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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生物质及其衍生物种类丰富，性质多样，显示出众多的应用特性和功能特性。
它们可以特异性地与不同物质、组分和材料发生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工业生产领域。
生物质原料（如茎秆）内充满海绵状的髓，茎上密生刚毛，叶两面粗糙，被刚毛。
利用生物质原料表面粗糙、密生刚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与重金属离子结合的能力，通过适当的改性
可以使其具备良好的亲水性且耐水溶；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以适应工业操作；具备耐酸、耐碱性能
，可以在广泛的pH范围内对重金属进行吸附沉淀处理，实现对重金属离子的回收再利用。
　　　　
《生物质基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与应用》集中反映了作者多年来在生物质基吸附材料制备和应用研
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和数据，主要涉及天然稻壳和膨化稻壳基吸附材料、魔芋葡甘聚糖基吸附材料、植
物多酚基吸附材料、竹和菊芋茎叶基吸附材料的制备、应用特性的表征及应用基础研究内容。

　　《生物质基重金属吸附材料的制备与应用》可供从事生物质转化、天然大分子的改性与深加工、
环境友好材料研究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
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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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7章　稻壳基吸附材料柱吸附重金属离子　　吸附材料工业应用时常采用吸附柱技术，当从吸
附柱中吸附剂层上部流入含有某一吸附质（浓度C0）的流体时，吸附反应在吸附剂层的上部迅速而有
效地进行着，残留的吸附质在紧接着的吸附层内被吸附完毕。
这样在填充层内的某一时刻，吸附大部分是在比较狭隘的带状部分进行的，这一正在工作的部分称为
吸附带或吸附区。
此时，位于吸附带上部的吸附层的吸附量几乎与Co成平衡，吸附带本身的吸附量沿着高度急速下降，
而在它下部的吸附层则全然处于没有吸附的状态。
　　若溶液连续地以一定的流速注入吸附柱的吸附剂层内，吸附带以较之流体线速度更为缓慢的恒定
速度向前推移。
当吸附带的下端到达吸附剂层底部时，流出液中出现吸附质，随后其浓度迅速上升，当增加到允许的
吸附质出水最高浓度Cd（运行时间时，吸附柱即刻停止运行，柱内的吸附剂需经再生恢复活性后，才
能重复使用。
以流出液流量或工作时间为横坐标，以流出液的吸附质浓度Ce为纵坐标所得到的浓度变化曲线称为穿
透曲线，其形状一般为S形曲线，如图7-1所示，其斜率则根据平衡关系与操作条件而变化。
当C。
到达某一容许值Ce的点称为穿透点，它相应的运行时间f。
称为穿透时间。
作为穿透点，多选择流出浓度为进水浓度。
允许的最高出水浓度则称为吸附柱的耗竭浓度，它相应的运行时间td称为耗竭时间。
如果将已达到Cd的吸附柱继续通过原柱，出水的吸附质浓度迅速上升，以致很快接近进水浓度C。
，说明吸附柱已经耗竭。
当出水完全达到Co的时间较长时，一般用o.95Co或其他适宜浓度（C）代替Co，称为吸附柱的耗竭浓
度，它相应的运行时间，称为穿透时间。
穿透曲线分析主要是确立吸附区的吸附量比数及吸附带的高度X。
，这些参数可以用来表示吸附柱的有效吸附量。
　　以稻壳基吸附材料为吸附剂，考察不同吸附柱设计参数（如填料高度、流速和重金属离子初始浓
度）分别对稻壳基吸附材料柱吸附Cu2十、Pb2+、2n2+、Cd、Cr3+和Ag。
6种重金属离子的影响，且用Bohrat-Adams模型拟合不同填料高度下的实验数据；在相同条件下稻壳基
吸附材料吸附柱与天然稻壳和椰壳活性炭吸附柱作对比研究，进而对稻壳基吸附材料柱进行脱附再利
用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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