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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锌铝催化剂制备方法对 ＣＯ２加氢反应性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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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溶胶－凝胶法和共沉淀法制备了一系列铜锌铝催化剂，并将其与 ＺＳＭ－５ 分子筛联合使

用，催化 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 对不同制备方法得到的铜锌铝催化剂进行 Ｎ２物理吸附、Ｘ 射线衍射

（ＸＲＤ）、氢气程序升温还原（Ｈ２－ＴＰＲ）表征，研究了其在 ＣＯ２加氢反应中的催化性能，比较了不同催

化剂制备方法对催化剂 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反应性能的影响。 反应结果表明：不同催化剂的制备方

法能显著影响所制备催化剂的 ＣｕＯ颗粒尺度、比表面积以及 Ｃｕ组分分散度，进而影响 ＣＯ２加氢反应

的性能。 该体系中铜锌铝催化剂对 ＣＯ２转化率及 ＣＯ 选择性影响较大，但对碳氢化合物中低碳烯烃

的选择性影响不大。 溶胶－凝胶法中采用柠檬酸络合制备的催化剂在反应温度 ３２０ ℃，ＣＯ２ ∶ Ｈ２ ＝
１ ∶ ３，空速 ３ ６００ ｍＬ ／ （ｇ·ｈ）条件下，ＣＯ２转化率为 ２０．１７％，碳氢化合物中低碳烯烃选择性为５０．４８％。
共沉淀法中碳酸钠沉淀剂制备催化剂在相同反应条件下，ＣＯ２转化率为 ２９．１４％，碳氢化合物中低碳烯

烃选择性为 ５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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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将 ＣＯ２加氢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学品是目前实现

ＣＯ２资源化利用，解决过量碳排放，达成“碳中和”的
重要途径之一。 其中，利用 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技

术可有效将 ＣＯ２转化为作为基础化工原料的小分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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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烃，而目前乙烯、丙烯等低碳烯烃的生产主要采用

