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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沉淀剂对 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结构及
催化分解 Ｎ２Ｏ活性的影响

刘启宪，唐小苏，段言康，宋忠贤，宁 平，张秋林

（昆明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采用了不同沉淀剂（Ｋ２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ＯＨ、ＮａＨＣＯ３）制备了一系列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通过ＸＲＤ、ＸＰＳ、
ＢＥＴ、Ｈ２ＴＰＲ、Ｏ２ＴＰＤ表征手段，探究了催化剂物相结构和氧化还原性能对 Ｎ２Ｏ催化分解性能的影响．研究表
明，以Ｋ２ＣＯ３为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催化剂具有优越的氧化还原性能．此外，较低结晶度有助于提高催化剂的催
化性能，催化剂表面物种与其沉淀剂相关：丰富的表面Ｃｏ物种促进催化活性，较多氧空位有利于催化剂表面的电
子传递和氧气的脱附．以Ｋ２ＣＯ３为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催化剂表现出最佳的 Ｎ２Ｏ催化分解活性，在４５０℃达到
９０％以上的转化率．
关键词：Ｎ２Ｏ催化分解；沉淀剂；Ｃｏ３Ｏ４
中图分类号：Ｏ６４３．３２ 文献标志码：Ａ

　　近年来，Ｎ２Ｏ作为一种大气污染物受到广泛关
注．其温室效应潜值是ＣＯ２的３１０倍，是一种重要
的温室气体［１］．此外，Ｎ２Ｏ可稳定存在于对流层
中，当其传输到平流层时，可引起臭氧层破坏［２］．
随着硝酸、尼龙６６等化学合成工业发展，化石燃料
的燃烧，造成了大气中 Ｎ２Ｏ浓度持续上升

［３］．因
此，Ｎ２Ｏ的消除技术已经成为当今大气污染控制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期研究的Ｎ２Ｏ的去除方法
中，直接催化分解Ｎ２Ｏ生成 Ｏ２和 Ｎ２，是目前最有
效和被广泛认可的消除方法．因此，开发性能稳定
及高活性催化剂是目前 Ｎ２Ｏ催化分解研究的主要
方向．目前，已报道的用于Ｎ２Ｏ催化分解的催化剂
有：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４－５］，分子筛催化剂［６－７］，

复合金属氧化物等［８］．其中金属氧化物催化剂价格
低廉，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并且有较理想活性，具有

代表性的钴的氧化物（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由于其优良的
催化性能而受到广泛关注．Ｑｉａｎ等［９］将 Ｍｇ改性的
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用于Ｎ２Ｏ的催化分解，并探讨催化剂
比表面积、结晶度等对其催化活性的影响，Ｚｈａｎｇ
等［１０］制备了ＣｅＯ２改性的Ｃｏ３Ｏ４催化剂并在Ｎ２Ｏ催

化分解反应中表现出良好活性．Ｏｈｎｉｓｈｉ等［１１－１２］发

现在共沉淀过程中制备条件比如沉淀剂、老化时间

会影响 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分解 Ｎ２Ｏ性能．丁佳
等［１３］使用不同沉淀剂制备了 Ｃｏ０．７Ｃｅ０．３Ｃｏ２Ｏ４催化
剂，结果发现沉淀剂种类对催化剂的晶格畸变率、

孔容、比表面积、晶粒粒度和氧活动性等均有一定

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沉淀剂对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结构、性能

及对Ｎ２Ｏ催化分解活性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不同沉
淀剂（Ｋ２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ＯＨ、ＮａＨＣＯ３）制备了一
系列 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同时结合 ＸＲＤ，ＢＥＴ，
Ｈ２ＴＰＲ，ＸＰＳ等一系列表征手段，来探究沉淀剂对
催化剂物相结构、氧化还原性能及催化分解Ｎ２Ｏ性
能的影响及规律．

