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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巨正则蒙特卡罗方法模拟了氢气在沸石中的吸附行为，并采用 *+,-.-./01234567 微孔分析方法，分析了沸

石结构对储氢量大小的影响，总结了影响储氢量大小的物理因素 8该工作有利于指导合理的设计与合成储存材料，

为改善材料储氢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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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9!&!）和教育部基金资助的课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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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引 言

能源需求的与日俱增和化石燃料的储量有限之

间的矛盾，致使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型能源开发

的研究热潮 8氢能以其独特的性质———资源丰富、燃

烧值高、使用方便、无副产物和可再生而备受重视 8
但因氢气易燃、易爆、易扩散、密度低，使得人们在实

际应用中要优先考虑氢能储存和运输中的安全、高

效和无泄漏损失，这就给储存和运输带来很大的困

难，因而氢的储存和输运，尤其是氢的储存就成了人

们研究的焦点［!—!&］8
在氢能储运方面，先后出现了高压气态储氢、低

温液态储氢、金属氢化物储氢、化学氢化物储氢、无

机物及有机物储氢、冰笼储氢、碳纳米管储氢、金属

有机骨架储氢等等 8高压储氢需要厚重的耐压容器，

要消耗较大的氢气压缩功，存在氢气易泄漏和容器

爆破等不安全因素，一个充气压力为 !’ CD3 的标准

高压钢瓶储氢重量仅约为 !B&E；若仅从质量和体

积上考虑，液氢储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储氢方式，但

是由于氢气液化要消耗很大的冷却能量，液化 ! 4F
氢需耗电能 9—!& 4:·5，增加了储氢和用氢的成

本，另外液氢储存容器必须使用超低温用的特殊容

器，由于液氢储存的装料和绝热不完善容易导致较

高的蒸发损失，因而其储存成本较贵，安全技术也比

较复杂；金属氢化物储氢因金属的选择不同而缺点

各异，具有很好放氢动力学的金属往往在储量上有

限，储量可观的金属氢能释放条件又相当苛刻［!!］，

遗憾的是种种探索研究结果都与国际能源署（G;0）

及美国能源部（*H;）所提出的氢能储运目标尚有不

小差距，偶尔虽有相当惊人的储氢量报道，但结果的

置信度不是很高 8因此，继续开展储氢材料的研究探

索很有必要 8
本文采用巨正则蒙特卡罗模拟了氢气在沸石中

的吸附行为，分析了沸石结构对储氢量大小的影响，

总结了影响储氢量大小的物理因素 8本文的工作有

利于指导合理的设计与合成储存材料，为改善材料

储氢能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8

" B 巨正则系综蒙特卡罗方法

多孔材料储氢系统是一个与外界既有能量交换

又有物质交换的巨正则系综 8在此系综中，温度、体

积和化学势是固定的 8模拟开始时，被吸附气体和粒

子源（与吸附剂接触的气体）中的气体处于平衡态，

平衡条件是吸附剂内气体和吸附剂外气体的温度与

化学势相等 8我们用粒子源的温度和化学势来计算

吸附剂内的平衡组成 8在模拟期间，温度和化学势能

固定不变，而吸附剂内的气体分子数目在不断变化 8
巨正则系综蒙特卡罗方法包含三个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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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坐标方面的位形变化；

"）粒子的产生；

#）粒子的消灭 $
考虑一个体积 !，初始时被 " 个粒子占据 $ 随

着时间流逝，体积内的粒子经常变化 $我们必须把粒

子从体积中移出或加入到体积中 $必须移走哪些粒

子？应该把一个粒子加到什么地方？为此，我们先

计算巨正则系综的可观察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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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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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其中 % %（*" *"!+(- )）) #*""，* 为普朗克常数，前置

因子来自动量空间积分，"为绝对活度，" % &’(（#*
(+ )）$

对一个巨正则系综，体积为 !，包含有 " 个粒

子，在随机的地方增加一个粒子，体积内有 " . ! 个

粒子的概率是

,（&".!）%［（%!）".! *（" . !）！］

/ &’(［) ’（&".!）* (+ )］*$ $
类似地，若体积内包含 " 个粒子而我们随机地消灭

一个，那么系统处于一个具有 "0 ! 个粒子的状态中

的概率是

,（&")!）%［（%!）")! *（" ) !）！］

/ &’(［) ’（&")!）* (+ )］*$，

因此，产生一个粒子和消灭一个粒子的跃迁概率，可

分别写成

-（&"，&".!）% -12｛!，,（&".!）*,（&"）｝，

-（&"，&")!）% -12｛!，,（&")!）*,（&"）｝$
根据这些跃迁概率，我们就可以写出多孔材料吸附

储氢的巨正则系综蒙特卡罗算法 $具体步骤如下：

!）指定一个初始位形，在元包内预置 " 个氢

分子 $
"）等概率地随机选择以下三个过程之一，即

3456，7869:6 和 ;6<:84=$
#）3456：

（!）在元包内任挑一个氢分子并随机移动它

（ &. ，/. ，0.）#（&>. ，/>. ，0>. ）$
（"）计算能量变化"1 %!

