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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剧毒有机废料在高温至超临界水中的处理实验

李统锦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　510640)

Brill T . B.

( Dept . of Chem. & Biochem . , Univ. of Delaw ar e, Newark, DE 19716,U SA)

摘要　为了探索毒害有机废料的处理条件和反应机制,用二氨基乙二肟, 氨基氰和蜜胺作初始试料,在温度 150—400℃, 压力

100—700×105Pa的条件下进行了水热实验研究,部分密胺实验还添加了 H2O 2.实验结果表明,在水热条件下,尤其在超临界

水中,二氨基乙二肟和氨基氰既可以通过热解作用而聚合成较高分子量的氮杂环混合物,进而水解转化成 CO 2和N H3,也可以

直接发生水解作用,生成CO2和 NH3.添加氧化剂可以大大提高对高热稳定性的有机废料如密胺的处理速度.水解反应的可能

机制是水的亲核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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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 e pro cessing conditions and react ing mechanism of pr io rity org anic

w astes, diam inog lyox ime, cyanam ide and melam ine which w ere used as star ting materials in this

paper w er e conducted hydrothermal exper imental studies under conditions at temperatures of
150—400℃ and pressures of 100—700×10

5
Pa. H2O 2 was added in some runs of melam ine. Ex-

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nder hydr othermal condit ions, especially in supercrit ical w a-

ter , diaminog lyox ime and cyanam ide can be converted into NH3 and CO 2 , either through dir ect

hydr olysis o r through pyrolysis. In the second case, they first ly polymerize into a m ix tur e of

higher mo lecular w eight cyclic azines befo re ult imately hydrolysis. Supercrit ical w ater can eff i-

cient ly destr oy tho se or ganic w astes w hich cantain hazardous or tox ic mater ials and can trans-

fo rm them into nonpo isonous NH3 and CO 2, etc. T o process those hydrothermally stable org anic

w astes in hydrothermoly sis, a few oxidizer s can be appropriately added so that priority org anic

w astes ar e able to transform mo re quickly, more completely. Prossible mechanism o f hydroly sis

react ion is nucleophilic addit ion of w ater .

Keywords　diaminog lyox ime, cyanam ide, supercrit ical w ater , cyclic azine compound, py roly sis,

hydr olysis, or ganic w aste.

　　二氨基乙二肟、氨基氰和蜜胺是高科技人

工合成物,是剧毒的、致癌的有机化合物.关于

毒害有机物的来源、迁移、转化和归宿机制等,

国内外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 [ 1] .

超临界水作为一种化学反应介质,用于处

理或破坏危险的或剧毒的有机物质, 已引起国

际上化学家和工程学家的极大关注[ 2, 3] .关于上

述3种实验物质的研究工作,前人仅对它们的纯

固相物质进行了快速热分解实验研究
[ 4—6]

.本

研究发展了这些物质的水热实验.这里报道的



主要内容是169次水热处理实验的初步结果.

1　实验

1. 1　初始物质和仪器

所有初始物质除了二氨基乙二肟由 Dr.

R. L . Willer 提供外
[ 4] , 其余都是分析纯化学试

剂,氨基氰,双氰胺,蜜胺,三聚氰酸二酰胺和三

聚氰酸一酰胺为 Aldrich 化学公司产品; 氰尿

酸为日本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产品; 30%过

氧化氢为 Fisher 化学公司试剂. 红外光谱仪的

型号为 Nicolet 20SXB FTIR; GC-M S 的型号

为 AutoSpecEQ.

1. 2　实验方法

所有实验都是在抗腐蚀性较强的金属钛管

状反应器并于流体化沙浴中完成的. 实验前,管

状反应器洗净后用氩气充填以排去空气,并用

聚乙烯薄膜封口待用.配制溶液用水为加氩气

的去离子水,即去离子水用压缩氩气喷射30—

40m in以除去溶解于水中的空气.根据水蒸汽

压表和反应器的有效体积计算所需温压条件下

的用水量[ 7] . 实验温度150—400±3℃, 压力

100—700×10
5
Pa,实验时,密封的管状反应器

被置于流体化沙浴中恒温. 反应时间根据需要

从5min 到120m in, 完成实验后, 管状反应器被

置于冰水中淬火5min,如实验产物有沉淀物或

不溶物,则需抽滤分离溶液和沉淀物,然后用扫

描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仪分别测定液相和固相

产物(样品+ KBr,压成圆片)的红处光谱图;用

高分辩率的 GC-M S联用仪鉴定具有代表性的

部分实验产物; 某些实验产物的结晶相用 X-光

粉晶衍射法进行测定.

