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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发展历史 将多相光催化反应器分为传统的反应器 !以机理研究为目的的反应器

和以实用化研究为目的的反应器 着重介绍了以实用化研究为目的的多相光催化反应器近年来在国内外的研制

及应用情况 阐明了新型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研究与设计是光催化氧化法实用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

一 论述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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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相光催化氧化法是一种高级化学氧化技术2

√ ¬ ° 近年来日益引起国内外的

重视 它采用半导体材料一般为锐钛矿型的 ×作

为催化剂 当能量相当于半导体禁带宽度的光照射到

催化剂表面时 就会激发半导体内的电子从价带√2

跃迁至导带∏  形成具有很

强活性的电子2空穴对 并进一步诱导一系列氧化还原

反应的进行 从而达到去除污染物质的目的 自 

年 ≤发表了关于 × 光催化氧化法应用于水中

°≤化合物脱氯去毒的成果以来 有关光催化氧化法

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应用的研究报道很多 但涉及到光

反应器应用的报道较少≈ ∗  本文主要对国内外近年

来有关污水处理中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研制及应用情

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 同时对其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1  多相光催化反应器在水处理中的研究现状

111  传统的多相光催化反应器

最早出现的多相光催化反应器是为在实验室中进

行研究而设计的 其结构非常简单 操作也很方便 反

应器主体一般为一开口敞开的容器 并置于磁力搅拌

机上 反应液在荧光或紫外灯的照射下反应 灯距液面

的距离可调 直到现在仍有许多研究者用这种反应器

来评价催化剂的活性或进行污染物降解规律的研

究≈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多相光催化反应器是一种间

歇式圆柱型光反应器 其外部为一圆柱状的玻璃容器 

容器上侧有采样口 底部有通气管 作为光源的紫外汞

灯垂直悬挂于容器中央 汞灯外套有双层  型石英或

玻璃管称为冷阱 冷凝水由此通过用来保持反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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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下进行 催化剂和反应溶液的悬浮液在  型管和

玻璃容器之间进行反应 玻璃容器下面的磁力搅拌机

起混合搅拌的作用 这种反应器主要用于在室内进行

的多相光催化氧化有机物的研究 目前已形成产品 西

班牙的应用光物理有限公司和我国的南京长宁无线电

厂等都在制造生产≈ ∗  

112  以机理研究为目的的多相光催化反应器

油水界面光反应器  等利用光合作用的

基本原理设计了一种油水界面的光反应器 来研究如

何阻止多相光催化反应中电子2空穴对的复合 以提高

光反应的效率≈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主体为一柱状

的玻璃瓶 反应溶液由油水 种液体组成 分为上下 

层 披铂的 × 在磁力搅拌器的作用下悬浮于水相 

当电子2空穴对形成时 水溶液中的 与空穴发生反应

被氧化成 
 

再在油水界面被油相中的叔丁基对

苯二酚还原成  使得空穴进入油相 从而阻止了其

与电子的复合 从理论上说 这种反应器是能够用于一

些污水处理的 但从反应器设计的角度考虑 现在还很

难设计出既能让油水两相稳定分层 又能让催化剂均

匀分布于水相接受光照的大型装置 因此 它目前只适

合于小型实验的机理研究 

泰勒涡旋光反应器×√¬  一

些研究者认为 通过可控的周期性的照射 光催化反应

的光效率是可以提高的 正是基于这 一 思 想 

≥等设计制造了泰勒涡旋光反应器≈ 它由

内外 个同轴的圆柱体构成 荧光灯泡置于小圆柱体

内作为光源 反应在两圆柱体之间进行 该反应器的最

大特色在于小圆柱体能够旋转 使溶液内形成了泰勒

涡旋 从而带动催化剂不断经历光反应和暗反应阶段 

提高了反应的效率 从实验结果来看 这种反应器的应

用前景是诱人的 但它目前只是一个小型的模型 由于

其复杂的运行机理使得它的放大设计还存在很多困

难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涡流反应器2    等为了

研究半导体光催化降解印染废水的反应动力学而专门

设计了涡流反应器≈ 该反应器形状为一扁圆柱 圆

柱的上下面由玻璃板构成 催化剂分别沉积于上下玻

璃板的下表面和上表面 污水沿柱体的切线方向进入 

出水口在上玻璃板的中心 实验表明 涡流反应器对于

研究不同污染物的动力学参数以及各参数间的相互关

系具有很好的效果 

113  以实用化研究为目的的多相光催化反应器

双薄层反应器∏  据报

道 和 √ • 的研究小组分别用由特殊材料

制成的形状如扁平箱子的透明反应器进行了降解二氯

乙酸盐和净化地下水的实验 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由于该反应器内溶液流速为 1使得雷诺数达

到了 左右 因此污水以湍流形式循环流动 从而

改善了反应的水力条件 使催化剂分布均匀 不宜沉

淀 另外 这种反应器还能同时利用太阳光的直射和散

射部分 因而具有较高的光效率 但反应完成后还需将

催化剂粉末从水中分离出来 这就增加了操作步骤 提

高了处理费用 

管式反应器  这是类型最多的一种反应器 其

反应都是在透光性能较好的材料制成的玻璃管或塑料

管中进行 催化剂在管中有 种存在形式 一种为固定

床¬2式 即将 ×负载于硅胶 !玻璃珠 !砂石 !

