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６ 卷第 １ 期 洁 净 煤 技 术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１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ａｎ.　 ２０２０　

煤基碳纳米管制备技术和生长机理研究进展

张天开ꎬ王　 琪ꎬ张永发
(太原理工大学 煤科学与技术教育部和山西省重点实验室ꎬ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

摘　 要:我国煤炭资源丰富ꎬ但现阶段以燃烧、热解和气化等为主的传统利用方式存在资源浪费、环境

污染和经济效益低等问题ꎬ且我国以煤炭资源为主题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ꎬ因此ꎬ清洁、
高效利用是新时期煤炭资源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ꎮ 另一方面ꎬ碳纳米管因其独特的一维结构在力学、
电学和热学等方面具有优异的特性ꎬ使其在复合材料、电子材料和能源材料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ꎬ
但是碳纳米管制备成本偏高的问题较为突出ꎬ严重限制了其大规模的应用ꎬ现阶段急需开发新型、环
境友好的碳纳米管制备技术ꎮ 宏量、低成本的煤基碳纳米管制备技术可以同时较好地解决上述 ２ 个

问题ꎮ 笔者基于文献重点分析了反应原料、放电气氛和催化剂等因素对电弧放电法和等离子体射流

法 ２ 种煤基直接制备碳纳米管技术的影响ꎬ讨论了原料种类、催化剂、反应温度、升温速率和反应气氛

等因素对化学气相沉积法－煤基间接碳纳米管制备技术的影响过程ꎮ 分析发现ꎬ在电弧放电法和等

离子体射流法中ꎬ原料种类对碳纳米管产物的产量具有重要作用ꎬ放电气氛对碳纳米管产物的类型具

有重要影响ꎬ催化剂对碳纳米管产物产量和类型均具有重要影响ꎻ在化学气相沉积法中ꎬ原料种类对

碳纳米管产物形貌、长径比和有序度等性质具有重要影响ꎬ催化剂对碳纳米管产物的生长过程具有重

要影响ꎬ反应温度和升温速率对碳纳米管产物的管径变化和类型具有重要影响ꎬ反应气氛可改变催化

剂的催化效果ꎮ 此外ꎬ总结了煤基碳纳米管直接和间接制备技术中碳纳米管的生长机理的类型及特

点:其中ꎬ直接制备技术中碳纳米管生长过程符合碎片式生长机理ꎬ而间接制备技术中碳纳米管生长

过程可分为气－液－固(ＶＬＳ)、气－固－固(ＶＳＳ)、气相成核(ＶＰＮ)和阶梯式等类型ꎮ 分析认为应当深

入开展以下工作:探究煤、煤热解气和商业煤气等廉价原料制备碳纳米管的过程ꎬ进而建立和完善原

料与碳纳米管产物之间的关系体系ꎻ开发新型、高效的煤基碳纳米管催化剂制备技术ꎻ建立新的碳纳

米管生长模型ꎬ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碳纳米管生长模型体系ꎮ
关键词:碳纳米管ꎻ制备技术ꎻ生长机理ꎻ低阶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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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ｇａｓ－ ｌｉｑｕｉｄ－ ｓｏｌｉｄ(ＶＬＳ)ꎬｇａｓ－ ｓｏｌｉｄ－ ｓｏｌｉｄ
(ＶＳＳ)ꎬｇａｓ－ｐｈａｓｅ 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ＶＰＮ) ａｎｄ ｌａｄｄｅｒ ｔｙ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
ｐｅｃｔｓ: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ａｐ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ａｌꎬｃｏ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ｇ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ｇａｓ 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ｅｄꎬ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ａ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ꎻ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ꎻ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ꎻｌｏｗ ｒａｎｋ ｃｏａｌ

０　 引　 　 言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ꎬ但其利用方式以燃烧、热
解、气化和液化等传统方式为主[１－２]ꎬ存在资源浪

费、环境污染、经济效益低等问题[３]ꎮ 随着环境问

题的日益突出ꎬ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成为必然

发展趋势ꎬ因此ꎬ以煤为原料制备新材料和化学品成

为重要发展方向ꎮ 其中以煤为原料直接或间接制备

碳纳米管为煤炭资源清洁和高价值利用提供了新思

路ꎮ Ｒａｄｕｓｈｋｅｖｉｃｈ、Ｏｂｅｒｌｉｎ 等较早发现了多壁碳纳

米管和单壁碳纳米管状物ꎬ但未进行深入分析[４－６]ꎬ
因此ꎬ未引起科学界的重视ꎮ 直到 １９９１ 年ꎬＩｉｊｉｍａ[７]

采用电弧放电法制备具有独特一维结构的碳纳米

管ꎬ并提出了“碳纳米管”的概念ꎬ这种具有 ｓｐ２共价

键结构的物质才引起重视ꎮ 随后ꎬＰａｎｇ 等[８] 以澳大

利亚褐煤和沥青为原料制作电弧阳极并进行放电反

应ꎬ发现在阴极沉积物中有不同形态的碳纳米管生

成ꎮ 自此开启了煤基碳纳米管研究的热潮ꎮ
碳纳米管因其独特的一维结构在力学、电学、热

学及吸附等方面具有优异的特性[９－１２]ꎬ如断裂强度

为钢的 １００ 倍ꎬ断裂伸长率高达 １７％ꎬ密度仅为钢的

１ / ６ꎻ只考虑 ＣＮＴ 管壁横截面积时ꎬ单根多壁碳纳米

管弹性模量近 １ ＴＰａ、抗拉强度为 １００ ＧＰａꎻ单根多壁

碳纳米管的室温轴向热导系数达３ ５００ Ｗ/ (ｍＫ)ꎬ远
大于金刚石和石墨(约 ２ ０００ Ｗ / (ｍＫ))ꎬ且其导

热性是铜的 ５ 倍ꎻ碳纳米管吸附理论比表面积达

８ ０００ ｍ２ / ｇ[１３]ꎬ且其表面的羟基结构能与阳离子键

合进一步提高了吸附容量和吸附力ꎮ 这些特性使得

碳纳米管在复合材料、电子材料和能源材料等领域

获得了广泛的应用[１０ꎬ１４－１８]ꎮ 碳纳米管市场需求增

长但价格高ꎬ因此ꎬ开发宏量低成本制备碳纳米管的

技术已成为碳纳米材料领域最具挑战性的方向之

一ꎮ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了电弧放电法、等离子体射

流法和化学气相沉积法等 ３ 种煤基碳纳米管制备方

法及其影响因素ꎬ总结了煤基直接制备技术和间接

制备技术中碳纳米管生长机理及其特点ꎬ并对煤基

碳纳米管制备技术的发展进行展望ꎮ

１　 煤基碳纳米管主要制备方法

煤基碳纳米管制备方法分为煤基直接制备和煤

基间接制备 ２ 种方法ꎮ 其中直接制备方法是指采用

电弧放电法、等离子体射流法等以煤为原料直接制

备碳纳米管的过程ꎻ而间接制备方法是指采用气相

沉积法以商业煤气、煤热解气、烃类气体、醇类物质

等为原料制备碳纳米管的过程ꎬ该过程所用原料由

煤经过直接或间接处理即可得到ꎮ
１ １　 电弧放电法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电弧放电法是指在真空反应器中ꎬ以大直径高

纯石墨棒为阴极ꎬ较小直径高纯石墨棒或其他碳材

料为阳极ꎬ通过电弧放电将阳极中的碳原子蒸发为

离子态ꎬ在阴极沉积成为碳纳米管等碳材料的

方法[７ꎬ１９]ꎮ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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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　 原料种类的影响

煤中固定碳、挥发分及灰分等对碳纳米管产量

具有重要影响ꎮ Ｑｉｕ 等[２０] 对 １１ 种炼焦煤制备碳纳

米管的过程进行研究ꎬ发现各煤种对应碳纳米管产

率分布在 ２３.５％~６２.２％ꎬ且碳纳米管产率与煤中固

定碳含量呈正相关ꎬ与挥发分呈负相关ꎬ这是因为煤

中 Ｈ 原子及其他杂原子在电弧放电过程中阻碍碳

纳米管的生成ꎮ 在相同试验条件下ꎬ以高纯石墨为

阳极所得碳纳米管产率为 ５８.４％ꎮ 而煤中灰组分不

利于碳纳米管的产生[２０－２１]ꎬ因此ꎬ在制备碳纳米管

过程中需选用低灰分的原煤或尽可能降低原料煤中

灰分ꎮ 基于此ꎬＭａｔｈｕｒ 等[２２] 利用乙二胺(ＥＤＡ)和

Ｎ－甲基吡咯烷酮(ＮＭＰ)混合液对印度烟煤进行提

纯处理以获得超纯煤ꎬ并以此为原料在无催化条件

下制备出单壁碳纳米管和多壁碳纳米管的混合物ꎮ
该研究提供了一条消除煤中矿物质元素对碳纳米管

产物影响的有效途径ꎮ
煤阶对碳纳米管产量有重要影响ꎮ Ｑｉｕ 等[２３]