2　实验结果和讨论

2. 1　二氨基乙二肟( C2H 6N 4O 2 )

温度150—400℃, 压力275×105Pa, 1mol/

L .实验结果表明, 在150℃时, 二氨基乙二肟已

发生热分解反应. 当完成实验打开管状反应器

时,有大量气体冲出,溶液的 pH 约为9. 5. 开始

时,实验溶液显淡黄色, 透明,经放置一段时间

后,即结晶出几颗浅淡黄色的板状晶体.经 X

光粉晶衍射测定,证明晶体仍为二氨基乙二肟.

经质谱测定, 150℃时的实验产物除了未分解的

二氨基乙二肟外, 还有二氨基呋喃( C2H 4N 4O )

和一氨基乙二肟( C2H5N 3O 2 ) , 前者系由二氨基

乙二肟脱水而成,后者系由它脱氨基而得.

在200℃时, 实验产物的红外吸收谱图中存

在吸收波数为2122cm
- 1
和2145cm

- 1
二个弱吸

收峰. 它暗示了溶液中可能存在 NH 4 [ N

( CN) 2 ] , 它是双氰胺的同分异构体, 可能是二

氨基乙二 肟脱羟基的结果, 即 C2H6N 4O 2

- 2OH
NH4 [ N ( CN ) 2 ] .根据 Stoner 和 Brill的

研究, 二氨基乙二肟和二氨基呋喃的快速热分

解气相产物也存在NH 4[ N( CN ) 2]
[ 4] .它可以象

双氰胺那样发生三聚作用, 生成蜜胺及其衍生

物氮杂环化合物等. 此外,红外谱图还显示,溶

液中存在 CO
2-
3 、HCO

-
3 和 NH

+
4 等物种的吸收

带.这表明, 200℃的实验已同时存在2种反应类

型:即二氨基乙二肟的热分解反应和水解反应.

250℃的实验进一步证明上述2种反应类型

同时存在.实验产物的质谱测定确证存在二氨

基呋喃,蜜胺(图1)、三聚氰酸二酰胺、三聚氰酸

一酰胺,氰尿酸等,而红外谱图也显示水溶液尚

有 CO
2-
3 、HCO

-
3和 NH

+
4等物质存在.

在375℃和400℃的超临界水中,水的氧化

作用大大增强,表现为二氨基乙二肟溶液特有

的淡黄色消褪了; 用作管状反应器密封部件的

纯钛金属垫片(接触流体的那一面)被氧化成金

黄色或红紫色, 尤其在400℃时最为明显. 在

400℃时, 实验时间在20min 以下, 钛垫片被氧

化成金黄色; 实验时间超过1h, 钛垫片被氧化

成红紫色. 400℃的实验样液无色透明, 打开反

应器密封后有大量刺激性气体冲出, 溶液的pH

约为8. 5,其红外谱图如图2.二氨基乙二肟已全

部反应并转化成 CO 2和 NH3了.

2. 2　氨基氰( H2NCN)和蜜胺[ C3N 3 ( NH2 ) 3]

蜜胺是二氨基乙二肟、二氨基呋喃和氨基

氰等初始物质自身反应衍生物中最关键的中间

体;它的热稳定性比较高,抵抗高温水或超临界

水的破坏能力较强,不溶于水,作为废料处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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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mol二氨基乙二肟在250℃( 10min)水热反应产物中

密胺的 EI+ Magnet质谱

图2　1mol二氨基乙二肟在400℃

( 30min)水热反应流体的红

外吸收光谱

象具有一定代表

性.

在室温下, 氨

基氰易溶于水中,

可配制成1mol的溶

液供实验用, pH=

6. 0.

氨基氰的实验

是 在 温 度 150—

400℃, 压力275×

105Pa 的条件下完

成的. 而蜜胺则在

温 度 150—400℃,

压力300×105Pa 的

条件下完成. 其中,

在 300℃时为了考

察压力对反应进程

和产物的影响, 曾

进行了压力 100—

700×10
5
Pa 的实验

研究.此外,为了考察增加氧化剂对破坏危险或

有毒废料反应速度和效果的影响,也曾进行了

蜜胺+ 9. 5% H2O 2的实验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氨基氰在150℃的水溶液中

是不稳定的, 溶液的 pH 值随实验时间的加长

而逐渐增大, 即由5min 的6. 5增大到120m in 的

8. 5,当实验时间加长到120m in 时, 实验溶液开

始出现胶体沉淀.

200℃是氨基氰自聚合转化成双氰胺等衍

生物的高峰期,自实验时间超过10m in 之后,大

量白色沉淀出现. 从沉淀物的红外谱图可以看

出,实验时间在10m in 时, 沉淀物的优势产物是

双氰胺(图3) ,此后,随着反应时间加长,双氰胺

又转化成其它衍生物, 例如经质谱确证,沉淀物

中存在有双氨氰基甲醛( C2H5N 3O)、苯酚、蜜胺

和其它氮杂环化合物等.