.，2
1（ 3>.2 ）)!

.，2
1（ 3.2）$

（#）若"1 ? @ 或$? &’(［ )"1 *（ (+ )）］，允许该

分子移动；否则，禁止移动 $
（A）返回第（"）步 $

A）7869:6：

（!）在元包内为一个即将产生的氢分子随机地

选择坐标（&" . !，/" . !，0" . !）$
（"）计算能量变化"1 %!

.，2
1（ 3" . !

.2 ）)!
.，2
1（ 3".2 ）$

（#）若

%!
%#（" . !）

&’(［（# )"1）*（(+ )）］B !

或

$ ? %!
%#（" . !）

&’(［（# )"1）*（(+ )）］，

允许该分子产生；否则，禁止产生 $
（A）返回第（"）步 $
C）;6<:84=：

（!）从元包内 " 个氢分子中随机地选择一个准

备消灭的氢分子 $
（"）计算能量变化"1 %!

.，2
1（ 3" ) !

.2 ）)!
.，2
1（ 3".2 ）$

（#）若

%# "
%! &’(［（# )"1）*（(+ )）］B !

或

$ ?%
# "
%! &’(［（# )"1）*（(+ )）］，

允许该分子消灭，否则，禁止消灭 $
（A）返回第（"）步 $
D）重 复 步 骤 "）—C）若 干 次，直 至 构 象 达 到

平衡 $
上述模拟步骤中，$为（@—!）区间上均匀分布

的随机数，% % *" *（"!+(+ )$ ）为 ,& +EFGH1& 波长，*
为 IHJ2KL 常数，+ 为氢分子质量，) 为温度，#为化

学势，! 为研究系综的体积 $
巨正则系综蒙特卡罗方法算法的收敛快慢依赖

于允许的坐标变化 $如果允许的变化太小，那么需要

经过许多个位形，系统才能达到平衡，即收敛慢；另

一方面，较大的坐标变化可能会使拒绝的比率很高，

从而使收敛减慢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限制坐标变

化的步长因子应取随机变量区间长度的十分之一 $
本文所有的巨正则蒙特卡罗模拟都是用 3<

AM@ 的吸附模块完成的 $ 由于吸附质氢气是非极性

分子，而静电力只产生于极性分子之间，为了节省计

算机运行时间，我们在计算过程中合理的忽略了静

电相互作用 $ 文中流体分子与流体分子之间，以及

流体分子与分子筛孔壁之间相互作用是用 N&22JE,0
OF2&P 势能函数［!"—!A］描述 $其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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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两个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 表示

