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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固水界面化学与吸附技术》由马伟编著，主要阐述了固水界面化学与吸附技术的基础理论、新成果
和发展趋势。
全书共分9章，分别从水化学理论、固体界面的官能团和电量分布，阳离子、阴离子、有机分子和微
粒在水中的分布规律和界面吸附反应理论，重金属生物吸附的特征等内容角度入手，系统地介绍了固
体与水溶液的吸附规律，突出了溶液离子和分子状态、固体界面特性和界面反应三个方面分析探讨了
固体吸附反应的基本方法和发展，从而揭示了吸附技术在元素分离、水质净化和溶液纯化等领域广泛
应用的潜力。

《固水界面化学与吸附技术》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无机化学、水科学等专业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化学
、化工、环境、生物、药学、材料、冶金等有关专业人员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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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开发水处理或污泥的絮凝剂系列产品，从经济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将有十
分广阔的前景，任志峰等研究了焙烧层状氢氧化镁铝对氯离子的吸附，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水滑石
和碳纳米管对氯离子有很好的吸附能力。
脱乙酰度95％的壳聚糖对质量浓度为80mg（Cl—）／L溶液的吸附率可达到64.8％，而且其吸附性能远
大于活性炭、树脂、Al（OH）3、Mg（OH）2。
 7.2.3溴离子 目前研究得最多的吸附方法大致有两类：树脂吸附和壳聚糖吸附。
 张拿慧使用201×7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对浓海水中的溴进行了动力学研究，该树脂对溴的最大吸附
量为2.4894mg／mL，吸附率达到98％。
研究认为所用树脂对溴吸附过程的主要控速步骤为颗粒扩散控制。
颗粒扩散系数随温度、溶液初始浓度的增加而增大，随pH的增加而降低，而转速对其影响较小。
 另外，谢海英采用了D201大孔强碱性离子交换树脂对浓海水进行提溴研究，获得的最大吸附量
为0.104mg／mL（湿树脂），吸附率可达到98％以上。
 树脂法提溴具有设备简单、常压操作、投资小、能耗低等优点，是一项很有发展前景的浓海水提溴方
法，但树脂法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强碱性阴离子型离子交换树脂存在机械强度差、颗粒小、易被
有机物和泥沙堵塞等缺点；而JA—2型无机吸附剂则仍处于研究阶段，生产应用上仍有困难。
 为开发出新型高效吸附剂对海水中的溴离子进行浓缩、富集，为生产溴素提供充足的高溴海水。
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开始研究壳聚糖对溴离子的吸附。
壳聚糖是甲壳素脱乙酰基的产物，对金属阳离子具有良好的吸附作用，而通过改性可用于吸附卤素离
子等阴离子。
 孟范平等研究了硝酸镧改性壳聚糖对溴离子的吸附性能，考察了吸附剂用量、时间、温度、pH等条
件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优化的吸附条件下，改性壳聚糖对Br—（100mg／L）和海水样品Br—的平均吸附容量分
别为3.2295mg／g，0.6691mg／g。
而普通壳聚糖对Br—（100mg／L）和海水样品Br—的平均吸附容量分别为1.7930mg／g，0.7362mg／g。
普通壳聚糖对Br—的吸附符合Langmuir等温线而硝酸镧改性壳聚糖对Br—的吸附过程采用Langmuir吸附
等温线和Freudlich等温线描述均可。
 赵正鹏等研究了500℃下焙烧层状氢氧化镁铝对溴离子吸附性能，考察了吸附时间、吸附剂用量、吸
附温度、吸附初始pH等条件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焙烧层状氢氧化镁铝对溴离子具有较好的吸附性能，35℃下饱和吸附量为133.33mg／g
。
其吸附等温线可以用Langmuir等温方程描述。
 Luigi Faleiola等研究了碘离子和溴离子在非水溶剂中，在多晶银电极上的特定吸附。
 7.2.4氰离子 牟淑杰采用阳离子絮凝剂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对活性炭进行改性，并通过试验研究了
改性活性炭处理模拟含氰废水。
试验结果表明，废水pH为8，改性活性炭用量为12g／L，吸附时间为5h，反应温度为20℃时，氰离子
的去除率可达到99％以上，处理后废水中氰离子的质量浓度低于0.5mg／L。
该吸附反应符合Langmuir等温方程，该方法处理含氰废水具有效果好、操作简单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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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固水界面化学与吸附技术》本着科学性、先进性和系统性的原则，广泛吸取了国内外有关书籍、期
刊和网站的有益内容，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最新的进展，着重从水化学、固体表面结构与相关粒子在
水中的分布等方面对固水界面的物理化学行为加以阐述和讨论，可作为研究生的学习资料，也可供科
研工作者、工程人员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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