在250℃时, 当实验时间为30m in 时, 氨基

氰的实验产物尚有少量白色沉淀和气体; 当实

验时间延长到60min 时, 实验产物已不出现沉

淀,仅有气体, 溶液无色透明.与二氨基乙二肟

和氨基氰实验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蜜胺面对高

温水直至超临界水,显示相当高的抗破坏能力,

如在实验条件下,要使加进反应器内1mo l的固

相蜜胺完全溶解, 所需温度和相应时间是:

300℃, 60m in; 350℃, 15m in; 375℃, 10min;

400℃, 7. 5min. 实验中加进氧化剂, 如过氧化

氢,则情况大为改观.在250℃的实验中,在保持

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仅增加9. 5% H2O2 ,结

果只要20min 的实验时间就将全部蜜胺转化成

CO 2和 NH3 (图4) .

增加压力,对实验产物的分配强度有较大

的影响. 例如由下面溶液反应的化学平衡可以

看出:

2NH
+
4 + CO

2-
3 NH

+
4 + HCO

-
3 + NH3

　　　 2NH3+ CO 2+ H 2O

当增加压力时,平衡由右向左移动,溶液中

的 NH
+
4 和 CO

2-
3 占优势.这个分析和本实验结

果相符(图5) .

这个反应方程实际上控制了反应产物的

CO 2-CO 2-
3 -HCO -

3和 NH+
4 -NH3的平衡转化.

根据实验结果推断, 二氨基乙二肟除了部

分热解产生 NH4 [ N ( CN) 2 ] , 进而聚合成蜜胺

参加氮杂环化合物的水解反应而使二氨基乙二

肟破坏外,在热液条件下还可以由二氨基乙二

肟直接水解而破坏,其反应式如下:

C2H6N 4O 2+ 4H 2O 4NH3+ 2HCO
-
3

同样, 氨基氰也可以直接参与水解作用而

生成尿素, 尿素再进一步水解而生成 NH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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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mol氨基氰在200℃( 10min)水热反应沉淀物的

红外吸收光谱与纯双氰胺的红外吸收光谱比较

(样品+ KBr 圆片) ( a)实验产物　( b)纯双氰胺

图4　1mol 蜜胺+ 9. 5% H 2O 2在

250℃( 20min)水热反应溶液的

红外吸收光谱

CO 2, 因为尿素和氨基氰在化学计量上的差别

只是一个水分子, 即:

CH2N 2+ H2O CH4N 2O+ H2O

2NH3+ CO 2

这个推断得到 Kieke 等人工作的佐证: 新

近,他们在177—302℃观察到水合尿素异构化

成 NH4OCN, 然后水解成 NH 3和 CO 2,即:

( NH2 ) 2CO H2O NH 4 H2O NCO,

N H4 H2O NCO 2NH3+ CO 2
[ 8]

总之,水解反应可能是多途径的.

关于二氨基乙

二肟、氨基氰和氮

杂环化合物经水解

转化成 NH3和 CO2

的可能机制, 根据

实验结果, 认为可

能是水分子的亲核

加合造成的, 即水

分子中的氧原子对

链中或环中碳原子

的极化作用和水分

子中的氢原子对链

图5　压力对实验产物影响的红外吸收光谱比较

( a ) 300℃, 100×105Pa ( 20min) ( b) 300℃, 700×105Pa( 20m in)

中或环中氮原子的键合作用. 由于氧的电负性

大于氮,故当碳原子受到氧原子的极化作用时,

容易使 C≡N, C= N, C—N 键断裂,从而产生

亲核加合,最终生存 NH3和 CO 2.

3　结论

( 1)在水热环境, 尤其在超临界水中,二氨

基乙二肟和氨基氰既可以通过热解作用, 聚合

成较高分子量的氮杂环混合物,进而水解转化

成水合 NH3和 CO 2,也可以直接发生水解作用,

生成水合 NH3和 CO 2.

( 2)超临界水可以有效地破坏那些含有危

险的或剧毒的有机废料,使之生成无毒无害的

水、二氧化碳、氨和无机盐等.

( 3)对热稳定性较高的有机废料的处理,可

以适度加进一些氧化剂,使危险的或有毒的有

机废料转化更快速更完全.

( 4)水解反应的可能机制是水的亲核加合.

在水热作用下,分子间键的断裂和重新结合,可

能首先发生于不饱和键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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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仅考虑了纳污海域流速、流向的时间序

列,建议在以后的分析中,同时考虑污水中污染

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序列和纳污海域其它参数

随时间的变化序列, 以更加准确地得到排放入

纳污海域中的污染物随时间的变化序列.

采用时域法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后,其评价

标准也应是按概率思想确定的混合区边沿的规

定超标概率频率值和侵袭频率值,建议在规定

某处污水海洋处置工程的超标混合区面积时,

也应同时规定超标混合区面积边沿处的超标频

率值和侵袭频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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