石油烃的高温蒸汽裂解技术。 因此，ＣＯ２加氢制低

碳烯烃相关技术的深入研究对 ＣＯ２资源化利用和缓

解现代化工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的反应路径主要有 ２

条：① 以 ＣＯ为中间体的路径，即 ＣＯ２经逆水煤气转

化与费－托合成反应制低碳烯烃。 该路径多以 Ｆｅ、
Ｃｏ基催化剂为主，得到的产物分布较广，且受到费

托合成产物分布规律制约，同时还伴随着较高的甲

烷选择性［１－２］。 ② 以甲醇为中间体的路径，经两步

串联反应得低碳烯烃，即 ＣＯ２与 Ｈ２先在加氢活性中

心上生成甲醇，然后甲醇在酸催化中心脱水得到低

碳烯烃（ＭＴＯ） ［３］。 该路径的第 １ 步所用催化剂多

为 Ｃｕ 基催化剂，如 ＣｕＺｎＡｌ、ＣｕＺｎＺｒ 等。 第 ２ 步所

用催化剂多为分子筛，如 ＳＡＰＯ－３４、ＺＳＭ－５ 等。 经

两步串联反应所得的产物碳数分布在 Ｃ１ ～ Ｃ４，可提

高产物中低碳烯烃选择性。 因此，近年来以甲醇为

中间体进行的 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的反应路径备受

关注。 目前，由于 ＣＯ２加氢制甲醇过程与甲醇制烯

烃过程（ＭＴＯ）反应条件不同，若将以上 ２ 个过程在

一个反应器中实现，须研制与分子筛高效协同的 Ｃｕ
基催化剂。

不同制备方法得到的 Ｃｕ 基催化剂的结晶性、
颗粒尺寸、孔隙分布以及被还原的难易度等存在诸

多差异，从而导致反应性能差异。 因此，制备方法的

优化与调整可能是调控 Ｃｕ 基催化剂与分子筛协同

效果的有效手段。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工作详细探讨

了不同制备方法对 Ｃｕ 基催化剂催化 ＣＯ２加氢制甲

醇性能的影响。 ＴＵＲＳＵＮＯＶ 等［４］分别采用浸渍法

和沉淀法合成 Ａｌ２Ｏ３和 ＳｉＯ２负载的 ＣｕＯ－ＺｎＯ 催化

剂。 研究表明浸渍法催化剂的催化性能更优异，尤
其在氧化铝载体上浸渍制备的催化剂对甲醇的选择

性和活性最高。 可能原因是浸渍法所得的氧化铜颗

粒较小、分散度高、更易在氢气处理下被还原以及

Ａｌ２Ｏ３载体所具有的高稳定性。 ＡＮＧＥＬＯ 等［５］采用

共沉淀法与溶胶 －凝胶法制备了以 ＺｒＯ２、 ＣｅＯ２、
Ａｌ２Ｏ３ 以及 ＺｒＯ２ －ＣｅＯ２为载体的 ＣｕＺｎＭ 催化剂，发
现以 ＺｒＯ２为载体，共沉淀法合成的催化剂的活性最

优。 该催化剂表现出良好的 ＣＯ２转化率（２３％），甲
醇选择性为 ３３％。 ＢＯＮＵＲＡ 等［６］分别采用常规碳

酸氢钠共沉淀法、柠檬酸络合法和凝胶－草酸共沉

淀法制备了 ３ 种 Ｃｕ－Ｚｎ－Ｚｒ 催化剂，考察了制备方

法对 ＣＯ２加氢制甲醇 Ｃｕ－Ｚｎ－Ｚｒ 体系结构和催化性

能的影响。 其中，草酸凝胶共沉淀法催化剂的催化

性能优于其他方法的催化剂。 这可能是因为催化剂

中铜的粒径更小且比表面积更大。 而对于 ＣＯ２加氢

制低碳烯烃的反应，由于反应过程中存在 Ｃｕ 基催

化剂与分子筛催化剂的协同作用，且反应温度等条

件的改变使得催化剂达到最优催化性能的制备方法

也有所差异。 因此，深入研究不同铜锌铝催化剂

（Ｃｕ ／ ＺｎＯ ／ Ａｌ２Ｏ３，简称 ＣｕＺｎＡｌ）制备方法对 ＣｕＺｎＡｌ
与 ＺＳＭ－５ 协同催化 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的影响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选用最典型的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作为 ＣＯ２加

氢制甲醇活性组分，选择 ＺＳＭ－５分子筛作为甲醇脱

水制取低碳烯烃的活性组分，研究多种制备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的溶胶 －凝胶法和共沉淀法对 ＣｕＺｎＡｌ ／ ／
ＺＳＭ－５体系催化 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性能的影响。

１　 催化剂制备与表征

１ １　 催化剂制备

采用不同的方法制备铜、锌、铝物质的量比为

６ ∶ ３ ∶ １的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７］。
１ １ １　 溶胶－凝胶法

分别以柠檬酸（Ｃ６Ｈ８Ｏ７·Ｈ２Ｏ）、酒石酸（Ｃ４Ｈ６Ｏ６）
和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Ｃ１０Ｈ１６Ｎ２Ｏ８）为络合剂，制
备了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

１）柠檬酸络合剂。 柠檬酸络合［８］：称取适量的三

水合硝酸铜（Ｃｕ （ＮＯ３ ）２·３Ｈ２ Ｏ）、六水合硝酸锌

（Ｚｎ（ＮＯ３）２·６Ｈ２Ｏ）和九水合硝酸铝（Ａ１（ＮＯ３）３·
９Ｈ２Ｏ）溶解在去离子水中，加入单口烧瓶中，油浴 ６０ ℃
搅拌１ ｈ。 将一水合柠檬酸溶解后，超声 １５ ｍｉｎ。 将其