两分子之间的距离；!## 表示两分子之间相互作用能

的最小值，也称为相互作用势阱的阱深；"##表示两分

子间相互作用势能为零时所对应的分子间距离，也

称碰撞直径 (考虑到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随分子间距

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 (本文中在 $%)* + 处对该势能

进行合理的截断 (势能中的相关参数由几何合并规

则（,-./-0123 3./425602.5 178-）［$*］计算得到，所有的模

拟是在 99 :，;—$;;;; <=6 下进行的 (

> ) 计算结果及讨论

?@A 型沸石分子筛［$’］，属于三方晶系的六方晶

胞结构，空间群为 #B >，晶胞参数 $ ! % ! $%)9"C;;9；

& ! D);$"；# !$ ! D;，% ! $%;，单位晶胞内包含 "C
个原子（E>%?8’=CF.%），其结构如图 $（6）所示 ( ?GH 型

沸石分子筛［$9］，属 于 单 斜 晶 系，空 间 群 为 ’%I’，

晶胞参数 $ ! $>)9$$"；% ! $%)9>$*；& ! $C)*9;*；#
!%! D;，$ ! D;);$;，单位晶胞内包含 $"" 个原子

（ED’?8%"=%"），其结构如图 $（4）所示 (

图 $ ?@A 和 ?GH 型沸石分子筛骨架结构示意图

图 % ?@A 和 ?GH 型沸石分子筛的氢气吸附等温线

从图 % 可以看到：99 : 时，氢气在沸石材料中

的体积吸附等温线均为!型的等温线 ( 在一定的压

强范围内，氢气的吸附量随着压强增大而增大 (在相

对压力较低时，这种趋势变化较为明显，上升比较陡

峭，随着压力逐渐增大，这种趋势逐渐趋于缓和，

慢慢出现一个吸附平台 ( 吸附等温线类型表明这两

种沸石都是微孔结构，微孔吸附机理可以看成是毛

细凝聚的微孔填充过程，微孔吸附的相关文献［$C］

研究表明：当两个平行的孔壁间距接近于分子尺寸

时，其吸附势能大约是离开单一的固体表面相当距

离时势能的 >)* 倍 ( 由于微孔的孔径不超过几个分

子的直径，相对的孔壁面对吸附势场都有贡献，各孔

壁面的势能场相互叠加，增强了固体表面和气体分

子间的相互作用能，在强吸附势场的作用下，氢气很

快发生凝聚，所以在相对压力较低时，微孔吸附等温

线上升非常陡峭 (当吸附饱和后就出现了吸附平台 (
应用 J742525B?K06<L.M（J?）微孔分析方法［$D，%;］，

我们计算得到了两类沸石的微孔分布 (如图 > 所示，

?@A 沸石的孔径主要集中在 9—"; +，分布相对较

%DC$ 物 理 学 报 *C 卷



图 ! "#$ 和 "%& 分子筛的 ’()*+*+,"-./0123（’"）微孔分析

宽，"%& 沸石的孔径主要分布在 44—!5 6，正是因为

"#$ 向微孔方向有一定偏移，说明 "#$ 含有相对较

多的微孔，这些增加的微孔成分，增强了吸附势能，

使得氢气分子更容易发生毛细凝聚，因此，"#$ 具有

比 "%& 更好的储氢能力，这一现象进一步证实了材

料孔结构微化有利于氢气的吸附，增加微孔孔容是

提高储氢量的有效途径 7

图 8 "#$ 和 "%& 分子筛的表面积分析

应用 9:(+/(;:,%<<;..,=;>>;:（9%=）法［?4］，我们计

算得到了两类沸石随孔径变化的积累表面积 7物质

的表面积是通过单分子层吸附质的截面积总和计算

得到的，对于相同的吸附质分子，表面积能间接反映

吸附剂与吸附质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及吸附剂自身孔

径的分布情况 7图 8 对比了两类沸石的表面积，随着

孔径尺寸的增加，两类沸石的表面积都在不断增加 7
两类沸石从 @AB 6 到 44 6 孔径范围内，表面积上升

都非常陡峭，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 @AB 6 到 44 6
范围内的微孔很容易让氢气产生毛细凝聚，对吸附

