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第 54 卷  第 3 期: 278 ~ 286 
 

《中国科学》杂志社
SCIENCE IN CHINA PRESS 专 题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用于室温催化氧化甲醛和 
室内空气净化 
张长斌①, 贺泓①*, 王莲①, 姜风②, 邢焕②, 赵倩②, 暴伟③ 
①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5;  
② 北京亚都空气污染治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2206;  
③ 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9 
* 联系人, E-mail: honghe@rcees.ac.cn 

2008-10-10收稿, 2008-11-22接受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绿色奥运科技专项(编号: 2007BAK12B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20607029)、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编号: 
2007AA061402)和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科研启动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摘要  随着室内空气污染状况受到日益关注, 许多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开发高效、安全、经济的
室内空气净化材料和技术. 本文介绍了我们研究室内甲醛净化催化剂的过程, 比较了室温下负
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利用空气中的氧气完全氧化甲醛的性能, 阐述了 Pt/TiO2 催化剂的高效活性

本质, 明确了贵金属催化剂上催化氧化甲醛的反应机理. 应用研究方面, 建立了成型催化剂和
甲醛净化组件的制备生产工艺, 研发了新型空气净化器和通风管道内应用的净化机. 上述两种
产品实现了高效、安全和经济的室内甲醛净化, 已经供应市场并应用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部
分室内空气质量的保障, 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并将惠及千家
万户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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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 室内装修

已成为时尚 , 随之而来的便是室内空气污染越来越
严重 . 甲醛是来自家具和装修材料中最严重的污染
物, 它是一种具有较高毒性的物质, 在我国有毒化学
品优先控制名单上高居第二位 , 并且已经被世界卫
生组织确定为致癌和致畸形物质[1~3]. 长期接触低剂
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 鼻咽癌、细胞核的基
因突变、白血病等疾病. 近几年来, 随着各方面的宣
传和人们科普知识的增加 , 公众对室内装修引发的
一系列污染问题越来越重视 , 因此解决室内环境污
染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传统用于室内甲醛净化的方法主要有吸附技术、

光催化技术、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以及催化氧化技术[4]. 
吸附技术主要采用活性炭和分子筛等高比表面材料

来吸附甲醛, 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但由于吸附材
料吸附能力有限, 需定期再生或更换, 易产生二次污

染. 光催化技术主要利用纳米TiO2作为光催化剂, 通
过活性氢氧自由基和超氧自由基的作用 , 在室温条
件下就可以分解甲醛 . 该技术对于净化室内空气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 但目前光催化反应还主要需要
紫外激发光源, 对可见光利用效率低, 另外还存在催
化剂失活的问题 . 常压下空气放电产生的低温等离
子体中包含电子、离子、氧活性物种和激发态分子等

有极高化学活性的物种 , 可以打开污染气体分子的
化学键, 使很多高活化能的化学反应得以发生, 从而
达到处理室内空气中有机污染物的目的 . 但是该技
术在对空气放电过程中容易产生氮氧化物及臭氧等

二次污染物, 所以目前在空气净化器内应用较少.  
热催化氧化技术在较低的温度下就可以将甲醛

完全分解为无害的H2O和CO2, 因而成为最有应用前
景的净化甲醛的方法 . 关于甲醛的催化氧化已有一
定的研究报道. 早在 1986 年, Saleh和Hussian[5]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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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甲醛在干净Ni, Pd和Al的氧化薄膜上分解时有CO2

生成, 当温度高于 423 K时甲醛会在氧化膜上完全分
解. Sekine等人[6]使用活性炭颗粒和氧化锰研制出一

种板状空气净化材料来去除甲醛 , 实验发现通过这
种材料甲醛在室温下就可以分解为H2O和CO2, 但是
经过一段时间后该材料的甲醛去除效率会大大降低, 
显示室温下氧化锰表现为甲醛的氧化剂而非催化剂. 
Álvarez-Galván等人 [7]考察了负载型Mn/ Al2O3 和