缓慢滴入上述混合溶液中，油浴 ９５ ℃强烈搅拌，冷
凝回流反应 １２ ｈ，蒸除溶剂，直至形成凝胶状黏稠液

体，停止加热。 １２０ ℃干燥 １２ ｈ，５００ ℃焙烧 ５ ｈ，然
后压片、研磨，筛分出 ０．３８ ～ ０．８３ ｍｍ（２０ ～ ４０ 目）的
催化剂备用，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前体，制备的催化

剂记为 ＣＺＡ－Ｎ。
柠檬酸－氨水络合：在混合盐溶液中滴入柠檬

酸水溶液后，滴加适量氨水调节 ｐＨ 为 ７［９－１０］，其余

步骤与柠檬酸络合法一致，相应的催化剂记为

ＣＺＡ－ＮＡ。
２）酒石酸络合剂。 合成步骤与柠檬酸络合剂

合成步骤相似，将柠檬酸换成酒石酸［１１］，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前体，得到的催化剂分别记为 ＣＺＡ－Ｌ
（酒石酸络合剂）和 ＣＺＡ－ＬＡ（酒石酸 －氨水络合

剂）。
３）ＥＤＴＡ络合剂。 合成步骤与柠檬酸络合剂合

成步骤相似，将柠檬酸换成 ＥＤＴＡ［１１］，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前体，得到的催化剂分别记为 ＣＺＡ－Ｅ（ＥＤ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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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合剂）和 ＣＺＡ－ＥＡ（ＥＤＴＡ－氨水络合剂）。
１ １ ２　 沉淀法

分别 采 用 无 水 碳 酸 钠 （ Ｎａ２ＣＯ３ ）、 草 酸

（Ｃ２Ｈ２Ｏ４·２Ｈ２Ｏ）以及尿素（ＣＨ４Ｎ２Ｏ）为沉淀剂制

备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
１）碳酸钠沉淀剂。 称取适量的铜、锌和铝硝酸

盐溶解在去离子水中，加入单口烧瓶中，油浴 ６０ ℃
搅拌 １ ｈ 至其完全溶解混合均匀。 将碳酸钠溶

解［１２－１４］，超声 １５ ｍｉｎ。 以并流共沉淀的方式沉淀，
滴加过程中溶液 ｐＨ 为 ７． ０ ～ ８． ０，然后 ７０ ℃搅拌

２ ｈ。 室温下老化 １２ ｈ，超声 １５ ｍｉｎ，抽滤、水洗、干
燥、焙烧、压片，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前体，对应的催

化剂记为 ＣＺＡ－Ｎａ。
２）草酸沉淀剂。 传统草酸沉淀法［１５］：制备方式

与碳酸钠沉淀法类似，用草酸替换无水碳酸钠，将其

滴入混合盐溶液中，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前体，相应

的催化剂记为 ＣＺＡ－ＣＨ。
草酸凝胶沉淀法：将传统草酸沉淀法中的溶剂

换为无水乙醇［１６－１７］，沉淀完全后离心分离，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前体，相应的催化剂记为 ＣＺＡ－ＣＣ。
３）尿素沉淀剂。 称取适量的铜、锌和铝硝酸盐

溶解在去离子水中，加入单口烧瓶中，油浴 ６０ ℃搅

拌 １ ｈ至其完全溶解混合均匀。 将尿素［１８－１９］溶解

（［尿素］ ／ ［Ｍ＋］物质的量之比为 ６．０），超声 １５ ｍｉｎ。
将其缓慢滴入硝酸盐水溶液中，油浴加热至 ９０ ℃并

强烈搅拌，开始水解反应，冷凝回流 １２ ｈ。 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前驱体，相应的催化剂记为 ＣＺＡ－ＮＳ。
改变尿素用量，使得 ［尿素］ ／ ［ＮＯ－３ ］物质的量

之比为 ４，制得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记为 ＣＺＡ－ＮＤ。
１ １ ３　 机械混合法

