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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酸锌选择性还原的反应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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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TG、物相分析、XPS、XRD、SEMEDS等手段研究铁酸锌选择性还原反应机理，考察铁酸锌质量 

损失和分解特征、物相转变过程和产物层形貌变化以及 Zn 2+ 与 Fe 2+ 的离子迁移行为。结果表明：反应表现为失氧 

过程，还原产生的 Fe 2+ 使铁酸锌分解产生 ZnO，ZnO含量与 Fe 2+ 含量线性相关。Fe 2+ 向铁酸锌内部迁移替代 Zn 2+ ， 
Zn 2+ 则向外部迁移并富集于表面，促使 ZnO在表面形成。铁酸锌逐步向磁铁矿转变，Fe 2+ 的嵌入和锌的迁出使铁 

酸锌晶胞参数先增大后减小，还原产物为 ZnO和含锌的磁铁矿。颗粒产物层中的还原产物相互夹杂，并包裹着未 

反应的铁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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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lective  reduction  mechanism  of  zinc  ferrite  was  studied  by  TG,  phase  analysis,  XPS,  XRD  and 
SEMEDS. The mass loss, decomposition features of zinc ferrite, ionic migration behavior of Zn 2+  and Fe 2+  ions, phas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product  layer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action is 
oxygen loss process. The reduced Fe 2+ made ZnO separated from zinc ferrite, the content of ZnO has a significant linear 

correlation with the content of Fe 2+ . Fe 2+ migrates into the inner zinc ferrite to substitute Zn 2+ , while Zn 2+ moves out and 
enriches on the  surface,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ZnO. Zinc  ferrite  transforms  to magnetite,  the  lattice parameter of 

zinc  ferrite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due  to  the  intercalation  of  Fe 2+  and  the  emigration  of  Zn 2+ .  The  reduction 
products  are  zinc  oxide  and  zinccontaining magnetite. The  reduction products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product 

layer and unreacted zinc ferrite is covered with the produc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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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酸锌是传统湿法炼锌浸出渣和电弧炉炼钢粉尘 

中的主要成分，资源化利用含铁酸锌物料的关键在于 

处理其中的铁酸锌。选择性还原焙烧是处理含铁酸锌 

废渣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是将渣中的铁酸锌选择性 

还原分解为 ZnO和磁铁矿， 然后通过中性浸出或磁选 

工艺实现铁锌分离 [1−2] 。 

铁酸锌的选择性还原焙烧在中温(600~800 ℃)和 

弱还原性气氛条件下进行 [3] ，与传统的回转窑烟化法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资助项目(2011AA061000) 
收稿日期：20140120；修订日期：20140512 
通信作者：彭 兵，教授，博士；电话：073188830577；Email: pb@csu.edu.cn



