Ｈ２ＴＰＲ）、Ｘ射线光电子能谱（ＸＰＳ）等技术表征催化剂结构．考察了复合氧化物组成、碱金属助剂类
型、钾前驱物等制备参数对催化剂结构和催化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助剂Ｋ、Ｃｓ降低了催化剂表面Ｃｏ、Ｍｎ
元素的电子结合能，弱化了Ｃｏ—Ｏ和Ｍｎ—Ｏ键，有利于氧物种的脱除，提高了催化剂活性．优化出了活性较高的
催化剂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有氧无水、有氧有水气氛４００℃连续反应５０ｈ，Ｎ２Ｏ转化率分别保持１００％和
７４．２％，催化剂稳定性较高．
关键词：Ｎ２Ｏ催化分解；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复合氧化物；复合氧化物组成；助剂类型；钾前驱物；催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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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硝酸和己二酸合成等工业过程排放的
氧化亚氮（Ｎ２Ｏ）浓度呈上升趋势．Ｎ２Ｏ的温室效应
潜值为３１０，寿命约１２０年，对大气臭氧层还有破
坏作用．Ｎ２Ｏ是《京都议定书》限制排放的重要气体
之一．催化分解法是消除Ｎ２Ｏ的有效方法，主要催
化剂有负载型贵金属、离子交换分子筛、过渡金属

氧化物等类型［１－５］．在过渡金属氧化物催化剂中，
类水滑石衍生氧化物、钙钛矿型氧化物（ＡＢＯ３）、
尖晶石型氧化物（ＡＢ２Ｏ４）报道较多．在尖晶石型催
化剂中，钴基复合氧化物如 ＭｇＣｏ复合氧化物［６］、

ＺｎＣｏ复合氧化物［７］，有较高的催化活性．
文献报道：Ｎ２Ｏ分解反应中，Ｎ２Ｏ分子在催化

剂表面活性位上吸附活化，Ｎ—Ｏ键弱化而断开，
生成Ｎ２和吸附态氧原子，后者相互结合从表面活
性位上脱附下来，生成Ｏ２．速率控制步骤为催化剂
表面氧的脱附［８］．所以，弱化催化剂表面活性位对
氧的吸附强度，加快氧物种的脱除，有望提高催化

剂活性．该方向已有一些报道，如碱金属改性
Ｃｏ３Ｏ４、钾改性ＣｏＡｌ复合氧化物

［９－１２］．
Ｎ２Ｏ分解反应遵循氧化还原（Ｒｅｄｏｘ）机理，

可变价的金属离子具有催化活性．例如，在
Ｚｎ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复合氧化物中，Ｃｏ组分有催化作用，

不可变价的Ｚｎ组分本身没有催化作用，但加入适
量的Ｚｎ可提高催化剂的比表面积，改善催化剂活
性和稳定性．在前期工作中，我们制备了两种金属
离子均可变价的 Ｃｕ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复合氧化物，用于
催化分解Ｎ２Ｏ，发现铜离子和钴离子之间的协同作
用提高了催化剂活性［１３］．

作为系列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制备了两种金属

离子均可变价的 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复合氧化物，表面浸
渍碱金属（Ｎａ、Ｋ、Ｃｓ）盐溶液制备改性催化剂，考
察了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组成、助剂类型、钾前驱物
等制备参数对催化分解Ｎ２Ｏ活性的影响．并考察了
有氧有水条件下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性．

１实验部分

１．１催化剂制备
１．１．１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以 Ｃｏ（ＮＯ３）２
和Ｍｎ（ＮＯ３）２为原料，配制总阳离子浓度为 ０．５
ｍｏｌ／Ｌ的混合盐溶液．将上述盐溶液缓慢滴入稀氨
水中，剧烈搅拌，并补充新的氨水溶液，控制沉淀

液的ｐＨ＝１０．水洗沉淀物至滤液呈中性，８０℃干
燥１２ｈ，５００℃焙烧４ｈ，制得不同组成的ＭｎＣｏ复
合氧化物催化剂，记为 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其中 ｘ表示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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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组成．
１．１．２碱金属改性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按
上述方法制备组成为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催化剂．根据
Ｍ／（Ｍｎ＋Ｃｏ）＝０．０３（原子比，其中Ｍ表示Ｎａ、Ｃｓ），
配制预定浓度的碳酸钠和碳酸铯溶液，初湿浸渍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各２４ｈ，８０℃干燥１２ｈ，５００℃焙烧４
ｈ，制得改性催化剂，分别记为 Ｎ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Ｎａ２ＣＯ３）和Ｃｓ／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ｓ２ＣＯ３）．

按Ｋ／（Ｍｎ＋Ｃｏ）＝０．０３（原子比），配制预定浓
度的不同钾盐（Ｋ２ＣＯ３，ＫＮＯ３，Ｋ２Ｃ２Ｏ４，ＣＨ３ＣＯＯＫ）
溶液，初湿浸渍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各２４ｈ，８０℃干燥１２
ｈ，５００℃焙烧４ｈ，制得 Ｋ改性催化剂，分别记为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ＮＯ３），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Ｋ２Ｃ２Ｏ４） 和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ＣＨ３ＣＯＯＫ）．
１．２Ｎ２Ｏ分解反应

