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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9合金幼赛排气净建摧化

荆适用拄考察

徐锦航 李 林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第二制药总厂 ;

要

本工 作以催化反应器与气相色谱仪联用的方法
,

实现反应与检测同 步
、

灵

活
、

快速地考察了 + 8( 。型 9 合金蜂窝催化射的适用性
7

含烧经
、

烯经
、

酸
、

醛附
。

醇
,

苯类 等十三种代表性有机尾气
,

在空速一万时
一 ‘左右

,

起始温度娜终矛
·

<! ! ℃
,

达=! > 转化率的温度都小于 �?! ℃
,

最终净化率在 =? > 以上
7

对催化剂的催化特性考察
,

经常使用的方法是使反应气体在一定的空速
、

温度等条

件下
,

通过催化反应器进行反应
,

并用玻璃注射器在反应前
、

后取样
,

再进行色谱分

析
,

以观反应效果
。

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点
,

主要是由于催化反应系统与检测系统的

工作不
“

同步
” ,

从而造成两部分工作不够协调 ≅ 另外
,

往往由于取样
、

取样器
,

进样方

式以及分析人员的技术水平与熟练程度不同
,

容易造成一定的试验误差
,

影响试验结果
。

本试验以催化反应器与气相色谱仪联用的方法
,

以烷烃
、

烯烃
、

酸
、

醛
、

诩
、

醇
、

醋
、

苯
、

酚等有代表性的十三种有机化合物为试验样品
,

考察了 + 8 1 �

型9 合金蜂窝整

体排气净化催化剂的适用性
。

在试验装置上主要是将催化反应器的尾气管路与气相色谱

仪六通阀的样品气进气 口串通
,

在管路设计上采用 +
、

8 通路 :见图  ; 等简易装置
,

实现了催化反应器与气相色谱仪联用
,

使原来两个系统成为一个整体
。

这种联用的好处

是 Α � 减少了由于取样
、

取样器及分析人员在操作方面的误差
。 � 实现了反应与检测的

“
同步

” ,

缩短了试验时间
。

 操作比较简单
,

原来两部分工作合为一体
,

节省了人

力
。

!由于在装置上设计了 ∀
、 # 通路

,

使反应系统与检测系统可闭
、

可合
,

流动法配

试验气十分方便
。

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

一
、

仪翻教鑫和试脸方法

∃ %

仪器装置 装置流程示意于图 ∃ 。

& %

试验方法 根据样品气的物理性质 ∋如沸点 ( ,

选择好色谱的检验条件
,

并使色

谱仪稳定
。

在调试色谱仪的同时将催化剂装好
。

当色谱仪已经稳定地处于待工作状态时
,

可以用 ) %

∗ 毫升的玻璃汁射器抽取巳配好

的样品标准气 ∋浓度 +标 , ∗) ) ) − − . 左右 ( ) % ∗毫升
,

连续进样 /一 ∗ 次
,

如果记录仪反

0 北京工业大学 1∃ ∗∃ 班邹首民
、

曾顽二位同学参加了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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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信号重复性很好
,

可以测量标准气的峰高. 标标出Β 值
, Β 二 Χ 标 9 .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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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试验装置示意图