１实验部分

１．１催化剂制备
取适量 Ｃｏ（ＮＯ３）３·９Ｈ２Ｏ配制成一定浓度的

溶液，分别用Ｋ２ＣＯ３（１５％）、Ｎａ２ＣＯ３（１５％）、ＮａＯＨ
（２ｍｏｌ／Ｌ）、ＮａＨＣＯ３（１５％）溶液作为沉淀剂．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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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搅拌的条件下，将上述４种沉淀剂分别逐滴滴入
到上述４份相同浓度的Ｃｏ（ＮＯ３）３溶液中直到溶液
ｐＨ值达到９～１０，静置２ｈ，并将所得到的沉淀在
８０℃下老化３ｈ，冷却至室温后抽滤，用蒸馏水将
沉淀物多次洗涤至滤液中性，将滤饼放置于８０℃
的烘箱内干燥过夜．将得到的样品放到马弗炉中于
５００℃焙烧２ｈ．焙烧制得Ｃｏ３Ｏ４氧化物根据其沉淀
剂的 不 同 分 别 标 记 为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Ｃｏ３Ｏ４
Ｎａ２ＣＯ３、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
１．２催化剂活性评价

催化剂的性能评价在自制的常压固定床石英管

反应器中进行．装置由高纯气瓶、流量计、固定床、
石英管反应器（６ｍｍｉ．ｄ）、气相色谱等组成．反应
气组成为１０００ｐｐｍＮ２Ｏ／Ａｒ，其中氩气为平衡气，
气体总流量２００ｍＬ／ｍｉｎ，催化剂用量０．２ｍＬ．程序
升温控制仪控制反应炉温，每个温度下恒温反应３０
ｍｉｎ，反应物和产物用配有电子捕获检测器的福立
气相色谱仪（柱温６０℃，高纯Ｎ２作为载气）进行分
析．催化剂的活性以Ｎ２Ｏ的转化率表示，实验温度
范围为２５０～５００℃．其中，Ｎ２Ｏ的转化率用下列公
式计算：

　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Ｎ２Ｏ］ｉｎ－［Ｎ２Ｏ］ｏｕｔ

［Ｎ２Ｏ］ｉｎ
×１００％

公式中，［Ｎ２Ｏ］ｉｎ和 ［Ｎ２Ｏ］ｏｕｔ分别是Ｎ２Ｏ的进出
口浓度．
１．３催化剂表征

Ｘ射线衍射由德国布鲁克生产的 ＢｒｕｋｅｒＤ８
Ａｄｖａｎｃｅ测试，主要参数为 Ｃｕ靶，电压４０ｋＶ，电
流４０ｍＡ，步长０．０２°．扫描速率６°／ｍｉｎ，扫描范围
２θ＝１０°～９０°．样品的比表面积、孔径和孔容测定
在ＴｒｉｓｔａｒＩＩ３０２０物理化学吸附仪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ＵＳＡ）在液氮温度（－１９６℃）下进行．测样
前，在真空环境下１００℃进行预处理至少６ｈ，样品
的比表面积采用 ＢｒｕｎａｕｅｒＥｍｍｅｔｔＴｅｌｌｅｒ（ＢＥＴ）公式
计算，平均孔径采用 ＢａｒｒｅｔｔＪｏｙｎｅｒＨａｌｅｎｄａ（ＢＪＨ）
模型计算．

催化剂的氢气程序升温还原（Ｈ２ＴＰＲ）实验在
内径为６ｍｍ的石英管中进行．取样品５０ｍｇ，在流
量为３０ｍＬ／ｍｉｎ的氮气气氛下以１０℃／ｍｉｎ升温速
率升温至４００℃，恒温吹扫４０ｍｉｎ，以除去表面的
吸附气体．然后降温至６０℃，在３０ｍＬ／ｍｉｎＨ２／Ｎ２
（Ｈ２＝５％）的气流下以１０℃／ｍｉｎ升温速率升温至
９００℃，ＴＣＤ检测催化剂的耗氢信号．

ＸＰＳ测试在 ＰＥ公司生产的 ＵＬＶＡＣＰＨＩ５０００
ＶｅｒｓａＰｒｏｂｅ型电子能谱仪上进行．激发源为ＡｌＫα，
电子结合能用Ｃ１ｓ（２８４．８ｅＶ）校准，对样品进行抽真
空（真空度小于８×１０－６Ｐａ）处理，室温下采集图谱．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催化活性评价

图１为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

的 Ｎ２Ｏ转化率．由图可以看出，采用 Ｋ２ＣＯ３、
Ｎａ２ＣＯ３、ＮａＯＨ、ＮａＨＣＯ３为沉淀剂制备Ｃｏ３Ｏ４氧化
物催化剂在 ４５０℃ 时 Ｎ２Ｏ的转化率分别为
９７．３１％、９１．７３％、７２．３７％、６１．７１％．催化剂的催

