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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化渣基氨氮吸附剂的制备及吸附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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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中氨氮含量过高，会导致“水华”、“赤潮”等现象，破坏生态平衡。 为了实现对工业和生活

废水中氨氮的高效去除，以煤气化过程中产生的大宗煤气化渣经过水介旋流器分选后，得到富碳细渣

（ＲＣＳ）产物为原料，制备了煤气化基氨氮吸附剂，并对其氨氮吸附性能进行研究。 物理吸附结果显

示，吸附剂比表面积为 ３１１ ｍ２ ／ ｇ。 通过 Ｘ 射线衍射（ＸＲＤ）、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傅里叶变换红外

吸收（ＦＴ－ＩＲ）光谱等对吸附剂进行结构表征。 ＲＣＳ 水热后生成了较为规整的 Ａ 型沸石和 ＳＡＰＯ－２０
型分子筛杂晶。 氨氮吸附试验表明，在固液比为 １０ ｇ ／ Ｌ、溶液初始 ｐＨ ＝ ６． ８、氨氮初始浓度为

６０．０ ｍｇ ／ Ｌ、接触时间为 １ ｍｉｎ 时，吸附剂对氨氮的平衡吸附量为 ３．５ ｍｇ ／ ｇ，去除率达 ５１．０％。 但同等

条件下 ＲＣＳ 对氨氮的去除率仅为 ８．１％。 吸附剂对氨氮吸附等温线符合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方程，吸附剂吸附

氨氮行为符合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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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煤气化是解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重要手段

之一，是实现煤炭综合利用和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

技术手段，煤气化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

物———气化渣［１］。 据统计，２０１９ 年我国年产气化渣

约 ３ ３００ 万 ｔ（干基）。 大量气化渣的填埋处理不仅

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造成了地表、水体等生态

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煤化工企业的绿色发展。
煤气化渣的成分为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 等矿物质和残

炭［２］，丰富的硅铝结构具有制备吸附剂的潜质。 顾

彧彦等［３］以煤气化渣为原料，通过 ＫＯＨ 活化、表面

改性，制备高比表面积吸附剂用于对溶液中 Ｐｂ２＋吸

附。 Ｗｕ［４］以煤气化渣为原料合成多孔材料，用于脱

除废水中结晶紫。 煤气化渣在水处理方面具有较为

广泛的应用前景。 我国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 废水

中氨氮含量过高，易导致“水华”、“赤潮”等现象。
且氨氮在水中经过硝化细菌的硝化作用，会生成有

毒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５］。 生物硝化－反硝化、空
气吹脱、离子交换等方法广泛用于降低废水中氨氮

含量［６］，但其较高的成本限制了其规模化应用。 离

子交换法较适用于中低浓度的氨氮，常用的材料为

沸石。 Ｃｈｅｎ 等［７］通过碱熔融－水热合成的方法将粉

煤灰合成高效的氨氮吸附剂，经碱熔融后水热合成，
增加了吸附剂成本。 气化渣中丰富的硅铝可制备成

沸石结构，用于处理氨氮废水。 利用气化渣基吸附

材料处理氨氮废水，既可实现对煤气化渣的治理，又
可得到廉价的高效氨氮吸附剂。

本文以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ＧＳＰ 干粉加压

气化炉经水介旋流器分选后得到的富碳细渣（ＲＣＳ）
为原料，通过水热合成氨氮吸附剂。 通过对吸附剂

进行特性表征和静态吸附试验，探究其结构对氨氮

吸附的影响，研究其吸附等温线及动力学，为气化渣

的综合利用提供新思路。

１　 试　 　 验

１ １　 试验原料

试验采用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ＧＳＰ 炉，经水

介旋流器分选后得到的 ＲＣＳ，ＲＣＳ 主要矿物组成见

表 １，可见 ＲＣＳ 中二氧化硅含量较高，超过 ６０％。
表 １　 ＲＣＳ 的主要矿物质成分及质量分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ＣＳ