Ｎ２Ｏ分解反应在固定式微反装置上进行．如不

特殊说明，反应气组成为２％Ｎ２Ｏ＋４％Ｏ２＋Ａｒ（体积
百分数）．进行有氧有水条件下的活性评价时，水
蒸汽的体积浓度为８．８％．反应气总流量１４０ｍＬ／
ｍｉｎ，催化剂用量１ｇ．用程序控温仪控制反应炉温．
反应尾气经六通阀进样，用 ＧＣ９５０型气相色谱仪
（固定相ＰｏｒａｐａｋＱ，ＴＣＤ检测器，桥电流１２０ｍＡ，
载气Ｈ２）检测Ｎ２Ｏ的剩余浓度．
１．２．１催化剂的初活性测试　　程序升温反应，每
个反应温度下恒温３０ｍｉｎ，检测不同温度时的Ｎ２Ｏ
剩余浓度，计算Ｎ２Ｏ转化率．
１．２．２催化剂的稳定性测试　　以１０℃／ｍｉｎ从室
温程序升至４００℃，４００℃恒温反应５０ｈ，检测不
同反应时刻Ｎ２Ｏ的剩余浓度，计算Ｎ２Ｏ转化率．
１．３催化剂表征
１．３．１物相分析　　测试仪器为日本岛津 ＸＲＤ
６１００型 Ｘ射线衍射仪，ＣｕＫ

!

射线，石墨单色器，

管压、管流分别为４０ｋＶ和３０ｍＡ．
１．３．２比表面积测试　　测试仪器为美国 Ｑｕａｎｔａ
ｃｈｒｏｍｅ公司生产的ＮＯＶＡ３０００型吸附仪，测试前样
品经３００℃减压处理２ｈ，除去表面吸附的杂质．
Ｎ２为吸附气，液氮温度下吸附，室温脱附，用 ＢＥＴ
公式计算催化剂的比表面积．
１．３．３红外光谱分析　　测试仪器为日本岛津ＦＴＩＲ
８４００型红外光谱仪，ＫＢｒ压片，测试范围４０００～
４００ｃｍ－１．
１．３．４形貌分析　　测试仪器为日本Ｈｉｔａｃｈｉ公司生

产的Ｓ４８００型扫描电镜（ＳＥＭ），对催化剂进行形貌
分析．测试前，用 Ｅ１０４５型离子溅射仪（Ｈｉｔａｃｈｉ公
司生产）对样品表面喷Ｐｔ处理，以增加导电性．
１．３．５Ｈ２程序升温还原　　实验在天津先权公司
生产的ＴＰ５０００型吸附仪上进行，还原气组成１０％
Ｈ２／Ａｒ，流速２０ｍＬ／ｍｉｎ，还原温度从室温以１０℃／
ｍｉｎ升至８００℃，ＴＣＤ检测催化剂的耗氢信号．
１．３．６Ｘ射线光电子能谱　　测试仪器为英国产
ＥＳＣＡＬＡＢ２５０型Ｘ射线光电子能谱仪，ＡｌＫ

!

射线，

通过能量２０ｅＶ，用 Ｃ１ｓ（２８４．６ｅＶ）校正催化剂表
面 Ｃｏ和 Ｍｎ元素的结合能．用 ＸＰＳｐｅａｋ软件对
Ｃｏ２ｐ和Ｍｎ２ｐ的ＸＰＳ谱峰进行分峰拟合．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不同组成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表征与活性

图１是不同组成 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 ＸＲＤ谱
图，出现了尖晶石结构特征晶面（３１１）、（２２０）、
（４００）、（５１１）、（４４０）的衍射峰，表明ＭｎＣｏ复合

图１不同组成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１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ｎＣｏ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３Ｏ４；ｂ．Ｍｎ０．２Ｃｏ２．８Ｏ４；ｃ．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ｄ．Ｍｎ０．６Ｃｏ２．４Ｏ４；ｅ．Ｍｎ０．８Ｃｏ２．２Ｏ４；ｆ．ＭｎＣｏ２Ｏ４

氧化物均为尖晶石型晶体结构．在前期工作中，用
Ｃｕ２＋取代Ｃｏ３Ｏ４中部分Ｃｏ

２＋制备了Ｃｕ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型
复合氧化物［１３］．Ｓｕｏ等［７，１４］用 Ｍｇ２＋、Ｚｎ２＋分别取代
Ｃｏ３Ｏ４ 中 部 分 Ｃｏ２＋ 制 得 了 Ｍｇ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
Ｚｎ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型复合氧化物．需要指出的是，Ｍｎ离
子的价态较多，我们用 Ｍｎ元素取代 Ｃｏ３Ｏ４中部分
Ｃｏ元素生成的复合氧化物写成 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较为合
适．由于Ｍｎ３＋半径稍大于Ｃｏ３＋半径，可以发现，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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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ｎ含量的增多，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的（３１１）晶面衍射峰
（２θ）向低角度偏移．图２给出了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
的ＦＴＩＲ谱图，３２００～３６００ｃｍ－１区间的弱吸收峰归
属于样品表面吸附的少量水．Ｃｏ３Ｏ４样品在６６５ｃｍ

