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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车 DOC 催化剂 Pt/CeZrO2载体的制备及影响 

黄海凤 1，陈晓 1，顾蕾 1，徐琴琪 1，占林军 2，卢晗锋 2 
（1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2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分别用氢氧化钠（NaOH）、草酸（H2C2O4）和碳酸钠（Na2CO3）为沉淀剂制备 CeZrO2固溶体，并以此为

载体制备了 Pt/CeZrO2柴油车 DOC 催化剂，通过 XRD、BET、H2-TPR 和催化氧化反应等手段对催化剂物理化学

特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以 NaOH 作为沉淀剂制备的 CeZrO2固溶体比表面积大（68.8 m2·g−1）、氧活动性强[表

面氧耗氢量达 1143 μmol·(g cat)−1]，同时贵金属 Pt 在其表面高度分散，因此制得的 Pt/CeZrO2柴油车 DOC 催化

剂催化效果好，特别是催化氧化碳氢化合物（C3H6），T90比 H2C2O4和 Na2CO3为沉淀剂制备的 Pt/CeZrO2催化剂

降低了将近 40℃。另外载体制备方式对催化剂抗硫性影响也十分显著。故选择一种合适的载体沉淀剂可使制得的

DOC 催化剂具备良好的活性及抗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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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effect of Pt/CeZrO2 diesel oxidation catalyst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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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ZrO2 solid solutions were prepared by co-precipitation method through adopting different 
precipitators (NaOH, H2C2O4, Na2CO3), and as the support, a series of Pt/CeZrO2 diesel oxidation catalysts was 
prepare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studied using the means of XRD, BET, H2-TPR and catalytic 
oxidation rea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eZrO2 solid solutions using NaOH as precipitant had the largest 
surface area(68.8 m2·g−1), the most active oxygen[the H2 consumption of the surface oxygen is 1143 μmol·(g 
cat)−1] and the highest Pt dispersion on the surface, so the Pt/CeZrO2-NaOH exhibited excellent catalytic activity. 
In particular, catalytic oxidation hydrocarbons (C3H6), the T90 decreased about 40℃ than the Pt/CeZrO2 catalyst 
prepared with H2C2O4 or Na2CO3. Besides,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also influenced tolerance to sulfur of the 
catalysts. So selecting a suitable carrier precipitant could make the DOC catalyst has good activity and 
sulfur-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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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柴油车由于其低油耗、耐久性、稳定性等优势

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但排放的尾气对大气环

境和人类身体健康有较大影响。柴油车尾气中主要

污染物有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s）、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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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NOx）、颗粒物（PM）等[1-3]。目前普遍采