组分 ＳｉＯ２ Ｆｅ２Ｏ３ 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 ＭｇＯ Ｎａ２Ｏ Ｔｏｔａｌ

质量分数 ／ ％ ６３．６２ ３．２４ ５．０９ ３．３５ ０．７２ ２．２１ ７８．２３

１ ２　 吸附剂的制备

采用水热合成法，取 ５ ｇ ＮａＯＨ、５ ｇ ＲＣＳ 与 １ ｇ
ＮａＡｌＯ２置于反应釜内衬中，加入 ５０ ～ ６０ ｍＬ 去离子

水，于室温下搅拌 ２ ｈ。 将搅拌均匀的混合物置于反

应釜中，１００ ℃晶化 １２ ｈ。 用过量去离子水洗涤、抽
滤至滤液为中性，在烘箱中 ６０ ℃干燥过夜，得到气

化渣基氨氮吸附剂（简称吸附剂）。 制备过程所用

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 ３　 试验方法

１ ３ １　 静态吸附试验

以氯化铵为原料制备氨氮模拟废水，取 ５０ ｍＬ
氨氮模拟废水（质量浓度约为 ６０ ｍｇ ／ Ｌ）于 １００ ｍＬ
锥形瓶中，投入 ０．５ ｇ 吸附剂，在初始 ｐＨ ＝ ６．８ 条件

下，１ ｍｉｎ 达到吸附平衡。 用 ０．４５ μｍ 滤膜过滤，测
定滤液氨氮浓度并计算氨氮吸附量。 每组试验均做

空白和 ３ 次平行试验，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氨氮吸附量和去除率计算方法如下：

ｑｅ ＝ Ｖ（Ｃ０ － Ｃｅ） ／ ｍ， （１）
η ＝ （Ｃ０ － Ｃｅ） ／ Ｃ０ × １００％， （２）

式中，ｑｅ为平衡吸附容量，ｍｇ ／ ｇ；Ｃ０为溶液中氨氮初

始浓度；Ｃｅ为平衡时溶液中氨氮浓度，ｍｇ ／ Ｌ；Ｖ 为废

水体积，Ｌ；ｍ 为吸附剂质量，ｇ；η 为氨氮去除率，％。
１ ３ ２　 化学分析方法

氨氮测试采用国家标准《水质氨氮的测定 纳什

试剂分光光度法》（ＨＪ ５３５—２００９）分析水中氨氮浓

度，由标准曲线计算溶液中剩余氨氮浓度，比较不同

试验条件下，吸附剂对氨氮吸附的影响。
１ ４　 吸附剂表征

１）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

采用德国布鲁克公司所产的 ＶＥＲＴＥＸ ７０ 型傅

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将光谱纯的 ＫＢｒ 与样品混合

压片（样品与 ＫＢｒ 的质量比为 １ ∶ １００），扫描范围为

４００～４ ０００ ｃｍ－１，分辨率为 ４ ｃｍ－１。
２）Ｘ 射线衍射

利用日本理学生产的 Ｒｉｇａｋｕ Ｍｉｎｉ Ｆｌｅｘ ６００ 型

粉末 Ｘ 射线衍射仪测定吸附剂的晶体结构，Ｃｕ 靶

Ｋα 射线（λ＝ ０．１５４ ０５６ ｎｍ），扫描步长为 ０．０２°，扫
描速度为 ５（°） ／ ｍｉｎ，扫描范围为 ５° ～ ５０°，管电压为

４０ ｋＶ，管电流为 １５ ｍＡ。
３）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
采用日本电子所 ＪＳＭ ７９７００Ｆ 型 ＳＥＭ，加速电压

为 ５．０ ｋＶ，工作距离 １０ ｍｍ，表征吸附剂形貌特征。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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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物理吸附