－１

（
"１）和５７０ｃｍ

－１（
"２）出现了尖晶石八面体晶格的振

动峰［１５］，相比较而言，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
"１和"２

峰有所变宽，但峰位置与 Ｃｏ３Ｏ４相同，说明 ＭｎＣｏ
复合氧化物和Ｃｏ３Ｏ４有相同的晶型结构．

图２不同组成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ＦＴＩＲ谱图
Ｆｉｇ．２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ｎＣｏ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３Ｏ４；ｂ．Ｍｎ０．２Ｃｏ２．８Ｏ４；ｃ．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ｄ．Ｍｎ０．６Ｃｏ２．４Ｏ４；ｅ．Ｍｎ０．８Ｃｏ２．２Ｏ４；ｆ．ＭｎＣｏ２Ｏ４

　　图３给出了不同组成 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上的
Ｎ２Ｏ转化率，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催化活性均高于

图３不同组成的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活性
Ｆｉｇ．３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ＭｎＣｏ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３Ｏ４，但与组成有关，其中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催化活
性较高、ＭｎＣｏ２Ｏ４的活性较低．用 Ｓｃｈｅｒｒｅｒ方程计
算得到了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晶粒尺寸，在表１列
出．表１还列出了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比表面积数
据．可以看出：Ｍｎ取代量增加至ｘ＝０．４，催化剂的
比表面积呈现递增趋势，由 Ｃｏ３Ｏ４的３８．２ｍ

２／ｇ提
高到了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６７．８ｍ

２／ｇ；继续增加 Ｍｎ取
代量至ｘ＝１，ＭｎＣｏ２Ｏ４的比表面积降低到了２９．７
ｍ２／ｇ．可以认为：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较高的催化活性与
其较高的比表面积、较小的晶粒尺寸有关．

表１不同组成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晶粒尺寸和比表面积
Ｔａｂｌｅ１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ＭｎＣｏｓｐｉｎｅｌ

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ｉｚｅ

／（ｎｍ）ａ
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ｍ２·ｇ－１）

Ｃｏ３Ｏ４ １７．４ ３８．２
Ｍｎ０．２Ｃｏ２．８Ｏ４ ２９．５ ５６．１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１２．９ ６７．８
Ｍｎ０．６Ｃｏ２．４Ｏ４ １０．５ ６５．８
Ｍｎ０．８Ｃｏ２．２Ｏ４ １０．９ ５９．１
ＭｎＣｏ２Ｏ４ １８．２ ２９．７

　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ｃｈｅｒｒ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３１１）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ｌａｎｅｄａｔａｉｎ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图４是不同组成 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 Ｈ２ＴＰＲ
图谱，对于Ｃｏ３Ｏ４催化剂，３００～４００℃区间的低温

图４不同组成的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Ｈ２ＴＰＲ图谱

Ｆｉｇ．４Ｈ２ＴＰ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ＭｎＣｏ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３Ｏ４；ｂ．Ｍｎ０．２Ｃｏ２．８Ｏ４；ｃ．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ｄ．Ｍｎ０．６Ｃｏ２．４Ｏ４；ｅ．Ｍｎ０．８Ｃｏ２．２Ｏ４；ｆ．ＭｎＣｏ２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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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峰归属于ＣｏＩＩＩ
#

ＣｏＩＩ，４００～６００℃区间的高温
还原峰归属于 ＣｏＩＩ

#

Ｃｏ０．对于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
２６０～３７０℃区间的低温还原峰归属于催化剂中
ＣｏＩＩＩ

#

ＣｏＩＩ及 Ｍｎ２Ｏ３（或 Ｍｎ３Ｏ４）#ＭｎＯ，３７０～７００
℃区间的高温还原峰归属于 ＣｏＩＩ

#

Ｃｏ０．值得注意
的是，ｘ≥０．６的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在２２０～２６０℃
区间出现了一个弱还原峰，归属于 ＭｎＯ２#Ｍｎ２Ｏ３
（或Ｍｎ３Ｏ４）

［１５－１７］，也说明了 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ｘ＝０．６～
１）催化剂含有少量游离在尖晶石物相之外的
ＭｎＯ２，因含量很低，ＸＲＤ谱图（图１）中没有出现
ＭｎＯ２物相．这些游离的 ＭｎＯ２是否与 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
（ｘ＝０．６～１）的较低活性有关，尚需进一步研究分
析．比较不同组成 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低温还原
峰，可以发现：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ｘ＝０．２～０．８）的低温还
原温度相近，而ＭｎＣｏ２Ｏ４的低温还原峰发生了明显
后移；ＭｎＣｏ复合氧化物的高温还原温度也有明显
区别，其中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还原温度较低，而 Ｍｎ
Ｃｏ２Ｏ４的高温还原峰明显后移至５５０℃．关联图３、
４结果，可以认为：催化剂的活性与其中金属离子
的还原性相关［１８－１９］．下面以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中的Ｃｏ元
素为例，简述其催化作用：Ｎ２Ｏ分解反应中，Ｎ２Ｏ
分子被催化剂表面的 Ｃｏ２＋吸附，Ｎ—Ｏ键弱化而断
开，生成Ｎ２和吸附态氧原子（Ｃｏ