图１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

催化剂的Ｎ２Ｏ转化率

Ｆｉｇ．１Ｔｈｅ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０００ｐｐｍＮ２Ｏ，Ａｒａ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ｇａｓ，

ＧＨＳＶ＝６００００ｈ－１

化活性顺序如下：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采用 Ｋ２ＣＯ３作为沉
淀剂时制备的催化剂催化活性最高，而 ＮａＨＣＯ３作
为沉淀剂时制备的催化剂催化活性最差．可见不同
沉淀剂对催化剂的Ｎ２Ｏ催化分解活性有较大影响，
这有可能是不同沉淀剂影响了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
的物理化学性质．
２．２ＸＲＤ

图２给出了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
化剂的 ＸＲＤ图．由图可以看出，出现在 ２θ＝
３１．２３°、３６．８８°、４５．０３°、５９．３６°和６５．２１°处的强衍
射峰，分别对应着是Ｃｏ３Ｏ４尖晶石的 （２２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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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

催化剂的ＸＲＤ谱图
Ｆｉｇ．２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ｖ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４００）、（５１１）和（４４０）晶面，ＸＲＤ图中并未观察到
其它物相的特征衍射峰，所有不同沉淀剂制备的

催化剂上都出现了Ｃｏ３Ｏ４尖晶石相的特征衍射峰

（ＪＣＰＤＳ６５３１０３）．由图可知，不同沉淀剂制备的
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的衍射峰强度有很大的差异，
但衍射峰的位置并没有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其中
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催化剂的衍射峰峰形尖锐、衍射峰
强度最强，说明该催化剂具有较高的结晶度，而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的衍射峰强度最弱，说明其结
晶度最低．结合催化剂的活性评价结果，我们发现
催化分解 Ｎ２Ｏ活性最高的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具
有最弱的衍射峰，而催化活性最差的 Ｃｏ３Ｏ４ＮａＨ
ＣＯ３催化剂衍射峰强度最强，可能是由于催化剂较
低的结晶度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氧化还原性能从而有

利于催化反应进行．
２．３ＢＥＴ

图３为不同沉淀剂制备的催化剂的 Ｎ２吸脱附

曲线及孔径分布图，由图可以看出，不同催化剂具

有不同的孔结构，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滞后环的闭合点
Ｐ／Ｐ０在 ０．７６处，表明其具有明显的介孔结构，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滞后环的闭合点向高处偏移，表明
其孔径变大，平均孔径增加，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和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吸附与脱附曲线的闭合点Ｐ／Ｐ０都在

图３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的Ｎ２吸脱附及孔径分布谱图

Ｆｉｇ．３Ｎ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ａｎｄ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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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５左右，表明其大孔数量增加，小孔数量减
小［１４］．另外，由图可明显看出，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孔径
主要分布于 ２０ｎｍ左右，且相对集中，Ｃｏ３Ｏ４
Ｎａ２ＣＯ３的孔径主要分布 １０～５０ｎｍ，有小部分大

孔，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和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孔径分布范围
较大，介孔与大孔并存．为进一步详细了解不同催
化剂的物理结构，将其比表面积、孔容及平均孔径

统计列于表１．

表１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的孔容、孔径及比表面积
Ｔａｂｌｅ１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Ｎ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

／（ｍ２·ｇ－１）

Ｔｏｔａｌｐｏｒｅｖｏｌｕｍｅ

／（ｍＬ·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ｒ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ｎｍ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 ４５．９ ０．２２５ １５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 ２９．３ ０．１９６ ２０
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 ３７．３ ０．２０１ ２１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 ２７．５ ０．２０３ ２５

　　由表１可知，不同沉淀剂对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和
孔容影响较大．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４５．９ｍ

２·ｇ－１）
的比表面积最大，大于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２９．３ｍ

２·

ｇ－１）、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３７．３ｍ
２· ｇ－１），Ｃｏ３Ｏ４

ＮａＯＨ（２７．５ｍ２·ｇ－１）．此外，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
（０．２２５ｍＬ·ｇ－１）的孔容也最大，大于 Ｃｏ３Ｏ４
Ｎａ２ＣＯ３（０．１９６ｍＬ·ｇ