称取适量的铜、锌和铝硝酸盐，置于玛瑙研钵

中，充分研磨搅拌后，转入 ５０ ｍＬ 坩埚中，干燥、焙
烧、压片、筛分得到 ０．３８～０．８３ ｍｍ（２０～４０目）颗粒，
对应的催化剂记为 ＣＺＡ。
１ ２　 催化剂表征

使用 Ｒｉｇａｋｕ Ｄ ／ Ｍａｘ － ２４００ 型 Ｘ 射线衍射仪

（ＸＲＤ）对催化剂进行表征。 辐射源为 Ｃｕ－Ｋα（λ ＝
０．１５４ １８ ｎｍ），Ｎｉ 滤波，管电压为 ４５ ｋＶ，电流为

２００ ｍＡ。 扫描 ２θ 为 ５° ～８０°，扫描速度 １０ （°） ／ ｍｉｎ。
低温 Ｎ２物理吸附在 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ＴｒｉＳｔａｒⅡ－３０２０

分析仪上进行，采用 ＢＥＴ（Ｂｒｕｎａｕｅｒ－Ｅｍｍｅｔｔ－Ｔｅｌｌｅｒ）
方法计算样品的比表面积。 样品测试前在 １２０ ℃真

空处理 ４ ｈ。
Ｈ２程序升温脱附（Ｈ２ －ＴＰＲ）在分析仪（Ｃｈｅｍｂｅｔ

３０００）上进行。 还原前先用 Ａｒ 在 ３５０ ℃下恒温吹扫

催化剂 １ ｈ，然后降至室温后，切换至 Ｈ２，以 １０ ℃ ／ ｍｉｎ
程序升温脱附，用热导检测 Ｈ２消耗量。
１ ３　 催化剂性能评价

ＣＯ２加氢反应采用固定床反应装置。 称取

０．２５ ｇ铜锌铝催化剂与 ０．２５ ｇ ＺＳＭ－５ 催化剂（购于

天津南化催化剂有限公司）分层填装在反应管的恒

温区（其余部分用石英砂填装满、催化剂之间用少

量石英砂隔开）、５００ ℃氢气气氛下还原 ４ ｈ［２０－２１］、
降温至 ３２０ ℃、切换反应气（ＣＯ２ ∶ Ｈ２ ＝ １ ∶ ３），空速

３ ６００ ｍＬ ／ （ｇ·ｈ），反应压力 ２ ＭＰａ 进行反应。 产

物采用气相色谱在线检测，ＴＣＤ 用于检测产物中的

ＣＯ、ＣＨ４以及 ＣＯ２；ＦＩＤ 用于检测产物中的烃类物

质，以甲烷为基准，ＣＯ 和其他产物分别与甲烷进行

对比，归一法得到各产物的选择性［２２］。 ＣＯ２的转化

率 （ Ｘ （ ＣＯ２ ）） 按式 （ １） 计算，各产物的选择性

（Ｓ（ ｉ））按式 （ ２） 计算，碳氢化合物中产物分布

（Ｓ（ ｉ））按式（３）计算。

Ｘ（ＣＯ２） ＝
Ｆ ｉｎ（ＣＯ２） － Ｆｏｕｔ（ＣＯ２）

Ｆ ｉｎ（ＣＯ２）
， （１）

Ｓ（ ｉ）＝
Ｆｏｕｔ（ ｉ）

Ｆ ｉｎ（ＣＯ２）－Ｆｏｕｔ（ＣＯ２）
， （２）

Ｓ（ ｉ）＝ Ｓ（ ｉ）
１－Ｓ（ＣＯ）

， （３）

式中，Ｆ ｉｎ（ＣＯ２）为 ＣＯ２ 的输入量；Ｆｏｕｔ（ＣＯ２）为 ＣＯ２
的输出量；Ｆｏｕｔ（ ｉ）为 ｉ 组分产物的输出量；Ｓ（ＣＯ）为
ＣＯ的选择性。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ＸＲＤ 表征