２＋被氧化为 Ｃｏ３＋
Ｏ－），吸附态氧原子相互结合并从催化剂表面上脱
附下来生成Ｏ２（Ｃｏ

３＋Ｏ－失氧，Ｃｏ２＋再生），即：
Ｎ２Ｏ＋Ｃｏ

２＋＝Ｎ２＋Ｃｏ
３＋—Ｏ－ （１）

２Ｃｏ３＋—Ｏ－→ Ｏ２＋２Ｃｏ
２＋ （２）

第（２）步为速率控制步骤．所以，弱化 Ｃｏ３＋—Ｏ－之
间的相互作用，加快氧物种的脱除是提高催化剂活

性的重要因素．在上述不同组成的ＭｎＣｏ复合氧化
物中，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还原温度较低，表明其中
Ｃｏ３＋—Ｏ－键较弱，氧物种易脱除，因而有较高的催
化活性．
２．２碱金属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结构表征与活性

ＸＲＤ测试表明：碱金属改性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
剂均为尖晶石型结构．图５给出了改性催化剂的活
性数据，Ｋ、Ｃｓ改性催化剂的活性均高于未改性催
化剂，其中在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上３７５℃ 反
应时Ｎ２Ｏ转化率达９７．５％，４００℃反应时 Ｎ２Ｏ完
全分解．而Ｎａ改性催化剂的活性不及未改性催化
剂．表２列出了改性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和晶粒尺寸
计算数据，可以看出，改性催化剂的比表面积下

降、晶粒减小，尤其是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的
粒子较小，比表面积又高于其它改性催化剂．催化
剂的 ＳＥＭ 图像（图 ６）也表明：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Ｋ２ＣＯ３）催化剂的颗粒较小．这些结构性质都与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较高的催化活性有关．

图５碱金属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活性

Ｆｉｇ．５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ａｌｋａｌｉｍ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表２碱金属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比表面积
和晶粒尺寸

Ｔａｂｌｅ２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ｍｅｔ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ｉｚｅ

／（ｎｍ）ａ
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ｍ２·ｇ－１）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１２．９ ６７．８

Ｎ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Ｎａ２ＣＯ３） ９．１ ５７．２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 ８．３ ６２．３

Ｃｓ／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ｓ２ＣＯ３） １２．９ ５６．７

　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ｃｈｅｒｒ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３１１）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ｌａｎｅｄａｔａｉｎ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图７是碱金属改性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 ＸＰＳ
谱图，表３列出了分峰拟合数据．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表面
Ｃｏ２ｐ３／２分峰的电子结合能为７８０．３ｅＶ和７８２．６ｅＶ，
分属为 Ｃｏ２＋和 Ｃｏ３＋；Ｍｎ２ｐ３／２电子结合能 ６４１．７、
６４３．８ｅＶ，分别归属为 Ｍｎ３＋和 Ｍｎ４＋．催化剂之间的
一个区别是，Ｎａ改性催化剂表面Ｃｏ２ｐ３／２、Ｍｎ２ｐ３／２
结合能与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基本相同，而Ｋ、Ｃｓ改性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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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碱金属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ＳＥＭ图像

Ｆｉｇ．６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ｍ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ｂ．Ｎ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Ｎａ２ＣＯ３）；ｃ．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ｄ．Ｃｓ／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ｓ２ＣＯ３）

图７碱金属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ＸＰＳ谱图

Ｆｉｇ．７ＸＰ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ｍ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ｂ．Ｎ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Ｎａ２ＣＯ３）；ｃ．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ｄ．Ｃｓ／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ｓ２ＣＯ３）

表３碱金属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表面Ｍｎ和Ｃｏ元素的ＸＰＳ结合能数据
Ｔａｂｌｅ３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ｎａｎｄＣ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ｌｋａｌｉｍ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Ｍｎ２ｐ３／２

Ｍｎ３＋ Ｍｎ４＋
Ｍｎ３＋／Ｍｎ４＋

Ｃｏ２ｐ３／２
Ｃｏ２＋ Ｃｏ３＋

Ｃｏ２＋／Ｃｏ３＋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６４１．７ ６４３．８ ２．００ ７８０．３ ７８２．６ １．５４
Ｎ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Ｎａ２ＣＯ３） ６４１．９ ６４３．８ ２．１４ ７８０．３ ７８２．２ １．２７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 ６４１．６ ６４３．６ ２．１９ ７８０．０ ７８２．２ １．５０
Ｃｓ／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ｓ２ＣＯ３） ６４１．５ ６４３．４ ２．２６ ７７９．８ ７８１．８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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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表面Ｍｎ２ｐ３／２结合能比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低了０．１～
０．４ｅＶ、Ｃｏ２ｐ３／２结合能低了０．３～０．６ｅＶ，这将弱
化Ｋ、Ｃｓ改性催化剂中Ｍｎ—Ｏ、Ｃｏ—Ｏ键，有利于
氧物种的脱除．另一个区别是，改性催化剂表面
Ｍｎ３＋／Ｍｎ４＋显著增大，而 Ｃｏ２＋／Ｃｏ３＋低于未改性催化
剂，Ｏｂａｌｏｖá报道过类似现象［２０］．我们认为：由于
电子转移，同一催化剂表面Ｍｎ３＋增多和Ｃｏ２＋减少可
能是相关的．根据 Ｎ２Ｏ分解机理，Ｍｎ

