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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 了国内外活性炭催化 甲烷制氢的研究进展
,

主要集中在活性炭的纹理特征和

表面化学性质对催化 甲烷性能的影响
,

活性炭失活机理
。

煤作为活性炭前体和热源
,

由于研

究时间不长
,

有许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

今后
,

可以将重 点放在活性炭颗粒表面发生的化学反

应机理以及甲烷分解和活性炭重新活化的机理等方面
,

从而优化 活性炭的性质和操作参数
,

在活性炭催化 甲烷制氢机理方面有所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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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资源的日益枯竭
,

为解决能源短缺和燃

油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
,

开

发洁净廉价的燃料替代石油已成为各国竞相研究的

热点
。

氢气是一种理想的洁净燃料
,

其燃烧产物只有

水
,

具有能量密度高
、

可储存
、

可运输
、

无污染等优点
,

因此
,

世界各国都在集中力量发展洁净氢能技术
,

随

着以燃料电池为代表的各种氢能利用技术的迅猛发

展
,

未来人类对氢的需求量将大幅度上升
。

氢能作为

一种高效
、

清洁的替代能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
,

世纪人类将迈人氢经济时代 〔'
一

, 」。

氢能是一种二次能源
,

在地球上自然氢的存在极

少
,

因此必须将含氢物质分解才能得到氢
。

目前
,

制

氢的方法主要有电解水法
、

光解水法和碳及碳氢化合

物制合成气法等
。

其中
,

电解水法的成本高
,

光解水

法尚处于研究阶段
,

碳及碳氢化合物制合成气法以其

成本低和技术成熟成为当前大规模制氢最常用 的

方法 〕。

, 甲烷制氢技术

温室气体特别是 的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

化
,

已成为社会所关注 的焦点
。

中国 目前 排放

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 位
。

虽然人均数值不高
,

但由于拥有庞大的人 口
,

在
一

年间
,

中国

的 排放量将从西欧国家总排放量的 上升

到
,

从美国排放量的 上升到
。

未

来一个时期内
,

中国能源的发展将面临全球减排温

室气体呼声的压力 「州
。

天然气制氢是化石燃料制氢工艺中最经济合

理的方法
,

以甲烷为原料制备氢气的工艺在当前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

目前
,

应用最广泛的大规模制氢

技术是天然气水蒸汽重整
,

该工艺虽然生产

技术较为成熟
,

但该过程会产生
,

因此需要增加

捕获和储存装置
,

这会使制氢的成本提高
一 「 〕 ,

此外
,

能量消耗大以及不确定的长期的

储存问题都是该制氢技术的缺点 甲烷催化部

分氧化法过程能耗低
,

可采用大空速操作
,

无需外

界供热
,

可避免使用耐高温的合金钢管反应器
,

采

用极其廉价的耐火材料堆砌反应器 即可
,

装置的固

定投资明显降低
,

但尚未见到该技术工业化的相关

报道 甲烷自热重整工艺是一种新型制氢方法
,

其

基本原理是在反应器中祸合了放热的甲烷部分氧

化反应和强吸热的甲烷水蒸气重整反应
,

反应体系

本身可实现 自供热 〕。

传统的制氢方法如水蒸气

甲烷重整
,

甲烷部分氧化
,

甲烷 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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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作者简介 杨德敏 一
,

男
,

内蒙古扎兰屯人
,

高级工程师
,

主要从事矿山地下采煤
、

煤化工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

《洁净煤技术 》 年第 卷第 期

DOI :10.13226/j.issn.1006-6772.2010.02.006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ww.ch
ina