 
7

空气钢瓶 : 卜  ,  一 < ; , <
7

转子流量计 ,

�
7

样品瓶 ≅ �
。

超级恒温水浴 , Ε
。

稳压阁 , ? ,

气体混合器 ,

Φ
7

截止阀 :Φ
一 ,

Φ
一 < ,

Φ
一 � , Φ 一 � ; , ∀

7

劝内< � Γ � Φ !正Η 不锈钢

催化反应管
,

内装劝<� Γ 2� Η Η :约Ε
7

?克 ; + 8( �型合金蜂窝

整体催化剂 , =
7

加热保温炉 ,  !
。

开装热电俩
,

带温度指

示仪 ,   
7

色谱用六通阀
,

附 !
7

Ε 毫升定量管 ,  <
7

/ Ι
ϑ

< �! Ε # 型气相色谱仪
,

色谱柱 币 � 义  ! ! 1 ΚΛ ΚΛ
,

内装 ?! 一∀! 目

玻璃微珠 ,  �
7

记录仪

把试验样品装入样品瓶 � ,

并置于超级恒温水浴 � 内
,

水浴保持计算所需温度
。

打

开钢瓶  一  ,

空气通过流量计 < 一  带出瓶 � 中的饱和蒸汽
,

配气走 + 通路 :打开 Φ ϑ

<, 关闭 Φ 一 � , Φ 一 � ; 卜 经截止阀 Φ 一 < 与气相色谱仪六通阀相连
。

待气路稳定后
,

即可切换六通阀进样
,

检测所配试验气的浓度
,

并和标准气浓度比较
。

如果试验气浓度

太高
,

可打开钢瓶  
一
之

,

用空气在混合器 ? 进行稀释
。

如总的流量过高
,

可用混合器

后的放空阀放空一部分配气
。

如配气浓度太低
,

可适当调节稳定阀 Ε
。

配气稳定后
,

改用 8 通路 碑Μ关闭 Φ 一 < 阀
,

打开 Φ 一 � 和 Φ
一 � 阀;

,

使配气通过

催化反应器与气相色谱仪的六通阀相连
。

切换六通阀进样检侧
,

当检测气浓度 :峰高;

与原来所配的样品气的浓度 :峰高; 相等时
,

说明两系统的浓度已达到均衡
。

即可用调

压变压器使加热保温炉 = 升温
。

反应器进气温度每升高 <! ℃
,

切换一次六通阀进行检测

分析
,

直至达到最终净化率 :即出口气浓度用气相色谱仪已检不出或出口气浓度不再减

小时;
,

切断加热炉电源
。

得催化活性升温曲线
。

催化反应器 自然冷却过程中
,

进气温

度每降<! ℃
,

切换一次六通 阀进行分析
,

直至出口气浓度和配气浓度相等
。

得催化活性

降温曲线
。

切断试验气
,

色谱仪及反应器在继续通空气情况下 冷却
,

最后停空气
。

�
,

计算

− 样 Ν Β
·

. 样 , 刀Ν
− 进 一 −出

−进 一  ! ! >
,

其中
Α −样

—
试验气浓度 :Ι Μ Η ;

,
−进

—
催化 反 应 前的进气浓度 :Ι Μ Η ;

,

. 样

—
试验气峰高 :Η Η ;

,
−出

—
催化反应后的出气浓度 :Ι Μ Η ;

, Β

—
标准气浓

度与标准气峰高的比值 :Ι Μ Η 加Η ;
, 刀

ϑ
净化率 :> ;

。

二
、

试 脸 结 果

本试验以催化反应器与气相色谱仪联用
,

对 + 8 ( Α

型 9 合金蜂窝整体催化剂共做了

��种有机化合物的适用性考察
,

得 �条催化活性曲线 :以逃气温度 蓄:℃ ; 为横座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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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于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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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净化率叭> ; 为纵座标 ; 进气的空速及 � 种有机物的浓度列于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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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气温度  ! ∀ 进
幽
右且度  ℃ ∀

田 # ∃ % & ∋
型合金蜂窝催化剂对有机气体的净化升温曲线

衰 (

短气中有机物名称) 进气鉴瘫 ∗
一 , ∀ ’ 有机物浓度  ++ ,− ∀

三
、

小 结

. / ( 0

. /( 0

. ( 12

3 3/ 4

. ∋ # 4

3 2 0 /

4 / 0 /

/ #. 3

/ #∋ #

/ 22 2

环 已 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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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催化反应器与气相色谱仪联用

考察催化剂性能
,

实现了反应与检侧
“

同

步
” 。

分析数据即刻可知
, 比较置观

,

避

免了由于取样
、

取样器
、

进样方式等操作

方面的人为误差
,

提高了测定撬据的准确

度而且节省人力
、

物 力
,

缩短
一

了试验时

间
。

 #∀ ∃
加

∋

型8 合金蜂窝攀体催化
剂对各种有机化合物都有良好的清性

,

对

上述(∋ 种有机化合物尾气达到如下指标
9

起燃点  转化 /。:的温度∀ 《 #的℃
,

达

工业一般净化率  3 。: ∀的温度; 部<℃
,

吮毗 情

乙

5

⋯
7=叹‘‘,曰,>,且一5一‘5三‘(

(1
。

一氧化碳

最终净化率  不包括甲苯酚 ∀ ? 30 :
。

该催化剂在漆包机上已实际应用 ( 2 2 2。余小时
,

根据上述试验可以认为该催化剂推

广应用于工业尾气的催化净化处理是完全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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