玻璃纤维等载体上 然后填充于管中 或直接将催化剂

负载于管壁上 另一种为悬浆∏式 即 × 以悬

浮状态存在于管中 

°∏等用一种管式的试验性下流光反应器

 进行了污水处理的研究≈ 该

反应器的主体为一长  内径 的圆管 管

内垂直放置一根带有套管的紫外灯 悬浆体系的反应

液经由泵进入圆管 由上往下呈膜状通过柱体 并在紫

外灯的照射下发生反应 此外 还有配套的循环 !混合 !

搅拌 !曝气装置 ≤等也用类似的装置进行了降解

甲酸和阿特拉津的研究≈ 不同之处在于催化剂是固

定于反应器内壁的一层 ×膜 

∏!及 等人所用的

管式反应器分别采用管周围放置数量不等的黑光灯或

荧光灯的办法 使用起来简单方便≈ ∗  ∂等实验

用的是一种叫做模拟太阳光的管式反应器 其光源设

备较复杂 是由  • 的高压氙灯 !抛物形反射器 !光

过滤装置及其它一些设备组成的模拟太阳光装置≈ 

≤等选用太阳光作为光源来处理地下水

污染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其管式反应器由一系

列平行的直径为 1 ∗ 1英寸的塑料管及一块反光

板组成 反光板的作用是使反应管的背光面也能发生

反应 以提高反应效率 

这些管式反应器都是非聚焦式光反应器 它们的

差异主要在光源的种类 !光源与反应器的相对位置及

其它一些附属设备上 这种管式反应器的优点是结构

简单 操作方便 缺点是用电光源的反应器运行费用过

高 而用太阳光的反应器则反应速率较慢 为了克服这

些缺点 人们又设计了聚焦式光反应器 它是一种以太

阳光作为光源的管式反应器 一般采用抛物槽或抛物

面收集器来聚焦太阳光并辐射在能透过紫外光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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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上 这种反应器 年代初开始用于实际污水处理 

美国的 ≥国家实验室和 √实验

室已分别在 ∏∏∏和加利福尼亚建立了抛物槽

反应器的示范工程 同一时期欧盟资助的一些研究团

体也在西班牙的 ° ≥ 

°≥建立了类似的反应器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许

多研究者认为 这种聚焦式光反应器只能利用太阳光

的直射部分 然而太阳光的漫射部分对催化作用也相

当重要 因此 等设计了一种称为 ≤°≤2

∏光反应器的装置来研究降解有

机废水≈ 这种反应器由一系列的复合抛物面捕集器

组成 每个 ≤°≤ 是由 个平行的 能透过紫外光的含氟

聚合物管构成 每根管都带有 个特殊的抛物状的反

射装置 由于这种反应器能同时利用直射和散射 种

紫外光 因而 与前面介绍的聚焦型的光反应器相比 

有更高的光效率 

实验结果表明 聚焦型光反应器有很好的降解污

染物的效果 但由于其聚焦设备造价昂贵 使得反应器

的投资费用过高 难以承受 

平板型反应器  这是 • 的研究小组开发

的一种太阳光反应器≈ 该反应器主体为上面铺有一

层负载了 ×的玻璃纤维网的平板 它与水箱 !泵 !淋

滤装置等辅助设备连接 研究表明 这种反应器无论是

在阴天还是晴天 都有相当好的处理效果 但是 由于

其水力负荷较低 因而很难用于实际污水的处理 

浅池型光反应器  浅池型光反应器分为室内 !

室外 种 室内的反应器是将 × 负载于容器底部形

成一层 ×膜或在容器底部铺一层负载型催化剂 反

应溶液从催化剂上循环流过 并在电光源的照射下发

生反应 和 ≥∏等分别用这种类型的反应

器进行了多种污染物质的实验研究≈ ∗  室外的浅池

反应器是 • 等研制开发的≈ 其规模要比室内

反应器大得多 它由一系列高度不同的浅池组成 以太

阳光作为光源 负载了 ×的玻璃纤维网刚好浸没在

水面下 与平板型反应器相比 浅池型光反应器的水力

负荷要大的多 因而更有可能应用于工业污水的处理 

但由于光的透射能力有限 使得反应溶液的深度不能

太大 因此 要想提高反应器的处理能力 只有通过扩

大光照面积的途径 这就导致了反应器占地面积过大 

光学纤维束光化学反应器 2

  这是 °等研制开发的一种

光化学反应器 它基本上是由氙灯 !过滤器 !聚焦透镜 !