－１）、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０．２０１
ｍＬ·ｇ－１），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０．２０３ｍＬ·ｇ

－１）．由此可
见，在这４个催化剂中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比表面
积最高、孔容最大，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比表面积最小，而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具有最小孔容．

结合不同催化剂催化活性，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具有
较大的孔容、较大的比表面积及较小的平均孔径，

表现出最好的催化活性．但其它沉淀剂制备的
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孔容和活性之间变化并
无明显的对应关系，可见催化剂比表面积及孔容孔

径不是影响其Ｎ２Ｏ催化分解活性的主要因素．
２．４Ｈ２ＴＰＲ

为考察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

的氧化还原性能，对催化剂进行了Ｈ２ＴＰＲ表征，结
果见图４．不同沉淀剂制备的 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
在温度范围２００～５５０℃ 均出现了２个还原峰，其
中２２０～３４０℃附近的Ｈ２消耗峰可归属为Ｃｏ３Ｏ４到
ＣｏＯ的还原峰，即 Ｃｏ３＋到 Ｃｏ２＋的还原过程，在
３４０～５００℃还原峰可归属为 ＣｏＯ到 Ｃｏ的还原峰，
即Ｃｏ２＋到 Ｃｏ的还原过程［１５］．文献曾报道，Ｃｏ３＋到
Ｃｏ２＋的还原过程与氧脱附步骤相关联，即 Ｃｏ３＋到
Ｃｏ２＋的还原温度越低，氧脱附越容易，也就是越有
利于 Ｎ２Ｏ的催化分解

［１６］．从图可以看出，各催化

图４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

催化剂的Ｈ２ＴＰＲ谱图

Ｆｉｇ．４Ｈ２ＴＰ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ｖｅｒ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剂上 Ｃｏ３＋到 Ｃｏ２＋的还原峰位置不同，其中 Ｃｏ３Ｏ４
Ｋ２ＣＯ３、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 和 Ｃｏ３Ｏ４
ＮａＨＣＯ３催化剂 Ｃｏ

３＋到 Ｃｏ２＋的还原峰温度分别为
３１０、３１３、３２６和３２７℃，该还原顺序与其催化活性
顺序基本一致．可见，当共沉淀法中使用Ｋ２ＣＯ３作
为沉淀剂制备的 Ｃｏ３Ｏ４催化剂具有较低的 Ｃｏ

３＋到

Ｃｏ２＋还原温度，表明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具有最佳的 Ｃｏ
３＋

到Ｃｏ２＋的还原能力．有研究表明［１０］，较好氧化还原

性能有利于提高Ｎ２Ｏ的催化分解活性．
２．５ＸＰＳ

不同沉淀剂制备的 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的 ＸＰＳ图谱

如图所示，图５为Ｃｏ２ｐ图谱，由图可知，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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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

催化剂Ｃｏ２ｐ的ＸＰＳ谱图
Ｆｉｇ．５ＸＰ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Ｃｏ２ｐ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沉淀剂合成的 Ｃｏ３Ｏ４催化剂中，Ｃｏ物种的 ＸＰＳ峰
型并无明显变化，可见 Ｃｏ物种的化学状态基本相
同．根据文献［１７］可知，Ｃｏ２ｐ３／２在７７９．３～７７９．４
ｅＶ和７８０．０５～７８０．３５ｅＶ范围内的峰可分别归结
为 Ｃｏ３＋ ２ｐ３／２和 Ｃｏ

２＋ ２ｐ３／２，另外一个自旋轨道
Ｃｏ２ｐ１／２在７９４．３５～７９４．４５ｅＶ和７９５．３５～７９５．７
ｅＶ范围内可分别归结为Ｃｏ３＋２ｐ１／２和Ｃｏ

２＋２ｐ１／２，而
结合能在７８９和８０３．８ｅＶ处的峰可归结为 Ｃｏ３Ｏ４
的卫星峰［１８］．由图可明显看出，不同沉淀剂制备的
催化剂，峰强度明显不同，为探究其表面 Ｃｏ物种
的种类及含量对催化活性的影响，对系列催化剂的