以天然焦、长焰煤、无烟煤为原料制备的焦棒作为阳

极制备碳纳米管ꎬ其 Ｃｄａｆ含量分别为 ９４.２％、９６.９％
和 ９７.５％ꎬ对应碳纳米管产率分别为 １.４４％、２.７２％
和 ８.１７％ꎮ 焦棒中碳含量与所得碳纳米管产量并非

线性关系ꎬ但碳含量与碳纳米管产率呈正相关ꎮ 这

是因为原料中的碳元素含量对碳纳米管产率有直接

影响[２０]ꎮ
此外ꎬＷａｎｇ 等[２４] 发现以无烟煤和 ＣｕＯ 的混合

物填充的石墨电极为原料制备分支状碳纳米管时ꎬ
其电极消耗速率为 ０.３４ ｇ / ｍｉｎꎬ几乎是石墨和 ＣｕＯ
混合物填充的石墨电极消耗速率(０.１６ ｇ / ｍｉｎ)的 ２
倍ꎬ主要原因在于煤是由大量多环芳烃经脂族苯基、
烷基、醚键或其他桥接官能团聚合形成的大分子固

体ꎬ在电弧放电过程中容易发生裂解而释放大量活

性烃类分子的碎片ꎬ如炔类和芳香族物质ꎮ 而这些

活性碎片是形成碳纳米管的基础材料[２５]ꎬ其活性高

于由石墨电离出的碳原子ꎮ
１ １ ２　 放电气氛的影响

电弧放电法制备碳纳米管的过程中ꎬ放电气氛

对产物种类具有重要影响ꎮ Ｗａｎｇ 等[２４－２５] 以云南无

烟煤为原料、ＣｕＯ 为催化剂ꎬ在 Ｈｅ 放电气氛下ꎬ阴
极产物为“Ｙ”型分叉碳纳米管ꎬ内外径分别为 ４０ ~
５０、５０~ ６０ ｎｍꎻ在 Ａｒ 放电气氛下ꎬ产物则变成了铜

纳米线填充的碳纳米管ꎬ直径为 ３０ ~ ８０ ｎｍꎬ长径比

为 ２００~ ３６０ꎬ碳纳米管管壁约有 ２０ 层ꎬ层间距约为

０.３４ ｎｍꎮ 造成上述产物不同的原因在于:Ａｒ 较 Ｈｅ
气氛更有利于无烟煤快速热解产生的烃分子或芳香

组分转化为铜纳米线填充的碳纳米管ꎮ Ａｗａｓｔｈｉ
等[２６]以印度烟煤为原料ꎬＦｅ、Ｎｉ－Ｙ 为催化剂ꎬ以 Ａｒ
为放电气氛时ꎬ产物为单壁碳纳米管ꎬ而在 Ｈ２和 Ａｒ
混合气的放电气氛下ꎬ产物则变为石墨烯ꎮ 造成上

述产物种类改变的原因在于在 Ｈ２和 Ａｒ 混合气气氛

下ꎬ反应腔内存在的 Ｈ２会与石墨烯薄片边缘的碳原

子结合ꎬ使得石墨烯片保持原来的伸展状态而不发

生卷曲ꎬ进而阻碍了碳纳米管的形成ꎮ
放电气氛对产物形貌有重要影响ꎮ 吴霞等[２７]

考察了 Ｈｅ、Ｎ２和 Ａｒ 三种气氛对碳纳米管产物形貌

的影响ꎬ发现上述 ３ 种气氛下所得碳纳米管直径大

小分别为 ３０、８０ ~ １２０ 和 ５００ ｎｍꎮ 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在于这 ３ 种气体的热导率依次降低ꎬ电弧两极

之间的区域温度梯度增加ꎬ催化剂粒子由阳极(高
温区)气化向阴极(低温区)转移的过程中团聚成核

并逐渐增大ꎬ由其催化生成的碳纳米管直径逐渐

增大ꎮ
此外ꎬ放电气氛的压力对碳纳米管的产率同样

有重要影响ꎮ Ｑｉｕ 等[２３] 以太西无烟煤为研究对象ꎬ
在 ０.０３３ ~ ０.０７４ ＭＰａ 调节缓冲气压力ꎬ碳纳米管产

率随着压力的升高先增加后降低ꎬ并在 ０.０５５ ＭＰａ
处取得碳纳米管产率最大值ꎬ约为 ９.２％ꎮ 这是由于

缓冲气压力较低时ꎬ阳极电离生成的碳物种易扩散

至电弧中心区域以外的区域ꎬ生成碳纳米管的可能

性降低ꎻ当缓冲气压力过高时ꎬ电离生成的碳物种集

中分布在电弧中心区ꎬ反应原料更倾向于生成碳纳

米颗粒以及熔融碳材料而不是碳纳米管ꎮ 因此ꎬ利
用电弧放电法制备碳纳米管时需要调节合适的放电

气氛的压力ꎮ
１ １ ３　 催化剂的影响

催化剂含量对产物种类及产量有重要影响ꎮ
Ａｗａｓｔｈｉ 等[２６]以印度烟煤制得的碳棒为原料ꎬ在未

添加催化剂时ꎬ产物为多壁碳纳米管ꎬ直径为 ８ ~ ２０
ｎｍꎬ长度为 ５~１０ μｍꎮ 保持其他反应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ꎬ添加 Ｆｅ 催化剂时ꎬ产物则变为单壁碳纳米管ꎬ
平均直径和长度分别为 １. ７ ｎｍ 和 ０. ２ μｍꎮ 吴霞

等[２７ ]以库车煤为原料ꎬ在无催化条件下所得碳纳米

管产率最高为 １.５３％(相对阳极碳棒质量)ꎬ当添加

质量分数 １２％的 Ｎｉ 为催化剂时ꎬ碳纳米管产率升高

至 ５.２２％ꎬ添加 Ｎｉ 和 ＦｅＳ(二者均为 ６％)共同作为

催化剂后ꎬ碳纳米管产率则升高至 ２２.６４％ꎮ 这表明

催化剂的加入会促进碳纳米管的生成ꎬ且 Ｆｅ 催化剂

较 Ｎｉ 催化剂催化效果更优ꎮ
催化剂添加量对碳纳米管产物种类有重要影

响ꎮ Ｑｉｕ 等[２８]以 Ｆｅ 粉与焦粉(质量比 ２ ∶ １)填充的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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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棒为原料时ꎬ产物为单壁碳纳米管ꎬ其直径为

１.２４~２.１９ ｎｍꎻ当 Ｆｅ 粉与焦粉质量比为 １ ∶ １ 时ꎬ产
物则变为“竹节型”碳纳米管[２９]ꎮ 这主要是因为催

化剂添加比例不同ꎬ在放电过程中金属催化剂蒸气

与碳蒸气比例不同ꎬ对应产物则不同[３０]ꎮ
在双金属催化剂体系中ꎬ催化剂的配比对碳纳

米管纯度和产量同样有重要影响ꎮ Ｉｔｋｉｓ 等[３１] 发现

Ｎｉ / Ｙ 催化剂比例不同ꎬ对应碳纳米管产物纯度不

同:在范围内ꎬ随着 Ｎｉ / Ｙ 原子比(０ ~ ８)的增加ꎬ碳
纳米管纯度先升高后降低ꎬＮｉ / Ｙ 原子比为 ４ 时ꎬ碳
纳米管纯度最大为 ６７％ꎮ Ｋｕｍａｒ 等[３２] 以 Ｚｒ / Ｎｉ 双
金属为催化剂ꎬ发现随着 Ｚｒ / Ｎｉ 质量比(０.２５~３.００)
的增加ꎬ纯化后的碳纳米管产量由 ６ ｍｇ 逐渐增大至

４６ ｍｇꎬＺｒ / Ｎｉ 比值(３~６)继续增大ꎬ碳纳米管产量逐

渐降低至 ３ ｍｇꎮ 双金属催化剂存在最优比例的原

因在于:最优比例时ꎬ双金属催化剂体系形成稳定的

液态共晶晶相体系ꎬ由此形成的催化剂粒子尺寸较

小ꎬ有益于单壁碳纳米管的生成ꎻ当增加或降低双金

属比例时ꎬ共晶结构发生改变ꎬ导致尺寸较大的催化

剂粒子形成ꎬ不利于单壁碳纳米管的生成ꎮ
此外ꎬ煤中固有金属元素在碳纳米管的生成过

程中也可能起到促进作用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３３] 以富含

黄铁矿的煤为原料时ꎬ在未添加其他催化剂的条件

下制备出单壁碳纳米管ꎮ 与高含量的 Ｆｅ 元素不同ꎬ
煤中其他金属元素如 Ｃｏ 等元素含量较低ꎬ在无外

在催化剂加入的条件下ꎬ这些痕量的金属元素不足

以形成催化碳纳米管[３４]ꎮ 因此ꎬ以煤为原料制备碳

纳米管时ꎬ需综合考虑煤中各金属元素对碳纳米管

产物的影响ꎮ
１ ２　 等离子体射流法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采用电弧放电法制备碳纳米管时ꎬ原料煤需经

