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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种活性炭纤维 ≤ ƒ作为吸附剂对水中 ≤  ≤ !≤ ≤ !高锰酸钾指数 ≤  ⁄ !紫外吸光值 Ε  ∂ 等有机微污染物

的去除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与 2型颗粒活性炭 ≤ 进行了对比Λ 吸附等温线的结果表明 ≤ ƒ对 ≤  ≤ 的去除效果最

好当 ≤  ≤ 的平衡浓度为 Λ#  时 ≤ ƒ对 ≤  ≤ 的吸附容量为 Λ#   ≤ 对 ≤ ≤ 的去除效果最好当 ≤ ≤ 

的平衡浓度为 Λ#  时 ≤ 对 ≤ ≤ 的吸附容量为 1Λ#   ≤ 及  ≤ ƒ对 ≤  ⁄ !∞∂ 有较好的去除效果当

≤  ⁄ 的平衡浓度为 1#  时 ≤ 及  ≤ ƒ对 ≤  ⁄ 的吸附容量分别为 1#  和 1#  当 Ε  ∂ 的

平衡浓度为 1时 ≤ 及  ≤ ƒ对 Ε  ∂ 的吸附容量分别为 1 和 1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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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炭纤维√  ≤ ƒ 是一种

新型!高效吸附材料为有机炭纤维经活化处理后制

成Λ 它具有发达的微孔结构巨大的比表面积众多的

官能团其微孔直径主要介于 ∗ ∼ 之间使其有效

吸附表面积和微孔容积均大大超出颗粒活性炭2

∏√ ≤ 吸附容量大增Λ吸附质可

直接在暴露于纤维表面的微孔上进行吸附和脱附因

此吸附速率较  ≤ 快得多且再生时也易脱附Λ 同样

的原因对于低浓度以至痕量吸附质的吸附效果较

 ≤ 更好Λ因此在处理低浓度污染物质时 ≤ ƒ 能发

挥更大的作用≈Λ随着经济的发展以有机污染为代表

的水源水污染日趋严重≈Λ 传统的水处理工艺去除溶

解性有机物的效率极低另一方面加氯消毒虽然杀灭

了水中的细菌但氯与水中的有机物结合会产生大量

的有机氯化物不仅原水中的有机致突变物不能去除

反而成倍增加≈∗ Λ本文以 种  ≤ ƒ 作为吸附剂对水

中 ≤  ≤ !≤ ≤ !≤  ⁄ 和 Ε  ∂ 等有机微污染物指标

的去除进行了研究Λ

1  实验

111  实验材料及仪器设备

吸附剂材料 选用 种活性炭纤维材料  ≤ ƒ鞍

山产粘胶基! ≤ ƒ沈阳产粘胶基! ≤ ƒ太原产粘

胶基! ≤ ƒ沈阳产丙烯腈基及一种颗粒活性炭

2型  ≤ Λ

吸附剂材料在实验前需预处理 将吸附剂材料在

蒸馏水中煮沸 然后用大量蒸馏水冲洗以除去其中

的水溶性和挥发性杂质再在 ε 下烘干 取出

研碎再烘干 装入干燥器中待用Λ

试剂 三氯甲烷四氯化炭高锰酸钾草酸均为

分析纯试剂Λ

仪器  ≥± 2微计算机化气相色谱仪紫外

光栅分光光度计 2型多头磁力搅拌器× ⁄• 系列

型控温仪电热恒温水浴锅Λ

112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 所示Λ

图  吸附速率及吸附等温线测试实验装置

113  实验方法

去除 ≤  ≤ ! ≤ ≤   配制一定量的含 ≤  ≤ 

Λ左右! ≤ ≤  Λ的溶液作为原水Λ 称取

吸附剂放入细口瓶中加入  原水盖上内

衬铝箔的医用胶塞将细口瓶放入 ε 的恒温水浴中

并用磁力搅拌器搅拌每隔一定时间取样测其浓度

一直至吸附达到平衡测其吸附平衡时间Λ

称取某种  ≤ ƒ 或  ≤ !!!!

! ! 依次放入细口瓶中加入原水

 盖上衬有铝箔的医用胶塞放入 ε 的恒温水

浴中并用磁力搅拌器搅拌为使吸附达平衡每个样

品均在 后取样测试以获得其吸附等温线Λ

去除 ≤  ⁄ !Ε  ∂  以自来水为原水准确称

取某种炭 !!!!!!依次

放入细口瓶中加入  原水放入 ε 恒温水浴

中并用磁力搅拌器搅拌Λ 为使吸附达平衡每个样品

均在 后取样测试以获得吸附等温线Λ

114  分析方法

≤  ≤ !≤ ≤  采用  2中的顶空气相色谱

法测定

≤  ⁄ 采用国家环保局编5水和废水分析监测方

法6第三版的分析方法

2  结果与讨论

211  对 ≤  ≤ 的吸附

种吸附剂对 ≤  ≤  的吸附见图 各自对 ≤  ≤ 

吸附的平衡时间分别为  ≤ ƒ ! ≤ ƒ !