ca
j.n

et



L 煤 质 技 术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矿业类核心期刊 《
一

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重整 等在生成氢气的同时产生大量的
,

从合成气中除去 不仅使反应复杂化
,

而且降低

了经济效益
。

所以
,

目前正在探索其它无 生成

的制氢方法
。

直接由天然气催化裂解生成纯氢和碳成为一

种新的选择
,

这是连接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之间

的过渡工艺过程
。

值得一提的是 甲烷的高温分解

已经不是新的反应
,

它作为制备炭黑的方法已经被

运用几十年了
,

在这种反应中
,

氢气用作辅助燃料
。

甲烷分解反应是温和的吸热反应
,

生成 摩尔 所

要消耗的能量为
,

小于甲烷水蒸汽重整反应

所要消耗的能量
。

此反应需要的能量较

小
,

小于甲烷燃烧放出热量的
,

此反应不需要

过程和 除去过程
,

大大简化了反应过程
,

而且此反应的主产物是氢气
,

副产物为纯碳 〔̀ ” 」。

甲

烷热分解都是在较高的温度下进行
,

使用催化剂可

降低反应的温度
,

提高反应过程的动力
。

使用催化

剂分解甲烷的过程通常被称为 州
“

。 。

目前
,

有人研究用不

同的催化剂来降低甲烷分解的温度
, 、 、 。 、

等金属催化剂已经被广泛用于甲烷分解反应
,

但生

成的碳沉积在催化剂表面易使催化剂失活
,

催化剂

的再生和分离都 比较困难
,

因此
,

一般情况下将催

化剂与产生的碳一起收集 〔川
。

在相关的文献中
,

除

去积碳的方法有燃烧法和水蒸气法
。

这两种方法

生成的 量不比 方法少
,

从而使生成的

被 污染
。

所以通过甲烷分解反应制氢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

近几年
,

国外一些学者提出用碳基催化剂 活

性炭 代替传统的金属催化剂
` 〕 ,

碳基催化剂相对

于金属催化剂有如下几个优点 原料适应性广
,

且不存在硫中毒问题 价廉 成本低 反应

过程产生的碳可 以作为催化剂的前体
。

因此
,

使用

碳基催化剂催化分解甲烷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

液中的有机或无机物质以及胶体颗粒等有很强的

吸附能力
,

具有足够的化学稳定性
、

机械强度及耐

酸
、

耐碱
、

耐热
、

不溶于水和有机溶剂
,

使用失效后

容易再生等优点
,

在各行各业有着广泛而重要 的

应用
,̀

一 ` 〕。

活性炭本身具有各种催化活性
,

可单独作催化

剂使用
。

活性炭作为接触催化剂可用于各种裂解
、

异构化
、

聚合
、

氧化和卤化反应
。

活性炭的催化活

性是由于炭的表面和表面化合物以及其它物质
,

特

别是灰分的作用
。

由于活性炭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

以及它的孔隙结构特性和表面化学性质等
,

对催化

剂的活性
、

选择性和使用寿命都有重大影响
,̀ 〕。

活性炭失效时
,

可 以用各种方法进行再生
,

使

其恢复原来的吸附能力
,

再用于生产
。

活性炭一般

能进行多次反复再生
,

如果在合适 的条件下再生

时
,

它的吸附性能和催化性能不会显著降低 〔' 〕。

裂解催化剂在使用过程中不 可避免要发生积

碳
,

致使催化剂失活
。

积碳是催化剂失活的一个重

要因素
,

射线研究指出
,

积碳多为类石墨结构
。

迄今为止
,

对积碳的动力学及其它宏观方面进

行过许多研究
,

曾得到著名的 方程
,

这一方

程描述的是催化剂上的积碳量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

其中
。

代表催化剂上的积碳浓度
,

和 是常

数
,

是反应时间
。

一般认为
,

催化剂的酸性过强利于积碳的发

生
,

可能是因为过强的酸中心形成的正碳离子较稳

定地留在催化剂表面上不易脱附而发展为积碳 催

化剂中外来的化学杂质
,

如铁
、

铜等促使积碳的产

生 裂解原料的种类与积碳有关
,

含芳烃 的原料容

易积碳
,

若是烷烃
,

分子量大的 比分子量小的容易

积碳
,

烯烃比烷烃容易积碳
,

在裂化过程中
,

小于

的烯烃是积碳的主要来源
,

芳烃的烷基化和氢转移

反应有利于积碳的产生
` 〕。

活性炭的催化性质

活性炭是用烟煤
、

褐煤
、

果壳或木屑等原料经

炭化
、

活化制成的黑色多孔颗粒
,

由微晶炭和无定

型炭构成
,

还有数量不等的灰分
。

其最大的特点是

具有发达的孔隙结构和 巨大的比表面积
,

吸附性能良好
。

作为一种优良的吸附

剂具有独特的孔隙结构
,

按 分 微孔
、

过渡孔
一

和大孔 和表面

官能团 如竣基
、

碳基
、

经基
、

内醋基等
,

对气体
、

溶

活性炭催化分解甲烷制氢研究进展

活性炭催化 甲烷制氢

活性炭催化 甲烷制氢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兴起

的
,

并以其独特的优势 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
。

研究了 多种不同的炭样
,

包括活性

炭
、

炭黑
、

纳米结构碳
、

玻璃质碳
、

石墨等
,

分析了它

们在甲烷分解反应中的催化行为
。

提出 碳的催化

行为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来源
、

结构和 比表面积
,

并

指出通常情况下
,

不规则形态 的碳比规则形态的碳

具有更好的催化活性 〔̀ , 〕。

等分析了几种 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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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性炭作为甲烷分解的催化剂
,