过高温预处理(原煤高温炭化后制棒或原煤制棒后

高温炭化)才能获得制备碳纳米管的阳极ꎮ 为简化

煤基碳纳米管的制备过程ꎬ一些研究人员将等离子

体射流引入到煤基碳纳米管的制备过程中ꎬ该方法

直接将原煤引入到等离子体电弧中进行转化制备碳

纳米管ꎬ省去了原料煤高温预处理的步骤[３５－３６]ꎮ 等

离子射流法反应装置一般选用金属做电极[３５－３７]ꎬ通
电时将电极之间的 Ａｒ、Ｈ２等气体解离并形成高温等

离子体电弧ꎬ将夹带着煤粉或乙醇、烃类气体、ＣＯ
等碳源[３６ꎬ３８－３９]的 Ｎ２输送至电弧(高温区域)进行解

离反应ꎬ进而在电弧周围的反应腔内壁及电弧后方

的收集罐中收集碳纳米管ꎮ 与电弧放电法间歇制备

碳纳米管的过程不同ꎬ等离子体射流法可连续制备

碳纳米管ꎮ

１ ２ １　 原料种类的影响

等离子体射流法中ꎬ原料种类对碳纳米管产物

的种类具有重要影响ꎮ Ｔｉａｎ 等[３５] 以褐煤为原料ꎬ经
过 Ｈ２＋Ａｒ 等离子体气流作用后ꎬ在反应腔内壁沉积

物中发现有多壁碳纳米管ꎬ但纯度较低ꎮ Ｈａｈｎ
等[３９]同样以 Ｈ２ ＋Ａｒ 作为等离子体气ꎬ将原料改为

ＣＯꎬ产物则变成了双壁碳纳米管ꎮ 此外ꎬ Ｈａｈｎ
等[３８]以乙醇为原料时ꎬ产物为多壁碳纳米管ꎬ纯度

约为 ８０％ꎮ Ｗａｎｇ 等[４０] 采 用 ＣＨ４、 液 化 石 油 气

(ＬＰＧ)和苯等作为模型材料粗略代替煤热解气(三
者分别代表轻质气体、链和芳香族等亚组分)ꎬ经过

等离子体射流作用后ꎬ在反应腔内壁上的沉积碳中

发现有少量丝状物生成ꎮ
１ ２ ２　 催化剂的影响

催化剂在等离子体射流法中对碳纳米管产物种

类具有重要影响ꎮ Ｈａｈｎ 等[３８] 以乙醇为原料ꎬ在无

催化剂的条件下制备出终端封闭的碳纳米管ꎬ内、外
径分别为 ４ ｎｍ 和 １０~１８ ｎｍꎬ长约 １０ μｍꎬ纯度约为

８０％ꎮ 周颖等[４１]同样以乙醇为原料ꎬ使用二茂铁作

为催化剂ꎬ产物则变成竹节型碳纳米管ꎬ直径约为

２０ ｎｍꎬ长度为几微米ꎬ纯度>９０％ꎮ
催化剂对碳纳米管产量同样具有重要影响ꎮ

Ｔｉａｎ 等[３５]以褐煤为原料ꎬ在无催化剂的条件下仅制

备出少量碳纳米管ꎻ而添加少量 Ｃｕ 粉(质量为原煤

的 １ / ２０) 至原煤时ꎬ产物中含有大量的碳纳米管

(５％)ꎬ说明 Ｃｕ 对于碳纳米管的产生有促进作用ꎮ
分别用等量的 Ｆｅ 或 Ｃｏ 取代 Ｃｕ 作催化剂时ꎬ产物

中碳纳米管含量却显著降低ꎬ二者碳纳米管产率均

在 １％左右ꎬ说明 Ｆｅ、Ｃｏ 等过渡金属虽然在电弧放

电法中表现出较好的催化性能ꎬ但在等离子体射流

方法中催化性能较 Ｃｕ 弱[３７]ꎮ 主要原因在于 Ｃｕ 原

子的外层电子结构是 ３ｄ１０４ｓ１ꎬ铜很容易取代 Ｃ２Ｈ２等

物质中的 Ｈꎮ 当一个 Ｃ２Ｈ２吸附在铜粒子表面时ꎬ通
过取代反应去除 ２ 个氢原子ꎬ形成构建 ＣＮＴｓ 的 Ｃ２

二聚体单位ꎬ大大提高了碳纳米管的生长速率ꎮ 此

外ꎬＣｕ 的沸点较 Ｃｏ、Ｆｅ 低(三者沸点分别为 ２ ８２４、
３ ２００、３ １３４ Ｋ)ꎬ因此ꎬ由 ３ ７００ Ｋ 电弧中心向周围

低温区移动时ꎬＣｕ 粒子保持液态的时间最长ꎬ有助

于碳纳米管长时间保持生长状态ꎮ
１ ２ ３　 等离子体气氛以及进料位置的影响

等离子体气体种类和原料的进料位置对产物种

类具有重要影响ꎮ Ｈａｈｎ 等[３６ꎬ３９] 采用气相等离子体

射流法ꎬ以 ＣＯ、Ｆｅ(ＣＯ) ５(液态ꎬ通过 Ａｒ 鼓泡方式输

送至反应器)分别作为碳源、催化剂选择性合成了

高纯度单壁、双壁和多壁碳纳米管ꎮ 当等离子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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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Ａｒ(６ Ｌ / ｍｉｎ)、原料气 ＣＯ 从电弧上方进入反应器

时ꎬ产物为单壁碳纳米管ꎬ直径约为 １ ｎｍꎬ产率约为

８.２ ｍｇ / ｈꎻ引入 Ｈ２(６００ ｍＬ / ｍｉｎ)与 Ａｒ(６ Ｌ / ｍｉｎ)共
同作为等离子气时ꎬ产物为双壁碳纳米管ꎬ直径约为

４ ｎｍꎬ产率约为 ９.１ ｍｇ / ｈꎻ当原料气自电弧中下部进

入反应器时ꎬ产物则变为石墨化程度较低的多壁碳

纳米管ꎮ 引入 Ｈ２后ꎬ碳纳米管直径由 １ ｎｍ 增大至 ４
ｎｍꎬ原因在于:Ｈ２存在时ꎬＦｅ 催化剂粒子的尺寸增

加ꎬ进而使其表面沉积生成的碳纳米管直径增

大[３９]ꎮ 进料位置由上部改为中下部时ꎬ产物由单壁

碳纳米管变成多壁碳纳米管的原因在于:电弧中下

部温度降低速率快ꎬ催化剂原子在此位置时聚合速

率加快ꎬ形成尺寸较大的粒子ꎬ进而催化 ＣＯ 转化形

成多壁碳纳米管[３６]ꎮ ＣＯ 自中下部进料生成的多壁

碳纳米管石墨化程度低的原因在于注入的 ＣＯ 降低

了等离子体火焰温度ꎬ因此ꎬＨａｈｎ 等认为预热原料

气 ＣＯ 或延长等离子体火焰长度可提高碳纳米管产

物石墨化程度[３６]ꎮ
此外ꎬＨ２的引入不仅对催化剂粒径有影响ꎬ而

且对系统传热、碳物种的转化等过程同样具有重要

作用ꎮ Ｂｙｓｔｒｚｅｊｅｗｓｋｉ 等[４２] 发现在 Ａｒ 等离子气中引

入 Ｈ２后ꎬＨ２可通过增强反应系统传热、碳物种的有

效转化(通过与激发态氢原子和分子的碰撞)和刻

蚀非晶态碳的途径ꎬ促进单壁碳纳米管的生成和产

率的提高ꎬ同时成倍增强产物的晶体有序程度(Ｈ２

含量为 ０、１０％和 １５％时ꎬ对应产物 Ｒａｍａｎ 分析 Ｇ / Ｄ
峰强度比分别为 ０.３０、１.０４ 和 ２.４０)ꎮ

由于等离子体射流法主要目的是以煤为原料生

产乙炔[４０]ꎬ反应器内壁上的沉积物导致反应路径变

窄甚至堵塞[４３]ꎬ因此ꎬ应尽可能避免沉积物的生成ꎮ
这部分沉积物主要成分为无定形碳ꎬ碳纳米管的含

量很低ꎬ远达不到电弧放电法中碳纳米管的产量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该方法耗电量相对较大ꎬ不是大规模

制备碳纳米管的理想选择ꎬ所以现阶段对于该方法

制备碳纳米管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１ ３　 化学气相沉积法(ＣＶＤ)及主要影响因素