Mn-Pd/Al2O3 催化剂对甲醛和甲醇的氧化活性, 发现
当反应温度高于 363 K时甲醛在Mn-Pd/ Al2O3催化剂

上可以完全转化为CO2 和H2O. Tang等人 [8,9]研制了

MnOx-CeO2及Ag/MnOx-CeO2复合金属催化剂用于催

化分解甲醛, 发现在 100℃时可将 500 ppm的甲醛完
全分解. 最近, Li等人[10]研究了FeOx负载Au催化剂催
化氧化甲醛的性能, 发现 7.1%Au/ FeOx催化剂可使

甲醛在 80℃时实现完全转化. 尽管研究者在催化氧
化甲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但采用上述催化剂, 催化
氧化甲醛的操作温度通常远高于室温 , 难以满足室
内空气净化所需的常温常压、能耗低的要求, 因此只
有开发出室温、常压下能完全氧化甲醛为H2O和CO2

的材料 , 才有希望实现催化氧化技术在室内空气甲
醛净化方面的实际应用.  

基于上述原因 , 我们致力于研发在室温条件下
能够完全催化氧化甲醛的催化剂 . 本文对我们在室
内甲醛净化催化剂开发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在简要回顾初期研究思路以及Cu/Al2O3 催化剂净化

甲醛研究的基础上 , 主要介绍了具有室温催化氧化
甲醛性能的 Pt/TiO2 催化剂的开发历程 , 阐述了
Pt/TiO2 催化剂的高效活性本质和该催化剂常温催化

氧化甲醛的反应机理 [11~13], 同时对该催化剂在实际
应用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 目前, 我们已经开
发了以Pt/TiO2 催化材料为核心的新型空气净化器和

通风管道内应用的净化机 , 空气净化器已经上市销
售 , 通风管道内应用的净化机也已经在奥运工程上
得到应用. 可以预见, 该催化材料在净化室内甲醛方
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1  室温高效催化净化甲醛催化剂研究 
我们有关室内甲醛室温催化净化的研究工作是

从 2004年开始的. 2003年我国“非典”爆发, 2004年初
我们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新型环保、安全、经

济的室内空气消毒、净化方面研究”, 主要研究室温
下室内空气的催化氧化消毒 , 也有部分催化净化室
内空气化学污染的内容 . 室温下催化杀菌研究的成
功 [14,15], 大大增强了我们利用空气中的氧气室温催
化氧化甲醛的信心. 现代表面科学的研究结果显示, 
室温下氧气吸附在许多过渡金属和一些贵金属表面

时 , 可以解离成吸附状态的氧原子或带电荷的过氧
或超氧自由基, 所以从原理上讲, 完全有可能利用空
气中丰富的氧 , 通过催化活化实现甲醛的室温完全
氧化. 

Cu/Al2O3 催化剂是一种良好的多功能氧化催化

剂, 常被用于CO、甲烷、甲醇、乙醇以及乙醛的完
全氧化[16~20]. 所以, 在研究初期我们首先对Cu/Al2O3

催化剂催化氧化甲醛的性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结果
表明[21], 在室温空气的条件下, Cu/Al2O3 不具备催化

氧化甲醛为CO2 和H2O的活性, 其去除甲醛的能力主
要来自Al2O3 对甲醛的吸附作用. 吸附在Cu/Al2O3 上

的甲醛会被部分氧化为表面甲酸盐物种; 当吸附达
到饱和后, Cu/Al2O3完全被甲酸盐物种所覆盖而失去

去除甲醛的能力; 负载Cu组分对载体Al2O3 的去除甲

醛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 但却能大大降低吸附物
种在载体Al2O3 上的分解温度 ; 通过升温脱附处理 , 
表面甲酸盐物种将完全分解为无害的CO2 和H2O, 并
从催化剂表面脱附出来 , 同时Cu/Al2O3 获得再生而

可以重新利用. 显然, 尽管Cu/Al2O3 具有较强的去除

甲醛的能力 , 但其并没有室温催化完全氧化甲醛为
CO2和H2O的活性.  