３＋Ｍｎ４＋和
Ｃｏ２＋Ｃｏ３＋的氧化还原循环均促进了Ｎ２Ｏ分解反应，
Ｍｎ３＋增多将有利于对Ｎ２Ｏ分子的吸附，而Ｃｏ

２＋的减

少使 Ｎ２Ｏ分子的吸附位数量降低，不利于对 Ｎ２Ｏ
的吸附．相比较而言，在碱金属改性催化剂中，Ｋ
改性催化剂表面Ｍｎ３＋、Ｃｏ２＋均较多，与其较高的催
化活性相吻合．
２．３钾前驱物对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活性的影响

ＸＲＤ测试表明：不同Ｋ盐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
化剂均为尖晶石型晶体结构．ＳＥＭ图像（图 ８）表
明：Ｋ改性催化剂粒子均小于 ５０ｎｍ，差异不大．
表４列出了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和晶粒尺寸数据，与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６７．８ｍ

２／ｇ）相比，Ｋ改性催化剂的比

图８不同Ｋ盐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ＳＥＭ图像

Ｆｉｇ．８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ａ．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ｂ．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ＮＯ３）；ｃ．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２Ｏ４）；ｄ．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Ｈ３ＣＯＯＫ）

表４不同Ｋ盐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比表面积和晶粒尺寸
Ｔａｂｌｅ４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ｉｚｅ

／（ｎｍ）ａ
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ｍ２·ｇ－１）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１２．９ ６７．８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 ８．３ ６２．３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ＮＯ３） ３０．８ ５５．６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２Ｏ４） １４．３ ６２．２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Ｈ３ＣＯＯＫ） １１．２ ５１．６

　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ｃｈｅｒｒ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３１１）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ｌａｎｅｄａｔａｉｎ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表面积均有所下降，但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和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２Ｏ４）下降的幅度很小，比表面
积分别为６２．３ｍ２／ｇ和６２．２ｍ２／ｇ．对比不同催化
剂的晶粒尺寸数据，可以看出：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Ｋ２ＣＯ３）晶粒小于未改性催化剂，而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ＫＮＯ３）晶粒比未改性催化剂大得多．
　　图９给出了不同Ｋ盐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催化
活性，Ｋ改性催化剂的活性均高于未改性催化剂，
且改性催化剂的活性与助剂前驱物有关：Ｋ／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２Ｏ４）$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ＣＨ３ＣＯＯＫ） $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ＫＮＯ３）．可以认为，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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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不同Ｋ盐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催化活性

Ｆｉｇ．９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的催化活性与其较小的晶粒和较高的比表面积有

关，而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ＮＯ３）的较低活性与其较大
的晶粒和较低的比表面积也相关．
　　图１０给出了不同 Ｋ盐改性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
剂的 ＸＰＳ谱图，表 ５列出了分峰拟合数据．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表面 Ｃｏ２ｐ３／２电子结合能为 ７８０．３、
７８２．６ｅＶ，分属为Ｃｏ２＋和Ｃｏ３＋；Ｍｎ２ｐ３／２电子结合能
６４１．７、６４３．８ｅＶ，归属为Ｍｎ３＋和Ｍｎ４＋．可以看出，
改性催化剂的 Ｃｏ２ｐ３／２结合能均低于未改性催化
剂．除了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ＮＯ３），其它改性催化剂
的Ｍｎ２ｐ３／２结合能均低于未改性催化剂，这有利于
Ｍｎ—Ｏ键的弱化及氧物种的脱除．其中 Ｋ／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２Ｏ４）表面 Ｍｎ２ｐ３／２和 Ｃｏ２ｐ３／２结
合能较低，与其较高的活性相关．另一个区别是，
Ｋ改性催化剂表面 Ｍｎ３＋／Ｍｎ４＋之比显著高于未改性
催化剂，而Ｃｏ２＋／Ｃｏ３＋又低于未改性催化剂．在Ｋ改
性催化剂中，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表面 Ｍｎ

３＋／
Ｍｎ４＋和Ｃｏ２＋／Ｃｏ３＋均较高，其催化活性也较高．

图１０不同Ｋ盐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的ＸＰＳ谱图

Ｆｉｇ．１０ＸＰ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ａ．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ｂ．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ｃ．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ＮＯ３）；

ｄ．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２Ｏ４）；ｅ．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Ｈ３ＣＯＯＫ）

表５不同Ｋ盐改性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催化剂表面Ｍｎ和Ｃｏ元素的ＸＰＳ数据
Ｔａｂｌｅ５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ｎａｎｄＣ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Ｍｎ２ｐ３／２