ＣＶＤ 法是指在高温下ꎬ利用催化剂将含碳原料

气催化裂解并沉积生成碳纳米管的方法ꎮ 根据催化

剂的加入方式ꎬ可分为基底法生长和悬浮法生

长[４４]ꎬ其中基底法是指将催化剂固定在载体或基底

上ꎬ将载体或基底放置在反应管中部高温区ꎬ通入含

碳气体并在反应管气体出口处产生碳纳米管的方

法ꎻ浮游法是指催化剂与含碳原料气一同进入反应

管中部高温区ꎬ原料气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发生裂解

并沉积生成碳纳米管的过程ꎮ

１ ３ １　 原料种类的影响

原料种类对碳纳米管产物形貌、长径比和有序

度等性质具有重要影响ꎮ 计道珺等[４５]、李颖等[４６]

分别以 ＣＨ４、Ｃ３Ｈ６为原料制备碳纳米管ꎬ结果表明

由 ＣＨ４制得碳纳米管长径较大、管壁光滑、形貌规

整ꎬ而由 Ｃ３Ｈ６制得碳纳米管纯度低、管壁粗糙、形貌

不均一ꎮ 其原因在于 ＣＨ４裂解产生活性碳原子的速

率与碳原子沉积生成碳纳米管的速率相当ꎬ同时在

整个反应过程中无其他组分参与ꎬ因此所得碳纳米

管形貌均一、缺陷少ꎻ而 Ｃ３Ｈ６裂解过程较为复杂ꎬ有
可能生成 ＣＨ４、Ｃ２Ｈ４和无定形碳等含碳物质ꎬ这些

物质与碳纳米管外壁会发生反应ꎬ进而影响碳纳米

管的生长过程ꎬ导致碳纳米管的形貌和结构发生改

变ꎬ有序程度降低ꎮ 此外ꎬ乙炔、正己烷等物质同样

可以作为制备碳纳米管的原料[４７－５２]ꎬ但是这些原料

所需纯度高ꎬ导致碳纳米管制备成本偏高ꎮ 为降低

碳纳米管制备成本ꎬ一些研究人员以相对低廉的商

业煤气、煤热解气等为原料制备碳纳米管ꎮ
Ｑｉｕ 等[５３]以商业煤气为原料制备出单壁碳纳

米管ꎬ直径为 １~２ ｎｍꎬ碳纳米管生成过程为:含碳原

料气发生裂解并产生碳原子ꎬ这些碳原子与铁纳米

颗粒形成碳－铁固溶体并逐渐达到过饱和状态ꎬ然
后碳原子从固溶体颗粒表面析出并生成纳米管ꎮ 与

单一气体原料制备碳纳米管过程不同ꎬ煤气成分复

杂ꎬ因此其催化裂解生成碳纳米管的机理可能很复

杂ꎬ与单一原料气生长过程可能不一致ꎮ 此外ꎬＱｉｕ
等[５４]还以商业煤气为原料制备出多壁碳纳米管和

碳纳米胶囊ꎬ室温下这些碳纳米管和纳米胶囊具有

较强的磁矫顽力ꎬ并且在盐酸中具有良好的抗腐蚀

性和稳定性ꎻ而以纯 ＣＨ４或 ＣＯ 代替煤气沉积生成

的碳纳米管或碳纳米胶囊纯度和质量较煤气沉积生

成的差ꎬ推断 ＣＨ４和 ＣＯ 在沉积过程中具有相互促

进的作用ꎮ 此外ꎬＭｏｏｔｈｉ 等[５５]以煤热解气为原料制

备出碳纳米管ꎬ直径为 ２０ ~ １３０ ｎｍꎬ总体产率为 ４ ~
６ ｇ / ｈꎬ分析认为煤热解气中制备碳纳米管的有效组

分为 ＣＨ４和 ＣＯꎬ与 Ｑｉｕ 等[５４]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课题组最新研究发现:在 Ｋ 催化煤热解产物

中有多壁碳纳米管生成[５６]ꎬ这些碳纳米管呈开口状

或封闭状ꎬ而封闭状又有“纳米胶囊”和“纳米角”２
种形式ꎮ ＨＲ－ＴＥＭ 分析显示产物中的碳纳米管具

有良好的石墨晶体结构ꎬ管壁层数为 １８ ~ ６５ 层ꎬ石
墨烯层间距约为 ０.３４ ｎｍꎬ内、外径分别集中在 １５ ~
３５ ｎｍ 和 ３５~ ９５ ｎｍꎮ 该过程直接以煤为原料制备

碳纳米管ꎬ与 Ｍｏｏｔｈｉ 等[５５]制备碳纳米管的间接过程

(煤→热解气→碳纳米管)不同ꎬ认为碳纳米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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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碳一部分来自煤热解过程中生成的 ＣＨ４ 和

ＣＯ 等含碳物质ꎬ另一部分则来自 Ｋ 催化剂刻蚀煤

中的大分子有序结构生成的碳物种ꎮ
１ ３ ２　 催化剂的影响

在 ＣＶＤ 法制备碳纳米管中ꎬ催化剂是影响碳纳

米管生长的关键因素:在催化过程中ꎬ碳纳米管产物

不发生脱附而是牢固黏结于催化剂上ꎻ与常规化学

反应中的催化剂不同ꎬＣＶＤ 法中催化剂只能维持单

次碳纳米管的生长ꎬ而且催化反应过程显著影响产

物的组成、结构和尺度ꎮ ＣＶＤ 法常用催化剂有 Ｆｅ、
Ｃｏ、Ｎｉ、Ｍｏ 等过渡金属和二茂铁等化合物[５７－５８]ꎬ其
中又以 Ｆｅ 催化剂活性最好、效果最佳[５９－６０]ꎮ

催化剂尺度对产物具有显著影响ꎮ 大尺寸颗粒

(８~１００ ｎｍ)催化剂有利于多壁碳纳米管的生长ꎬ而
小颗粒(０.５ ~ ５.０ ｎｍ)催化剂有利于单壁碳纳米管

的生长ꎮ 对于 Ｆｅ / ＭｇＯ 催化剂体系ꎬ王冬冬等[９] 发

现改变 Ｆｅ 的负载量可选择性制备单壁、双壁及多壁

碳纳米管ꎮ 当 Ｆｅ 的负载量较低时ꎬ通过还原形成的

金属催化剂颗粒粒度较小ꎬ碳原子以表面扩散为主ꎬ
从而选择性地生成单壁碳纳米管ꎻ随着 Ｆｅ 负载量的

逐渐增大ꎬＦｅ 原子聚集成较大尺度的颗粒ꎬ碳原子

表面扩散减弱而催化剂颗粒内体相扩散增强ꎬ进而

倾向于形成双壁或多壁碳纳米管ꎮ
此外ꎬ采用不同暴露晶面结构的催化剂(如 Ｎｉ)

生长碳纳米管时ꎬ由于各晶面碳活性不同ꎬ会使各位

点产生石墨烯层的速度出现差异ꎬ导致直管发生偏

离ꎮ 郭定和等[６１]发现催化剂 Ｎｉ 粉的颗粒尺寸及表

面结构形貌对螺旋形碳晶须的形貌、直径、螺距有较

大影响ꎬ当碳纳米管的轴向生长速率相同时ꎬ催化剂

粒径尺寸越小ꎬ碳纳米管的径向生长速率越大ꎬ其螺

旋直径也越大ꎮ 此外ꎬＱｉａｎ 等[６２]发现向催化剂系统

中引入碱金属盐ꎬ碳纳米管的内径可从 ３ ~ ７ ｎｍ 扩

展至 ４０~６０ ｎｍꎬ外径则保持在 ６０ ~ ８０ ｎｍ 不变ꎻＮａ￣
ｓｉｂｕｌｉｎ 等[６３]则发现催化剂纳米颗粒尺寸大小与碳

纳米管直径的比例接近 １.６ ∶ １ꎮ
除催化剂本身性质外ꎬ载体对催化剂催化效果

同样具有重要作用ꎮ Ｅｄｇａｒ 等[６４] 在以 ＣＨ４为气源ꎬ
双金属 Ｍｏ＋Ｆｅ 为催化剂制备碳纳米管的过程中发

现ꎬ以 ＳｉＯ２为催化剂载体时ꎬ催化剂表面所得沉积

碳质量分数小于 １％ꎬ且沉积碳中基本不含单壁碳

纳米管ꎻ催化剂载体为 Ａｌ２Ｏ３或 ＭｇＯ 时ꎬ催化剂表面

沉积碳的质量分数达到 ２３％ꎬ且有单壁碳纳米管生

成ꎮ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催化剂与不同载体之

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不同ꎬ而该相互作用与载体表面

存在的酸性或碱性位点等性质直接相关:酸性位点

越多ꎬ相互作用越弱ꎬ碱性位点越多ꎬ相互作用越强ꎮ
因此碱性位点较多的 Ａｌ２Ｏ３或 ＭｇＯ 载体与催化剂之

间的相互作用较强ꎮ 同时碳纳米管生长过程开始前

为 Ｍüｌｌｅｒ 簇(含铁多氧钼酸盐)提供锚定点ꎬ有助于

防止催化剂结块ꎬ从而使催化剂粒子长时间保持在

较小的粒径状态ꎬ催化单壁碳纳米管的生成和生长ꎮ
此外ꎬ郭永红等[６５] 发现 Ｍｏ－Ｆｅ 双金属催化剂中 Ｍｏ
的主要作用是加强 Ｆｅ 催化剂与载体 Ａｌ２Ｏ３之间的