第 24 卷第 10 期 侯栋科，等：铁酸锌选择性还原的反应机理  2635 

相比，该方法具有还原温度低、可同步回收锌铁的优 

点。为了深化对选择性还原焙烧工艺的认识，需研究 

铁酸锌的选择性还原反应机理。 

铁酸锌的还原反应涉及FeZnO系的物相转变 [4] ， 

主要物相有氧化铁(Fe2O3)、铁酸锌(ZnFe2O4)、磁铁矿 
(Fe3O4)、方铁矿(Fe1−xO)、单质铁、氧化锌和单质锌。 

铁酸锌的还原不同于氧化铁的还原，在还原过程中不 

存在氧化铁的物相 [5] 。铁酸锌和磁铁矿均为尖晶石结 

构，可形成连续的固溶体。方铁矿是缺陷的  NaCl 型 

晶体 [6] ，其内部分布有填隙铁离子构成的缺陷簇，当 
x=0 时，为晶型完整的  FeO。缺陷结构的方铁矿可固 

溶部分锌形成 Fe1−xZnxO，不利于后续的铁锌分离，因 

而，在工艺中需避免磁铁矿过还原形成方铁矿 [7] 。单 

质锌和铁是高温和强还原性条件下的产物，在选择性 

还原条件下不予考虑。 

虽然铁酸锌和磁铁矿结构相同，但其中的离子分 

布不同。由于 Zn 2+ 和 Fe 2+ 分别倾向于占据尖晶石结构 

中的四面体和八面体间隙 [8] ，因此，铁酸锌中  Zn 2+ 全 

部位于四面体间隙，而磁铁矿中的 Fe 2+ 则替代一半的 
Fe 3+ 占据八面体间隙，尖晶石结构中的这两种离子占 

位分别称为正尖晶石和反尖晶石。离子种类和含量的 

不同使铁酸锌和磁铁矿的晶胞参数有着明显差异，可 

以据此判断还原过程中尖晶石的结构转变。铁酸锌在 

低温(300  ℃)下的经  H2  还原可生成氧缺位铁酸锌 
(ZnFe2O4−δ)，ZnFe2O4−δ 在 CO2 分解沉积碳 [9−10] 和 H2S 
脱硫的废气治理工艺 [11] 中有着广泛应用，ZnFe2O4−δ 

中由于还原生成的 Fe 2+ 在尖晶石晶格当中的占位会使 

晶胞参数增大 [12] 。非化学计量比的铁酸锌中锌含量的 

不同也会造成晶胞参数的变化 [13] 。 

铁酸锌的还原过程中存在着铁、锌离子的迁移， 
TONG [14] 认为铁酸锌还原产生的  Fe 2+ 由于化学势梯度 

的作用会由表面向内部迁移，同时，Zn 2+ 从内部向表 

面的扩散并以锌蒸气的形式从尖晶石中分离，但其离 

子扩散的结论缺乏直接的实验依据。离子的扩散和迁 

移在固相反应中普遍存在，采用 XPS研究发现，铁酸 

锌的固相合成反应中 Zn 2+ 由 ZnO向 Fe2O3 的晶格中迁 

移，并同时占据晶格中四面体和八面体间隙，使 XPS 
峰的峰型宽化，经过长时间的退火过程才能消除这一 

原子占位混乱 [15] ，机械活化同样也存在占位混乱的晶 

格畸变现象 [16−18] 。 

本文作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铁酸锌选 

择性还原的反应机理研究。通过热力学分析确定铁酸 

锌选择性还原的优势区域，采用热重和化学分析研究 

失氧和分解特征， 借鉴 XPS表面分析的研究手段对离 

子迁移行为进行探究，利用  XRD 及晶胞参数的分析 

查明物相转变过程，并检测产物层的形貌变化以进一 

步说明其还原机理。 

1  实验 

1.1  铁酸锌合成方法 

将分析纯的 ZnO和 Fe2O3 按摩尔比 1:1充分混匀， 

在 1000 ℃下煅烧 4 h后，用 1 mol/L的盐酸在 40 ℃ 

下浸出 1 h，以除去未反应的氧化物，然后在 1000 ℃ 

下煅烧 1 h，退火均采用自然随炉冷却。 发生的主要反 

应为 ZnO+Fe2O3→ZnFe2O4， 合成样品细磨筛分至粒径 

小于 74  μm，干燥 1  h 后用于还原焙烧实验。图 1所 

示为合成铁酸锌的 XRD 谱。由图 1 可见，衍射峰峰 

型尖锐，晶型完好。 

图 1  合成铁酸锌的 XRD谱 

Fig. 1  XRD pattern of synthetic zinc ferrite 

1.2  还原焙烧实验 

还原焙烧在 Netzsch  (STA449F3)热重分析仪中进 

行，称取  3  g 铁酸锌，在惰性氩气流中以  10 ℃/min 
的加热速率升温至预定温度。然后按设定的 CO 浓度 
(为 CO 占 CO+CO2+Ar 总体积的体积分数(φ1(CO))以 