表面 Ｃｏ物种进行了统计，具体结果如表 ２．其中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的峰面积最大，是由于其表面 Ｃｏ物
种含量较高，而 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和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峰
面积相对较小，说明其表面Ｃｏ物种含量较低．

表２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的表面Ｃｏ物种含量
Ｔａｂｌｅ２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 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

Ｐｅａｋ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３＋ ２５５１９ ２６１９６ １５８８２ １５２３６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３＋ ４１％ ４３％ ３８％ ３９％

Ｐｅａｋ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２＋ ３６５７８ ３３８４８ ２５２１９ ２４３０９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 ５９％ ５７％ ６２％ ６１％

　　图６为Ｏ１ｓ图谱，在结合能为５２９．０ｅＶ处的峰
可归结为晶格氧的峰，在更高处的结合能５３０．６ｅＶ

图６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

催化剂Ｏ１ｓ的ＸＰＳ谱图
Ｆｉｇ．６ＸＰ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Ｏ１ｓ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处的峰可归结为表面氧的 ＯＨ物种［１９－２０］．由图可
知，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峰强度最强，说明其表面 ＯＨ物
种和晶格氧物种含量较高．相对其他样品，Ｃｏ３Ｏ４
ＮａＨＣＯ３具有较弱的峰强度，说明其表面 ＯＨ物种
和晶格氧物种含量低．
　　结合催化活性，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表面物种丰富且
在所有催化剂中表现出最佳活性，而催化剂Ｃｏ３Ｏ４
ＮａＨＣＯ３活性最差，同时表面物种含量也较低．结
合系列催化剂的催化活性顺序：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由表
２可知，催化剂中不同种类表面 Ｃｏ物种（Ｃｏ３＋和
Ｃｏ２＋）的比例与催化活性并无明确的对应关系，而
其较高的表面总的 Ｃｏ物种含量一定程度促进催化
活性．这说明在不同沉淀剂制备的一系列催化剂
中，表面的Ｃｏ３＋和Ｃｏ２＋物种均为其活性位点，且催
化剂表面物种的含量与催化剂活性密切相关，这可

能是由于丰富的表面物种有利于物种间的电子转

移，从而提高其氧化还原性能，进而促进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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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２．６Ｏ２ＴＰＤ

活性位点上Ｏ２的脱附是Ｎ２Ｏ催化分解反应过

程中的控速步骤，研究表明［１０，２１－２３］，其脱附温度及

脱附峰面积可一定程度反应催化剂表面氧空位的性

质及数量，而这对于Ｎ２Ｏ的催化分解反应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如图 ７所示，为不同沉淀剂制备的
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的Ｏ２ＴＰＤ谱图，由图可知，在

图７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

催化剂的Ｏ２ＴＰＤ谱图

Ｆｉｇ．７Ｏ２ＴＰ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ｎｔｓ

４００℃以下的温度段，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剂均有明
显的脱附峰．其中在１００～２００℃温度区间内峰强
度最强，且可明显看出在此温度区间内有两个脱附

峰，在温度低于１５０℃的脱附峰可能是通过物理吸
附存留于催化剂表面的 Ｏ２．而在１５０～４００℃的脱
附峰可归结为表面 Ｏ２

－ａｎｄＯ等氧物种的脱附［１０］，

可反映在催化剂制备过程中形成表面氧空位的数

量［２４］．在１５０～４００℃温度段，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脱附
峰强度最强，而 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峰强度最弱．结合
催化剂活性，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具有较多的表面氧空
位，且在测试温度范围内表现出最佳活性，同时

Ｃｏ３Ｏ４ＮａＨＣＯ３表面氧空位含量较低，且活性最差．
而对于 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在１５０～４００℃的脱附峰强度
相对于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明显较强，但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的
活性相比 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较差．因此，Ｏ２的脱附量
与 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并没有绝对的线性关
系，其脱附量还可能受催化剂晶粒大小及掺杂金属