贵金属以其优良的催化氧化活性常作为催化氧

化有机物的催化剂, 已广泛应用于很多工业领域, 所
以我们设想通过贵金属活性组分与载体的匹配来设

计氧化催化剂 , 以期达到无需特定光源而室温条件
催化完全氧化甲醛的目的 , 并最终筛选出了能常温
催化分解甲醛的 Pt/TiO2催化剂. 图 1 给出了 TiO2负

载的 4种贵金属(Pt, Rh, Pd, Au)催化剂和纯 TiO2载体

对甲醛的催化氧化活性随温度的变化趋势 . 可以看
出 5 种催化剂对甲醛的氧化活性由高到低的排列顺
序为 Pt/TiO2 >> Rh/TiO2 > Pd/TiO2 > Au/TiO2 >> TiO2. 
Pt/TiO2 展示了极佳的催化氧化甲醛活性, 在 50000 
h−1, 室温条件下, 就能完全催化氧化 100 ppm的甲醛. 
与 Pt/TiO2相比, 在室温条件下Rh/TiO2对甲醛的转化

率仅为 20%左右, 而 Pd/TiO2, Au/TiO2几乎没有催化

氧化甲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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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反应初始甲醛的转化率也都是 100%, 但随着
反应时间的进行, 甲醛转化率会逐渐下降, 最后达到
一个稳定转化率. 值得注意的是, 当甲醛转化率达到
稳态后, 在 3种空速条件下催化剂都保持了稳定的催
化氧化甲醛活性, 可以说 Pt/TiO2 催化剂具有良好的

耐久性. 
在上述实验过程中, 当甲醛转化率达到稳态后, 

我们对 3 种空速条件下反应前后的碳质量平衡进行
了计算, 结果如表 1 所示. 在计算的过程中, 我们取
了 10个稳态点, 表中所得数值为 10次结果的平均值.  

图 1  TiO2负载的贵金属催化剂对 HCHO的 
催化氧化活性 

根据碳平衡结果, 在 Pt/TiO2 催化氧化甲醛过程

中, 室温条件下只发生了 HCHO + O2 → CO2 + H2O
的反应 , 展现出该催化剂具有极佳的选择性和实用
性能.  

 
在初步研发出具有高活性的 Pt/TiO2催化剂基础

上, 我们同时对其实用性进行了考察. 图 2 给出了室
温条件下, 反应空速以及反应时间对 Pt/TiO2 催化氧

化甲醛活性的影响 .  可以看出 ,  随着反应空速由
50000 h−1提高到 100000 h−1以及 200000 h−1, 达到稳
态时的甲醛转化率逐渐降低, 分别为 100%, 97%和
58%. 同时还可以看出, 当 50000 h−1空速时, 在所考
察的 24 h 的反应时间里甲醛的转化率一直维持在
100%; 但在 100000 和 200000 h−1两种高反应空速条 

2  TiO2负载贵金属催化剂的表征 
从活性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TiO2负载不同的贵金

属的催化剂对甲醛的催化氧化活性具有明显的差异. 
为了找到出现差异的原因, 同时揭示 Pt/TiO2 催化剂

具有高效催化氧化甲醛的本质原因 , 我们还通过
BET比表面积测量法、X 射线衍射(XRD)、程序升温
还原(TPR)、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谱(HRTEM)等手段
对催化剂进行了一系列表征.  

 
表 2分别给出了纯 TiO2粉末和 Pt/TiO2, Rh/TiO2, 

Pd/TiO2, Au/TiO2催化剂(贵金属负载量为 1%, 下同)
的比表面积. 由数据可以看出, 纯TiO2粉末的比表面

积约 49.6 m2/g, 而负载贵金属之后, 除了 Au/TiO2催

化剂的比表面积下降至 43.9 m2/g 外, 其他催化剂的
比表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只是略有降低. 我们
认为出现比表面积略有下降的现象是由于负载的贵

金属颗粒堵塞载体上的部分微孔所致. 