结合及其在载体表面的均匀分散ꎮ
１ ３ ３　 反应温度的影响

岳玉琛等[６６] 考察了反应温度对碳纳米管生成

的影响ꎬ研究发现 ８１０~８６０ ℃ꎬ随着温度升高ꎬ碳纳

米管直径由 ７５ ｎｍ 逐渐增大至 １０４ ｎｍꎬ在 ８６０ ~ ９００
℃ꎬ碳纳米管直径又逐渐降低至 ７８ ｎｍꎮ 分析认为

碳纳米管直径变化的原因在于:低温时碳源 Ｃ２Ｈ４分

解不充分ꎬ生成的碳原子和碳簇分子扩散能力低ꎬ且
Ｆｅ 原子在低温下不能液化成核ꎬ浓度低、催化效果

差ꎬ造成碳纳米管管径较细ꎻ高温时ꎬＣ２ Ｈ４ 分解充

分ꎬ生成碳纳米管所需碳源充足ꎬ催化剂 Ｆｅ 原子浓

度高、粒径大ꎬ碳纳米管直径增大ꎻ而温度过高时ꎬ催
化剂失活导致碳纳米管直径降低ꎮ Ｑｉｕ 等[５３] 研究

发现ꎬ以商业煤气为原料制备单壁碳纳米管时ꎬ反应

温度低于 ７５０ ℃时ꎬ仅有少量的黑色沉积物产生ꎻ当
温度高于 １ １００ ℃时ꎬ产物为大量无定形碳和碳纳

米管的混合物ꎬ最终确定 ８５０~９５０ ℃为单壁碳纳米

管生长的最佳反应温度ꎮ
Ｓｅｏ 等[６７－６８]在研究非晶碳催化 ＣＨ４裂解制备碳

纳米管的过程中发现ꎬ在 ３５０ ~ ６００ ℃ꎬ碳纳米管生

成量会随着温度的升高逐渐增加并最终成为阵列ꎻ
碳纳米管的最终生成量、阵列形貌的品相与制备温

度(依据 ３５０、４５０ 和 ５５０ ℃条件下产物分析结果)
成正相关性ꎮ 主要原因在于温度的升高提高了碳原

子的扩散速率和反应速率ꎮ Ｄａｓ 等[６９] 以煤为原料ꎬ
在 ３５０ ℃下采用碱催化煤热解的方式制备出大量碳

纳米球ꎬ而 Ｚｈａｎｇ 等[５６]在 ９００ ℃下却制备出大量碳

纳米管ꎮ 这是由于温度不同ꎬ煤中甲基、芳香基团等

在反应过程中的热解程度不同ꎬ进而对碳纳米球或

碳纳米管生成的贡献不同ꎮ 此外ꎬ不同温度下催化

剂活性的不同ꎬ也会使得产物种类发生改变ꎮ
１ ３ ４　 其他因素的影响

升温速率对碳纳米管的管径、纯度等性质具有

重要影响ꎮ 林天津等[７０]分别以 Ｃ２Ｈ２、Ｈ２及 ＬａＮｉ５做
为碳源、还原气及催化剂来制备碳纳米管ꎮ 研究发

现:在 ５ ~ １５ ℃ / ｍｉｎꎬ随着升温速率的加快ꎬ所得碳

纳米管管径逐渐降低ꎬ石墨化程度和纯度逐渐升高ꎮ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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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碳纳米管生成过程中 ＬａＮｉ５稀土合金催

化剂经还原后变成了 Ｎｉ 和 Ｌａ 的金属混合物ꎬ其中

Ｎｉ 原子颗粒在反应中充当催化活性中心ꎬ而 Ｌａ 起

到分散作用ꎮ 当升温速率较低时ꎬＮｉ 金属形成液态

金属所需时间较长ꎬ降低了 Ｌａ 金属的分散作用ꎬ造
成 Ｎｉ 金属液滴体积较大ꎬ所得碳纳米管管径较粗ꎻ
当升温速率加快时ꎬＮｉ 形成液态金属所需时间降

低ꎬＬａ 金属分散作用增强ꎬ使得 Ｎｉ 金属液滴细小ꎬ
所得碳纳米管管径较小且质量得到改善ꎮ

反应气氛对催化剂的催化效果具有重要影响ꎮ
Ｈａｔａ 等[７１]通过在反应体系中引入微量水蒸气(弱
氧化性)来增强催化剂活性、延长催化剂寿命ꎬ从而

制备出碳含量高达 ９９.９８％的高纯度阵列单壁碳纳

米管ꎮ Ｑｉｕ 等[５ ４] 发现商业煤气中的 ＣＯ 和 Ｈ２会通

过阻止催化剂粒子和碳物种氧化过程的方式抑制催

化剂的失活ꎬ并且煤气的混合组成有利于形成高纯

度和高质量的填充碳纳米管和纳米胶囊ꎮ
综上所述ꎬ电弧放电法是制备单壁碳纳米管的

有效方法ꎮ 但是ꎬ该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石墨

为原料时碳纳米管制备成本高(高纯石墨 ７ 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 ＄ / ｔ[７２])ꎬ以煤为原料制备单壁碳纳米管时

产物纯度较低ꎮ 鉴于煤 /焦反应活性远高于石墨ꎬ但
煤中复杂的大分子结构以及杂原子又对碳纳米管产

物有重要影响ꎬ应当对煤 /焦制备单壁碳纳米管过程

进行深入研究ꎬ如煤中各元素、组织结构对碳纳米管

产物的影响ꎬ进而掌握不同煤阶、不同组成的煤 /焦
制备单壁碳纳米管的规律ꎻ同时对不同配比的煤和

石墨制备碳纳米管的过程进行研究ꎬ以提高碳纳米

管产物纯度的同时降低制备成本ꎮ 气相沉积法是大

规模制备碳纳米管的首选方法ꎬ但由于其原料往往

是纯度较高的烃类气体ꎬ造成碳纳米管制备成本高ꎮ
以煤热解气、商业煤气为原料制备碳纳米管有较好

效果ꎬ但相关研究较为欠缺ꎬ特别是缺乏混合气中不

同组分的作用以及不同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

碳纳米管产物影响的研究ꎮ
为降低碳纳米管制备成本ꎬ需要深入开展煤、煤

热解气和商业煤气等廉价原料制备碳纳米管的研

究ꎮ 另一方面ꎬ催化剂组成、制备方法和过程对碳纳

米管产物的性质具有重要影响ꎬ应当开发新型、高效

催化剂的制备技术以制备出物理、化学特性优异的

碳纳米管产物ꎮ

２　 碳纳米管生长机理

等离子射流法中碳纳米管的生长机理与电弧放

电法生长机理一致ꎬ因此ꎬ碳纳米管生长机理根据其

制备过程可分为电弧放电法生长机理和化学气相沉

积法生长机理两大类ꎮ 化学气相沉积法生长机理又

分为气－液－固(ＶＬＳ)生长、气－固－固(ＶＳＳ)生长和

气相成核(ＶＰＮ)生长等类型ꎮ
２ １　 电弧放电法中碳纳米管生长机理

以石墨为原料制备碳纳米管时ꎬ需要在高温条

件下将石墨晶体结构完全破坏成单个碳原子才能生

长为碳纳米管ꎮ 而煤是由大量的多环芳烃经脂族苯

基、烷基、醚键或其他桥接官能团聚合形成的大分子

固体[２４]ꎬ在电弧等离子体放电过程中ꎬ煤 /焦发生快

速热解ꎬ煤 /焦中较弱的连接部分更易断开ꎬ释放出

大量的高活性分子和碎片ꎬ这些分子和碎片在催化

剂的作用下形成碳纳米管[７３]ꎮ 虽然煤 /焦较石墨容

易裂解ꎬ但由于煤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具有复杂结

构的物质ꎬ其制备碳纳米管的反应过程较石墨复

杂[７３]ꎮ 因此ꎬ在石墨基碳纳米管生长机理的基础

上ꎬ建立了煤基碳纳米管生长机理ꎮ
研究表明煤基碳棒顶端在电弧放电(３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过程中发生完全裂解ꎬ生成 Ｃ、Ｃ２、Ｈ、Ｈ２、
ＣＨ、ＣＨ２、ＣＨ３、ＣＨ４、Ｃ２Ｈ２和 Ｃ２Ｈ４等含单个或 ２ 个碳