 ≤ ƒ  !  ≤ ƒ  !  ≤ 说明  种

 ≤ ƒ 对 ≤  ≤ 的吸附速率远远大于  ≤ Λ

ƒ∏θ κχν对 ≤  ≤  吸附等温线实验数

据的拟合结果见表 Λ

实验结果表明当平衡浓度为 Λ# 
 χ

1时 种吸附剂对 ≤  ≤  的去除效果顺序为

 ≤ ƒ   ≤ ƒ  ≤   ≤ ƒ   ≤ ƒ此时  ≤ ƒ 对

≤  ≤  的吸附容量为 Λ# 
 Λ  ≤ ƒ 适用于对平

图  种吸附剂对三氯甲烷的吸附等温线

衡浓度要求高的水中 ≤  ≤ 的去除Λ

表 1 拟合结果

吸附剂 κ ν ρ

 ≤ ƒ 1 1 1
 ≤ ƒ 1 1 1
 ≤ ƒ 1 1 1
 ≤ ƒ 1≅   1 1
 ≤ 1≅   1 1

图  种吸附剂对 ≤ ≤ 的吸附等温线

212  对 ≤ ≤ 的吸附

种吸附剂对 ≤ ≤  的吸附见图 各自对 ≤ ≤  吸

附的平衡时间分别为  ≤ ƒ !  ≤ ƒ !

 ≤ ƒ  ! ≤ 说明  ≤ ƒ 对 ≤ ≤  的吸附

速率远远大于  ≤ Λ

在进行  ≤ ƒ 的实验中出水中的 ≤ ≤  浓度高出

原水说明这种炭纤维中有 ≤ ≤  溶出因此未测得其

数据也说明  ≤ ƒ不适宜用作水处理用的吸附剂Λ

实验结果表明当平衡浓度为 Λ# 
 χ

1时 种吸附剂对 ≤ ≤  的去除效果顺序为

 ≤   ≤ ƒ   ≤ ƒ  ≤ ƒ此时  ≤ 对 ≤ ≤ 的吸

附容量为 1Λ# 
 Λ  ≤ ƒ! ≤ ƒ适用于对平衡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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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求高的水中 ≤ ≤ 的去除Λ

ƒ∏θ κχν对 ≤ ≤ 吸附等温线实验数据

的拟合结果见表 Λ

表 2 拟合结果

吸附剂 κ ν ρ

 ≤ ƒ 1≅   1 1
 ≤ ƒ 1≅   1 1
 ≤ ƒ 1≅   1 1
 ≤ 1 1 1

213  对 ≤  ⁄ 的去除

种吸附剂对 ≤  ⁄ 的去除见图 Λ

图  种吸附剂对 ≤  ⁄ 的吸附等温线

  实验结果表明当平衡浓度为 1# 
 χ

1时 种吸附剂对 ≤  ⁄ 的去除效果顺序为

 ≤   ≤ ƒ   ≤ ƒ  ≤ ƒ   ≤ ƒ此时  ≤ 及

 ≤ ƒ  对 ≤  ⁄ 的吸附容量分别为 1# 
 和

1# 
 Λ  ≤ ƒ 及  ≤ ƒ适用于对平衡浓度要求

高的水中 ≤  ⁄ 的去除Λ

ƒ∏θ κχν对 ≤  ⁄ 吸附等温线实验数

据的拟合结果见表 Λ

表 3 拟合结果

吸附剂 κ ν ρ

 ≤ ƒ 1 1 1
 ≤ ƒ 1 1 1
 ≤ ƒ 1 1 1
 ≤ ƒ 1 1 1
 ≤ 1 1 1

214  对 Ε  ∂ 的去除

种吸附剂对 Ε  ∂ 的去除见图 Λ

ƒ∏θ κχν对 Ε  ∂ 吸附等温线实验数

据的拟合结果见表 Λ

实 验结果表明当平衡浓度为 1 χ 

1时 种吸附剂对 Ε  ∂ 的去除效果顺序为

 ≤   ≤ ƒ   ≤ ƒ  ≤ ƒ   ≤ ƒ此时  ≤ 及

 ≤ ƒ 对 Ε  ∂ 的吸附容量分别为 1 及 1 Λ

图  种吸附剂对 Ε  ∂ 的吸附等温线

表 4 拟合结果

吸附剂 κ ν ρ

 ≤ ƒ 1 1 1
 ≤ ƒ 1 1 1
 ≤ ƒ 1 1 1
 ≤ ƒ 1 1 1
 ≤ 1 1 1

  通过对 种  ≤ ƒ 及 2型  ≤ 的研究发现

 ≤ ƒ 对水中微污染物的去除与理论分析有异这可能

有 点原因≠ 某种活性炭纤维可能只对某一污染物

有特殊的吸附性能 由于条件所限本试验选用的活

性炭纤维类型较少应选用更多的类型进一步研究Λ

3  结论

 ≤ ƒ 及  ≤ 对 ≤  ⁄ !Ε  ∂ !≤ ≤ 有较好的去

除效果而  ≤ ƒ 对 ≤  ≤ 的去除效果最好Λ因而在饮

用水的深度处理中可在颗粒活性炭柱之后再加一个

填装有  ≤ ƒ 的纤维柱这样既可保证对 ≤  ⁄ !

Ε  ∂ 等有较好的去除效果又可保证对 ≤  ≤ 有较好

的去除效果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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