Ｍｎ３＋ Ｍｎ４＋
Ｍｎ３＋／Ｍｎ４＋

Ｃｏ２ｐ３／２

Ｃｏ２＋ Ｃｏ３＋
Ｃｏ２＋／Ｃｏ３＋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６４１．７ ６４３．８ ２．００ ７８０．３ ７８２．６ １．５４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 ６４１．６ ６４３．６ ２．１９ ７８０．０ ７８２．２ １．５０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ＮＯ３） ６４１．７ ６４３．７ ２．２２ ７７９．９ ７８１．９ １．２１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２Ｏ４） ６４１．４ ６４３．３ ２．２８ ７７９．７ ７８１．７ １．２２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ＣＨ３ＣＯＯＫ） ６４１．６ ６４３．５ ２．２６ ７８０．０ ７８１．９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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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的稳定性
以上结果表明：在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表面浸渍助剂

溶液制备的改性催化剂中，活性较高的催化剂是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图１１给出了４００℃连续
反应时Ｎ２Ｏ转化率数据，可以看出：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图１１４００℃连续反应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

催化剂上的Ｎ２Ｏ转化率

Ｆｉｇ．１１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４００℃

和Ｋ２ＣＯ３改性催化剂均有较好的稳定性．有氧气氛
连续反应 ５０ｈ，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和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Ｋ２ＣＯ３）催化剂上的Ｎ２Ｏ转化率均保持１００％；有氧
有水气氛连续反应５０ｈ，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上
的Ｎ２Ｏ转化率为７４．２％，而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上的Ｎ２Ｏ
转化率仅３７．９％，Ｋ２ＣＯ３改性催化剂显著优于未改
性催化剂．

３结论
３．１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尖晶石型复合氧化物是 Ｎ２Ｏ

分解反应的有效催化剂，复合氧化物组成对催化剂

活性有较大影响，组成为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的催化剂有
较高活性．
３．２在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表面负载助剂 Ｋ、Ｃｓ制备

的改性催化剂活性有进一步提高．这是因为添加
Ｋ、Ｃｓ降低了催化剂表面Ｃｏ和Ｍｎ元素的电子结合
能，弱化了 Ｃｏ—Ｏ和 Ｍｎ—Ｏ键，促进了氧物种的
脱除．
３．３在 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表面分别浸渍 Ｋ２ＣＯ３、

ＫＮＯ３、Ｋ２Ｃ２Ｏ４、ＣＨ３ＣＯＯＫ等钾盐溶液制备的 Ｋ改
性催化剂中，活性较高的催化剂是 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
５００（Ｋ２ＣＯ３）．有氧无水、有氧有水气氛４００℃连续

反应５０ｈ，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上的 Ｎ２Ｏ转化
率分别保持１００％和７４．２％，催化剂的活性和稳定
性均较高．

参考文献：

［１］　ａ．ＬｉＭｅｎｇｌｉ（李孟丽），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杨晓龙），
Ｔ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唐立平），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Ｎ２Ｏ的催化分解研究）
［Ｊ］．ＰｒｏｇＣｈｅｍ（化学进展），２０１２，２４（９）：１８０１－
１８１７．
ｂ．ＬｉｕＰｅｎｇｆｅｉ，Ｌｏｕ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ＨｅＫａ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ＦｅＭｎ／ＺＳＭ５／ＣＣｍｏｎｏｄｉｔｈｉｃ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Ｊ
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４，２８（３）：２２７－
２３３．
ｃ．ＹｕＨｕａ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ｘｉａ，ＺｏｕＧｕｃｈｕ，ｅ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ｄｉｅｓｅｌ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ａｎｄ
ＮＯｘｏｎＫ／ＬｉＣｏＯ２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
子催化），２０１３，２７（１）：４９－５４．

［２］　ａ．ＹａｎｇＢｏ（杨 波），ＳｈｅｎＹｕｅｓｏｎｇ（沈岳松），Ｚｈｕ
Ｓｈｅｍｉｎ（祝社民）．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ａｔａ
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催化分解 Ｎ２Ｏ催化剂的
研究新进展）［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Ｅｎｇ（环境工程），２０１２，３０
（２）：１１４－１１９．
ｂ．ＸｕＹａｏ，ＺｏｕＧｕｃｈｕ，ＷａｎｇＳｈｕｊｉｅ，ｅｔ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ＬｉＣｏＯ２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ｃａｔａｌｙ
ｔｉｃ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ｓｏｏｔａｎｄＮＯｘ［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
子催化），２０１５，２９（１）：５２－５９．
ｃ．ＷａｎｇＳｈｕｊｉｅ，ＺｏｕＧｕｃｈｕ，ＸｕＹａｏ，ｅｔａｌ．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ｂｏｔｈｄｉｅｓｅｌｓｏｏｔ
ａｎｄＮＯｘ［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５，
２９（１）：６０－６７．
ｄ．ＺｈｕＲｏｎｇｓｈｕ，Ｈｅ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ＹａｏＺｅ，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
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ｓｏｏｔａｎｄＮＯｘｗｉｔｈ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ｂａｓｅｄ
ｂｉｎｏｂｌｅｍ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
催化），２０１５，２９（１）：６８－７４．