原子的组分ꎬ双碳原子组分进一步分解为单个碳原

子的组分ꎮ 在电弧放电过程中ꎬ金属催化剂与碳物

种一起蒸发ꎬ随着温度的降低(电弧温度由阳极至

阴极逐渐降低)ꎬ金属催化剂原子凝结成颗粒ꎬ其内

部溶解的碳原子逐渐达到过度饱和状态并逐渐析出

并形成碳纳米管ꎮ 碳纳米管析出温度即为催化剂和

碳物种形成共晶的温度ꎬ此时碳纳米管开始使用来

自金属颗粒或包围金属颗粒的无定形碳等碳物种进

行生长[２６ꎬ３２]ꎮ 当催化剂粒子被石墨层覆盖时ꎬ其催

化活性消失ꎬ碳纳米管的生长过程则相应停止[３２]ꎮ
在电弧放电过程中ꎬ煤易释放出炔烃、芳香烃等活性

分子碎片ꎬ这些活性组分在催化剂的帮助下可能直

接参与碳纳米管的生长过程[７３－７４]ꎮ
２ ２　 化学气相沉积法中碳纳米管生长机理

２ ２ １　 气－液－固(ＶＬＳ)生长机理

气相－液相－固相( ｖａｐｏｒ－ｌｉｑｕｉｄ－ｓｏｌｉｄꎬＶＬＳ)生

长机理[７５－７７]包括 ３ 个连续步骤:首先气态碳源在催

化剂颗粒的表面吸附并裂解生成 Ｃ１ 和 Ｃ２ 等含碳

物种ꎻ其次ꎬ含碳物种溶解在催化剂中并在催化剂内

部扩散ꎻ最后ꎬ当碳物种在催化剂中达到过饱和后ꎬ
固体碳在纳米催化剂颗粒的另一侧析出形成碳纳米

管ꎮ “气”、“液”和“固”分别表示气态碳源或气化

后的碳源、催化剂粒子在反应过程中的液化状态和

碳纳米管产物的固体状态ꎮ 该机理中ꎬ碳物种在催

化剂颗粒内部的扩散是控速步骤ꎮ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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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纳米管生长过程中ꎬ根据催化剂颗粒所处

位置又可将气液固生长分为顶部生长机理[７８－７９]、底
部生长机理[５０ꎬ８ ０－８ １]ꎮ 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在顶部生

长过程中ꎬ催化剂颗粒始终处于碳纳米管的顶部ꎬ随
着碳纳米管的生长而迁移ꎻ底部生长过程中ꎬ催化剂

颗粒始终与碳纳米管末端相连ꎬ另一端为不含金属

颗粒的封闭端ꎮ
２ ２ ２　 气－固－固(ＶＳＳ)生长机理

由于气－液－固(ＶＬＳ)机理不适用于固相催化

剂颗粒催化碳纳米管生长的情况ꎬ基于试验研究ꎬ一
些科研人员提出了气－固－固( ｖａｐｏｒ － ｓｏｌｉｄ － ｓｏｌｉｄꎬ
ＶＳＳ)生长机理[８２]ꎬ即催化剂粒子在反应过程中保

持固态或呈液态但没有溶解碳物种的能力[８３－８４]ꎮ
该机理具体过程为:气态碳源在固态催化剂粒子表

面发生分解ꎬ然后在其表面直接形成碳纳米管ꎮ 与

ＶＬＳ 机理不同ꎬ该机理没有碳物种溶于催化剂粒子

并在催化剂粒子内部的扩散过程ꎮ
ＶＳＳ 机理适用于“碳帽”生长模型[８２－８４]ꎬ原因在

于纳米尺寸催化剂粒子的高曲率有利于形成具有石

墨结构的半球形碳帽ꎬ随着碳物种在碳帽边缘的持

续析出ꎬ碳帽逐渐远离催化剂颗粒并形成单壁碳纳

米管ꎮ 当催化剂粒子表面形成堆叠在一起的多层碳

帽时ꎬ随着碳物种不断地在碳帽边缘析出ꎬ此时产物

则变成了多壁碳纳米管ꎮ
２ ２ ３　 气相成核(ＶＰＮ)生长机理

气相成核(ｖａｐｏｒ ｐｈａｓｅ 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ꎬＶＰＮ)生长机

理适用于悬浮床(两段炉)制备碳纳米管过程[８５]ꎬ
该模型是建立在 ＶＬＳ 机理基础之上ꎮ 具体包括以

下 ５ 个步骤:金属催化剂的前驱体在第 １ 段炉内分

解形成金属原子ꎬ然后聚集形成纳米金属粒子ꎻ气态

的助催化剂分解产生的助催化原子溶于纳米金属粒

子(催化剂粒子的成核)ꎻ气态碳源裂解产生的碳原

子溶于含有助催化原子的纳米金属粒子并达到过饱

和状态ꎻ过饱和的碳原子在纳米金属粒子表面析出

并形成单壁碳纳米管ꎻ单壁碳纳米管表面发生碳沉

积并转化为多壁碳纳米管ꎮ
与其他模型认为的碳纳米管内外层石墨烯同时

生长的观点不同ꎬ该模型认为多壁碳纳米管的生成

过程是间接的ꎬ不能由碳原子直接生成ꎬ需要经历碳

原子→单壁碳纳米管→多壁碳纳米管的过程ꎬ即多

壁碳纳米管的生成是碳原子在单壁碳纳米管表面持

续沉积的结果ꎮ
２ ２ ４　 阶梯式生长机理

现有的“底部生长”、“顶部生长”等模型适用于

球形、圆柱形等形状比较规则的催化剂颗粒ꎬ认为碳

纳米管内、外层石墨烯层以相同速率生长ꎬ难以解释

具有不规则外形的催化剂颗粒催化碳纳米管生长的

过程ꎬ特别是催化剂颗粒外表面石墨烯层呈“阶梯

式”终止的情况ꎮ 课题组进行了原煤催化热解产物

中碳纳米管 ＴＥＭ 和 ＨＲ－ＴＥＭ 分析(图 １)ꎬ发现由 Ｋ
催化煤热解所制备碳纳米管ꎬ其终端碳纳米管管壁

石墨烯层由内至外呈“阶梯型” (图 １(ｂ))ꎮ 据此ꎬ
课题组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非球形催化剂颗粒的碳纳

米管“阶梯式”生长模型[５６]ꎮ

图 １　 原煤催化热解产物中碳纳米管 ＴＥＭ 和 ＨＲ－ＴＥＭ 分析[５６]

Ｆｉｇ.１　 ＴＥＭ ａｎｄ ＨＲ－Ｔ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ｒａｗ ｃｏａｌ[５６]

在碳纳米管生长过程中ꎬ催化剂颗粒表面的碳

纳米管其石墨烯层由内层至外层依次生长ꎬ沿着碳

纳米管生长的方向石墨烯层数逐渐减少ꎬ呈“阶梯

式”(图 １(ｂ)虚线所示ꎬ图 １(ａ)中催化剂颗粒下方

碳纳米管厚度由约 １３ ｎｍ 降低至约 ３ ｎｍ)ꎮ 当催化

剂颗粒呈球形或均匀圆柱体等良好形态时ꎬ碳纳米

管生长速率呈稳定状态ꎬ内层和外层石墨烯层生长

速率一致ꎬ生成形态良好、无缺陷的碳纳米管ꎻ当催

化剂颗粒呈“纺锤形”(图 １(ａ)ꎬ催化剂颗粒一端较

细ꎬ一端较粗)等非球形时ꎬ碳纳米管内层石墨烯层

由于靠近催化剂颗粒ꎬ受催化剂颗粒较强表面张力

的影响ꎬ内层石墨烯层生长速率较快ꎮ 碳纳米管内

层石墨烯层在快速生长的同时又受到外层石墨烯层

的作用力的吸引ꎬ而外层石墨烯层生长速率较内层

慢ꎬ因此导致碳纳米管内层石墨烯层发生弯曲堆叠ꎮ
当碳纳米管管壁较厚时ꎬ其内层石墨烯层形变较大ꎬ
外层形状基本不变ꎬ此时会生成内层管壁堆叠的碳

纳米管(图 １(ｃ))或“竹节形”碳纳米管(图 １(ｅ))ꎻ
当碳纳米管管壁较薄时ꎬ管壁内、外层则均出现形

变ꎬ此时会生成管壁凹陷的碳纳米管(图 １( ｄ))ꎮ
碳纳米管内、外层石墨烯生长速率的差异是导致不

同形态有缺陷碳纳米管产生的根本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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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生长模型弥补了现有适用于规则外