图 １为采用溶胶－凝胶法、沉淀法以及机械混

合法制备的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前体的 ＸＲＤ谱图。 由图

１ 可知，在样品的谱图中，２θ ＝ ３２．５°、３５．６°、３８．７°、
４８．７°、５３．６°、５８．２°、６１．６°、６６．２°、６８．１°、７５．３°处的衍

射峰为 ＣｕＯ （ＪＣＰＤＳ Ｎｏ．４５－０９３７）的特征衍射峰，２θ
为 ３１． ８°、３４． ５°、３６． ３°、５６． ７°、６２． ９°处的衍射峰为

ＺｎＯ （ＪＣＰＤＳ Ｎｏ．３６－１４５１）的特征衍射峰。 各样品

ＸＲＤ谱图均未观察到 Ａｌ２Ｏ３的衍射特征峰，说明由

于铝的加入量较少且 Ａｌ２Ｏ３以无定型状态存在，或
在催化剂前体中高度分散。 不同方法制备的催化剂

前体 ＸＲＤ 谱图中，２θ ＝ ３５．６°的 ＣｕＯ（００２）晶面和

２θ＝ ３６．３°的 ＺｎＯ（１０１）晶面的特征峰重合，表明不

同方法制备的催化剂中，ＣｕＯ 和 ＺｎＯ 之间存在强烈

的相互作用［２２］。
图 １（ａ）为分别以柠檬酸、酒石酸和 ＥＤＴＡ为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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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催化剂的 ＸＲＤ表征

Ｆｉｇ．１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合剂，未用氨水或用氨水调节 ｐＨ 的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