有效孔径贡献非常大；二是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微孔

数量本身很多，大量的微孔体积迅速的被氢气分子

充满 7 44 6 到 ?5 6 的范围内，"%& 表面积上升比较

平滑，而 "#$ 依然在迅速上升，说明 "#$ 在这一范

围内的孔径依然吸附了大量的氢气，因为不同沸石

的组成元素不同，它们与氢气亲和的能力不一样，导

致相互作用势能不同，可能是 "#$ 与氢气的相互作

用强于 "%&，虽然孔径大小一样，但是 "#$ 结构在这

一孔径范围内更容易让氢气凝聚 7 ?5 6 以后，两种

沸石通过氢气吸附计算得到的表面积几乎已经达到

饱和了，说明大于 ?5 6 的孔对于整个沸石储氢几乎

没有贡献 7 比表面积越高，反映出吸附的氢气量越

多，对于新型储氢材料的研究探索，材料的比表面积

应该纳入材料性能是否优良的一个关键性指标 7未
来在储氢材料合成方面，必须通过多种实验技术努

力提高材料的比表面积 7

图 B @@ C 下几类沸石的 DE= 吸氢曲线的比较

图 B 给出了 F/!，"#$ 和 "%& 的 DE= 吸氢曲线，

其中 F/! 来自文献［??］中样品的测量值，本文中氢

气与沸石的组分之比单位是 <<2>GH 7 从图中可以看

出，"#$ 和 "%& 的储氢量较实验测得的 F/! 的储氢

量有一定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有三：第

一，实验仪器的误差，容积法自身依赖于状态方程的

选取，尤其在高压环境下很难找到真实反映气体状

态的方程及相关参数，储氢测量这一课题本身还需

要得到不断发展，储氢实验与理论的差距因测量手

段的滞后发展而进一步被拉大 7第二，来自理论模型

本身，巨正则系综模拟很依赖体系的能量，粒子是否

加入、删除和移动都与体系能量的改变息息相关，势

能模型是否能真实放映体系的相互作用对最后模拟

结果也有一定影响 7第三，来自彼此结构的差异，文

献［??］中 F/! 的比表面积为 BIB <? GH（氮气标定），

本文研究的 "#$ 和 "%& 两类沸石比表面积都超过

?555 <? GH（氢气标定），虽然标定气体不同，但可以

!JK4! 期 戴 伟等：氢气分子在沸石中的吸附模拟研究



反映出本文研究的结构具有更高的比表面积，比表

面积的差别意味着表面剩余的自由力场强弱不同，

氢气分子停留在不同沸石表面的概率也就不一样 !
正是由于 "#$ 沸石的比表面积最高，决定它比其他

两类沸石有更好的储氢性能 !

% & 结 论

运用巨正则蒙特卡罗模拟，我们计算得到了氢

气在几类沸石中的吸附等温线，并采用 ’" 微孔分

析方法，分析了沸石结构对储氢量大小的影响，总结

了影响储氢量大小的物理因素 !根据我们的理论模

拟，对于氢气在沸石中的吸附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主

要结论：

(& 孔结构是决定储氢吸附量大小的关键因素，

不同尺寸的孔结构诱发氢气凝聚的难易程度不同，

总的来说，在大于氢气分子尺寸的范围内，孔径越

小，越容易让氢气凝聚，这些微孔孔容的大小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材料的储氢能力，增加微孔孔容是提

高储氢量的有效途径 !
) & 比表面积能间接反映吸附剂与吸附质相互

作用的强弱程度以及吸附剂自身孔径的分布情况 !
对于新型储氢材料的研究探索，材料的比表面积应

该纳入材料性能是否优良的一个关键性指标 !未来

在储氢材料合成方面，必须通过多种实验技术努力

提高材料的比表面积 !
期待程序上实现更有效的计算模拟方法；寻求

更精确的参数来改进 *+,,-./012,+3 势能模型；开展

储氢材料在中等压力和环境温度下的研究；利用沸

石的孔结构特征进行新型储氢材料的研究探索，在

理论指导下有针对性的进行储氢材料实验合成，这

些都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

［(］ 45 6，7-2 8 *，9:+, 1 );;< !"#$"%&& ’( )*%+’&,"- !" );;（ =,

9:=,+3+）［许 炜、陶占良、陈 军 );;< 化学进展 !" );;］

［)］ $-,> ? $，8:2,> 9 * );;@ . ! !*-& ! )*%+ ! A !#$ ((B<)
［C］ 9-2 ’，#+,> D，65 1 );;% /0(# 1%,, ! % (%BE
［%］ 15,> ’ F，G=H ’，*++ 7 A，9:2= I A，$22, 1 F，G=H 1，9:2= G，

9:2= I F );;< . ! !*-& ! )*%+ ! A !!# ))EBJ
［@］ D-, *，I-,/+. K A，F5-,> 4，*= 1，IH=L: K，A=LL,+. M，A2NO.-L:

A );;% . ! 2+ ! )*%+ ! 3#4 ! !&’ (C;B
［<］ ’=,N- K，$5 " #，*2,> 1 P );;< . ! 2+ ! )*%+ ! 3#4 ! !&" BE;%
［J］ 6-./ K ’ );;C 34’%(4% (## ((;%
［B］ 8:+,> F，6-,> I ?，9:+,> F K );;@ 24,0 !*-& ! 3’( ! )% %B@)

（=, 9:=,+3+）［郑 宏、王 绍 青、成 会 明 );;@ 物 理 学 报 )%

%B@)］

［E］ $= I D，8:-,> F $，Q5R-,> $，6-,> $ F，D-,> 1 I );;< 24,0

!*-& ! 3’( ! )) )<%%（=, 9:=,+3+）［易双萍、张海燕、欧阳玉、王

银海、庞晋山 );;< 物理学报 )) )<%%］

［(;］ 8:-,> 4 *，F5-,> 8，9:+, A，K- F #，S-2 S ? );;J 24,0 !*-& !

3’( ! )’ %;CE（=, 9:=,+3+）［张秀兰、黄 整、陈 波、麻焕锋、

高国强 );;J 物理学报 )’ %;CE］

［((］ 8-T53O- "，8-T53O= *，IL.UH0QT3+, 1 Q (EEE . ! 255#-& )#+67 ! &""

)(J
［()］ A+V53 " S，G=3+T+W " X，*2Y-LO=, " "，’5 D (EJB . ! )*%+ ! 3#4 !