 

图 3 给出了纯 TiO2 粉末和 Pt/TiO2, Rh/TiO2, 
Pd/TiO2, Au/TiO2催化剂的XRD谱图. 由图可以看出, 
除了强度略有差异之外, TiO2负载的贵金属催化剂几

乎具有与纯 TiO2 相同的晶相结构, 谱图中没有发现 
图 2  反应空速以及反应时间对 1% Pt/TiO2催化剂催化 

氧化 HCHO活性的影响 
 

表 1  室温下 1% Pt/TiO2催化剂催化氧化 HCHO过程碳质量平衡 
SV = 50000 h−1 SV = 100000 h−1 SV = 20000 h−1 

气体 进口浓度
(ppm) 

出口浓度 
(ppm) 

选择性 a) 
(%) 

 
进口浓度

(ppm) 
出口浓度

(ppm) 
选择性 a) 

(%) 
进口浓度

(ppm) 
出口浓度

(ppm) 
选择性 a) (%)

HCHO 102 0 − 101 3 − 102 43 − 
CO2 5.2 107.2 100 4.9 103.6 99.7 4.8 63.7 99.8 
CO 3.2 3.2 − 2.9 2.9 − 2.4 2.4 − 
a) 选择性(%)=ΔCO2 (ppm)×100/ΔHCHO (ppm),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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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iO2和 Pt/TiO2, Rh/TiO2, Pd/TiO2, Au/TiO2 

比表面积对比 
催化剂 比表面积/m2·g−1 

TiO2 49.6 
Pt/TiO2 47.4 
Rh/TiO2 48.4 
Pd/TiO2 46.3 
Au/TiO2 43.9 

 

 
图 3  TiO2 和 Pt/TiO2, Rh/TiO2, Pd/TiO2, Au/TiO2 

晶型结构对比 
 
明显的贵金属的晶相峰 , 这说明贵金属在载体表面
获得了很好的分散. 图 4是 1% Pt/TiO2超高分辨率电

子显微镜照片 , 由图我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载体
TiO2的晶格, 但是也没有发现任何贵金属 Pt 的微粒. 
因为超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的分辨极限为 1 nm, 所
以我们认为贵金属 Pt 在 TiO2 载体上获得了接近

100%的分散度, 其微粒的粒径已经小于 1 nm, 这是
Pt/TiO2具有室温催化氧化甲醛活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 5 是 TiO2和 Pt/TiO2的程序升温还原实验. 在
所考察的温度范围内(25~500℃), 纯 TiO2载体上没有 

 
图 4  1% Pt/TiO2催化剂的超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照片 

 
图 5  TiO2 和 1% Pt/TiO2的 TPR曲线对比 

 

明显的氢气消耗峰. 相比之下, 在 80℃和 360℃左右, 
Pt/TiO2 上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氢气消耗峰. 低温 80℃
时的峰归属于催化剂表面的 PtOx相还原为金属态 Pt
时的氢气消耗; 而 360℃左右的峰归属于 TiO2载体表

面氧还原时的氢气消耗峰, 这说明贵金属 Pt 的存在
促进了 TiO2 载体表面氧物种的还原, 这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存在氢溢流 ,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由于贵
金属-载体相互作用使 Pt/TiO2催化剂表面氧物种的活

性大大增加.  
由上述表征结果可以看出 , 不同贵金属负载的

TiO2 催化剂之间的比表面积和晶相结构十分相似 , 
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 所以比表面积和晶相结构并不
是造成上述催化剂催化氧化甲醛活性出现巨大差异

的主要原因; 而贵金属 Pt 在 TiO2载体上获得极高的

分散度, 以及贵金属-载体相互作用使表面氧物种的
活性大大增加, 是 Pt/TiO2 具有室温活性的两个重要

原因.  

3  TiO2负载贵金属催化剂室温催化氧化甲

醛机理的研究 
在明确了 Pt/TiO2催化剂具有高效活性的本质原

因的基础上, 我们还通过原位红外技术对 TiO2 负载

的贵金属催化剂室温催化氧化甲醛反应机理进行了

对比研究, 发现由于 4种催化剂具有不同的活化、分
解甲醛的性能 , 使甲醛的分解过程停留在不同的反
应阶段, 从而展现出 4 种催化剂之间巨大的活性差
异.  