［３］　ａ．ＦｅｎｇＭｉｎｇ（冯 鸣），ＰａｎＹａｎｆｅｉ（潘燕飞），ＸｕＸｉｕ
ｆｅｎｇ（徐秀峰）．Ｒｅｃ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氧化亚氮分解催化剂的
研究进展）［Ｊ］．Ｅｎｖｉ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ＣｈｅｍＩｎｄ（化工环保），
２０１２，３２（６）：５１６－５２０．
ｂ．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ｅ，ＸｕＸｉｕｆｅｎｇ．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２Ｏ ｏｖｅｒ ＣｕｘＦｅ１ｘＦｅ２Ｏ４ ａｎｄ
ＮｉｘＦｅ１ｘＦｅ２Ｏ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ｏｘｉｄｅｓ［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
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５，２９（１）：７５－８１．

［４］　ＺｏｎｇＹｕｅ（宗 癑），ＬｉＭｅｎｇｌｉ（李孟丽），Ｙａｎｇ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杨晓龙），ｅｔａｌ．Ｒｕ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ｏｎｆｏａｍｅｄａｌｕｍｉ

３５２第３期　　　　　　　　　　　　　　　王　建等：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复合氧化物及改性催化剂催化分解Ｎ２Ｏ



ｎｕｍ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泡沫铝负载钌基催化剂应用于Ｎ２Ｏ的低
温催化分解研究）［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分子催化），
２０１４，２８（４）：３３６－３４２．

［５］　ＸｉｅＰＦ，ＬｕｏＹＪ，ＭａＺ，ｅｔａｌ．ＣｏＺＳＭ１１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
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ｔｅｓ［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１５，
１７０：３４－４２．

［６］　ＣｈｅｌｌａｍＵ，ＸｕＺＰ，ＺｅｎｇＨＣ．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ｙｎｔｈｅ
ｓｉｓｏｆＭｇ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ｓｐｉｎｅ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Ｊ］．ＣｈｅｍＭａｔｅｒ，２０００，１２（３）：６５０－６５８．

［７］　ＹａｎＬ，ＲｅｎＴ，ＷａｎｇＸＬ，ｅｔａｌ．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Ｚｎ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ｓｐｉｎｅ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Ｊ］．Ｃａ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０３，４
（１０）：５０５－５０９．

［８］　ＲｕｓｓｏＮ，ＦｉｎｏＤ，ＳａｒａｃｃｏＧ，ｅｔａｌ．Ｎ２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ｐｉｎｅｌｔｙｐｅｏｘｉｄｅｓ［Ｊ］．Ｃａｔａｌ
Ｔｏｄａｙ，２００７，１１９（１／４）：２２８－２３２．

［９］　ＯｈｎｉｓｈｉＣ，ＡｓａｎｏＫ，ＩｗａｍｏｔｏＳ，ｅｔａｌ．Ａｌｋａｌｉｄｏｐｅｄ
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ｉｎ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Ｊ］．ＣａｔａｌＴｏｄａｙ，２００７，１２０（２）：
１４５－１５０．

［１０］ＡｓａｎｏＫ，ＯｈｎｉｓｈｉＣ，ＩｗａｍｏｔｏＳ，ｅｔａｌ．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ｄｏｐｅｄ
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Ｊ］．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２００８，７８（３／４）：２４２－２４９．

［１１］ＳｔｅｌｍａｃｈｏｗｓｋｉＰ，ＭａｎｉａｋＧ，ＫｏｔａｒｂａＡ，ｅｔａｌ．Ｓｔｒｏｎｇ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３Ｏ４ｔｏｗａｒｄｓ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ｌｋａｌｉｄｏｐａｎｔｓ［Ｊ］．Ｃａ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０９，１０
（７）：１０６２－１０６５．

［１２］ＣｈｅｎｇＨＫ，ＨｕａｎｇＹＱ，ＷａｎｇＡＱ，ｅｔａｌ．Ｎ２Ｏ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Ｋ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Ｃｏ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
ｈｙｄｒｏｔａｌｃｉｔｅｌｉｋ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
２００９，８９（３／４）：３９１－３９７．

［１３］ＤｏｕＺｈｅ（窦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ｅ（张海杰），ＰａｎＹａｎ
ｆｅｉ（潘燕飞），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
ｖｅｒ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ｕＣｏ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ｓ（Ｎ２Ｏ在钾
改性 ＣｕＣｏ尖晶石型复合氧化物上的催化分解）
［Ｊ］．ＪＦｕｅｌＣｈｅｍＴｅｃｈ（燃料化学学报），２０１４，４２
（２）：２３８－２４５．

［１４］ＹａｎＬ，ＲｅｎＴ，ＷａｎｇＸＬ，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ｖｅｒＭ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Ｍ ＝Ｎｉ，Ｍｇ）ｓｐｉｎｅｌ
ｏｘｉｄｅｓ［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０３，４５（２）：８５－
９０．

