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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甲壳胺和海藻酸钠处理染整废水

秦益民
嘉兴学院 生化材料研发中心 浙江 嘉兴  

摘  要  介绍了联合使用甲壳胺和海藻酸钠处理染整废水的处理方法 ∀在含酸性铬蓝 染料的废水中分别加入

甲壳胺和海藻酸钠的水溶液后 把二种溶液混合 ∀由于带正电的甲壳胺和带负电的海藻酸钠相互沉淀而使染料与

废水分离 ∀实验结果表明 甲壳胺和海藻酸钠的添加量 !添加比例 !处理温度 ! 值 !处理时间等因素对废水脱色

均有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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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益民   男 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功能性纤维的研究与开发 ∀

  染整废水处理一般有物化法 !化学法和生化

法≈ ∀物化法中应用最多的是将活性炭 !粘土等多

孔物质的粉末或颗粒与废水混合 使废水中的污染

物质被吸附在多孔物质的表面上或被过滤除去 ∀但

是这种传统的工艺成本较高而且效率低 ∀日本京都

工艺纤维大学采用了改性纤维素系列的吸附剂 对

染整废水进行处理后有良好的脱色效果≈ ∀辽源市

科研所研制的 ∂≥型离子交换纤维也是一种新型的

离子交换材料 具有物理吸附和离子交换功能 有良

好的脱色功能≈ ∀

甲壳胺和海藻酸是 种与纤维素结构相似的天

然高分子材料 ∀甲壳胺的分子结构为 22胺2Β2

⁄2葡聚糖聚合物≈
海藻酸是由 Α22甘露糖醛酸Α2

2∏∏和 Β2⁄2古罗糖醛酸Β2⁄2∏

组成的天然高分子共聚物 ∀作为含有氨基和

羧酸基团的高分子材料 甲壳胺和海藻酸是良好的

高分子絮凝剂 已被广泛用于废水的处理≈ ∗  ∀

1  处理染整废水的基本原理

文献≈  对甲壳胺和海藻酸钠处理染整废

水已有较多的研究并已证明它们良好的絮凝作用和

脱色效果 ∀本文采用混合使用甲壳胺和海藻酸钠来

处理含染料的废水 ∀

甲壳胺可以被溶解在稀酸水溶液中 溶解后其

分子中的 )  基团在酸性条件下离子化 成为带

正电的 ) 


 ∀甲壳胺中极性的 )  !)  和

) 