及 CO 占 CO+CO2 总体积的体积分数(φ2(CO))向气流 

中添加  CO  和  CO2 ，并调节氩气流量以构成  100 
mL/min 的气流。反应一段时间后，停止通入  CO 和 
CO2，样品在氩气流中冷却至室温。分析不同还原时 

间还原产物中的 ZnO和 Fe 2+ ， 分别用 EDTA和重铬酸 

钾滴定法进行分析 [19] ，并通过热重检测还原过程中的 

质量损失特征。 

1.3  检测表征方法 

还原产物用 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其表面性质，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2014年 10月 2636 

检测使用  ESCALAB  250Xi  系统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采用 Al Kα X射线源，通过能量为 20 eV， 

结合能以 C1s峰的 284.6 eV为标准进行校正。数据分 

析采用 Thermo Avantage Software软件， 获得了不同还 

原时间下还原产物的 Zn 2p3/2、Fe 2p的 XPS谱和表面 

的摩尔分数。 

还原产物用 X 射线衍射仪(Rigaku,  TTRⅢ)进行 

物相分析，衍射仪采用 Cu Kα 辐射源(λ=1.5406 Å)，扫 

描角度  10°~80°，步长  0.02  (º)/step，扫描速度  10 
(°)/min。 高角度衍射峰通常更能反映晶格结构的变化， 

从图 1可见，(440)衍射峰在高角度区强度最高，可用 

于分析衍射峰的变化。 同时， 采用科恩最小二乘法 [20−21] 

计算晶胞参数，用Matlab7.0编程进行计算。 

还原产物用  JSM−6360LV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及 
GENESIS  60S 型能谱仪对产物颗粒层形貌及元素构 

成进行分析，还原产物用树脂胶结，磨平抛光后进行 

电镜观测及能谱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热力学优势区域图分析 

铁酸锌与 CO 还原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主要反应如 

下： 

3ZnFe2O4+CO→3ZnO+2Fe3O4+CO2  (1) 

Fe3O4+CO→3FeO+CO2  (2) 

FeO+CO→Fe+CO2  (3) 

ZnO+CO→Zn+CO2  (4) 

铁酸锌的选择性还原反应可用反应(1)表示，要实 

现选择性需在反应(1)进行的同时避免反应(2)~(4)的 

发生， 以防止磁铁矿和 ZnO的过还原导致的后续铁锌 

分离困难。图 2 所示为热力学计算软件 Factsage所绘 

制的 ZnFeCO系在 750 ℃下的优势区域图，可见在 
750  ℃下能发生反应(1)~(3)，反应(4)则得到有效抑 

制，铁酸锌的还原是  ZnFe2O4→Fe3O4+ZnO→FeO+ 
ZnO→Fe+ZnO 的连续物相转变。图中反应(1)和(2)之 

间的区域为  Fe3O4+ZnO 的优势区域，反应(1)和(2)的 
lg[p(CO)]与 lg[p (CO2)]的关系式分别为 

Lg[p(CO)]=lg[p(CO2)]−1.5593  (5) 

Lg[p(CO)]=lg[p(CO2)]−0.246434  (6) 