前体的 ＸＲＤ图。 图 １（ｂ）为不同沉淀剂制备催化剂

的 ＸＲＤ谱图（ＣＺＡ为机械混合法）。 与机械混合法

得到催化剂前体的 ＸＲＤ图相比，不同沉淀剂所得催

化剂的 ＺｎＯ特征峰更为宽化，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沉

淀剂得到样品中 ＺｎＯ组分粒径更小或结晶度稍低。
利用 Ｓｃｈｅｒｒｅｒ 公式计算 ＣｕＯ 晶粒的尺寸 （表

１）。 由表 １可知，不同的络合剂会显著影响催化剂

前体中 ＣｕＯ 晶粒尺寸（２０ ～ ２５ ｍｍ）。 其中，柠檬酸

络合剂（ＣＺＡ－Ｎ）粒径最小，ＥＤＴＡ 络合剂（ＣＺＡ－Ｅ）
次之，酒石酸络合剂（ＣＺＡ－Ｌ）最大；从整体趋势来

看，添加的氨水会导致催化剂前体的粒径略增加，这
可能是在氨水环境下催化剂前体中的部分 Ｃｕ 组分

形成了易溶的铜氨离子，从而阻碍金属盐离子与络

合剂之间的络合效应。 各催化剂前体中 ＣｕＯ 粒径

大小为 ＣＺＡ－ＬＡ＞ＣＺＡ－Ｌ＞ＣＺＡ－Ｅ＞ＣＺＡ－ＥＡ＞ＣＺＡ－
ＮＡ＞ＣＺＡ－Ｎ。

表 １　 催化剂的结构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ｍｅｔｈｏｄ

项目 催化剂
ＳＢＥＴ ／

（ｍ２·ｇ－１）

Ｖｐ ／

（ｃｍ３·ｇ－１）

Ｄ ／
ｎｍ

铜颗粒尺

寸ａ ／ ｎｍ

溶胶－

凝胶法

ＣＺＡ－Ｎ １７．４５ ０．１２ ２０．５０ ２０．３

ＣＺＡ－ＮＡ １６．７７ ０．１２ １６．８８ ２１．７

ＣＺＡ－Ｌ １２．４６ ０．０９ １６．０４ ２４．８

ＣＺＡ－ＬＡ ７．８８ ０．０５ １２．３４ ２５．１

ＣＺＡ－Ｅ ９．９４ ０．０８ １８．２８ ２２．８

ＣＺＡ－ＥＡ ８．４７ ０．０６ １６．４６ ２２．５

沉淀法

ＣＺＡ ９．４０ ０．０５ １７．１９ ２２．６

ＣＺＡ－Ｎａ ２６．２９ ０．１９ １９．９９ １８．１

ＣＺＡ－ＣＨ １．２７ ０．０１ １３．２７ ３６．５

ＣＺＡ－ＣＣ １８．２３ ０．１７ ２９．４１ １８．４

ＣＺＡ－ＮＳ １８．００ ０．１１ １４．９６ １９．７

ＣＺＡ－ＮＤ １５．１３ ０．１４ １５．４７ ２３．８

　 　 注：ａ ＸＲＤ数据通过 Ｓｃｈｅｒｒｅｒ公式计算得到。

沉淀法制备催化剂时，沉淀剂种类对催化剂前

体中 ＣｕＯ晶粒尺寸影响较大（１８～ ３７ ｎｍ）。 以碳酸

钠为沉淀剂的所得催化剂前体（ＣＺＡ－Ｎａ）中 ＣｕＯ晶

粒尺寸最小，而以草酸沉淀法制备的催化剂前体

（ＣＺＡ－ＣＨ）中 ＣｕＯ晶粒尺寸最大。
２ ２　 Ｎ２物理吸附

不同方法制备的铜锌铝催化剂前体的 Ｎ２吸附－
脱附曲线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催化剂的 Ｎ２吸附脱附等温曲线

Ｆｉｇ．２ Ｎ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从图 ２ 的吸附脱附曲线可知，采用不同络合剂

的溶胶－凝胶法和不同沉淀剂的沉淀法制备的催化

剂前体的吸附－脱附等温线均为 ＩＶ－Ｈ３ 型曲线，前
体结构孔结构不规整，可能以堆叠的颗粒间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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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介孔和大孔结构。
各催化剂前体的孔结构参数见表 １，由表 １ 可

知，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催化剂时，络合剂的种类

对催化剂比表面积和孔结构参数影响较大。 催化剂

前体比表面积的大小排序为 ＣＺＡ－Ｎ＞ＣＺＡ－ＮＡ＞
ＣＺＡ－Ｌ＞ＣＺＡ－Ｅ＞ＣＺＡ－ＥＡ＞ＣＺＡ－ＬＡ。 其中，柠檬酸

做络合剂时，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ＣＺＡ－Ｎ）具有较大的

比表面积（１７．４５ ｍ２ ／ ｇ）。 通过对比比表面积与颗粒

尺寸的大小顺序，可以发现在整体上基本遵循颗粒

越小比表面积越大的趋势。 不同络合剂采用氨水调

节 ｐＨ后的催化剂前体的比表面积和孔径均略有下

降。 这一现象进一步表明氨水的添加会阻碍金属盐

离子与络合剂之间的有效络合，从而导致比表面积

下降。
采用沉淀法制备催化剂时，沉淀剂种类对催化

剂比表面积和孔结构参数影响较大。 其中碳酸钠沉

淀剂制备的催化剂（ＣＺＡ－Ｎａ）前体具有最大的比表

面积（２６．２９ ｍ２ ／ ｇ）。 而草酸沉淀剂制备的催化剂前

体（ＣＺＡ－ＣＨ）的比表面积最小，仅为 １．２７ ｍ２ ／ ｇ。 不

同沉淀剂比表面积排序为：ＣＺＡ －Ｎａ ＞ ＣＺＡ －ＣＣ ＞
ＣＺＡ－ＮＳ＞ＣＺＡ－ＮＤ＞ＣＺＡ＞ＣＺＡ－ＣＨ。 结合前述不同

制备方法得到的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前体的比表面积与

Ｃｕ组分粒径差异可知，ＣｕＯ晶粒尺寸越小，其比表面

积越大（ＣＺＡ－Ｎａ－１８．１ ｎｍ； ＣＺＡ－ＣＨ－３６．５ ｎｍ）。 这

一现象表明，所制备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可能主要由

催化剂颗粒外表面和其堆砌间隙所贡献，而非颗粒

内孔。 这也与催化剂的 ＩＶ－Ｈ３ 型吸附等温曲线所

反映的非规整孔结构所对应。
２ ３　 Ｈ２－ＴＰＲ 表征

不同方法制备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前体的 Ｈ２ －ＴＰＲ
曲线如图 ３所示。 由图 ３ 可知，不同制备方法得到