发现它们具有相

同的失活方式
,

且初始活性与比表面积或灰分之间

无明显的规律可循呻 」。

用两个参数来表征每个碳样 嵘 —
初始活性

,

众 —催化剂有效因子
,

其中 认为

反应进行 后的甲烷分解率
。

除空速之外
,

甲烷

转化率主要取决于活性炭的性质 〔' , 〕。

活性炭自身性质与催化 甲烷制氢之间的关 系

纹理特征

为了评价活性炭在催化甲烷制氢过程中的行

为特征
,

不仅要考虑甲烷的初始转化率
,

长期的转

化率也应该考虑
。

等考察 甲烷初始转化率

一定温度下 与未反应的活性炭 比表面积之

间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不同比表面积的样品呈现出

大致相同的最初转化率 甲烷的长期转化率用催化

剂失活前所积聚的总碳量来评价
,

结果表明
,

较大

比表面积的活性炭具有较高的长期转化率和有效

因子
。

活性炭的其它特性有助于解释它的结构特

征和 长期催化效率之间的关系
。

用 吸附等温

线和 吸附等温线所计算出来的孔容比与活性炭

的孔径分布有关 越高
,

说明微孔和中孔在

整个孔容中所占的比例越大 ” 〕。

表面化学性质

活性炭的特性不仅取决于它的比表面积
,

而且

表面化学性质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活性炭的

表面化学性质主要是指活性炭表面 的化学官能团
,

可分为含氧官能团和含氮官能团
。

在活性炭催化甲烷制氢的过程中
,

位于活性炭

表面的含氧官能团有很好的反应活性
,

在反应第一

阶段起决定性作用
。

产生两种反应机理 活性

炭表面的含氧官能团直接与甲烷分子反应
,

就象一

个部分氧化反应一样 从表面释放出来的 和

基团成为反应活性点
。

这两种反应机理
,

甲烷

转化率均与活性炭表面的含氧官能团有关
。

研究

结果表明
,

甲烷的最初转化率更多的取决于表面含

氧基团的浓度而不是表面积
,

而用总积碳量所定义

的长期活性与含氧基团的浓度不相关
。

瓦 等人提

出
,

甲烷分解是通过催化剂表面活性点的甲烷分子

游离吸附而产生的「' 〕。 这意味着活性炭的活性表

面 或活性点 仅占整个表面的一部分 不同活性炭

的活性表面是不同的
。

因此控制反应最初阶段转

化率的活性点是表面含氧基团
。

化学官能团作为活性中心决定了活性炭表面

的化学性质
,

而活性炭表面官能团的数量和种类主

要是取决于生产活性炭的原材料
,

因此对成品活性

炭进行改性处理以改善其催化性能具有一定意义
。

活性炭表面化学性质的改性可 以从氧化改性
、

还原

改性
、

酸碱处理改性
、

负载金属改性
、

酸碱改性等方

面进行
, , 丁

。

,

活性炭失活机理

活性炭失活是 由于活性炭表面结构从反应前

的活性状态到反应后的非活性状态的变化所引起

的
,

该机理在反应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
,

表面含氧

官能团随之减少
。

然而
,

活性炭长期的失活性能与

表面含氧官能团浓度并不相关
,

因此
,

长期的失活

性能取决于沉积碳的特征
。

等人用
、

和拉曼光谱对活性炭反应前后可能发生的结构

变化进行分析
。

研究结果表明 用 分析反应前

后活性炭样品的碳和氧的 轨道
,

没有明显 的差

异
,

反应后活 性炭样品 中的氧浓度呈 明显减小趋

势
。

拉曼光谱显示
,

反应前后活性炭样品的 和

波段的宽度和相对强度以及典型 的含碳物质无明

显差异
。

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反应前后样品没

有实质性的结构变化
,

这些结果表明 活性炭失活

机理与活性炭的结构变化无关
,

而与反应过程中所

产生的无活性的沉积碳所引起的吸附甲烷有效面

积的损失有关 川
。

活性炭失活机理是基于不 断严重的碳沉积阻

塞活性炭孔道
。