计算可得反应(1)和(2)在平衡条件下的气相组成， 
φ2(CO)分别为 2.68%和 36.18%。 为了实现选择性还原， 

在  750 ℃下应使反应气氛条件在  Fe3O4+ZnO 的优势 

区域内，即控制 φ2(CO)在 2.68%~36.18 %之间。图中 

★代表的反应条件 (φ1(CO)=8%和  φ2(CO)=20%)在 
Fe3O4+ZnO的优势区域内，因而，选择该条件为还原 

机理研究的反应气氛条件。 

图 2  750 ℃下 ZnFeCO系的优势区域图 

Fig. 2  Predominancearea diagram of ZnFeCO at 750 ℃ 

2.2  质量损失及分解特征 

还原反应表现为质量损失过程，质量损失主要是 

因为铁酸锌的还原失氧。图 3所示为 750 ℃下铁酸锌 

选择性还原的等温质量损失和微分质量损失曲线。由 

图 3可见，0~40 min铁酸锌持续快速质量损失，此时 

质量损失率为 1.65%，之后曲线平缓下降，120 min 后 

最终质量损失率为 1.82%，低于反应(1)的理论质量损 

失率为 2.21%，说明反应尚未进行完全。由 DTG曲线 

可见，反应  1.5  min  内，质量损失速率快速增大至 

图  3  750 ℃下铁酸锌选择性还原的等温质量损失和微分 

质量损失曲线 

Fig.  3  Isothermal  TG−DTG  curves  of  selective  reduction  of 

zinc ferrite at 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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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min，这是由于 CO 在颗粒层中的扩散限制了 

最初期的反应速率，其后反应速率开始持续降低；60 
min 后，质量损失速率减小为−2×10 −5 min −1 ，反应近 

乎停滞。反应最终达到平衡的原因是由于气氛中 CO2 

同时参与了还原反应的逆反应： 

ZnFe2O4−δ+CO2→ZnFe2O4+C  (7) 

Fe3O4−δ+CO2→Fe3O4+C  (8) 

CO2 可修复铁酸锌中 CO还原形成的氧缺位 [9−10] ， 

逆反应的存在使铁酸锌的失氧逐渐达到平衡，还原反 

应受限。 
750 ℃下等温还原产物中Fe 2+ 和ZnO含量随反应 

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4(a)所示，由图  4(a)可见，从  0 
到 40  min 还原生成的 ZnO 和 Fe 2+ 含量(Fe 2+ 占总铁的 

质量分数  w(Fe 2+ ))分别从  1.19%、1.51%大幅增加至 
68.49%和 24.83%，之后 ZnO和 Fe 2+ 含量仍微弱增加， 

最高可达 120 min 的 72.35%和 25.88%。 反应过程中产 

图4  不同时间还原产物的ZnO与Fe 2+ 含量及其线性拟合曲 

线

Fig.  4  Mass  fraction  of  ZnO  and  Fe 2+  of  reduc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mes(a) and linear fitting curve of mass fraction 

of zinc oxide and Fe 2+ (b) 

物的 Fe 2+ 含量均未超过磁铁矿中的 Fe 2+ 含量(33.33%)， 

说明该反应条件抑制了 Fe 2+ 的过量生成。ZnO 和 Fe 2+ 

的变化趋势相同，ZnO 含量随 Fe 2+ 的增加而增加。采 

用 Origin 对 ZnO和 Fe 2+ 含量进行线性拟合， 拟合结果 

如图 4(b)所示。由图 4(b)可得 ZnO和 Fe 2+ 含量存在显 

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  w(ZnO)=2.8014w(Fe 2+ )+ 
0.32113 (R 2 =0.98822)， w(ZnO)与 w(Fe 2+ )分别表示 ZnO 
含量和 Fe 2+ 含量。由此可见，ZnO 和 Fe 2+ 含量密切相 

关，两者基本符合反应(1)方程式中 ZnO与 Fe 2+ 含量 3 
倍的关系。结合质量损失分析可得，铁酸锌的还原是 

由失氧引起的， 部分铁因维持电中性还原为二价， Fe 2+ 

则促使铁酸锌分解产生 ZnO， 两者之间符合线性关系。 

2.3  离子迁移行为 
2.3.1  Zn 2p3/2  峰分析 

不同还原时间还原产物的 Zn  2p3/2 XPS 谱如图 5 
所示。 由图 5可见， 原样品中 Zn 2p3/2 结合能为 1021.27 
eV，与文献[15]中报道的铁酸锌中锌的结合能一致。 