形的催化剂颗粒的“底部生长”、“顶部生长”等模型

对于不同终端碳纳米管的产生原因解释的不足ꎮ
“阶梯式生长”模型独具一格ꎬ较好地完善现有的碳

纳米管生长模型体系ꎮ

３　 结语与建议

自 Ｉｉｊｉｍａ 等报道碳纳米管的研究以来ꎬ研究人

员对煤基碳纳米管的制备过程进行了诸多研究ꎬ发
现在电弧放电法中ꎬ随着煤阶的升高或挥发分的降

低ꎬ碳纳米管产率逐渐升高ꎬ部分煤种碳纳米管产率

与高纯石墨相当ꎻ通过调节放电气氛可获得“分叉

型”、“金属填充型”、“无填充型”和石墨烯等不同种

类的产物ꎻ催化剂种类及其组成对碳纳米管产物种

类及其产率具有重要影响ꎮ 在等离子体射流法中ꎬ
原料不同ꎬ碳纳米管产物种类不同ꎻ不同催化剂催化

碳纳米管生成的能力不同、对应碳纳米管产物种类

及产率也不相同ꎻ调节等离子体气氛或改变原料进

气位置可改变碳纳米管产物种类ꎮ 在气相沉积法

中ꎬ不同原料气对应碳纳米管产物种类、形貌、结晶

程度不同ꎻ催化剂种类及组成对碳纳米管产物种类

和产率具有重要影响ꎬ以 Ｆｅ 催化剂效果最佳ꎬ另外ꎬ
催化剂载体可通过与催化剂之间的相互作用改变产

物种类及产率ꎻ合适的温度有助于碳纳米管的生成ꎬ
温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反应的进行ꎻ选择合适升

温速率以及反应气氛有助于获得高质量的碳纳米管

产品ꎮ 电弧放电法和等离子体射流法中ꎬ煤基碳纳

米管生长机理符合:煤解离→碳物种融合→碳纳米

管析出等步骤ꎮ 气相沉积法中ꎬ根据反应过程的不

同可将碳纳米管生长机理分为气－液－固(ＶＬＳ)、
气－固－固(ＶＳＳ)、气相成核(ＶＰＮ)和阶梯式生长等

类型ꎮ
尽管研究人员对煤基碳纳米管的制备过程做了

诸多研究ꎬ但仍然有许多工作亟需开展ꎮ
１)深入开展以煤、煤热解气和商业煤气等廉价

原料制备碳纳米管的研究ꎬ建立和完善原料与碳纳

米管产物之间的关系体系ꎬ以降低碳纳米管制备成

本ꎮ 碳纳米管因其独特的一维结构ꎬ在众多领域获

得了广泛应用ꎮ 但碳纳米管制备的高成本问题仍严

重阻碍其实际应用ꎮ 因此ꎬ开发宏量、低成本的碳纳

米管制备技术已成为碳纳米材料领域最具挑战性的

方向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对煤的高价

值应用有了进一步认识ꎬ最新研究发现原煤可通过

Ｋ 催化热解的方式直接制备出形貌良好的碳纳米管

产物ꎮ 因此ꎬ开展以煤、煤热解气和商业煤气等廉价

原料制备碳纳米管的研究ꎬ建立和完善原料与碳纳

米管产物之间的关系体系ꎬ可在拓展煤炭资源清洁、
高效利用途径的同时降低碳纳米管的制备成本ꎬ这
对促进碳纳米管的具体应用及实际价值的发挥具有

重要意义ꎮ
２)掌握催化剂组成及其制备过程对碳纳米管

产物的影响规律ꎬ开发新型、高效催化剂的制备技

术ꎮ 催化剂在碳纳米管制备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ꎬ
其一方面可以改变碳纳米管产物种类ꎬ另一方面又

对碳纳米管产物的形貌、纯度、产量、导电性等理化

性质具有决定性影响ꎮ 因此ꎬ应针对(制备煤基碳

纳米管)催化剂组成、制备过程展开深入、系统的研

究ꎬ建立催化剂与目标碳纳米管产物理化性质之间

的关系体系ꎬ并最终形成煤基碳纳米管高效催化剂

的制备技术ꎬ这对丰富和发展碳纳米管理论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ꎮ
３)建立新的碳纳米管生长模型ꎬ以解释不同条

件下碳纳米管生长过程ꎬ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碳纳

米管生长模型体系ꎮ 现有碳纳米管生长模型局限性

较高ꎬ难以解释所有碳纳米管的生长过程ꎬ特别是煤

基碳纳米管的生长过程ꎮ 因此ꎬ基于不同制备条件

下碳纳米管的具体生成和生长过程ꎬ建立新的碳纳

米管生长模型ꎬ可丰富和完善碳纳米管生长模型体

系ꎬ并实现碳纳米管的可控制生长ꎬ即人为控制合成

不同管径、不同螺旋度、不同壁厚、不同长度的碳纳

米管以适应不同的产业需求ꎮ 这对促进煤炭资源的

清洁、高效和高价值利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刘思琪ꎬ牛艳青ꎬ温丽萍ꎬ等. 煤焦燃烧过程中细模态颗粒物的

生成机理及研究进展[Ｊ] . 洁净煤技术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３):９－１８.
ＬＩＵ ＳｉｑｉꎬＮＩＵ ＹａｎｑｉｎｇꎬＷＥＮ Ｌｉｐ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ｎｅ ｍｏｄ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ｃｈａｒ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３):
９－１８.

[２] 　 胡发亭ꎬ颜丙峰ꎬ王光耀ꎬ等. 我国煤制燃料油技术进展及工业

化现状[Ｊ] . 洁净煤技术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１):５７－６３.
ＨＵ ＦａｔｉｎｇꎬＹＡＮ Ｂｉｎｇｆｅｎｇꎬ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ａｏꎬ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ｔｏ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１):５７－６３.

[３] 　 张天开ꎬ张永发ꎬ丁晓阔ꎬ等. 煤直接加氢制甲烷研究进展[ Ｊ] .
化工进展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２):３４９－３５９ꎬ６９.
ＺＨＡＮＧ Ｔｉａｎｋａｉꎬ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ｆａꎬＤＩＮＧ Ｘｉａｏｋｕｏ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２):３４９－

３５９ꎬ６９.
[４] 　 ＲＡＤＵＳＨＫＥＶＩＣＨ ＬꎬＬＵＫＹＡＮＯＶＩＣＨ Ｖ. Ｏ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ｅ ｕｇｌｅｒｏｄａꎬ

ｏｂｒａｚｕｊｕｃｅｇｏｓｊａ ｐｒｉ ｔｅｒｍｉｃｅｓｋｏｍ ｒａｚｌｏｚｅｎｉｉ ｏｋｉｓｉ ｕｇｌｅｒｏｄａ ｎａ

７４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洁 净 煤 技 术 第 ２６ 卷

ｚｅｌｅｚｎｏｍ ｋｏｎｔａｋｔｅ[Ｊ] . Ｚｕｒｎ Ｆｉｓｉｃ Ｃｈｉｍꎬ１９５２ꎬ２６(１):８８－９５.
[５] 　 ＭＯＮＴＨＩＯＵＸ Ｍꎬ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 Ｖ. Ｗｈ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 Ｊ] . Ｃａｒｂ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４
(９):１６２１－１６２３.

[６] 　 ＯＢＥＲＬＩＮ ＡꎬＥＮＤＯ ＭꎬＫＯＹＡＭＡ Ｔ.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ａｒ￣
ｂ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ꎬ
１９７６ꎬ３２(３):３３５－３４９.

[７] 　 ＩＩＪＩＭＡ Ｓ. Ｈｅｌ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ｉｔ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１９９１ꎬ３５４:５６－５８.

[８] 　 ＰＡＮＧ Ｌꎬ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Ｆｕｅｌｓꎬ
１９９３ꎬ７(３):４３６－４３７.

[９] 　 王冬冬ꎬ谢浩ꎬ朴桂林ꎬ等. 模拟沼气催化裂解制备碳纳米管的

实验研究[Ｊ] . 洁净煤技术ꎬ２０１３ꎬ１９(２):５９－６２.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ｄｏｎｇꎬ ＸＩＥ Ｈａｏꎬ ＰＩＡＯ Ｇｕｉｌｉｎ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ｉｏｇａ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３ꎬ１９(２):５９－６２.

[１０] 　 ＶＯＬＤＥＲ ＭꎬＴＡＷＦＩＣＫ ＳꎬＢＡＵＧＨＭＡＮ Ｒꎬ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
ｔｕｂ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３ꎬ３３９:５３５－５３９.

[１１] 　 ＰＥＮＧ ＢꎬＬＯＣＡＳＣＩＯ ＭꎬＺＡＰＯＬ Ｐ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ｅａｒ－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ａｎ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８ꎬ３(１０):６２６－６３１.

[１２] 　 ＰＯＰ ＥꎬＭＡＮＮ ＤꎬＷＡＮＧ Ｑ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 ｗａｌ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２００６ꎬ６(１):９６－１００.

[１３] 　 罗勇ꎬ应鹏展ꎬ苏慧仙ꎬ等. 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概况[ Ｊ] . 煤

矿机械ꎬ２００４ꎬ２５(８):７－８.
ＬＵＯ ＹｏｎｇꎬＹＩＮＧ ＰｅｎｇｚｈａｎꎬＳＵ Ｈｕｉｘｉａｎ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ꎬ
２００４ꎬ２５(８):７－８.

