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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活性炭是一种具有特殊微晶结构、孔隙发达、比表面积巨大、吸附能力强的功能性碳材料。
作为优良的吸附剂、催化剂和催化剂载体，已广泛应用于制糖、医药、食品、化工、国防、农业以及
人们的衣食住行中。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防止环境污染、净化人类生存环境日
益受到重视，而活性炭的使用是达到其目标的强有力手段之一，且其用量在近20年来以每年约3％-5％
的速度递增。
　　作为以炭为主体的吸附剂，从理论上说，所有含碳材料均可用于活性炭的生产。
早期活性炭生产主要采用的是木质原料，如木炭、炭化木屑等，随着活性炭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特
别是气体活化法技术的工业应用，坚果壳(其中主要是杏壳及椰壳)开始作为活性炭生产原料用于不定
型颗粒活性炭的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活性炭的应用领域日趋广泛，需求量不断扩大，以煤为原料生产的活性炭由于原
料来源广泛、品种多、价格相对低廉，因而在活性炭总生产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多，进入20世纪80年
代后，煤质活性炭年产量已占到世界活性炭年总产量的约2／3，是目前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活性炭行
业发展最快的领域，也是应用范围最广、最具前景的活性炭产品种类。
　　目前，世界上活性炭的年总产量已达90万吨以上，其中生产量居首位的是中国，截止2007年，其
年生产能力已突破40万吨，实际生产能力在30万吨左右。
其次是美国，其年生产能力为18万吨，其余主要活性炭生产国家或地区中，西欧各国年产量约15万吨
，日本年产量为(8-10)万吨，俄罗斯约8万吨。
中国的活性炭工业是建国后开始发展起来的，但至20世纪70年代末时年总产量一直在1万吨以下，未能
形成工业规模，之后随着国内外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尤其是活性炭出口量的激增，使中国国内活性炭
工业飞速发展。
目前，全国除西藏、青海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均有活性炭生产厂家，生产的活性炭品种近百个，
牌号100多种，其中煤质活性炭占70％左右；同时，我国活性炭出口能力亦为世界第一，每年的活性炭
出口量在20万吨以上，其中煤质活性炭出口量占80％左右。
　　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由于中国国内活性炭应用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活
性炭出口量的进一步增加，中国活性炭产业正在形成蓬勃发展之势，活性炭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在不断
增加，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活性炭行业整体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
现在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等方面，也体现在活性炭行业的研究水平上。
究其根源，国内活性炭的专著，尤其是实用的专著不多，是其原因之一。
因此，作者收集和整理了近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同行的相关资料编著了本书，以便给同行或有
关的人员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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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活性炭，尤其是占活性炭行业绝对主导地位的煤质活性炭的结构、性质、生产
工艺、主要生产设备、检测及表征方法、主要应用领域，详细论述了活性炭吸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并对国内外煤质活性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全书内容主要包括活性炭的主要特性、制造方法、影响煤质活性炭性质的主要因素和目前煤质活性
炭的主要再生方法，内容全面新颖，技术简要实用，适合从事煤质活性炭研究及生产的技术人员参考
，也适合环保、化工、能源等领域的相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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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大明，男，1965年生。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活性炭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
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同年进入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学研究所（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
京煤化工研究分院前身）特殊加工研究室（现改为活性炭研究室）从事活性炭的基础理论研究、工艺
和设备开发和工程设计及服务工作。
20年来，共承担煤炭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攻关课题、原煤炭部重点课题等研究项
目10余项，其中作为主要参加人获1999年煤炭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获2003年煤炭科技进步二等奖。
同时，作为负责人完成了15家活性炭生产企业的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工作，其中包括技术出口国外一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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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活性炭吸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1　活性炭吸附的基础知识　　2.1.1　概述　　所谓
吸附，是指当两相接触时，两者界面上出现一个其内部组成不同于原来任何一相的区域。
同原来相内的物质浓度相比，界面上物质浓度的增加即称为吸附。
两相的组合有固相与气相、固相与液相、固相与固相、液相与液相及液相与气相几种情况。
固体的表面吸附气相或液相中的物质，这时固体称为吸附剂，气体或液体（包括吸附状态和未吸附状
态的）称为吸附质。
被吸附分子离开固体表面进入液相或气相，称为解吸。
吸附质分子不停留在吸附剂的表面（此表面包括几何外表面和由孔隙壁形成的内表面）上而渗进固体
的结构里，有时甚至进入固体晶格的原子间（例如气态氢溶于某些金属中形成固溶体或者与一些金属
发生化学反应形成氢化物），这样的过程称为吸收。
吸附是表面过程，吸收则发生在相内，是分子相互作用与扩散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吸附和吸收可以同时发生或者通过某些固体相成分参与的化学反应（例如在浸有能产
生催化反应的盐类的活性炭上）或其他吸附质结合机理（例如蒸气的毛细凝聚或离子交换）而联系起
来。
McBain提出，对于这样的过程，不管是什么机理，一般通称为吸着，其固体相称为吸着剂，按照某些
定义，被吸附分子可以看成是单独的吸附相。
在流体（气体或液体）一固体体系中，可分为三个相：固相（吸附剂）、固体表面形成的吸附相（表
面相）和体相（气体相或液体相）。
　　固体物质上的吸着既可以在吸附质和吸附剂处于静止状态的条件下发生，也可以在吸附质和吸附
剂相互移动的条件下发生，前者称为静吸附，后者称为动吸附。
静吸附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吸附；另一类是化学吸附（或化学吸着）。
当相界面上存在不平衡的物理力时，则发生物理吸附；而当相邻的原子或分子在界面形成化学键时，
则发生化学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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