3.1  Pt/TiO2催化剂 

图 6 给出了 Pt/TiO2 室温催化氧化甲醛过程中

Pt/TiO2催化剂上随时间变化的红外谱图. 由图 6可见, 
随着导入反应气氛(O2 + HCHO + He), 在 2062,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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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室温条件下 Pt/TiO2催化剂催化完全氧化 HCHO 

红外谱图 
 
1570, 1359 cm−1处出现了红外吸收峰, 峰的强度随着
反应时间的进行逐渐增强, 大约 60 min后达到稳态.  
在 1359和 1570 cm−1处的强吸收峰归属于催化剂表面

羧基(COO)的对称和非对称伸缩振动 , 表明在反应 
过程中 Pt/TiO2 表面形成了高浓度的甲酸盐吸附   
物种[22~29]. 另外, 在 2062 cm−1处还有一个很微弱的

吸收峰, 它归属于在贵金属Pt上线式吸附的CO的 振
动[27~29]. 相比之下, 在相同实验条件下纯TiO2载体上

进行的原位红外实验中, 我们只在 1657 cm−1  以及

3000~3500 cm−1 处观察到因原料气中痕量的水引起

的吸收峰[30], 因此, Pt/TiO2 催化剂上的原位红 外结
果充分说明了Pt对载体TiO2的氧化活性的促进作用.  

当上述实验过程(图 6)达到稳态(60 min)后, 关
闭O2 和HCHO气体, 观察单纯在He气吹扫下催化剂
表面吸附物种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结果见图 7(a). 图
7(b)给出了图 7(a)中甲酸盐物种(1407~1240 cm−1)和
CO物种(1930~2096 cm−1)的峰面积随时间的变化趋
势. 由图 7(a)可以看出, 随着氦气的吹扫, 在 1570, 
1359 cm−1 处甲酸盐物种的红外吸收峰迅速下降, 而
在 2062 和 1761 cm−1 处的红外吸收峰却迅速增强, 
2062 cm−1的峰归属为贵金属Pt上线式吸附的CO物种
的伸缩振动, 1757 cm−1 处的红外吸收峰归属于贵金

属Pt上桥式吸附的CO物种的伸缩振动 [ 27] . 根据图
7(b), He气吹扫 15 min后甲酸盐物种在催化剂表面几 

 
图 7   

(a) 反应达到稳态后的 Pt/TiO2在纯氦气吹扫下红外谱图随反应时

间的变化; (b) 图(a)中 1470~1240 cm−1（甲酸盐物种）和 1930~2096 
cm−1(一氧化碳物种)区间内的积分峰面积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乎完全消失, 而 CO 吸附物种占据了催化剂表面. 根
据以上实验现象, 我们认为甲酸盐吸附物种和 CO吸
附物种是室温下 Pt/TiO2催化完全氧化甲醛过程中的

两个重要的中间体, 在氦气的吹扫下 Pt/TiO2 表面的

甲酸盐吸附物种会转化为 CO吸附物种.  
在如图 7的实验过程达到稳态后, 重新往体系导

入氧气, 考察 Pt/TiO2表面 CO 吸附物种对 O2的反应

活性, 红外谱图如图 8 所示. 可以看出, 随着氧气的
导入, CO吸附物种在 2062和 1757 cm−1处的红外吸

收峰迅速下降, 大约 5 min后就在催化剂表面完全消
失. 这说明在 Pt/TiO2上, 室温下 CO吸附物种具有与
氧气很强的反应活性. 另外结合图 6 的实验结果可 
见, 在甲醛氧化过程中, Pt/TiO2表面被大量的甲酸盐

物种所占据, 而只有微量的 CO 物种存在, 说明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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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 Pt/TiO2催化剂表面 CO吸附物种对 O2的 

反应活性 
 

温下 Pt/TiO2催化氧化甲醛过程中, 甲酸盐物种向 CO
物种的转化步骤是整个反应的速控步骤. 

3.2  Rh/TiO2, Pd/TiO2和 Au/TiO2催化剂 

在 Rh/TiO2, Pd/TiO2和 Au/TiO2催化剂上同时进

行了上述 3种实验. 当通入O2 + HCHO + He 3种气体
60 min后, 4种催化剂的红外谱图对比如图 9所示. 可
以看出, 在 Pt/TiO2和Rh/TiO2上都有占据主导地位的