无孔的沉积碳是在活性炭表面孔

道 口形成的
,

这样
,

多孔 的未反应的活性炭在反应

过程中不断地转变成无孔而失活
。

同时活性炭的

失活机理不仅取决于沉积碳的碳量
,

而且也明显取

决于活性炭容纳沉积碳的能力
,

这种能力和实验条

件有关
。

分子筛作用 该作用与活性炭孔道 口的沉

积碳阻塞有关
。

随着碳沉积的不断进行
,

活性炭表

面的孔道 口越来越少
,

使得孔内面积不能用于 甲烷

的吸附 有效的扩散作用 该作用与甲烷分子在

最小的孔道中的扩散率有关
。

随着温度的增加
,

扩

散率增加
,

甲烷在孔道中的分解作用加强
。

因此
,

在较高的温度下
,

甲烷分解主要发生在孔道内部
,

活性炭的表面积主要位于孔道内部
。

孔径分布的差异解释了活性炭长期反应特性

的差异
。

代表狭窄的微孔 窄幅小于

内的体积
,

而 代表宽的微孔和中孔 内的体

积
。

微孔中的质量传输限制要 比中孔强
,

因此
,

活

性炭的催化活性在多微孔的样品 中失活的比较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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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化学活化法比水蒸气活化法产生更多的中孔

和大孔
。

用煤作为活性炭的前体和热源

在一个工业规模的 单元中
,

反应过程所产

生的部分碳可以被重新活化后再进人分解反应器
。

重新活化在一个单独的加热器中进行
,

在这里部分

碳被燃烧来提供反应所需 的热量
。

有人提出可以

用廉价的煤代替这部分循环碳
,

煤部分被燃烧
,

部

分被活化
,

来替代甲烷分解产生的高品质碳
。

煤中

硫的存在是关注的焦点
。

因为在活化过程中部分

硫会释放出来
,

此外
,

烟道气也需要净化
。

残余的

硫进人分解反应器
,

因为 的存在
,

在反应器内以

的形式脱除
。

等人提出
,

在

℃不会对活性炭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有影响
,

活性炭催化剂可以在硫化物中存在障侧
。

等人

指出灰分对活性炭的催化活性无显著影响
` 。

煤基催化剂有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初反应速率
,

但它们失活较快
。

相对于低的转化率我们更关心

高的沉积碳 甲烷 比而引起的高的催化剂失 活速

率
。

此外
,

煤灰和一些煤中残余硫会和反应生成的

碳混合在一起
,

使碳的品质下降
,

价格降低
,

因此
,

还需要对该技术从经济性和可行性方面进行研究
。

结 论

用活性炭催化甲烷制氢低成本高环保

活性炭的表面化学性质和孔径分布对甲烷

初始转化率和活性炭失活起重要作用
。

表面含氧

基团含量高的微孔活性炭呈现出高的初始转化率
,

但失活速度很快 与之相 比
,

具有高的 比表面积的

过渡孔活性炭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氢产率
,

且失活

较慢
。

甲烷的最终转化率与活性炭的表面化学性

质有关
,

取决于活性炭表面的含氧基团的浓度
,

而

不是比表面积
。

反应过程中生成的沉积碳催化活性低
,

需

要对其进行活化处理
,

以产生过渡孔
。

尽管有上述研究成果
,

但仍然需要对活性炭催

化甲烷制氢进行进一步研究
,

重点研究发生在碳颗

粒表面的化学反应机理以及 甲烷分解和催化剂重

新活化的机理
,

从而优化碳颗粒 的性质和操作参

数
,

在活性炭催化甲烷脱碳机理方面有所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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