的催化剂前体在 ２００ ～ ４００ ℃均有一个 Ｈ２消耗峰，
为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中 ＣｕＯ的还原峰［４］。 Ｈ２消耗峰的

出峰温度越低，表明催化剂中的 Ｃｕ 组分分散度越

好，越易于被还原为活性单质 Ｃｕ。 图 ３（ａ）为络合

法制备的催化剂前体 Ｈ２ －ＴＰＲ 曲线，由图 ３（ ａ）可
知，各催化剂耗氢峰的出峰温度的高低排序为：
ＣＺＡ－ＬＡ＜ＣＺＡ－Ｌ＜ＣＺＡ－Ｎ＜ＣＺＡ－ＮＡ＜ＣＺＡ－Ｅ＜ＣＺＡ－
ＥＡ。 不同络合剂制备的催化剂前体具有不同的 Ｈ２
还原温度，表明不同络合剂对得到的催化剂前体的

还原特性有影响，这是由柠檬酸、酒石酸和 ＥＤＴＡ本

身的性质差异导致的。
不同沉淀剂制备催化剂前体的 Ｈ２－ＴＰＲ 如图 ３

（ｂ）所示。 传统草酸沉淀法（ＣＺＡ－ＣＨ）以及碳酸钠

沉淀法（ＣＺＡ－Ｎａ）制备的催化剂的 Ｈ２耗峰温度向

图 ３　 催化剂的 Ｈ２－ＴＰＲ曲线

Ｆｉｇ．３　 Ｈ２－ＴＰＲ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高温方向偏移。 机械混合法（ＣＺＡ）、尿素沉淀剂

（ＣＺＡ－ＮＳ）和碳酸钠沉淀剂（ＣＺＡ－Ｎａ）制备的催化

剂前体的 Ｈ２－ＴＰＲ 曲线上，在略低于 ２００ ℃时出现

了一个不同程度的 Ｈ２消耗峰，可能是部分氧化铜被

氢还原为氧化亚铜。 不同沉淀剂制备的催化剂前体

中，氢耗峰的温度排序为：ＣＺＡ－ＮＤ＜ＣＺＡ－ＣＣ＜ＣＺＡ－
ＮＳ＜ＣＺＡ＜ＣＺＡ－Ｎａ＜ＣＺＡ－ＣＨ。 最高耗氢温度与最

低耗氢温度相差近 １００ ℃，可见不同沉淀剂对于 Ｃｕ
组分的还原难易造成很大影响。
２ ４　 催化剂性能评价

在温度 ３２０ ℃，压力 ２．０ ＭＰａ，ＣＯ２ ∶ Ｈ２ ＝ １ ∶ ３，
空速 ３ ６００ ｍＬ ／ （ ｇ·ｈ）的反应条件下，ＣｕＺｎＡｌ 与
ＺＳＭ－５ 的质量比为 １ ∶ １ 时，对不同方法制备的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的 ＣＯ２加氢性能进行了评价，结果见

表 ２。
由表 ２ 可知，在各组催化剂中以碳酸钠为沉淀

剂的催化剂 （ＣＺＡ－Ｎａ） ＣＯ２转化率最高，同时，ＣＯ
总选择性和低碳烯烃（Ｃ ＝２ ～ Ｃ

＝
４ ）在有机产物中的占

比均最高。 这可能与该催化剂前体具有较大的比表

面积和较小的 ＣｕＯ 颗粒尺寸有关。 其中在溶胶凝

胶法制备的催化剂中柠檬酸为络合剂得到的 ＣＺＡ－Ｎ
的催化效果较为优异。 尽管各组催化剂的 ＣＯ２转化

率和 ＣＯ选择性均表现出很大差异，但其 Ｃ ＝２ ～ Ｃ
＝
４ 选

择性却基本相近，这说明在 ＣｕＺｎＡｌ ／ ／ ＺＳＭ－５催化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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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催化剂的催化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项目 催化剂 Ｘ（ＣＯ２）％ Ｓ（ＣＯ）％
Ｓｉ％