还原 5 min 后，Zn 2p3/2 结合能增加到 1021.60 eV，峰 

位和峰宽与文献[17]中 ZnO 的值一致。结合能增加是 

由于还原反应失氧，使表面电子密度降低，屏蔽效应 

减弱，同时也说明 5 min 内 ZnO已在表面形成。 

还原反应前后 Zn 2p3/2 的半峰宽有所变窄， 从 1.99 
eV降低为 1.57 eV， 说明 Zn 2+ 的赋存状态发生了改变。 

但峰型对称，表明原样和还原样品中表面 Zn 2+ 的化学 

环境和原子占位都是均一的。由于 Zn 2+ 在正尖晶石和 
ZnO  中都占据于四面体位置，而八面体占位的 
Zn 2+[16] (ZnTiO3, 1023.0 eV)结合能较高，因此，经过长 

时间的退火处理，原样品和还原产物中的 Zn 2+ 均占据 

图 5  原样及还原产物的 Zn 2p3/2 的 XPS谱 

Fig. 5  XPS spectra of Zn 2p3/2 of original sample and reduc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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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四面体位置，并未发生原子占位的混乱，铁酸锌表 

面锌的还原产物为 ZnO。 

随着反应进行到 60 min， Zn 2p3/2 的峰位和峰宽与 
5  min 时相比均未发生较大变化。还原反应虽在表面 

持续进行，但并不影响表面锌原子的化学态，Zn 2+ 仍 

以 ZnO的形式存在。在选择性还原条件下，气固反应 

界面在 ZnO形成后结构能保持相对稳定， 避免了 ZnO 
还原导致 Zn 2+ 占位混乱，固溶至铁氧化物中使锌回收 

率降低。 
2.3.2  Fe 2p 峰分析 

不同还原时间还原产物的 Fe  2p的 XPS谱如图 6 
所示。 在图 6中两个显著的特征峰分别对应于 Fe 2p1/2 
和 Fe 2p3/2。原样中 Fe 2p3/2 结合能为 711.34 eV，文献 
[22]中  Fe 2+ 和  Fe 3+ 的  2p3/2 结合能分别为  709.5  eV 和 
711.6  eV，可见原样品中的铁主要以三价铁的形式存 

在。还原 5 min 后，Fe 2p3/2  的峰位为 711.14 eV，与 

原样品相比，向低能位有轻微的偏移。随着反应的继 

续进行，Fe 2p峰与 Zn 2p3/2 一样未发明显变化，进一 

步证实了选择性还原气氛中表面铁的性质同样相对 

稳定。

Fe 2+ 和Fe 3+ 会分别产生高于Fe 2p3/2 主峰强度8 eV 

图 6  原样品及还原产物的 Fe 2p的 XPS谱 

Fig. 6  XPS  spectra of  Fe 2p of original  sample  and  reduc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mes 