利用美国麦克默瑞提克公司 ＡＳＡＰ ２４６０ 型多

功能吸附仪测定吸附剂孔结构。 采用 Ｂｒｕｎａｕｅｒ －
Ｅｍｍｅｔｔ－Ｔｅｌｌｅｒ 模型计算吸附剂的总比表面积；采用

ｔ－ ｐｌｏｔ 模型计算吸附剂的中微孔比表面积；采用

ＢＪＨ 模型计算吸附剂的孔体积和平均孔径。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吸附剂的表征

２ １ １　 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表征

ＲＣＳ 与吸附剂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如

图 １ 所示。 ＲＣＳ 在 １ ０５３ ｃｍ－１（Ｂ 处）有较强的吸收

峰，为 Ｓｉ—Ｏ 的反对称收缩振动［８］。 吸附剂在

１ ０００ ｃｍ－１（Ｃ 处） 附近出现新的化学吸收带，为

Ｔ—Ｏ—Ｓｉ 键的不对称伸缩振动（Ｔ ＝Ａｌ 或 Ｓｉ） ［９－１１］；
吸附剂在 ７２０ ｃｍ－１（Ｄ 处）附近出现另一个新的低强

度吸附带，为 Ｔ—Ｏ—Ｓｉ 键的对称伸缩振动（Ｔ ＝ Ａｌ
和 Ｓｉ），与相关文献一致［７，１２－１３］，这 ２ 个吸收带说明

吸附剂生成了一定数量的沸石结构。 ＲＣＳ 与吸附

剂均在 ３ ４３４ ｃｍ－１（Ａ 处）存在一个较明显的吸附

峰，为—ＯＨ 的振动，说明 ２ 者均为亲水材料，有利

于与水溶液充分结合，对氨氮的去除起积极作用。

图 １　 ＲＣＳ 与吸附剂红外吸收光谱

Ｆｉｇ．１　 ＦＴ－Ｉ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ＲＣ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ｓｏｒｂｅｎｔ

２ １ ２　 粉末 Ｘ 射线衍射表征

图 ２ 为吸附剂与 ＲＣＳ 的 ＸＲＤ 谱图，谱图呈宽
衍散布，ＲＣＳ 有较强的石英特征峰与微弱的 ＣａＣＯ３

峰，说明气化渣中无机矿物成分在煤气化过程中几

乎完全融化，大部分 ＳｉＯ２为非晶态。 新出现的峰为

沸石材料特征峰，表明 ＲＣＳ 在反应中生成了沸石结

构。 吸附剂晶相主要为 Ａ 型沸石（Ｎａ９６Ａｌ９６Ｓｉ９６Ｏ３８４）
和 ＳＡＰＯ－２０ 分子筛（Ａｌ０．４７Ｓｉ０．１５Ｐ ０．３８Ｏ２）杂晶。 ＮａＯＨ
在吸附剂生成过程中削弱了 Ａｌ２ Ｏ３ 与 ＳｉＯ２ 间的键

合，破坏了石英的晶体结构，生成活性硅铝材料。
ＸＲＤ 与 ＦＴ－ＩＲ 结果一致，说明 ＲＣＳ 经水热反应生

成了一定数量的沸石结构。
２ １ ３　 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表征

采用扫描电镜研究了气化渣与吸附剂的形貌特

图 ２　 ＲＣＳ 与吸附剂 ＸＲＤ 谱图

Ｆｉｇ．２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ｒｂｅｎｔ

征，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ａ）中呈球状的区域为无机矿

物质，呈絮状的区域为残炭，这与 Ｚｈａｏ 等［１４］ 的结果

相符。 结 合 ＸＲＤ 表 征 可 知， 其 中 球 状 的 主 体

为 ＳｉＯ２。 球表面光滑，说明 ＲＣＳ 中无机矿物质主要

为非晶态［１５］。 此外，无机矿物质微球大小不同，尺
寸相差较大。 图 ３（ｂ）中吸附剂表面生成了较规整

的六棱台形貌，结合 ＸＲＤ 可知，应为 Ａ 型沸石，结
晶产物分布良好，较细致，表现出较规整的立方结构

和完整的晶体平面，有利于对氨氮离子的去除［１６］。

图 ３　 ＲＣＳ 与吸附剂 ＳＥＭ 谱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Ｃ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ｓｏｒｂｅｎｔ