圆柱形的玻璃反应容器组成≈ 在反应容器内有

1长的光学纤维束 它包含 根直径  的石英

光学纤维 每根光学纤维表面都负载了一层 × 膜 

反应在膜水表面进行 从其结构可以看出 这种反应器

的光 !水 !催化剂三相接触面积是很大的 因而反应效

率很高 这在实验中也已得到了证实 此外 根据实际

需要 能通过增加光学纤维的数量来进一步提高反应

器的三相接触面积 同时避免了其它反应器所具有的

诸如占地面积大 !有效反应体积小等缺点 但是光学纤

维及其辅助设备的造价太高限制了该反应器的推广应

用 如果能够降低反应器的投资成本 进一步提高反应

效率 光学纤维束光化学反应器在水处理中是有很较

好的应用前景的 

∏光反应器  这是根据 °公司新

开发的一种直径非常小的荧光管式灯而设计的反应

器≈ 由于灯的形状和长度可以改变 因而反应器的

形状和大小可根据需要来设计 非常方便 可以说 

∏光反应器几乎具有光学纤维束光化学反应器

的所有优点 虽然其造价也不低 但与光学纤维束光化

学反应器相比还是要便宜得多 就目前而言 限制其用

于大规模水处理的主要障碍是耗电量较大 

2  存在的问题

研究表明 多种结构的光催化反应器已经被用于

光降解研究和实际废水处理中 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这些问题涉及多

相光催化反应器的各个方面 情况非常复杂 其中 催

化剂的存在状态 !反应器的几何形状及尺寸和光系统 

方面的问题是需要重点加以考虑的 

催化剂的存在状态  在悬浆体系中 反应不但

需要大量的催化剂来支持连续的运转 而且处理后必

须将催化剂粉末颗粒从流动相中分离出来 一般用过

滤 !离心 !混凝 !絮凝等方法 这就使得处理过程过于复

杂 同时还增加了经济成本 因此 将催化剂粉末颗粒

固定在载体上是需要的 但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这就

是催化剂单位体积的表面积比较低 从而阻碍了质量

传递的进行 催化剂易于钝化以及由于反应介质对光

的吸收和散射导致光能量的不足 

反应器的几何形状  反应器的几何形状在前

面已经得到了论述 由于多相光催化反应本身所具有

的特点 反应器的光照面积与溶液体积的比率∂ 

是影响处理效果的重要参数 实验表明 ∂ 值越大 

反应速率越快 但 ∂ 值增大一般意味着占地面积的

增加 因而在实际应用中是很难通过提高 ∂ 值来实

现处理要求的 而且 大多数反应器都不能按比例放大

到工业化的处理规模 这对于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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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是很大的阻碍 有些反应器即使能够放大 也存在

着反应速率慢 !运转费用昂贵 !操作复杂等缺点 

光系统  光系统包括光源及其辅助设备 对于

采用电光源的反应器来说 消耗电能在经济上是一个

负担 此外 由于可被反应利用的紫外及近紫外光在反

应溶液中衰减的非常的快 因而必须尽可能的提高光

液的直接接触面积 这就使反应器的放大设计变的很

困难 对于采用太阳光及其他一些光学设备的反应器 

聚光系统是否能提高光效率还存在争论≈ 即使不考

虑这点 其昂贵的制造 !维修 !使用费用也限制了它的

推广应用 近年来 随着理论和实验研究的不断深入 

直接用太阳光作为光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它被认为

是最有应用前景的研究方向 但如何提高利用太阳光

的光效率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3  展望

新型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研究与设计是光催化氧

化法实用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 已日益

引起人们的重视 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也逐渐增加 但总

体来说 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研究还比较少 目前基本

局限于实验室研究 

从本质上说 反应器的设计就是要使光催化反应

的光 !固 !液三相的配比达到最优化 这不仅是指技术

上的优化 同时也包括经济上的优化 也就是说要达到

最佳的技术经济比 使之技术上可行 经济上便宜 这

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很有实际意义

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就需要大量的描述反应器行

为的动力学数据和反应器模型 从理论角度来看 建立

和求解多相光催化反应器行为的方程是十分困难的 

而由于目前的试验研究均落后于理论分析 因而从试

验上对这些模型进行验证和考察也是十分困难的 这

就阻碍了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研究进展 因此迫切需

要对多相光催化反应器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试验研

究 以促进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模拟和设计方法的建

立和完善 

可以预见 随着各种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研究

的不断深入 多相光催化反应器的研制一定能够从实

验室走向实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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