用的尾气后处理系统包括氧化型催化反应器

（DOC）、颗粒过滤器（DPF）和选择性催化还原技

术（SCR），这几种技术常单独或联合使用。其中，

DOC 主要用于将尾气中的 CO 和 HCs 转化为 CO2

和 H2O；同时可将部分 NO 氧化成 NO2，促进 SCR
反应的进行；还可以氧化颗粒物上的有机成分，减

少颗粒物的排放[4-6]。贵金属（Pt、Pd）因对 CO 和

HCs 转化活性好、选择性高、起燃温度与完全转化

温度相差小而被广泛使用为 DOC 催化剂[7-9]。Pt、
Pd 等贵金属在催化剂上负载量极少，其高度分散主

要依靠载体作用。这种由载体和贵金属之间相互作

用引起的贵金属不同分布会直接影响催化剂的活

性。Liu 等[10]采用两种不同的烯烃作为底物时发现，

以丙烯为底物时 Pt@MCM-22比 Pt/MCM-22-imp的
活性高很多，而当以异丁烯为底物时两者的活性却

差不多。因此，研究载体结构和表面特性以及与贵

金属之间的相互作用必定会对制备工业性能优异的

DOC 催化剂具有借鉴作用。 
CeZrO2固溶体作为铈基储氧材料的主流，具有

良好的储氧能力、热稳定性和低温还原特性，被认

为是非常优良的三效催化剂载体[11-16]。共沉淀法操

作简单、过程易控制，是目前铈锆固溶体制备工业

中最常用的方法[17-19]。采用共沉淀法制备材料时，

沉淀剂是影响其结构和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陈耀

强等[20]采用 NH3·H2O、(NH4)2CO3 和其混合溶液

作沉淀剂制备 Ce0.65Zr0.35O2 复合氧化物，发现以

NH3·H2O 和(NH4)2CO3 的混合物为沉淀剂制备出

的氧化物有最大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储氧性能及

低温还原能力。王新平等[21]在分别使用尿素和氨水

作沉淀剂制备 SO4
2−/ZrO2-NiO 催化剂时，发现沉淀

剂不同使得催化剂的结构特性及酸中心产生了明显

的差异，导致催化正戊烷裂解反应的机理不同。阎

忠君等[22]制备掺杂 Fe、Mn、Cu 的 CeO2-ZrO2多元

金属复合氧化物，采用不同的沉淀剂(碳酸盐、草酸

盐以及氢氧化物)进行沉淀，比较发现碳酸铵作为沉

淀剂制得的样品可以较好地形成固溶体，而且具有

大的比表面积、良好的低温还原性能以及高的储氧

能力。卢晗锋等[23]考察了沉淀剂对 Cu-Mn-Ce 催化

剂结构和性能的影响，发现 NaOH 作沉淀剂的催化

剂效果最佳，NH3·H2O、K2CO3、Na2C2O4 次之，

氢氧化物前体在焙烧活化过程中使 Cu、Mn 离子更

易进入 CeO2 的立方结构，形成具有缺陷结构的 
CeO2 固溶体，从而提高了表面氧浓度和活动性。考

虑到氢氧化钠（NaOH）、草酸（H2C2O4）和碳酸钠

（Na2CO3）是催化剂制备工业中较为常见的金属离

子沉淀剂，它们所形成的沉淀物性质完全不同，具

有代表性，本工作采用 NaOH、H2C2O4 和 Na2CO3

作为沉淀剂制备 CeZrO2 固溶体，分析固溶体的物

理化学性质，并负载一定量 Pt 后考察其催化活性和

抗硫性，研究铈锆载体对 DOC 催化剂 Pt/CeZrO2

催化性能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1  催化剂制备 
铈锆载体的制备：称取一定量 Ce 和 Zr 硝酸盐

（ Ce:Zr=4:1）溶解在去离子水中。取碳酸钠

（Na2CO3）、草酸（H2C2O4）和氢氧化钠（NaOH）

分别溶于去离子水，配制成 1.0 mol·L−1 溶液，缓

慢滴加过量沉淀剂溶液到铈锆溶液中，直到不再产

生沉淀，离心、打浆洗涤 4 次，过滤，在 110℃过

夜干燥，然后在 500℃下焙烧 3 h，得到的载体标记

为 CZ-Na2CO3、CZ-H2C2O4、CZ-NaOH。 
Pt/CZ-X（X= Na2CO3，H2C2O4，NaOH）催化

剂的制备：称取 1 g CZ-X 放入圆底烧瓶中，添加活

性组分 0.01 g Pt，前驱体为 H2PtCl6·6H2O，然后

添加适量的去离子水，在 70℃下旋转蒸发，转速约

为 450 r·min−1，待溶液蒸干后将催化剂取出，在

110℃过夜干燥，然后在 500℃下焙烧 3 h，得到的

催化剂分别标记为 Pt/CZ-Na2CO3、Pt/CZ-H2C2O4、

Pt/CZ-NaOH。 
1.2  载体和催化剂表征 

载体和催化剂的晶相结构用荷兰 PANalytical
（帕纳科）公司生产的 X’Pert PRO 型 X 射线衍射

仪（XRD）分析。X 射线源为 Cu 靶  Kα 射线

（λ=0.154056 nm），电压 40 kV，电流 30 mA。载

体的 BET 表征采用 Micromeritics ASAP 2010C 型
吸附仪测定，样品测定前经 200℃脱气处理 4 h。考

察催化剂表面的官能团时采用 KBr 压片后经傅里

叶红外光谱仪进行测试（VERTEX70），扫描波长

400～4000 cm−1，扫描频率 32 scan·s−1。H2-TPR
测试在 FINESORB-3010E 型化学吸附仪上进行。载

体和催化剂装样均为 200 mg，首先在 Ar 气氛下 200
℃预处理 2 h，冷却至 60℃，然后通入 5% H2/Ar 的
还原气，在 60℃下吹扫 10 min，再以 10℃·min−1