２ １ ４　 物理吸附表征

表 ２ 为 ＲＣＳ 与吸附剂的氮气吸附数据。 可以

看出，ＲＣＳ 经水热合成后，其比表面积略增，由

２６７ ｍ２ ／ ｇ 升至 ３１１ ｍ２ ／ ｇ，主要是因为 ＮａＯＨ 破坏了

ＲＣＳ 中的 ＳｉＯ２结构，且形成了新的沸石结构，使吸

附剂的比表面积略增［１７］；微孔比表面积占比由

３７．８１％增至 ７２．９８％，说明材料中产生了较多的微孔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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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ＲＣＳ 与吸附剂的氮气吸附－解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ＣＳ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

样品 ＢＥＴ 比表面积 ／ （ｍ２·ｇ－１） 微孔比表面积 ／ （ｍ２·ｇ－１） 总孔体积 ／ （ｃｍ３·ｇ－１） 平均孔直径 ／ ｎｍ

ＲＣＳ ２６７ １０１ ０．３１ ４．６３

吸附剂 ３１１ ２２７ ０．３８ ４．９０

２ ２　 氨氮去除率的影响因素

２ ２ １　 反应时间

吸附剂用量为 １０ ｇ ／ Ｌ、氨氮废水的初始浓度为

６０ ｍｇ ／ Ｌ、初始 ｐＨ＝ ６．８ 条件下，接触时间对氨氮去

除率的影响如图 ４ 所示。 可知，吸附剂对氨氮的去

除率明显优于 ＲＣＳ，说明 ＲＣＳ 经水热合成后对氨氮

的去除率显著增强，故后续仅研究吸附剂对氨氮去

除率的影响。 吸附剂对氨氮的吸附是快速吸附、快
速平衡的过程。 ４５ ｓ 前，吸附剂对废水中氨氮的去

除率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氨氮去除率达 ５２．９２％；
继续延长接触时间，氨氮去除率几乎无明显变化。
这是因为吸附剂吸附 ＮＨ＋

４ 达到饱和后，溶液中吸

附－ 脱附达到平衡状态，因此选择接触时间为

１ ｍｉｎ。

图 ４　 ＲＣＳ 与吸附剂接触时间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ｒｂｅｎｔ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２ ２ ２　 初始 ｐＨ 值

水溶液的 ｐＨ 值是控制吸附过程的重要参数之

一。 固定吸附剂用量为 １０ ｇ ／ Ｌ、氨氮废水的初始浓

度为 ６０ ｍｇ ／ Ｌ、接触时间为 １ ｍｉｎ 的条件下，溶液初

始 ｐＨ 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如图 ５ 所示。 可知，
ｐＨ＝ ２～８ 时，氨氮去除率增大，在 ｐＨ＝ ６．８ 时达到最

