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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扭舰化钠溶液浓度与 脱除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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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淀粉法生产草酸
,

以 佑的淀粉 佑

硫酸溶液水解产物—
葡萄糖溶液

、

母液和

务硝酸为原料
,

它们的重量比为

最适宜
,

在搅拌和通人足量空气下
,

慢慢滴加

俏酸
,

反应温度应控制在 ℃ 左右
,

不得超

过 ℃
,

食用淀粉可产 草酸

通人空气不但可提高
二

氧化度而

且可提高草酸产率
,

并有利于水
、

稀硝酸
一活

性炭
、

烧碱对
二

的吸收

在常 压下
, 二

用水吸收可得 拓

硝酸 用硝酸
一活性炭吸 收 的最佳条件是

硝酸为喷淋剂
,

喷淋速度为 厂
,

以粒径 活性炭 上海 号 为催化

剂
,

操作温度从室温至 ℃
,

对
二

的

吸收率为  
,

可得 关 硝酸 用 硝

酸作喷淋剂也可得 多 硝酸
,

但对
二

吸

收率只有 佑 左右

淀粉 法 制 草 酸 产 生
二

废气量为
, , 二

浓度为 左右
,

经水
一

硝酸活性炭
一

碱吸收
,

总吸收率在 拓以上
,

排出气体含 刀
,

即 每 小 时排放

左右
二 ,

化工厂排放筒 高
,

允

许排放量为
,

所以本法净化
二

废

气已达标 不经碱吸收
, 二

排放量也只

有
,

也可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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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染料废水脱色絮凝剂 的制备和效果实验

高宝玉 刘保东 王众仁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中心

, 济南 , 。 。。

翻共 制备了一种含有金属离子的聚硅酸脱色絮凝剂 简称 试验了它对集料废水的脱色效果及对高岭土

最浊液的 去浊效果
,

并与 的 去浊效果进行 了比较 考察了影响 絮凝及脱色效果的因素 实脸结果

表明
, 在 , , 一 , 范围内

, 具有 良好的去浊效 果
,

的两个最佳脱色区
,在 为

,

扣

为 。左右
,

与 相比 , 人 除县有良好的絮凝效果外
,

还具有良好的脱色效果

关被词 聚硅酸 , 脱色絮凝剂
,

染料废水

收稿 日期 ” 年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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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二氧化硅 即一种特殊形式的聚硅

酸
,

由于来源广
、

价格便宜
,

在水质净化处理

中广泛用作助凝剂 活性二氧化硅由于极易

胶凝
,

不 易贮存 据文献报道
,

硅酸的胶凝速

度与 密切相关  向具有一定聚合度的

聚硅酸溶液中加人一定 吐的二价或三价金属

离子
,

金属离子和聚硅酸分子中的氧形成配

位键娜
, ,

可阻止聚硅酸的进一步聚合
,

延长

聚硅酸的胶凝时间
,

且制备的活性二氧化硅

其絮凝效果大大提高团 本文在上述文献的

基础上
,

制备了含有数种金属离子的聚硅酸

简称  ,

试验了它对活性染料
、

分散染

料
、

酸性染料及印染废水的脱色效果
,

比较了

与 对 高 岭土悬 浊液的絮凝效

果 实验结果表明
,

不但具有良好的

絮凝效果和脱色效果
,

并且具有良好的贮存

稳定性

科 学
。

, ,
。

比
,

计算脱色率

对于实际印染水徉
,

色度以稀释倍数法

表示
。

絮凝实验方法

用高岭土和 自来水配制浊度为 度的

模拟水样 于 模拟水样中
,

加人一定

量的絮凝剂
,

在转速为 下搅拌
,

在转速为
,

下搅拌
,

静置

沉降
,

于上清液表层 一 处吸取

上清液
,

采用 卜 塑浊度计测 定浊度 林

准浊度采用
“

标准阱
,
浊度单位

对于实际水样
,

采 用重铬 酸钾 法测定

实 验 部 分

主要仪器
一

搅拌机
, 一

型浊度计
,

型

光栅分光光度计
, 一

计
,

节能

恒温加热器

药剂

市售聚合氯化铝
,

含 并左

右 模数 为 的硅酸钠 其他试剂均

为 级
。

 ! 的制备

取一定量的硅酸钠用自来水稀释到一定

浓度
,

加稀硫酸调 值
,

放置一定时间使硅

酸聚合
,

加人一定量的二价和三价金属离子
,

调 值
,

陈化一定时间得

脱色实验方法

于浓度为 的 染料溶液

中加人一定量的
,

在转速为

下搅拌 一
,

在 下搅拌
,

静止
,

从上部取部分溶液离心
,

上清液用 型光栅分光光度计在各个染料

的最大吸收波长下测吸光度
,

蒸馏水作参

二
、

实验结果与讨论

一) pH 值对 PSA M 絮凝除浊效果 的

影响

实验时 PS A M 的投量以有效浓度计为 6

m g /L
,

结果见图 1
.
图 1 表明

,

P S A M 适用的

州 值范围较宽
,

p
H 在 5. 5一 10

.
5 范围内都

具有良好的絮凝效果
.

