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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科学与技术》

内容概要

《生物柴油科学与技术》对生物柴油的原料来源、物化特性、产品分析表征方法、催化制备方法、催
化反应动力学、国内外工业化生产工艺发展现状、生产工艺强化技术手段、下游产品开发利用进行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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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庆，20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并获得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工学博士学位。同年，作为
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江西理工大学工作，现为江西理工大学冶金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化工系主任。主
要致力于稀土改性碳基固体酸催化剂的结构与性能关系解析，以及生物质能源高效催化转化过程与工
艺等领域的研究，近几年在多相催化反应过程与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若干创新性研究成果，
已经在国际、国内著名能源化工类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被SCI、EI收录20余篇。现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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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6.3.1 非负载型固体碱催化剂 A金属氧化物 非负载型固体碱催化剂，现阶段研究比
较多并且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是金属氧化物催化剂，主要包括氧化钙、氧化镁和氧化锶等物质。通常来
说，这类化合物的催化活性与其碱性的强弱有很大关系，催化活性随碱性增强而提高。Bancquart进行
了硬脂酸甲酯与甘油的酯交换反应研究（反应温度为220℃），其分别以固体碱MgO、ZnO、CeO2
和La3O3为催化剂。研究发现，固体碱的区域碱性（单位面积碱性）越强，则催化活性越高。尤其是
在CaO方面探究比较多，这是因为CaO是这几种氧化物中最容易得到且价格低廉的材料，并且在反应
中催化活性较高，且对环境影响比较小，是所有碱土金属氧化物中备受关注的固体碱催化剂。刘学军
等人对CaO固体碱催化剂用于甲醇和大豆油的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脂肪酸甲酯）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当醇油摩尔比为12：1，反应温度为65℃，催化剂用量为8％，反应1.5h后，生物柴油产率
可达到95％以上，重复使用20次后，催化效果也无明显下降。相对于CaO来说，MgO催化活性较弱，
一般很少直接用它来催化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目前比较多的是采用纳米MgO来催化制备生物柴
油。Wang等人用纳米MgO在超临界状态下催化大豆油制备生物柴油，试验结果表明，这种纳米MgO
必须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 B离子交换树脂 用酯交换法来制备柴油时，使用阴离
子交换树脂作为催化剂的研究也很多。有研究者曾采用经NaOH溶液预处理过的717型阴离子交换树脂
作为催化剂进行了油脂酯交换的研究，结果取得了良好的转化率。另外，Naomi等人用多孔型阴离子
交换树脂PK208、PA308、PA306、PA306s和HPA25等进行酯交换反应时，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
阴离子交换树脂的催化活性好于阳离子交换树脂，并且阴离子交换树脂的联结密度和颗粒度越小，催
化油脂酯交换反应的活性越高，阴离子交换树脂也可以反复回收利用，再生后的催化效果与第一次加
入时基本相同，有很好的重复利用价值。 C水滑石及类水滑石 水滑石材料属于阴离子型层状化合物，
是具有一定的层状结构，层间离子具有可交换性的一类化合物，利用层状化合物主体在强极性分子作
用下所具有的可插层性和层问离子的可交换性，将一些功能性客体物质引入层间空隙并将层板距离撑
开从而形成层柱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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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柴油科学与技术》可供能源化工、生物质能源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参阅，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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