等的影响［２５］．

２．７Ｏ２和Ｈ２Ｏ对催化剂催化活性的影响
在Ｎ２Ｏ的催化分解反应中，气氛中的 Ｏ２和水

蒸气是影响Ｎ２Ｏ分解的重要因素，为了考察 Ｏ２和
水蒸气对催化剂活性的影响，在反应气氛中添加

５％的Ｏ２或３％的水蒸气．如图８所示，在水蒸气

图８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在Ｏ２和

Ｈ２Ｏ存在条件下的Ｎ２Ｏ转化率

Ｆｉｇ．８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ｗｉｔｈ

ｆｅｅｄｇａｓｏｆ１０００ｐｐｍＮ２Ｏ／Ａｒ＋５ｖｏｌ％ Ｏ２ｏｒ

１０００ｐｐｍＮ２Ｏ／Ａｒ＋３ｖｏｌ％Ｈ２Ｏ

或氧气存在的条件下，催化剂活性有不同程度的降

低，对于催化剂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在不存在氧气或水蒸
气的条件下在４５０℃转化率为９７．４％，相同温度
下，在添加 ３％ Ｈ２Ｏ水蒸气条件下转化率为
９０．５％，在５％ Ｏ２存在条件下转化率为８５．９％．可
见氧气和水蒸气存在条件下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对
Ｎ２Ｏ的催化分解活性有一定影响，这是由于在反应
过程中氧气分子和水蒸气会与 Ｎ２Ｏ分子竞争吸附
于活性位点上，从而引起催化活性降低，但 Ｃｏ３Ｏ４
Ｋ２ＣＯ３催化剂在此条件下仍然具有较高转化率．为
考察催化剂的热稳定性，将原有的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
化剂在空气氛围下７００℃焙烧８ｈ，具体活性测试
结果如图９，催化剂活性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在
４５０℃仍可达到８０％的转化率，表明其具有较好的
热稳定性．另外，对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在４５０℃
进行了１００ｈ的活性测试，来考察其稳定性，详细
测试结果如图１０，结果表明：该催化剂在１００ｈ的
寿命测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活性降低的问题，说明

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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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在７００℃

焙烧８ｈ的Ｎ２Ｏ转化率

Ｆｉｇ．９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ｉｎｅｄｉｎａｉｒａｔ７００℃ ｆｏｒ８ｈ

图１０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催化剂在４５０℃下

持续１００ｈ的Ｎ２Ｏ转化率

Ｆｉｇ．１０Ｎ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ｔ４５０℃ ｆｏｒ１００ｈ

３结论
我们采用了不同沉淀剂（Ｋ２ＣＯ３，Ｎａ２ＣＯ３，

ＮａＯＨ，ＮａＨＣＯ３）制备了一系列 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
剂．考察了沉淀剂对催化剂活性造成的影响，得出
了以下结论：不同沉淀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氧化物催化
剂在物理及化学性质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进而影

响其Ｎ２Ｏ的催化分解活性，其催化活性顺序如下：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Ｃｏ３Ｏ４Ｎａ２ＣＯ３＞Ｃｏ３Ｏ４ＮａＯＨ＞Ｃｏ３Ｏ４
ＮａＨＣＯ３．从ＸＲＤ和ＢＥＴ表征结果发现，不同沉淀
剂制备的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的物理结构有所不同，其中

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的特征衍射峰最弱，说明其结晶度最
低，同时其比表面积和孔容最大，通过 Ｈ２ＴＰＲ发
现，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具有最低的 Ｃｏ

３＋到 Ｃｏ２＋还原温
度，表明该催化剂具有最佳的Ｃｏ３＋到Ｃｏ２＋的还原能
力．Ｏ２ＴＰＤ结果显示，Ｃｏ３Ｏ４Ｋ２ＣＯ３具有丰富的氧
空位．因此，以Ｋ２ＣＯ３作为沉淀剂制备的 Ｃｏ３Ｏ４催
化剂表现出最佳的Ｎ２Ｏ催化分解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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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Ｎ２Ｏ）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ｐｌａｎｔｓ［Ｊ］．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ｅｓ，２００５，２３：１３３－

１４７．
［２］　ＴｈｉｅｍｅｎｓＭＨ，ＴｒｏｇｌｅｒＷＣ．Ｎｙｌ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ｕｎ

ｋｎｏｗ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Ｊ］．Ｓｃｉ，
１９９１，２５１：９３２－９３４．

［３］　ＫａｐｔｅｉｊｎＦ，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ＭｉｒａｓｏｌＪ，ＭｏｕｌｉｊｎＪ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ｏｕｓ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Ｊ］．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１９９６，９（１／４）：２５－６４．