,

l

卜...,‘万r|!I
L

�鲤创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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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H 值对絮凝效果的影响

(二) P sA M 与 PA C 除浊效果比较

1
.
用量对除浊效果的影响

在 声为 7
.
80 的条件下进行实验

,
P S A

M

用量以有效浓度计
,

P A C 用量以 Al 计(若无

指明
,

以下实验 州值
、

絮凝剂的计量方法都

不变)
.
实验结果示于图 2 中

.
结果表明

,

Ps
A

M 和 PA C 一样具有 良好的去浊性能
,

因向聚硅酸溶液中加入金属离子后其电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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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降性能没有明显差别
,

P S A M 稍优

PA C . 实验中发现
,

用 PSA M 处理水榨
,

生成的絮体大
,

下沉速度亦快
.

时于

和脂力大大增坦
,

以及聚硅酸大分子对胶拉

具有良好的吸附架桥作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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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4 6 8 10 12

絮凝荆加童(m 创L)

絮凝剂用肚对絮凝炊果的影响

I P SA M Z ,

P A C

从图 2 看出
,

在 PA C 与 P SA M 投加浓

度都为 gm g /L 时
,

两者具有相同的除浊玫

果
,

处理液剩余浊度为 4
.
5 度

.
投加 gm gZL

的 PA
C ,

处理 lm ,

水的费用为 0 12 元
,

投加

9 , n g
/
L 的 pSA M

,

处理 lm ,

水的费用为 0
.
22

元
.
这表明

,

在达到 !
:一
口样除独效果的情况下

,

二者的使用费用相差无几
.

2
.
PSA M :。 p A c 沉降性能 比较

PSA M 和 PA C 的投量都为 gm g /L
,

实

验结果见图 3
.
图 3 毕 果 表 明

,

P S A M 和

0 万 10 15 20

沉降时间(m in )

25

图 3 川泽时l’ed 与上清液浊度的关系

1.P SA M 2
.
P A C

(不 ) PsA M 的脱色效果

为了考察 PSA M 对不同 类 型染料的脱

色长果
,

配制浓度为 100 m g /L 的单一染料

水称
,

以排除实际水样中其它组分对脱色效

果的干扰
.
实验时

,

在每个染料水样的最大

表 l 不同 pH 值下 P SA M 对染料废液的脱色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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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 SA M 加t 对脱色率‘%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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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吸收波长处测定水祥处理前后的吸光度
.

1
.
pH 值对脱色效果的影响

介质 pH 值对染料分子的结构有一定影

响
,

染料的吸光度在不同 pH 值下不同
,

所以

实验时于每个 pH 值下分别测定水样处理前

后的吸光度
,

以消除 pH 值的变化对实验结

果的影响
. pH 值对 PSA M 的脱色效果的

影响见表 1.

表 l 结 果表明
,

P s A
M 对活性染料

、

分散

染料
、

酸性染料都具有两个最佳脱色区
:
一

是 pH 值在 6一8 左右 ;另一是 pH 值在 13 左

右 (对于活性艳红 K 一
ZB

P
,

后一脱色区的脱

色效果远远大于前一脱色区的效果 )
. P SA M

之所以具有两个脱色区
,

原因是 PS A M 含数

种金属离子
,

不同的金属离子在不同 pH 值

下其水解形态不同
,

不同的水瞬形态导致不

同的脱色效果
.

2
.
PS A M 加量对脱色效 果的影响

除活性 艳 红 K 一
ZB

P 水样 是 在 pH 为

13
.
0 条件下进行实验外

,

其它染料水样都是

在 pH 为 7
.
80 的条件下进行的

.
测定各染

料水样吸光度的波长同前
,

实验结果 见表 2
.

表 2 表明
,

对于活性染料
,

除 K 一 Z B P 的脱色

效果较差外(Ps A M 投量为 1som g /L 时
,

脱

色率达80 并)
,

当 PS A M 加量为 90 m g /L 时
,

脱色率都达 9 , 呢以上
.
甚至达 10 0 %

.
对于

分散染 料 和 酸 性 染 料
,

脱色效果更佳
,

在

PS A M 加量为 45 m g/L 时
,

脱色率可达 95 呱

以上
,

有的甚至达 100 %
.
PS A M 具有良好

的脱色效果
,

可能是 PSA M 巾的金属离子能

与含一 50
,
H

,

一O H
,

一CO O H
,

一PO
3H 等基

团的染料化合物起反应
,

生成稳定的鳌合物
,

生成的鳌合物借助于聚硅酸大分子的吸附架

桥作用从水中分离出来
.