的速率升温至 900℃，最后通过 Ar 气吹扫降温，其

中载气流速均为 30 ml·min−1。通过热导检测器

(TCD)信号表征 H2 的消耗量，TCD 温度和电流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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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60 mA。 
1.3  催化剂活性及抗硫性测试 

活性测试在连续流固定床反应器中进行。以

钢瓶气模拟柴油机尾气组成，具体组分为 CO 
0.1%、NO 0.05%、C3H6 0.05%、O2 10%，N2 为平

衡气，总气流量为 200 ml·min−1，空速为 17000 
ml·h−1·(g cat)−1。催化剂（0.7 g）与石英砂（14 g）
均匀混合，装入石英固定床反应管，并连接程序升

温装置，活性测试装置如图 1 所示。反应前通入 N2

对催化剂进行预处理，并通模拟尾气进行平衡。反

应时调节反应管温度测得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催化剂

活性。保持上述实验条件不变，持续通入 0.02%的

SO2 反应气约 10 h，对催化剂进行抗硫性测试。 

 

图 1  实验装置流程 

Fig.1  Description of process for experiment 
1—SO2 cylinder；2—N2 cylinder；3—NO cylinder；4—CO cylinder； 

5—C3H6 cylinder；6—O2 cylinder；7—mass flowmeter；8—temperature 

controller；9—reaction device；10—thermocouple；11—three-way valve；

12—infrared analyzer；13—vent gas 

反应气体通入气体池（光程长 10 m），通过傅

里叶红外光谱仪（VERTEX 70）进行连续测定。光

谱的扫描时间为 32 scan·s−1，分辨率为 2.5 cm−1。

C3H6、CO 的转化率（X）通过式（1）求得。 
in out

in

100%c cX
c

= ×-              (1) 

式中，cin 为初始浓度，cout 为某温度下的即时

浓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CeZrO2载体的物理化学特性 
图2给出了不同沉淀剂制备的铈锆固溶体XRD 

谱图。铈锆固溶体的晶粒尺寸、比表面积等织构特

性见表 1。从图 2 中可发现 3 种固溶体的主晶相均

为立方相的 CeZrO2。其中 NaOH 和 H2C2O4 制备

的固溶体没有出现其他金属氧化物晶相，而

CZ-Na2CO3则出现了微弱的 ZrO2晶相，这表明采用

Na2CO3 为沉淀剂时 Zr 离子在固溶体表面富集。另

外，衍射角 2θ的移动是判断是否形成铈锆固溶体的

重要依据之一[24]。Kozlov等[25]研究发现固溶体的 2θ
角位置随铈锆相对含量的变化发生有规律的偏移。

随着 Zr 含量的增加，（111）晶面的 2θ角位置向高

角度偏移。从表 1 可知，NaOH 为沉淀剂时铈锆固

溶体（111）晶面的 2θ角最大，为 28.543°，说明在

原料铈锆比相同的情况下 CZ-NaOH 样品中有更多

的 Zr 离子进入了 CeO2晶格。这可能是因为在采用

NaOH 为沉淀剂时，铈和锆分别形成了相应的氢氧

化物沉淀，然后在氢键的作用下形成了较为均匀的

混合氢氧化物，在焙烧活化过程中更有利于锆进入

氧化铈的晶格[23]。同时，3 个样品中 CZ-NaOH 的

晶粒尺寸最小、比表面积最大。根据 XRD 和 BET
的表征结果，可推测 CZ-NaOH 的晶格缺陷最多，

氧迁移所需的活化能最低，氧化还原性能最好，并

能更好地吸附反应物，有利于催化反应的进行。 

 

图 2  不同沉淀剂制备铈锆固溶体的 XRD 谱图 
Fig.2  XRD patterns of ceria-zirconia solid solutions used 

different precipitants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沉淀剂制备的铈锆固溶

体的氧化还原性能，对所制备的样品进行 H2-TPR
测试。图 3 为 3 种铈锆固溶体的 H2-TPR 曲线。由

图可知，铈锆固溶体的还原峰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在低温段 450℃左右出现的宽峰，归属于固溶体表