Ｃ１ Ｃ０２ ～Ｃ０４ Ｃ ＝２ ～Ｃ ＝４

溶胶－凝胶法

ＣＺＡ－Ｎ ２０．１７ ３２．２９ ３．２０ ４６．３２ ５０．４８

ＣＺＡ－ＮＡ １１．７７ ６．７４ ２．３０ ５１．９０ ４５．８１

ＣＺＡ－Ｌ １６．３３ １４．８０ １．６２ ４８．７１ ４９．６７

ＣＺＡ－ＬＡ １０．６０ ６．３５ １．６５ ５４．２７ ４４．０８

ＣＺＡ－Ｅ ８．８９ ９．５４ ４．２３ ５１．８６ ４３．９２

ＣＺＡ－ＥＡ ７．１１ ６．２６ ２．２１ ５１．０８ ４６．７２

沉淀法

ＣＺＡ １６．２９ １６．０１ ２．１０ ４７．０３ ５０．８７

ＣＺＡ－Ｎａ ２９．１４ ６８．６７ ７．７６ ３７．６７ ５４．５７

ＣＺＡ－ＣＨ １２．０５ ７．１８ ３．９５ ５５．５３ ４０．５２

ＣＺＡ－ＣＣ １０．８６ ４．５３ １．８０ ５２．３０ ４５．９０

ＣＺＡ－ＮＳ ２２．３０ ３７．４２ ２．８６ ４４．８３ ５２．３１

ＣＺＡ－ＮＤ １７．７０ ２２．６３ ２．３７ ４８．６８ ４８．９６

系中，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主要影响 ＣＯ２转化率和 ＣＯ 选

择性，而碳烃产物的生成是由 ＺＳＭ－５ 分子筛催化

的 ＭＴＯ过程主导。
该体 系 中， ＣＯ２ 转 化 率 和 ＣＯ 总 选 择 性 与

ＣｕＺｎＡｌ特性相关性较大，这可能与 ＣｕＺｎ相的形成，
Ｃｕ－ＺｎＯ间电子转移，反应过程中 Ｃｕ＋、Ｃｕ０的形成等

有关，２者的协同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３　 结　 　 论

１） 采用不同方法制备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与 ＺＳＭ－
５协同催化 ＣＯ２加氢制低碳烯烃，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的

特性对 ＣＯ２转化率和 ＣＯ 选择性影响较大，但对有

机产物中碳烃产物分布影响不大，说明 ＣｕＺｎＡｌ 和
ＺＳＭ－５ 协同催化体系中烃类产物的分布由 ＺＳＭ－５
分子筛催化的 ＭＴＯ过程控制。

２） 采用不同络合剂的溶胶 －凝胶法制备的

ＣｕＺｎＡｌ催化剂中，柠檬酸络合法制备的催化剂

（ＣＺＡ－Ｎ）具有最大的比表面积，且铜物种的粒径更

小，ＣＯ２转化率最高（２０．１７％），低碳烯烃选择性为

５０．４８％。 络合过程中加入氨水调节 ｐＨ 后，各催化

剂的催化性能均有所下降。
３）不同沉淀剂的沉淀法制备的 ＣｕＺｎＡｌ 催化剂

中，采用碳酸钠沉淀法制备的催化剂（ＣＺＡ－Ｎａ）比
表面积最大，表现出最佳的催化活性，ＣＯ２转化率为

２９．１４％，低碳烯烃选择性为 ５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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