 基团对溶液中染料有吸附作用 ∀

海藻酸钠是海藻酸的钠盐 它能溶解在水中 溶

解后其分子上的 ) ≤基团在水中离子化而形

成带负电的 ) ≤
 基团 ∀海藻酸钠中极性的

)  !) ≤
基团对溶液中染料也有吸附作用 ∀

当甲壳胺和海藻酸钠在同一溶液中混合时 带

正电的甲壳胺和带负电的海藻酸钠可以形成沉淀 

在吸附染料后甲壳胺和海藻酸钠的沉淀物与废水分

离 从而起到对废水的脱色净化作用 ∀

2  实验部分

本文使用了酸性铬蓝 染料来配制模拟废水 ∀

表 为用分光光度计测定不同质量浓度铬蓝 染料



溶液的吸光度和透光率 ∀
表 1  酸性铬蓝 溶液在不同浓度下的吸光度和透光率

铬蓝 溶液质量浓度Π# 吸光度 透光率Π

1 1 

1 1 

 1 

 1 

 1 

  甲壳胺和海藻酸钠溶液的质量浓度均为

 Π∀甲壳胺被溶解在  的醋酸水溶液中 而海

藻酸钠被溶解在纯水中 ∀

在室温条件下 各取  含  Π的酸性

铬蓝 染料模拟废水 分别置于 个烧杯中 ∀在一

个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甲壳胺溶液 在另一个烧杯

中加入一定量的海藻酸钠溶液 搅拌均匀后将 种

溶液相互混合 在磁力搅拌器上以  Π的搅拌

速度进行搅拌 一定时间后经过滤 取上层清液 在

分光光度计上测滤液的吸光度和透光率 ∀

根据滤液的吸光度对照标准曲线可以得到处理

后溶液中染料的浓度 Χ 脱色率为从溶液中去除

的染料占原始浓度 Χ的百分比 即

脱色率   Χ  ΧΠΧ ≅   ∀

3  结果与分析

尽管文献中对甲壳胺的脱色效果有很多的报

道 本文结果表明在酸性铬蓝 染料模拟废水中单

独加入甲壳胺和海藻酸钠都没有明显的脱色效果 ∀

加入的甲壳胺和海藻酸钠溶液均匀地分散到染料溶

液中形成一个透明的溶液 ∀而把 种溶液混合后 

由于甲壳胺和海藻酸钠互相沉淀 并吸附染料 可以

起到很好的脱色作用 ∀

311  添加量对废水脱色效果的影响

表 显示了在室温条件下 在甲壳胺和海藻酸

钠的比例为 Β时试剂添加量对脱色率的影响 ∀可

以看出 随着用量的增加 脱色效果明显改善 ∀在

 的  Π酸性铬蓝 染料模拟废水中加入

 的  Π的甲壳胺和海藻酸后即可得到

1 的脱色效果 ∀

312  添加比例对废水脱色效果的影响

表 显示了在室温条件下 添加不同比例的甲

壳胺和海藻酸钠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在甲壳胺用量

高于海藻酸钠时 混合物的脱色效果明显不良 ∀相

反 当海藻酸钠用量高于甲壳胺时 混合物有良好的

脱色效果 在海藻酸钠和甲壳胺的添加比例为 Β

时的脱色效果最好 ∀

表 2  甲壳胺和海藻酸钠的添加量对脱色率的影响

海藻酸钠

用量Π

甲壳胺用

量Π
吸光度 透光率Π

脱色率Π



  1  

  1  1

  1  1

  1  1

  1  1

  1  1

表 3  甲壳胺和海藻酸添加比例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海藻酸钠

用量Π

甲壳胺用

量Π
配比 吸光度

脱色率Π



  1 

  Β 1 1

  Β 1 1

  Β 1 1

1  Β 1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海藻酸钠和甲壳胺比例为 Β时 种高分子的

正负电符互相抵消 形成沉淀的效果最好 ∀当甲壳

胺用量高于海藻酸钠时 一部分的甲壳胺由于没有

与对应的海藻酸钠形成沉淀而溶解于溶液中 ∀由于

甲壳胺带有氨基 并且带有正电荷 对酸性铬蓝 

染料有吸附作用 ∀废水中的染料随溶解的甲壳胺保

留在溶液中 从而破坏了混合体的脱色效果 ∀

当海藻酸钠用量高于甲壳胺时 带正电荷的甲

壳胺在过量的海藻酸钠存在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沉

淀 甲壳胺分子上的氨基吸附染料 使染料随甲壳胺

的沉淀而分离出废水溶液 ∀

313  温度和时间对废水脱色效果的影响

表 显示了在 份  含  Π的铬蓝 

染料模拟废水中分别加入  的  Π甲壳胺和

海藻酸再混合 然后在不同的温度下脱色的效果 ∀

尽管随着温度的升高 脱色率有所增加 但从表 的

结果可以看出 由于在沉淀之前甲壳胺 !海藻酸钠与

染料在溶液状态下有充分的混合 温度对废水脱色

效果的影响不大 ∀同样 时间对废水脱色效果也没

有大的的影响 ∀
表 4  不同温度下的脱色率

处理温度Πε 吸光度 透光率Π 脱色率Π

 1  1
 1  1
 1  1
 1  1

314  πΗ值对絮凝能力的影响

表 显示了在 份  含  Π的酸性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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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染料模拟废水中分别加入  的  Π甲壳

胺和海藻酸钠混合后再分别加入酸和碱后的脱色效

果 ∀脱色率在酸性条件下较好 ∀这是由于在酸性条

件下甲壳胺可以得到充分的电离而带正电荷 对染

料起良好的絮凝和吸附作用 ∀而在碱性条件下 一

方面甲壳胺的电离受到阻止 另一方面海藻酸钠能

溶解于碱性的水溶液中 从而减弱了混合物的脱色

能力 ∀
表 5  不同 值下甲壳胺和海藻酸钠混合物的脱色效果

所加试剂 试剂量 值 吸光度 透光率Π 脱色率Π

未加  1  1

醋酸    1  1

氢氧化钠    1  1

4  结  论

混合使用甲壳胺和海藻酸钠对含有酸性铬蓝 

染料的废水具有良好的脱色效果 ∀甲壳胺和海藻酸

钠能在溶液中互相形成沉淀 将染料随沉淀物从废

水中分离出来 ∀由于在溶液状态下甲壳胺 !海藻酸

钠和含有染料的废水混合均匀 把 种液体混合后

脱色时间快并能在低温下进行 ∀要使废水充分脱

色 海藻酸钠的用量应高于甲壳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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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系统首先判断命令需要执行的动作 然后将命令

传递给智能风格推理机 推理机搜索风格知识库中

匹配的风格规则 调用相应的规则并生成风格款式

库 然后调用显示控制机制 根据风格推理机得到的

风格款式库中的数据 调用相应的款式部件库中的

款式 将其分别显示在用户界面中的结果显示区

域中 ∀

为了使用户能够再次设计已完成的服装款式

图 系统提供保存功能 将用户设计的服装款式图保

存成文件格式 ∀系统还可以将网上最新的服装款式

的图像文件转换为系统提供的文件格式 允许用户

调出文件 再进行修改 ∀

3  结  论

服装设计的数字化是数字化时代发展的必然趋

势 而智能化服装款式设计系统则是解决服装 ≤⁄

款式设计模块并结合服装专业特色问题的新思路 ∀

同时 这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并无现成模式可循 

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以开发带动技术普及 提升

我国服装业的高科技含量 ∀本文从理论研究与实际

应用相结合的角度出发 构建了服装款式设计系统

的结构 分析了实现智能化人机交互界面的关键问

题 建立了款式知识表示模型和款式推理机制 为进

一步进行数字化服装设计的研究确立了系统实现的

技术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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