面氧的还原；在高温段 800℃左右出现的还原峰，

归属于体相氧的还原[26]。由表 2 可知，CZ-NaOH
的耗氢量最大，可达到 1225 μmol·(g cat)−1，其中

表面氧消耗的氢气量为 1143 μmol·(g cat)−1，而高

温段体相氧消耗的氢气量为 82 μmol·(g cat)−1。通

过与另两个样品比较可以看出，铈锆固溶体表面氧

耗氢量大小顺序为 CZ-NaOH > CZ-H2C2O4 > 
CZ-Na2CO3，而对于体相氧规律正好相反。这是因

为，当更多的 Zr 掺杂入 CeO2 晶格里，可形成更多

的氧缺陷位，加速氧的流动性，这不仅增强了体相

氧的可还原程度，促进铈锆固溶体中体相氧向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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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沉淀剂制备铈锆固溶体的 H2-TPR 谱图 

Fig.3  H2-TPR profiles of ceria-zirconia solid solutions used 
different precipitants 

a—H2 consumption of surface ceria reduction；b—H2 consumption of bulk 

ceria reduction  

表 2  Pt/CZ 催化剂的 H2-TPR 表征结果 
Table 2  H2-TPR of Pt/CZ 

Redox properties 
Sample H2 consumption① 

/μmol·(g cat)−1 

H2 consumption② 

/μmol·(g cat)−1 

H2 consumption③

/μmol·(g cat)−1

Pt/CZ-Na2CO3 280 95 382 

Pt/CZ-H2C2O4 328 203 122 

Pt/CZ-NaOH 433 152 212 

① H2 consumption of PtO2. ② H2 consumption of surface ceria 
reduction. ③ H2 consumption of bulk ceria reduction. 

氧的转化，也增强了表面氧的活性，使得固溶体表

面氧更容易被还原[27]，有利于催化氧化反应的进行。 
2.2  Pt/CZ 催化剂的物理化学特性 

图 4 为 3 种 Pt/CZ 催化剂的 XRD 谱图。各催

化剂的出峰位置基本相同，而且与纯 CeZrO2 载体

的衍射峰相比无明显变化，没有检测到 Pt 或 PtO2

的特征衍射峰，这说明 Pt 的负载不会改变载体的晶

相结构。 
催化剂的还原性能是影响催化氧化能力的重

要因素。图 5 给出了各催化剂的 H2-TPR 谱图。由

图可以看出，与载体 H2-TPR 谱图相比在 200℃之前

多了一个耗氢峰，归属于载体表面的 PtO2物种的还

原峰。如表 1 所示，该峰的耗氢量远大于 PtO2还原

的理论耗氢量 103 μmol·(g cat)−1。这是因为 H2在

贵金属上存在明显的氢溢流现象，H2 分子被贵金属

分解为 H 原子，这些高度活泼的 H 原子能够在相对

低的温度下通过提供电子而使氧化物还原[28]，因此

与 CeZrO2 载体比较催化剂的表面氧还原峰位置均

向前移动，而且耗氢量降低。从图中还可以看出，

Pt/CZ-NaOH 上 PtO2 的还原峰高且尖锐，说明此催

化剂上的 PtO2 与载体的相互作用强，Pt 物种在载体

上呈高度分散状态[29]。由此可推测 Pt/CZ-NaOH 能

表现出更好的催化氧化效果。 

 

图 4  Pt/CZ 催化剂的 XRD 谱图 

Fig.4  XRD patterns of Pt/CZ 

 

图 5  Pt/CZ 催化剂的 H2-TPR 谱图 

Fig.5  H2-TPR profiles of Pt/CZ 

表 1  不同沉淀剂制备的铈锆固溶体织构性质 
Table 1  Textural properties of ceria-zirconia solid solutions used different precipitants 

Redox properties 
Sample 2θ(111)/(°) 

Crystallite 

size/nm 
Average 

radius/nm 
Pore volume 

/cm3·g−1 
SBET 

/m2·g−1 H2 consumption①/μmol·(g cat)−1 H2 consumption②/μmol·(g cat)−1

CZ-Na2CO3 28.523 12.6 21.2 0.04 9.6 279 382 

CZ-H2C2O4 28.529 12.4 12.2 0.13 41.9 294 114 

CZ-NaOH 28.543 11.9 9.4 0.16 68.8 1143 82 

 H① 2 consumption of surface ceria reduction；  H② 2 consumption of bulk ceria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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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t/CZ 催化剂催化活性及抗硫性测试 
图 6（a）给出了不同 Pt/CZ 催化剂催化氧化模