*% C<J
［(C］ G=3+T+W " X，*2Y-LO=, " "，I:5T>- " " (EB@ 8%#5’,%& ) )<(
［(%］ XT5>L 7 1 F，G.=3:,- P，IH=L A (EEE . ! !*-& ! )*%+ ! A !#(

((;)
［(@］ F-T>.+, 7 " (EE) . ! 2+ ! )*%+ ! 3#4 ! !!% JB)J
［(<］ A+,,+LL 1 K，K-.N53 A G (EBB 3,97 ! 39": ! 34’ ! )0,05 ! (* )<E
［(J］ I=HH+, "，KN953O+. * A，A-+.T2N:+. 9，K+=+. 6 K (EE( 8%#5’,%&

!! <@%
［(B］ S.+>> I 1，I=,> G I 6 (EB) 27&#"6,’#(，39":04% 2"%0 0(7 !#"#&’,-

（*2,/2,："N-/+H=N D.+33 ）Y@<
［(E］ K-.3:，P-,/ A (EJ; . ! )#55#’7 ;(,%":04% 34’ ! (( (;(
［);］ IL2+NOT= F # (EE; )0"<#( &" (
［)(］ A.5,-5+. I，MHH+LL D，7+TT+. M (ECB . ! 2+ ! )*%+ ! 3#4 ! ’# C;E
［))］ ’5 4 K -,/ 65 M ’ );;< =*% /%> !"#$"%&& ’( ?0,%"’05 34’%(4% 0(7

@($’(%%"’($ Y@%(（=, 9:=,+3+）［杜晓明、吴尔冬 );;< 年材料科

学与工程新进展 第 @%( 页］

%EB( 物 理 学 报 @B 卷



!"#$%&’"() (* +,-.(/0) &-1(.2’"() ") #(%03$%&. 1"0401!

!"# $%#&）’） ()* +#",-./0",&） 1",- 2*,-.+#",&） $",- 30"*.2",-&） 30%, /0",.+),’） /), $%#.4)*’）5

&）（!"#"$%&’ (")*%" +, -$#"% ./#0+)，(’0)$ 1&$2"34 +, 5)60)""%0)6 7’4#0&#，80$)4$)6 6’&788，(’0)$）

’）（ 9)#*0*/*" +, 1*+30& $)2 8+:"&/:$% 7’4#0&#，;0&’/$) <)0="%#0*4，(’")62/ 6&8869，(’0)$）

（:%;%#<%= ’7 >*<%?@%A ’88B；A%<#C%= ?",)C;A#DE A%;%#<%= ’7 +),% ’88F）

G@CEA";E
10% "=C*ADE#*, *H 0I=A*-%, #, GJ/ ",= G/1 ?*K%;)K"A C#%<%C "A% CE)=#%= )C#,- -A",= ;",*,#;"K L*,E% 3"AK*（43L3）

E%;0,#M)% #, E0#C D"D%A N !)@#,#,.GCE"O0*<（!G）?%E0*= P"C %?DK*I%= E* ","KIQ%= E0% D0IC#;"K A%"C*,C P0#;0 "HH%;E E0% CE*A"-% *H
0I=A*-%,N 10% P*AO #, E0#C D"D%A H";#K#E"E%C =#A%;E A"E#*,"K =%C#-, ",= CI,E0%C#C *H E0% ?"E%A#"KC P0#;0 "DDKI E* CE*A"-% *H
0I=A*-%,，",= DA*<#=% " D*P%AH)K E0%*A%E#;"K C)DD*AE E* #?DA*<% E0% 0I=A*-%, CE*A"-% ;"D"@#K#EI *H E0% ?"E%A#"KC N

!"#$%&’(：CE*A"-% *H 0I=A*-%,，"=C*ADE#*, #C*E0%A?C，-A",= ;",*,#;"K L*,E% 3"AK*
)*++：6FR9!，F’’8$

!SA*T%;E C)DD*AE%= @I E0% >"E#*,"K >"E)A"K /;#%,;% J*),="E#*, *H 30#,"（4A",E >*N &8F8R&8&）",= E0% /;#%,;% J*),="E#*, *H E0% 30#,%C% U=);"E#*,"K

L#,#CEAIN

5 U.?"#K：="#&V9R96B7R’8W&’6N ;*?

97F&V 期 戴 伟等：氢气分子在沸石中的吸附模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