高浓度甲酸盐物种形成, 只是在 Rh/TiO2上甲酸盐物

种的浓度比在 Pt/TiO2 上有所降低 . 相比之下 , 在 

 
图 9  室温下 Pt/TiO2, Rh/TiO2, Pd/TiO2和 Au/TiO2催化

完全氧化 HCHO红外谱图对比 

Pd/TiO2和Au/TiO2催化剂上, 甲酸盐物种的吸收峰强
度明显降低 , 已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表面物种; 而在
1107 和 1414 cm−1 出现的二甲酰物种(H2CO2)成为
Pd/TiO2 和Au/TiO2 催化剂表面的主要吸附物种

[26,27].
二甲酰进一步氧化就能在催化剂表面形成甲酸盐物

种, 因此二甲酰物种是甲酸盐物种的前驱体. 根据上
述分析可知, 4 种催化剂催化氧化甲醛形成甲酸盐物
种的活性顺序是 : Pt/TiO2 > Rh/TiO2 >> Pd/TiO2 > 
Au/TiO2, 这与催化剂活性评价结果相符合. 

在氦气吹扫 60 min后, Pt/TiO2, Rh/TiO2, Pd/TiO2

和 Au/TiO2 的红外谱图对比见图 10. 可以看出 , 
Pt/TiO2表面的甲酸盐吸附物种(1359, 1570 cm−1)几乎
完全转化为 CO 吸附物种(2062 cm−1); 但在 Rh/TiO2

催化剂上 , 甲酸盐物种依然存在 , 同时仅有微量的
CO 物种生成, 这表明在 Rh/TiO2 上的甲酸盐物种难

以分解形成 CO 吸附物种. 更明显的是, Pd/TiO2 和

Au/TiO2 上, 除了水的吸收峰的强度(1657 cm−1)有所
降低之外 , 红外谱图与氦气吹扫前并没有明显的变
化, 说明在 Pd/TiO2和 Au/TiO2上催化氧化甲醛的反

应已经终止. 接下来重新往体系加入氧气, 60 min后, 
如图 11 所示, Pt/TiO2表面的 CO 吸附物种完全消失, 
而 Rh/TiO2, Pd/TiO2和 Au/TiO2的红外谱图与氧气吹

扫前仍然没有明显变化 , 说明在这些催化剂上的二
甲酰、甲酸盐和 CO 吸附物种与 O2的反应活性都非

常低.  
根据原位红外实验结果, 我们得出了如图 12 所 

 
图 10  氦气吹扫下 Pt/TiO2, Rh/TiO2, Pd/TiO2和 Au/TiO2

的红外谱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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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氧气吹扫下 Pt/TiO2, Rh/TiO2, Pd/TiO2和 Au/TiO2

的红外谱图对比 
 

 
图 12  室温下TiO2负载贵金属催化剂催化完全氧化

HCHO反应机理[13] 
 

示的室温下 Pt/TiO2, Rh/TiO2, Pd/TiO2和Au/TiO2催化

氧化甲醛反应机理. 二甲酰、甲酸盐和 CO吸附物种
是催化氧化甲醛反应的 3个重要的反应中间体; 甲醛
首先在催化剂表面被氧化为表面二甲酰物种 , 然后
进一步被氧化为甲酸盐物种 , 接着甲酸盐物种会转
化为表面 CO 吸附物种, 随后表面 CO 吸附物种会迅

速与氧气反应生成最终产物 CO2, 同时空出活性位置. 
该机理合理地解释了 4 种催化剂具有不同催化氧化
甲醛活性的原因. 在 Pt/TiO2 催化剂上, 甲酸盐物种
很容易形成, 而且甲酸盐可以分解形成CO吸附物种, 
然后被氧化生成 CO2, 所以 Pt/TiO2 具有室温氧化甲

醛的活性; 在 Rh/TiO2 催化剂上, 甲酸盐物种虽然很
容易形成, 但甲酸盐难以分解形成 CO 吸附物种, 因
此 Rh/TiO2的活性远低于 Pt/TiO2; 而对于 Pd/TiO2和

Au/TiO2 来说, 二甲酰容易在催化剂表面形成, 但甲
酸盐物种难以生成, 而且甲酸盐也不能分解为 CO吸
附物种, 所以二者的活性又远低于 Rh/TiO2.  