［４］　ａ．ＫｏｎｄｒａｔｅｎｋＶＡ，ＢａｅｒｎｓＭ．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２，Ｎ２Ｏａｎｄ
ＮＯｏ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ｔ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ＮＨ３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Ｊ］．ＣａｔａｌＴｏｄａｙ，２００７，１２１（３／４）：２１０－２１６．
ｂ．ＺｏｎｇＹｕｅ（宗 癑），ＬｉＭｅｎｇｌｉ（李孟丽），ＹａｎｇＸｉａｏ
ｌｏｎｇ（杨晓龙），ｅｔａｌ．Ｒｕ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ｏｎｆｏａｍｅｄ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Ｎ２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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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
２０１４，２８（４）：３３６－３４３．

［５］　ＤａｃｑｕｉｎＪＰ，ＤｕｊａｒｄｉｎＣ，ＧｒａｎｇｅｒＰ．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Ｐ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ｇ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Ｊ］．
ＣａｔａｌＴｏｄａｙ，２００８，１３７（２／４）：３９０－３９６．

［６］　ＡｐａｒｉｃｉｏＬＭ，ＵｌｌａＭＡ，ＭＩｌｌｍａｎＷＳ，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Ｙｚｅｏｌｉｔｅｓｃｏ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ｉｒｏｎａｎｄａｓｅｃｏｎｄｐｏｌｙｖａｌｅｎｔ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ａｔａｌ，
１９８８，１１０（２）：３３０－３４７．

［７］　ＰｅｒｅｚＲａｍｉｒｅｚＪ，ＫａｐｔｅｉｊｎＦ，ＭｕｌＧｅｔａｌ．ＮＯ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Ｆｅｂａｓｅ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Ｊ
Ｃａｔ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８（１）：２１１－２２３．

［８］　ａ．ＺｈｏｕＨａｉｂｏ，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Ｓｕｎ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
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ｖｅｒＣｕｘＣｅ１－ｘＯｙｍｉｘｅｄｏｘｉｄｅｓ
［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２０１２，１２５：４９２－４９８．
ｂ．ＷｕＣａｎｇｃａｎｇ（吴藏藏），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ｅ（张海杰），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王 建），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９６３第４期　　　　　　　　　　　刘启宪等：不同沉淀剂对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结构及催化分解Ｎ２Ｏ活性的影响



Ｎ２Ｏ ｏｖｅｒ ＭｎｘＣｏ２．５－ｘＡｌ０．５Ｏ４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ｐｉｎｅｌｏｘｉｄｅｓ
（ＭｎｘＣｏ２．５－ｘＡｌ０．５Ｏ４尖晶石型三元复合氧化物 催化分
解Ｎ２Ｏ）［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６，
３０（２）：１３１－１３９．
ｃ．ＷａｎｇＪｉａｎ（王 建），ＷｕＣａｎｇｃａｎｇ（吴藏藏），Ｚｈｅｎｇ
Ｌｉ（郑 丽），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ｖｅｒ
ＣｅｘＣｏ２－ｘＡｌＯ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ｏｘｉｄｅ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ｏｌｇｅｌｍｅｔｈ
ｏｄ（溶胶凝胶法制备 ＣｅｘＣｏ２－ｘＡｌＯ４复合氧化物 及其
催化分解 Ｎ２Ｏ）［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
化），２０１５，２９（６）：５５３－５６２．
ｄ．ＷａｎｇＪｉａｎ（王 建），ＤｏｕＺｈｅ（窦 ?），ＰａｎＹａｎｆｅｉ
（潘燕飞），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ｖｅｒ
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 ｍｉｘｅｄ ｏｘ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ＭｎｘＣｏ３ｘＯ４复合氧化物及改性催化剂催化分解
Ｎ２Ｏ）［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５，２９
（３）：２４６－２５５．

［９］　ＱｉａｎＭ，ＺｅｎｇＨ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ｇ
Ｃ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ｘｉ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２Ｏ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ＪＭａｔｅＣｈｅｍ，１９９７，７（３）：４９３－４９９．

