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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yrolysates of CoC2O4.2H2O were investigated by TG-DSC and laser granulome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pyrolytic decomposition of CoC2O4.2H2O in the 
air. The crystal water in CoC2O4.2H2O was lost from 150℃ to 250℃. CoC2O4 was oxidized into Co3O4 from 
250℃ to 300℃. Co3O4 was turned into CoO from 910℃ to 950℃.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decomposition was most from 280.8℃ to 950.0℃.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decomposition was more from 217.1℃ to 280.8℃.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decomposition wasn’t obvious from the room temperature to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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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TG-DSC 和激光粒度分析仪对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的热分解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在 150℃至 250℃之间二水草酸钴失去结晶水；从
250℃至 300℃之间 CoC2O4被氧化为 Co3O4；从 910℃至 950℃之间 Co3O4转变为 CoO。与此同时，二
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制备氧化钴过程中，在 280.8℃至 950.0℃之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
产物的粒径变化最大；在 217.1℃至 280.8℃之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次之；
在室温至 217.1℃之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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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草酸钴是制备氧化钴及钴粉的重要原料，广泛应用

于磁性材料、电池材料及超硬材料等领域[1, 2]。以草酸

钴为原料制备各种钴氧化物和钴粉都要经过热分解反

应，热分解过程除受草酸钴本身性质影响外，还受反应

气氛、反应温度等外界环境的影响[3~6]。 

目前，草酸钴的热分解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草酸钴

热分解条件对其分解产物的影响上。但是，对草酸钴煅

烧过程对氧化钴粉粒径的影响研究很少[7]。所以，很有

必要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从而更加有效地控制氧化钴

粉的粒径，制备出所需粒径的氧化钴粉，以及为制备所 

需粒径的钴粉提供原料保障。 

本研究以二水草酸钴为原料，以二水草酸钴的热重

差热分析为依据，通过对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不同温度

下分解产物的粒径分布进行研究。 

2 实验 

2.1 实验原料 

实验所用二水草酸钴的分子式为 CoC2O4.2H2O，

其纯度为化学纯，含量大于 98.0%。 

2.2 实验设备 

SRJX-2.5-13 型单管炉，炉管尺寸为 Φ25×180mm，

额定功率为 2.5kW，额定电压为 220V，额定最高温度

为 1300℃。XMT 数显控温仪，其精度为 0.1℃。 

2.3 实验方法 

（1）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以 10℃/min 的速度升

到 950.0℃进行热重差热分析。 
基金项目：宿迁学院高级人才启动基金（SQCGJ20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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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差热分析的每个拐点以 10℃/min 的速度

升温到拐点的温度，并保温 10min，然后利用激光粒

度分析仪分别对每个拐点产物进行粒度分布分析。 

2.4 检测设备 

（1）STA499C 型差热分析仪。 

（2）BT-9300H 型激光粒度分析仪。 

3 结果与讨论 

3.1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的 TG-DSC 分析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的 TG-DSC 分析曲线

如图 1 所示。其分解过程及相关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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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urve of TG and DSC of CoC2O4.2H2O from the  

room temperature to 950.0℃ at the rate of 10℃/min in the air 

图 1.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以 10℃/min 

升到 950.0℃的热重差热分析曲线 

 

Table 1. The data of the weight loss of the  

pyolytic decomposition of CoC2O4.2H2O in the air 

表 1.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的失重数据 

失重率/%
温度/℃ 热分解过程 

实际 理论

150~250 CoC2O4.2H2O→CoC2O4+2H2O 18.42 19.67

250~300 3CoC2O4+2O2→Co3O4+6CO2 36.91 36.43

910~950 2Co3O4→6CoO+O2 3.87 2.91

 

由图 1 和表 1 可知，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

时有三次，失重温度范围为 150~250℃、250~300℃和

910~950℃，其失重率分别为18.42%、36.91%和3.87%。

按照热力学分析所得的理论失重率与实际失重率基本

一致。其差热分析表明：在 217.1℃有个吸热峰，这是

由于二水草酸钴在失去吸附水和结晶水而引起的；在

280.8℃有个很强的放热峰，说明此时 CoC2O4 分解和

氧化生成 Co3O4。Co3O4 有个较长的热稳定区，直到

910℃左右再次发生分解，由 Co3O4变成 CoO，所对应

的吸热峰在 934.9℃。这与文献[8]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3.2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分析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 217.1℃下热分解产物的粒