和 6  eV的震激峰 [23] 。由原样的 XPS谱可见，箭头所 

指的卫星峰峰值为 919.9 eV， 大约高于 Fe 2p3/2 主峰峰 

值(8.4 eV)，这是由尖晶石中全部的 Fe 3+ 产生的。但是 

经过 5 min 还原反应之后， Fe 2p1/2 和 2p3/2 峰之间变得 

相对平坦，行星峰消失，Fe 2p峰峰型与文献[23]中磁 

铁矿的峰型一致，这是由还原产生的 Fe 2+ 与 Fe 3+ 的震 

激峰重叠导致的。结合 Zn  2p峰的分析结果可得，还 

原反应 5 min 后， ZnO和磁铁矿同时在表面形成， Fe 2+ 

取代了铁酸锌尖晶石晶格中的 Zn 2+ ，ZnO从铁酸锌中 

析出，而磁铁矿则在尖晶石中形成，还原产物 ZnO与 

磁铁矿之间互不固溶。 

不同还原时间还原产物的表面摩尔如图 7 所示。 

由图 7可见，还原 5  min后，表面锌含量大幅增加， 

同时铁含量相对减少，n(Zn)/n(Fe)增加到  1.84，远超 

过铁酸锌中的 n(Zn)/n(Fe)。说明还原过程中存在铁锌 

离子的相对迁移，Fe 2+ 从表面向内部迁移，Zn 2+ 被 Fe 2+ 

取代向外部扩散并富集于表面， 锌的过饱和使 ZnO在 

表面形核，同时，Fe 2+ 占据尖晶石内部中八面体间隙 

形成磁铁矿。 

随着反应的进行，离子的迁移距离逐步增长，使 

得反应速率持续降低，ZnO从表面生长转变为垂直生 

长 [14] ，因此，表面锌的含量逐渐降低，而表面铁的含 

量则逐渐增加。在整个反应过程中，氧的相对含量则 

保持基本恒定，在持续质量损失的还原反应中，表面 

应为连续失氧，这说明表面氧有内部的氧向外迁移作 

为补充，同时气氛中的 CO2 也可修复过量的氧空位， 

防止过量失氧造成的表面磁铁矿过还原。 

图 7  原样及还原产物的表面摩尔分数 

Fig.  7  Mole  fraction  of  surface  of  original  sample  and 

reduc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mes 

2.4  物相转变过程 

不同还原时间下还原产物的  XRD 谱如图  8(a)所 

示。由图 8(a)可见，物相成分主要包括 ZnO、铁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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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磁铁矿。10 min 后，衍射角 31.7°和 36.2°处对应于 

氧化锌的衍射峰开始出现；20 min 后，ZnO的特征峰 

变得明显；30 min 后，峰强显著增强，之后，图谱中 

各峰强度变化不大。在整个还原过程中，尖晶石的峰 

一直存在，不能分辨出单独的铁酸锌和磁铁矿。XPS 
的分析结果说明，确有磁铁矿生成，但由于铁酸锌和 

磁铁矿结构相同形成了连续固溶体，因此，在  XRD 
谱中不能检出磁铁矿的峰，但可以根据尖晶石特征峰 

峰位的偏移和晶胞参数的变化说明尖晶石的物相转变 

过程。

图  8(b)所示为还原产物  60°~65°的衍射谱。由图 
8(b)可见，尖晶石(440)衍射峰峰型尖锐，结晶良好， 

说明在还原过程中尖晶石结构十分稳定。20 min 后， 
ZnO的衍射峰在(440)峰的右侧形成，峰强逐步增强， 
(440)衍射峰的强度则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峰位先向左 

偏后向右移。衍射峰峰位的偏移反映出了还原过程中 

尖晶石的晶格存在膨胀和收缩。 

图 8  不同时间还原产物的 XRD谱 

Fig.8  XRD patterns of reduc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mes 

科恩最小二乘法计算的还原产物晶胞参数如表  1 
所列，其变化趋势如图 9 所示，由图 9可见，未反应 

铁酸锌的晶胞参数为 8.437 Å，20 min 后，晶胞参数增 

加至 8.441 Å， 之后逐渐降低， 直至降为 40 min的 8.419 
Å。物相转变是由离子迁移所造成的，因此，反映还 

原相变过程的晶胞参数的变化应归因于 Fe 2+ 的迁移和 
Zn 2+ 的取代。 

表 1  不同时间还原产物中尖晶石相的晶胞参数 

Table  1  Lattice  parameters  of  spinel  phase  in  reduc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mes 