(四) P sA M 的贮存稳定性

在 20 ℃ 左右环境中
,

不加金属离子的聚

硅酸溶液放置几天就成胶冻
,

而加人金属离

子
一

的 PSA M 溶液放置 2一3 个月后仍为溶液
.

这说明了向聚硅酸溶液中 加 人 金属离子后
,

由于金属离子能和硅酸分子中的氧形成配位

键
〔, ,s1 ,

阻止了聚硅酸的进一步聚合
,

大大延

长了聚硅酸的胶凝时间
.
另外

,

初步实验发

现
,

新制备的 P SA M 和放置 1个月 左 右的

Ps A M 的除浊能力和脱色效果无明显差别
.

(五 ) P sA M 处理工业废水的初步效果

水样采用山东即墨 针 织 厂废水
,

济南第

二和第三印染厂废水混合水样
,

该水样 含有

阳离子红 X 一 G R L

,

阳离子红 F G ,

活性嗽黄

K 一
4 G

,

活性红 K E
一
3 B

,

硫化绿色染料及各种

助剂等
,

色度高达 450 倍
,

C O D 达 627
,

s
m

g

/

L

.

实验结果见表 3.

表 3 结果表明
,

对于含有多种染料和助



环 境

表3 处理工业废水的效果

CO D (m glL ) 色 度 (告)

率)除%去(后一0000盯一刘的2000理一U82220处一

药捅浓度
.

(m glL ) 处理前{处理后
去除率
(% )

处理前!处理

P SA M (100)

P SA M (1 , 0 )

P A C ( 1 0 0 )

P A C ( 1 50 )

‘2 7
。

8

6
2

7

。

8

6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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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能力
,

在 pH 为 5
.
5一10

.
5范围内絮凝效果

最佳
.

2
.
Ps A M 具有两个最佳脱色区

,

一是困
大约在 6一8 范围 内

,

另一是 pH 为 13
.
0左

右
.

3
.
P SA M 具有良好的贮存稳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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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含氮有机污染物的催化剂及工艺
*

袁贤鑫 罗孟飞 陈 敏 马洛娅 金松寿
(杭州大学化学系 , 杭州)

摘英 介绍 了两种催化剂 P C N 一 1 ,
P C N

一
2 型对 含氮有机物如 N ,

N
一

二甲基 甲酞胺 (D M F )
、

正丁胺
、

环己胺
、

苯胺
、

硝基苯等深度氧化的话性及控 N O 二 能力
.
实验结果表明

,

由 PC N 一 1
、

P C N 构成的双催化剂处理 O M F

或 D M F 与甲苯
、

D M F 与甲乙酮的混合蒸气
,

其氧化活性和控 N O 二

能力比单一催化剂为好
.
在 2钧一300 ℃

温度范围即可完全氧化 , 控 N O ,

率达 98 % 以上
,

净化气无色无臭
.
本工艺可用于 P口 合成革生产线洪道排气

的净化处理
.

关锐词 催化剂;含氮有机物

才J

用催化燃烧法净化有机废气
,

可获得 良

好的效果
,

国内外已有许多报道
[1一 31 ,

但到 目

前为止
,

该法仅在烃类及含氧有机衍生物的

处理方面比较成功
.
有机废气中含氮有机物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涉及到染料
、

制药
、

塑料
、

皮革
、

鱼类加工等行业
.
此类废气臭味严重

,

有些毒性很大
,

故应净化处理后再排放
.

含氮有机物中氮的存在 形 式 以一N H
Z、

> N H

、

一c N
、

一N 0
2
等居多

.
烃基 (烷基或

芳基)可深度氧化成 C0 2、 H

2

0 等无毒物质

排放
.
但胺基的氧化则有两种可能

,

即变成

N : 分子或深度 氧化成 N O
二

分子
.
作为废

气净化的要求
,

希望有控制地氧化到 N : 分

子
,

阻止 N O
二

沟生成
,

以防产生二次污染
.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燃烧 催 化 剂 一 般活性较

高
,

对有机氮的氧化
,

基本上都转变成 N o
二 .

需作二次处理
,

增加了投资和运转费用
。

笔

者以天然沸石为担体
,

分别以铁
、

铜
、

锰等过

渡金属氧化物及把
、

铂等贵金属为主要活性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收稿 日期: 1991 年 ,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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