拟 柴 油 车 尾 气 中 C3H6 的 转 化 率 曲 线 ， 以

Pt/CZ-NaOH 的催化效果最佳，其 T90 比 Pt/ 
CZ-H2C2O4和 Pt/CZ-Na2CO3低将近 40℃。3 种催化

剂的活性规律与载体的氧化还原性能呈正相关关

系，说明对于 C3H6的催化氧化过程与铈锆固溶体的

供氧能力有直接联系。铈锆固溶体的表面氧物种还

原能力越强，越容易提供氧，催化剂对 C3H6的去除

能力越好。而图 6（b）是催化剂催化燃烧模拟柴油

车尾气中 CO 的转化率曲线，在对 CO 的催化氧化

过程中并没有得出与 C3H6 一致的结果，可能是 CO
在 Pt/CZ 催化剂上的氧化反应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并

不如 C3H6 那样密切。 
对C3H6和CO的氧化反应进行了热力学计算分

析，C3H6与 CO 氧化反应平衡常数自然对数（ln Kθ）

与温度的关系如图 7 所示。通过分析可知，C3H6

氧化平衡常数明显较大，其反应推动力也更大，因

此载体效应中氧活动性提高，更有利于 C3H6 氧化

的进行。 

 

图 7  不同温度下 CO 与 C3H6的氧化反应平衡常数 

Fig.7  Kθ of CO and C3H6 oxidation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为了考察不同催化剂的抗硫性，在 0.02% SO2 存

在条件下分别进行了 3 种 Pt/CZ 催化剂催化氧化模

拟柴油车尾气中 C3H6 和 CO 的实验，转化率如图 8
所示。由图可知，3 种催化剂对 C3H6和 CO 的 T90

需达到 300℃左右或以上，与无 SO2 存在的条件相

比明显往高温方向移动，这说明 SO2 对 Pt/CZ 催

化剂有明显的毒害作用。为了更直观地比较毒害

程度，对 3 种催化剂在有无 SO2 存在条件下催化

氧化 C3H6 和 CO 的 T50、T90 进行了比较，如图 9、
表 3 所示。从中可以发现，SO2 对 Pt/CZ 催化剂的

毒害程度受载体影响。综合分析 T50 和 T90 的数据

可知，在 3 种 Pt/CZ 催化剂中，随着反应温度的

升高，Pt/CZ-NaOH 催化剂在催化氧化 C3H6 和 CO
时能表现出更好的抗 SO2 中毒能力。因此，选择

合适的沉淀剂制备载体可以使 DOC 催化剂获得

良好的抗硫性。 

表 3  不同沉淀剂制备的铈锆载体对 Pt /CZ 在有无 0.02% 
SO2存在条件下催化氧化 C3H6和 CO 的 T90比较 

Table 3  T90 comparison of Pt/CZ catalytic C3H6 and CO 
by cerium-irconium carrier used different precipitants in 

presence of 0.02% SO2 or not 
T90/℃ 

Gas 
Pt/CZ-Na2CO3 Pt/CZ-H2C2O4 Pt/CZ-NaOH

no SO2 ＞300 299.5 264.6 C3H6

with SO2 ＞330 ＞330 296.0 

no SO2 261.9 267.0 261.9 CO

with SO2 305.4 300.2 290.0 

 
图 10 为 SO2 存在条件下 3 种催化剂反应后的

样品红外光谱。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1200 cm−1 波

数处有明显的尖峰，属于硫酸盐的出峰。由此可知，

SO2 对催化剂的毒害作用主要是尾气中的 SO2被氧 

 

图 6  不同沉淀剂制备的铈锆载体对 Pt /CZ 催化剂催化氧化 C3H6和 CO 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Pt/CZ catalytic C3H6 and CO by cerium-irconium carrier used different precipi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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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催化剂在 0.02% SO2存在时 