4  实用型 Pt/TiO2催化剂、甲醛净化功能组

件和空气净化器的开发和应用 
首先 , 对粉体催化剂的实验室制备工艺进行放

大, 并建立了适应工业生产线的批量生产工艺. 然后, 
得到的粉体催化剂经过成型工艺制成实用型催化剂. 
在我们组建的工业生产线上, Pt/TiO2粉体催化剂主要

通过原料混合、溶液旋蒸、干燥、焙烧、活化等步骤

制成 , 再经过制浆工艺涂覆到蜂窝陶瓷等载体上制
成实用型 Pt/TiO2 催化剂, 并进一步组装成甲醛净化
功能组件 , 最后设计制作成空气净化器和在通风管
道上应用的净化机. 图 13 是我们研制的净化功能组
件和空气净化器. 这种空气净化器已经应用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心区安保指挥中心和公共区管委会, 
并在日前上市销售.  

图 14是在 3 m3标准净化测试仓内测试净化器净

化甲醛的效果 , 同时测试了甲醛和二氧化碳含量的
变化. 试验初始时, 向试验舱内释放甲醛, 甲醛浓度 

 

 
图 13 

(a) 基于 Pt/TiO2催化剂制作的净化功能组件; (b) 基于净化功能组件研制的空气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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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3 m3测试舱内空气净化器净化甲醛效果测试 

室内空气条件: 温度 25℃, 湿度 60% 
 
快速升高, 15 min 后, 停止释放甲醛. 待试验仓内甲
醛浓度均匀后, 开启空气净化器, 甲醛浓度快速下降, 
同时检测到二氧化碳浓度快速升高 , 可以判断甲醛
被氧化成二氧化碳. 

5  结束语 
我们通过对 TiO2负载的贵金属(Au, Rh, Pd, Pt)  

系列催化剂的研究, 在 Pt/TiO2 催化剂上实现了室温

催化完全氧化净化甲醛 . 一系列的催化剂表征研究
表明, 贵金属 Pt在 TiO2载体上获得了极高的分散度, 
同时贵金属-载体相互作用使催化剂表面氧物种的活
性大大增加, 这是 Pt/TiO2 催化剂具有室温催化氧化

甲醛活性的两个重要原因. 原位红外实验结果显示, 
二甲酰、甲酸盐和 CO 是 TiO2负载的贵金属催化剂

催化氧化甲醛在不同反应阶段的中间产物, 4种 TiO2

负载贵金属催化剂由于具有不同的活化、分解甲醛的

性能, 使甲醛的分解过程停留在不同的反应阶段, 从
而 4种催化剂呈现出巨大的活性差异. 在实际应用研
究方面, 我们开发了以 Pt/TiO2 催化剂为核心的空气

净化器和管道用净化机等产品, 实现了高效、安全和
经济的室内空气甲醛净化 , 并应用于北京奥运会中
心区安保指挥中心和公共区管委会的室内空气质量

保障 , 给北京奥运会中心区的安保指挥人员提供了
安全舒适的环境 . 预计今后这项技术能够进一步惠
及千家万户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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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ble metal catalysts for the  
oxidation of formaldehyde and air purification in indoor 
environment at room temperature 

ZHANG ChangBin1, HE Hong1, WANG Lian1, JIANG Feng2, XING Huan2, ZHAO Qian2  
& BAO Wei3 
1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2 Beijing YA DU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2206, China; 
3 Beijing Xin Ao Group Co., Ltd., Beijing 100029, China 

With more and more concern on indo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any materials and/or techniques 
with high efficiency, safety and economy are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we introduced the processes 
of catalytic oxidation of indoor HCHO. The catalytic activities for a complete oxidation of HCHO over 
noble metal catalysts with oxygen at room temperature were evaluated. The catalyst of Pt/TiO2 
showed a high activity for HCHO oxidation.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mechanism for 
the catalytic oxidation of HCHO over noble metal catalysts was proposed. The producing processes 
of catalyst module for HCHO purification were exploited and a new type of air purifier was developed, 
which can be used in room and ventilating duct. This air purifier can effectively and safely remove 
HCHO at room temperature without additional running cost. The products were employed in air 
purification for the 2008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indoor pollution, formaldehyde, catalytic oxidation at room temperature, noble metals, reaction mechanism, air pu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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