径分布如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217.1℃时二水草

酸钴热分解产物的粒径主要集中在 4~11μm 之间，其

百分含量为 90.15%，而在 1~4μm 之间的百分含量为

7.66%，在 11~12μm 之间的百分含量为 1.79%，在小

于 1μm 的百分含量仅有为 0.40%。这表明二水草酸钴

在 217.1℃附近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分布范围比较窄，但

是，小于 1μm 的颗粒很少。 
Table 2.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pyrolysates 

of CoC2O4.2H2O from the room temperature to 217.1℃ 

at the rate of 10℃/min in the air 

表 2.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以 10℃/min 的速度 

从室温升到 217.1℃时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分布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1 0.40 ≤4~5 7.69 8~9 14.52

≤1~2 1.34 5~6 8.86 9~10 11.88

2~3 4.79 6~7 11.85 10~11 6.72 

3~4 1.53 7~8 28.63 ≤11~12 1.79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 280.8℃下热分解产物的粒

径分布如表 3。 
Table 3.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pyrolysates 
of CoC2O4.2H2O from the room temperature to 280.8℃ 

at the rate of 10℃/min in the air 
表 3.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以 10℃/min 的速度 

从室温升到 280.8℃时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分布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5 4.61 8~9 6.31 12~13 12.24

≤5~6 6.59 9~10 8.65 13~15 8.89 

6~7 8.07 10~11 11.75 15~17 4.56 

7~8 13.81 11~12 13.37 ≤17~19 1.15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 280.8℃时二水草酸钴热分解

产物的粒径主要集中在 5~17μm 之间，其百分含量为

94.24%，而在 5~6μm 之间的百分含量为 6.59%，在

17~19μm 之间的百分含量为 1.15%，在小于 5μm 的百

分含量仅有为 4.61%。与表 2 分析结果相比较，此时

二水草酸钴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分布范围略有所扩大

化，其粒径略有所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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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 950.0℃下热分解产物的粒

径分布如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在 950.0℃时二水草

酸钴热分解产物的粒径主要集中在 11~49μm 之间，其

百分含量为 93.64%，而在 5~11μm 之间的百分含量为

3.87%，在 49~55μm 之间的百分含量为 1.31%，在小

于 5μm 的百分含量仅有为 1.18%。与表 3 分析结果相

比较，此时二水草酸钴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分布范围明

显地扩大化，其粒径显著地变粗。 
Table 4.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pyrolysates  
of CoC2O4.2H2O from the room temperature to 950.0℃ 

at the rate of 10℃/min in the air 
表 4. 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以 10℃/min 的速度 
从室温升到 950.0℃时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分布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颗粒尺寸 

/ μm 

百分含量

/ % 

<5 1.18 12~13 5.16 29~32 10.35

≤5~6 0.79 13~15 4.32 32~36 10.12

6~7 0.24 15~17 2.41 36~40 10.05

7~8 0.46 17~19 1.75 40~44 8.50 

8~9 0.62 19~21 3.57 44~49 4.85 

9~10 0.76 21~23 6.55 ≤49~55 1.31 

10~11 1.00 23~26 10.42   

≤11~12 4.53 26~29 11.06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 280.8℃至 934.9℃之

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最

大；在 217.1℃至 280.8℃之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

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次之；在室温至 217.1℃之

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不明

显。因此，为了制备出不同粒径的氧化钴，可以分段

性地控制二水草酸钴的热分解条件。 

4 结论 

（1）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的热分解过程经历了三

个阶段：在 150℃至 250℃之间二水草酸钴失去结晶

水；从 250℃至 300℃之间 CoC2O4被氧化为 Co3O4；

从 910℃至 950℃之间 Co3O4转变为 CoO。 

（2）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制备 CoO 过程

中，在 280.8℃至 934.9℃之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

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最大；在 217.1℃至 280.8℃之

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次

之；在室温至 217.1℃之间，二水草酸钴在空气中热

分解产物的粒径变化不明显。因此，为了制备出不同

粒径的氧化钴，可以分段性地控制二水草酸钴的热分

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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