反应后的红外谱图 
Fig.10  FT-IR spectra of catalyst after reaction in  

presence of 0.02% SO2 

化与载体结合生成硫酸盐，覆盖了催化剂的活性位

点，使催化剂失活[30]。从图中的峰面积看，反应后

在 3 种催化剂上产生差不多量的硫酸盐，但其抗硫

中毒能力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不同沉淀剂制备的

载体虽不能抑制对催化反应有害的硫酸盐生成，但

由于其不同的物理化学特性，仍能表现出不同的抗

硫性。所以选择合适的沉淀剂可使催化剂表现出良

好的抗硫中毒能力。 
2.4  CeZrO2固溶体沉淀形成讨论 

表 4 列出了不同沉淀物的 Ksp数据。Ce、Zr 的
碳酸盐和草酸盐先开始沉淀的都是 Ce3+，当 Ce3+沉

淀完全后 Zr4+的沉淀才会出现，而氢氧化物正好相

反。采用氢氧化钠作为沉淀剂， Ce(OH)3和 Zr(OH)4

由于溶度积较小且差距也相对较小更容易沉淀及混

合均匀，同时氢氧化物之间有氢键作用，可以形成

更均匀的混合氢氧化物。搅拌过程中 Ce、Zr 氢氧

化物羟基的氢键作用可以使其进一步混合[23]。从

XRD 表征中可以明显发现 CZ-NaOH 样品结晶度下

降，并且（111）晶面的 2θ角最大，这证实了以氢 

 

图 8  不同沉淀剂制备的铈锆载体对 Pt /CZ 催化剂在 0.02% SO2存在条件下催化氧化 C3H6和 CO 的影响 

Fig.8  Effect of Pt/CZ catalytic C3H6 and CO by cerium-irconium carrier used different precipitants in presence of  
0.02% SO2 

 

图 9  不同沉淀剂制备的铈锆载体对 Pt /CZ 催化剂在有无 0.02% SO2存在条件下催化氧化 C3H6和 CO 的 T50比较 

Fig.9  T50 comparison of Pt/CZ catalytic C3H6 and CO by cerium-irconium carrier used different precipitants in presence of 0.02% 
SO2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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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e、Zr 沉淀物的 Ksp 

Table 4  Ksp of Ce, Zr precipitate 
Sample Ksp 

Ce(OH)3 1.6×10−20 

Zr(OH)4 2.0×10−48 

Ce2(C2O4)3 3.2×10−26 

Zr(C2O4)2 1.1×10−5 

Ce2(CO3)3 5.2×10−30 

Zr(CO3)2 1.8×10−14 

 
氧化钠作为沉淀剂可以使沉淀物中的 Ce、Zr 混合

更为均匀，因此用氢氧化钠作为沉淀剂可以合成性

能较好的 DOC 催化剂载体。 

3  结  论 

（1）采用 3 种不同的沉淀剂 NaOH、H2C2O4、

Na2CO3 成功制备了具有不同物理化学特性的

CeZrO2 固溶体。通过 XRD、BET 对所制备的铈锆

固溶体进行了织构的表征，可知 NaOH 作为沉淀剂

时，CeZrO2固溶体（111）晶面的 2θ角最大、晶粒

尺寸最小、比表面积最大，并且通过 H2-TPR 对固

溶体还原性能进行表征，也发现 CZ-NaOH 的氧化

还原性能最好，与其织构表征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通过 Pt/CZ 催化剂的 H2-TPR 表征结果可知，以

NaOH 作为沉淀剂制备的 CeZrO2固溶体上的 Pt 物
种分散程度最高，氧化还原性最好。 

（2）通过催化氧化模拟柴油车尾气考察 Pt/CZ
催化剂活性时发现，在对 C3H6的催化反应中其活性

规律与载体的氧化还原性能相一致，但对 CO 的反

应与载体的物理化学特性关联性不强，载体带来的

影响不大。其中，NaOH 作为沉淀剂制备的催化剂

有最好的催化活性。在抗硫性测试中，不同沉淀剂

制备的载体所制成的 Pt/CZ 催化剂抗硫中毒能力也

不尽相同。由此可知，沉淀剂确实可以影响催化剂

的活性和抗硫性，选择合适的载体沉淀剂可以使制

得的 DOC 催化剂具备良好的活性及抗硫性。 

符  号  说  明 

cin ——物质进口浓度，mg·m−3 
cout ——物质某温度下的浓度，mg·m−3 
T50 ——转化率为 50%时的温度，℃ 
T90 ——转化率为 90%时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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