[１４] 　 刘腾飞ꎬ杨代凤ꎬ毛健ꎬ等. 碳纳米管材料在食品安全分析中

的应用[Ｊ] . 化工进展ꎬ２０１８ꎬ３７(１０):３６９９－３７２５.
ＬＩＵ ＴｅｎｇｆｅｉꎬＹＡＮＧ ＤａｉｆｅｎｇꎬＭＡＯ Ｊｉａｎ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７ ( １０):
３６９９－３７２５.

[１５] 　 贺新福ꎬ张小琴ꎬ王迪ꎬ等. 碳纳米管 / 聚合物基导热复合材料

研究进展[Ｊ] . 化工进展ꎬ２０１８ꎬ３７(８):３０３８－３０４４.
ＨＥ Ｘｉｎｆｕꎬ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ꎬＷＡＮＧ Ｄｉ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ｅａ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ＮＴｓ /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８ꎬ３７(８):３０３８－３０４４.

[１６] 　 彭文理ꎬ张文学ꎬ黄安平ꎬ等. 聚丙烯 / 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研

究进展[Ｊ] . 化工进展ꎬ２０１８ꎬ３７(１２):４７３５－４７４３.
ＰＥＮＧ Ｗｅｎｌｉꎬ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ｘｕｅꎬＨＵＡＮＧ Ａｎｐ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７ ( １２):
４７３５－４７４３.

[１７] 　 陈珑ꎬ孙晓刚ꎬ邱治文ꎬ等. 碳纳米管增强三元材料的电化学

性能[Ｊ] . 化工进展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１２):４５３３－４５３９.
ＣＨＥＮ ＬｏｎｇꎬＳＵＮ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ꎬＱＩＵ Ｚｈｉｗｅｎꎬ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１２):４５３３－４５３９.
[１８] 　 孟胜皓ꎬ闫军ꎬ汪明球ꎬ等. 碳纳米管表面改性及其应用于复

合材料的研究现状[Ｊ] . 化工进展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８):２０８４－２０８８.
Ｍ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ｈａｏꎬＹＡＮ Ｊｕｎꎬ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ｑｉｕꎬ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３３(８):２０８４－２０８８.

[１９] 　 ＰＡＮＧ Ｌ ＳꎬＶＡＳＳＡＬＬＯ Ａꎬ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Ｆｕｌｌｅｒｅ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１９９１ꎬ３５２:４８０.

[２０] 　 ＱＩＵ ＪꎬＺＨＡＮＧ ＦꎬＺＨＯＵ Ｙꎬ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ｅ￣
ｌｅｖｅｎ ｃａｋｉｎｇ ｃｏａｌｓ[Ｊ] . Ｆｕｅｌꎬ２００２ꎬ８１(１１):１５０９－１５１４.

[２１] 　 ＹＵ ＪꎬＬＵＣＡＳ ＪꎬＳＴＲＥＺＯＶ Ｖ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Ｆｕｅｌꎬ２００３ꎬ８２(１５ / １７):２０２５－２０３２.

[２２] 　 ＭＡＴＨＵＲ ＲꎬＬＡＬ ＣꎬＳＨＡＲＭＡ 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 ｆｒｅ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
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 ｂａｓ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２００７ꎬ２９
(１):２１－２７.

[２３] 　 ＱＩＵ ＪꎬＬＩ ＹꎬＷ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 Ｊ ] . Ｆｕ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４ꎬ ８５ ( １５ ):
１６６３－１６７０.

[２４] 　 ＷＡＮＧ ＺꎬＺＨＡＯ ＺꎬＱＩＵ Ｊ.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
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Ｊ] . Ｃａｒｂｏｎꎬ２００６ꎬ４４(７):１３２１－１３２４.

[２５] 　 ＷＡＮＧ ＺꎬＺＨＡＯ ＺꎬＱＩＵ Ｊ. Ｉｎ ｓｉｔｕ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 ｌｏｎｇ Ｃｕ
ｎａｎｏｗｉｒ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ｌ 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Ｊ] . Ｃａｒｂｏｎꎬ２００６ꎬ４４(９):１８４５－１８４７.

[２６] 　 ＡＷＡＳＴＨＩ ＳꎬＡＷＡＳＴＨＩ ＫꎬＧＨＯＳＨ Ａꎬ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ｉ￣
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Ｊ] . Ｆｕｅｌꎬ２０１５ꎬ１４７:３５－４２.

[２７] 　 吴霞ꎬ王鲁香ꎬ刘浪ꎬ等. 新疆煤基碳纳米管的调控制备[ Ｊ] .
无机化学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２９(９):１８４２－１８４８.
ＷＵ Ｘｉａꎬ ＷＡＮＧ Ｌｕｘｉａｎｇꎬ ＬＩＵ Ｌ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ａｌ[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２０１３ꎬ２９(９):１８４２－１８４８.

[２８] 　 ＱＩＵ ＪꎬＬＩ ＹꎬＷ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ｐｕｒｉｔ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ａｌ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ｂｙ ａｒｃ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Ｊ] . Ｃａｒｂ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４１(１１):２１７０－２１７３.

[２９] 　 ＬＩ Ｙꎬ ＱＩＵ Ｊꎬ ＺＨＡＯ Ｚꎬ ｅｔ ａｌ. Ｂａｍｂｏｏ － ｓｈａｐ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６６ ( ５ ):
５４４－５５０.

[３０] 　 李永峰. 煤基纳米和微米炭材料的电弧法制备研究[Ｄ].大
连:大连理工大学ꎬ２００４:７１－７２.
ＬＩ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ｎ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ｂｙ ａｒｃ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Ｄ]. Ｄａｌｉａｎ: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ｖｉ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４:７１－７２.

[３１] 　 ＩＴＫＩＳ ＭꎬＰＥＲＥＡ ＤꎬＮＩＹＯＧＩ Ｓꎬ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ｉ－

Ｙ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ｕｌｋ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ｒ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

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ｂｙ ｕｓｅ ｏｆ ｎｅａｒ －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０８ ( ３４):
１２７７０－１２７７５.

[３２] 　 ＫＵＭＡＲ Ｒꎬ ＳＩＮＧＨ Ｒꎬ ＧＨＯＳＨ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ａｌ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ｂｙ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Ｚｒ / Ｎｉ ａｓ ｂ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２０１３ꎬ１５(１):１４０６.

[３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ＫꎬＴＡＣＨＩＢＡＮＡ ＭꎬＡＬＬＥＮ Ｊꎬ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 ｃａｒ￣

８４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www.chinacaj.net



张天开等:煤基碳纳米管制备技术和生长机理研究进展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ꎬ１９９９ꎬ３１０
(１):３１－３７.

[３４] 　 ＷＩＬＳＯＮ ＭꎬＰＡＴＮＥＹ ＨꎬＫＡＬＭＡＮ Ｊ.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Ｊ] . Ｆｕｅｌꎬ２００２ꎬ８１(１):５－１４.

[３５] 　 ＴＩＡＮ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ＹꎬＷＡＮＧ Ｂꎬｅｔ ａｌ. Ｃｏａｌ－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
ｔｕｂｅｓ ｂ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ｊｅｔ [ Ｊ ] . Ｃａｒｂ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 ４２ ( １２ ):
２５９７－２６０１.

[３６] 　 ＨＡＨＮ ＪꎬＪＵＮＧ Ｈ ＹꎬＫＡＮＧ Ｄ Ｗꎬ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ｕｒｉｔ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ｂ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ｊｅｔ[Ｊ] . Ｃａｒｂ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４２(１４):３０２４－３０２７.

[３７] 　 ＴＩＡＮ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ＹꎬＹＶ Ｑ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ａｌ ｔｏ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 ｉ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Ｊ] .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ｄａｙꎬ２００４ꎬ８９(１ /
２):２３３－２３６.

[３８] 　 ＨＡＨＮ ＪꎬＨＥＯ ＳꎬＳＵＨ Ｊ.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ｒｅ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ｕｒｉ￣
ｔ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ｂ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ｊｅｔ[Ｊ] . Ｃａｒｂｏｎꎬ２００５ꎬ４３
(１２):２６３８－２６４１.

[３９] 　 ＨＡＨＮ ＪꎬＨＡＮ ＪꎬＹＯＯ Ｊꎬ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ａｓ－ｐｈａｓｅ 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ｕｒｉｔ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ｂｙ 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ｊｅｔ
[Ｊ] . Ｃａｒｂｏｎꎬ２００４ꎬ４２(４):８７７－８８３.

[４０] 　 ＷＡＮＧ ＢꎬＴＩＡＮ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ｐｏ￣
ｓ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ｉｎ ａｎ ａｒｃ ｐｌａｓｍａ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２００７ꎬ２９
(１３):１１９５－１２０２.

[４１] 　 周颖ꎬ肖南ꎬ孙玉峰ꎬ等. 等离子体射流法制备高纯竹节状碳

纳米管[Ｊ] . 新型炭材料ꎬ２００６ꎬ２１(４):３６５－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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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Ｓ４６６３２３０－Ａ[Ｐ]. １９８４－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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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ＱＩＵ Ｊꎬ ＡＮ Ｙꎬ ＺＨＡＯ Ｚ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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