［１５］ＯｂａｌｏｖáＬ，ＪｉｒáｔｏｖáＫ，ＫｏｖａｎｄａＦ，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ｏｖｅｒ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ｒｏｍ
Ｃｏ／ＭｇＭｎ／Ａｌｈｙｄｒｏｔａｌｃｉｔｅｌｉｋ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０５，６０（３／４）：２８９－２９７．

［１６］ＯｂａｌｏｖáＬ，ＰａｃｕｌｔｏｖáＫ，Ｂａｌａｂáｎｏｖá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Ｍｎ／ＡｌｒａｔｉｏｉｎＣｏＭｎＡｌ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ｈｙｄｒｏｔａｌｃｉｔｅｌｉｋ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Ｊ］．ＣａｔａｌＴｏｄａｙ，２００７，１１９（１／４）：２３３－
２３８．

［１７］ ＯｂａｌｏｖáＬ，ＫａｒáｓｋｏｖáＫ，Ｊｉｒáｔｏｖá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ｉｎｃａｌｃｉｎｅｄＣｏＭｎＡｌｌａｙｅｒ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
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０９，９０（１／２）：１３２－１４０．

［１８］ＧｒｚｙｂｅｋＧ，ＳｔｅｌｍａｃｈｏｗｓｋｉＰ，ＧｕｄｙｋａＳ，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ｗｏｆｏｌｄｒｏｌｅｏｆＣｓｄｏｐｉｎｇｏｎｄｅＮ２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ｃｏ
ｂａｌｔｓｐｉｎｅ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ｔｏｗａｒｄ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ａｎｄｌｏａｄｉｎｇ［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２０１５，
１６８／１６９：５０９－５１４．

［１９］ＡｂｕＺｉｅｄＢＭ，ＳｏｌｉｍａｎＳＡ，ＡｂｄｅｌｌａｈＳ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ｕｘＣｏ１－ｘＣｏ２Ｏ４（０．０ｘ%
１．０）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ＪＩｎｄＥｎｇＣｈｅｍ，２０１５，
２１：８１４－８２１．

［２０］ＯｂａｌｏｖáＬ，ＫａｒáｓｋｏｖáＫ，ＷａｃｈＡ，ｅｔａｌ．Ａｌｋａｌｉｍｅｔａｌｓ
ａ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ｉｎＣｏＭｎＡｌ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ｆｏｒ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Ａ：Ｇｅｎ，２０１３，４６２／４６３：２２７－
２３５．

４５２ 　　　　　　　　　　　　　　分　　子　　催　　化　　　　　　　　　　　　　　　　　　　　　第２９卷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ｖｅｒ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
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ＤＯＵＺｈｅ，ＰＡＮＹａｎｆｅｉ，ＸＵＸｉｕｆ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Ｙａｎｔ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ｔａｉ２６４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ｃ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ｅ
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ｅｇｎａｔｅｄｂｙａｌｋａｌｉｍｅｔａｌｓａｌ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ａｋ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Ｘｒａｙ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ＸＲ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ｈｙｓｉ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Ｅ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ＦＴ
Ｉ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ＳＥＭ），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２ＴＰＲ）ａｎｄＸｒａｙ
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ＸＰ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ｓ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ｔｉｓ
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ａｎｄｃｅｓｉｕｍｏｎｔｏＭｎＣｏ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ｅｎｅｒ
ｇｉｅｓｏｆＭｎａｎｄＣｏ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Ｃｏ—ＯａｎｄＭｎ—Ｏｂｏｎｄｓ，ｔｈｕｓ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ｃｔｉｖ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Ｋ／Ｍｎ０．４Ｃｏ２．６Ｏ４（Ｋ２ＣＯ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ｏｖｅｒｗｈｉｃｈ
１００％ ａｎｄ７４．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ｃａｎｂ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ａｔ４００℃ 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５０ｈｉｎｏｘｙｇｅｎａ
ｌｏｎｅ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ｓｔｅａｍ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ｓ；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ｔｙｐｅｓ；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欢迎订阅《分子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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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主要报导有关分子催化方面的最新进展与研究成果．辟有学术论文、研究简报、
研究快报及进展评述等栏目．内容侧重于络合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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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催化过程中均相催化
剂、固载化的均相催化剂、固载化的酶催化剂等的活化、失活和再生，以及用于新催化过程的催化剂的优选

与表征等方面的稿件，本刊也很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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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欢迎相关专业人员投稿．

本刊为双月刊，每逢双月末出版，大１６开本，约１６万字，每册定价３０．００元．
本刊为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国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３５５５／ＣＮ６２１０３９／Ｏ６．邮发代号：５４６９．Ｅｍａｉｌ信

箱：ＦＺＣＨ＠ｌｉｃｐ．ｃａｓ．ｃｎ　 网址：ｗｗｗ．ｊｍｃ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通过兰州市邮局发行．亦可向本刊编辑部直接函购．

　　本部地址：甘肃兰州市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分子催化》编辑部
邮政编码：７３００００；电话：（０９３１）４９６８２２６；传真：（０９３１）８２７７０８８．

５５２第３期　　　　　　　　　　　　　　　王　建等：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复合氧化物及改性催化剂催化分解Ｎ２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