Reduction time/min  a/Å 

0  8.43743 

10  8.43778 

20  8.44153 

30  8.43174 

40  8.41988 

图 9  不同时间还原产物中尖晶石相的晶胞参数 

Fig. 9  Lattice  parameter  of  spinel  phase  in  reduced  samples 

with different times 

还原生成的 Fe 2+ 倾向于占据尖晶石中的八面体间 

隙，因而会迁移到尖晶石内部去取代 Fe 3+ 占据的八面 

体间隙，或者直接占据空余的八面体空隙。Fe 2+ 和替 

代的锌铁离子在晶格当中的嵌入和占位会使晶格膨 

胀、晶胞参数增大，因此，反应 0到 20 min时，晶胞 

参数增大。Fe 2+ 的原子半径较  Zn 2+ 的小，随着尖晶石 

中 Zn 2+ 被 Fe 2+ 持续的替代，Zn 2+ 从尖晶石中迁出，会 

使晶格收缩，晶胞参数降为 8.419 Å，但仍大于文献中 
[13]磁铁矿的晶胞参数值，说明仍有部分铁酸锌未还 

原，与还原产物磁铁矿固溶形成了含锌磁铁矿。此时 

的还原产物应为从铁酸锌中析出的  ZnO 和含锌磁铁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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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产物层形貌变化 

铁酸锌及  90  min 还原反应后样品的扫描电镜图 

如图 10所示。由图 10 可见，原样颗粒性质均一，粒 

径约为 70 μm左右，颗粒内部分布有不规则孔隙。表 
2 的能谱定量分析表明原样颗粒点 1 处 n(Zn)/n(Fe)约 

为 1/2，说明原样为标准的铁酸锌。还原反应 90  min 
后，产物颗粒大小基本未变，但形貌发生了大幅变化， 

变成深浅夹杂的产物层包裹着浅色的未反应核。产物 

层中点 2和点 4的 n(Zn)/n(Fe)均偏离了 1/2，其中点 2 
处富锌，点 4 处富铁，说明还原样品中的铁锌离子发 

生了扩散迁移，使产物层中发生了铁锌元素的局部富 

集。点 2处主要为 ZnO，点 4处则主要为磁铁矿，还 

原产物磁铁矿和 ZnO并非单体解离，而是相互嵌布。 

图 10  原样及还原样品的 SEM像 

Fig.  10  SEM  images  of  original  sample(a)  and  reduced 

sample(b) 

表 2  图 10中不同测试点元素组成 

Table 2  Elements component of points 1−4 shown in Fig. 10 

O  Fe  Zn Testing 
point  w/%  x/%  w/%  x/%  w/%  x/% 

1  6.88  21.42  59.19  52.75  33.93  25.83 

2  4.28  14.60  37.74  36.92  57.99  48.47 

3  5.29  17.02  63.08  58.10  31.63  24.89 

4  5.47  17.20  76.23  68.71  18.30  14.09 

SEMEDS 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铁酸锌的还原产生了 

离子的迁移与扩散，并且直接观测到未反应的铁酸锌 

核。 

3  结论 

1) 热力学优势区域图分析表明，750 ℃下，铁酸 

锌的选择性还原需控制 φ2(CO)在 2.68%~36.18%之间， 

当  φ1(CO)=8%和  φ2(CO)=20%时，能够实现选择性还 

原。 
2) 质量损失与分解的过程趋势相同， 反应最终都 

达到平衡，此时的质量损失低于理论质量损失，选择 

性反应条件避免铁酸锌的过还原。反应表现为失氧过 

程，还原产生的 Fe 2+ 使铁酸锌分解产生 ZnO，因此， 
ZnO 含量与 Fe 2+ 含量线性相关，选择性还原条件下的 

回归方程为 w(ZnO)=2.8014w(Fe 2+ )+0.32113。 
3) 离子迁移行为包括 Fe 2+ 向尖晶石内部的迁移， 

Zn 2+ 被 Fe 2+ 所替代， 向外迁移并富集于表面， 促使 ZnO 
在表面的形核，磁铁矿同时在表面生成，O 2− 从内部向 

表面迁移以弥补表面失氧。 
4) 物相转变过程是  ZnO 从铁酸锌中析出，而铁 

酸锌转变为磁铁矿的过程，相变过程中由于铁锌离子 

的迁移和替代， 出现了晶胞参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 

还原产物为 ZnO和含锌磁铁矿。 
5)  产物层的形貌变化说明了还原过程中的离子 

迁移与扩散导致了产物层中铁锌的局部富集，还原产 

物相互夹杂嵌布，包裹着未反应的铁酸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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