［１０］ＸｕｅＬ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ｂｉｎ，Ｈｅ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ｏｖｅｒＣｅＯ２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Ｃｏ３Ｏ４ｓｐｉｎｅｌ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Ｂ：Ｅｎｖｉｒ，２００７，７５（３／４）：
１６７－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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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ＺａｓａｄａＦ，ＳｔｅｌｍａｃｈｏｗｓｋｉＰ，ＭａｎｉａｋＧ，ｅｔａｌ．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ｂａｌｔｓｐｉｎｅ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ｂｙｗｏｒ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ＦＴ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Ｊ］．Ｃａｔａ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９，１２７：１２６－１３１．

［１３］ＤｉｎｇＪｉａ（丁 佳），ＬｕｏＬａｉｔａｏ（罗来涛）．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ｓ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ｉｎｅｌ
ｔｙｐｅＣｏ０．１７Ｃｅ０．１３Ｃｏ２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沉淀剂对尖晶石型Ｃｏ０．７Ｃｅ０．３Ｃｏ２Ｏ４催化剂甲
烷催化燃烧性能的影响）［Ｊ］．ＣｈｉｎＲａｒｅＥａｒ（稀
土），２００９，３：３６－４０．

［１４］ＬｉＨｕｉ，Ｗ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ｕ，ＬｉＨｏｎｇｙｉ，ｅ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ｄｏｐｅｄ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ＴｉＯ２
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ｓ［Ｊ］．Ｒｅｓ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０，３６（１）：２７－３７．

［１５］ＬｉｎＨＹ，ＣｈｅｎＹＷ．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
ｂａｌｔｂ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Ｊ］．ＭａｔｅｒＣｈｅｍＰｈｙ，２００４，８５：
１７１－１７５．

［１６］ Ｚ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ｅｔ
ａｌ．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ＮｉＯｆｏｒ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ｏｕｂ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ｂｙｂａｒｉｕｍａｎｄｃｅｒｉｕｍ［Ｊ］．ＣｈｅｍＥｎｇ
Ｊ，２０１４，２５６：３６５－３７１．

［１７］ＮＩＳ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ｆｏｒＸＰＳｃｏｒｅｌｅｖｅｌｓ．
［１８］ＡｎｇｅｌｏｖＳ，ＭｅｃｈａｎｄｊｉｅｖＤ，ＰｉｐｅｒｏｐｖＢ，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ｉｘｅｄｓｐｉｎｅｌｓＣｕｘＣｏ３ｘＯ４（０×

１）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ｌｐｈｕ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１９８５，１６：４３１－４３７．

［１９］ＫａｌｉａｇｕｉｎｅＳ，ＶａｎＮｅｓｔｅＡ，ＳｚａｂｏＶ，ｅｔａｌ．Ｐｅｒｏｖｓｋｉｔｅ
ｔｙｐｅｏｘｉｄｅ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ｂｙ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Ｐｒｅ
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ＣａｔａｌＡ，２００１，
２０９：３４５－３５８．

［２０］ ＤａｃｑｕｉｎＪＰ，ＤｕｊａｒｄｉｎＣ，Ｇｒａｎｇｅｒ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ＰｄｏｎＬａＣｏＯ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ｎ
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Ｏ［Ｊ］．
ＪＣａ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５３：３７－４９．

［２１］ ＺｈａｎｇＱｉｕｌｉｎ，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ｕ，Ｎｉ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２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ａ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Ｃｏ３Ｏ４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ＲｓｃＡｄｖａｎ，２０１５，５：５１２６３－
５１２７０．

［２２］ＣｈｅｎＬ，ＣｈｅｎＨＹ，ＬｉｎＪ，ｅｔａｌ．ＦＴＩＲ，ＸＰＳａｎｄＴＰ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ｕＺＳＭ５［Ｊ］．Ｓｕｒｆ
ＩｎｔｅｒｆＡｎａｌ，１９９９，２８：１１５－１１８．

［２３］ＳｍｅｅｔｓＰＪ，ＧｒｏｏｔｈａｅｒｔＭＨ，ｖａｎＴｅｅｆｆｅｌｅｎＲＭ，ｅ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ＮＯａｎｄＮ２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Ｎ２Ｏ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ｕｚｅｏｌｉｔｅｓ：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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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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元．中国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３５５５／ＣＮ６２１０３９／Ｏ６．

欢迎订阅，欢迎来稿．

１７３第４期　　　　　　　　　　　刘启宪等：不同沉淀剂对Ｃｏ３Ｏ４催化剂结构及催化分解Ｎ２Ｏ活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