大值，ｐＨ 值继续增大，氨氮去除率降低。 ｐＨ＜３ 时，
废水中氨氮主要以 ＮＨ＋

４形式存在，较多 Ｈ＋与 ＮＨ＋
４发

生竞争吸附，使吸附剂对氨氮的吸附量减少；ｐＨ＞６
时，ＮＨ４＋逐渐转化为非离子态 ＮＨ３，ＮＨ３较低的离子

交换能力使氨氮去除率降低；ｐＨ＞８ 时，大部分氨氮

以非离子态 ＮＨ３存在［６］，导致氨氮去除率下降较明

显；在溶液初始 ｐＨ ＝ ３ ～ ８ 时，氨氮去除率变化不明

显，说明吸附剂具有较宽的 ｐＨ 值适用范围。 由于

氯化铵溶液在室温下显弱酸性，后续研究的 ｐＨ 均

设定为 ６．８。

图 ５　 初始 ｐＨ 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２ ２ ３　 初始浓度

吸附剂用量为 １０ ｇ ／ Ｌ、废水 ｐＨ ＝ ６．８、吸附时间

为 １ ｍｉｎ，氨氮初始浓度对去除率及平衡吸附量的影

响如图 ６ 所示。 可知，随着氨氮初始浓度增大，吸附

剂对氨氮的去除率逐渐降低，同时单位质量的吸附

剂对氨氮的吸附容量逐渐增大。 废水氨氮初始浓度

为 ２０ ｍｇ ／ Ｌ 时，吸附剂对氨氮的去除率达 ７９．７３％，
平衡吸附量为 １． ３７ ｍｇ ／ ｇ；废水氨氮初始浓度为

１００ ｍｇ ／ Ｌ 时， 吸 附 剂 对 氨 氮 的 去 除 率 仅 为

４３．２６％，平衡吸附量为 ４．３４ ｍｇ ／ ｇ，其原因是氨氮

初始浓度是克服固相和液相之间传质阻力的主要

推动力，因此氨氮初始浓度的升高有助于提高吸

附剂对氨氮的平衡吸附容量［１８］ 。 但吸附剂对氨氮

的吸附达到一定量时，溶液中的氨氮和已吸附在

沸石表面上的氨氮产生排斥，使吸附剂对氨氮的

吸附作用逐渐减弱［１９］ ，导致随着氨氮浓度增加，去
除率逐渐降低。 因此，综合考虑选择氨氮初始浓

度为 ６０ ｍｇ ／ Ｌ。

图 ６　 初始浓度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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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　 固液比

废水 ｐＨ ＝ ６．８、吸附时间 １ ｍｉｎ、氨氮初始浓度

为 ６０ ｍｇ ／ Ｌ，固液比对吸附剂去除率及平衡吸附容

量的影响如图 ７ 所示。 可以看出，固液比由 １ ｇ ／ Ｌ 增

到 ４０ ｇ ／ Ｌ 时，氨氮去除率由 １３．２９％增至 ８２．３２％，吸
附剂的平衡吸附量由 ９．５４ ｍｇ ／ ｇ 降到 １．４４ ｍｇ ／ ｇ，说明

废水中氨氮含量一定时，增加吸附剂的固液比会增大

氨氮的去除率。 但氨氮去除率达到一定数值时，继续

增加吸附剂的固液比，对氨氮的去除效果减弱。 吸附

剂用量为 ４０ ｇ ／ Ｌ 时，氨氮剩余浓度为１０．６１ ｍｇ ／ Ｌ，达
到国家间接排放标准（ＧＢ ３１５７１—２０１５）。

表 ３ 为不同吸附材料对氨氮的吸附效果，对比文

献制备的核桃壳炭、Ｃｕ２＋负载活性炭、ＨＮＯ３改性焦粉，

图 ７　 固液比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ｌｉｑｕｉ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本文的气化渣基氨氮吸附剂制备成本低、氨氮去除率

较好，且达到平衡的时间较短，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表 ３　 不同吸附材料对氨氮的吸附效果

Ｆｉｇ．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吸附材料 氨氮初始浓度 ／ （ｍｇ·Ｌ－１） 固液比 ／ （ｇ·Ｌ－１） 接触时间 ／ ｍｉｎ 氨氮去除率 ／ ％ 来源

核桃壳炭 ８．００ — ２４０ ９３．４１ 文献［２０］

Ｃｕ２＋负载活性炭 ２０．００ ５ １５０ — 文献［２１］
ＨＮＯ３改性焦粉 ２２．２９ １００ １ ４４０ ２９．３７ 文献［２２］

气化渣基氨氮吸附剂 ６０．００ ４０ １ ８２．３１ 本文

２ ２ ５　 吸附等温线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附等温模型假设固体表面是均匀

的，各吸附位置对吸附质均具有相同的亲合力，且认

为一个吸附位置只能吸附一个分子，形成单分子吸

附层。 若表面被单一的一层覆盖，表面力即达到化

学饱和，无法再发生吸附，被吸附的分子间不发生相

互作用［２３］。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附等温式可表示为

Ｃｅ

ｑｅ
＝ １
ｑｍＫＬ

＋
Ｃｅ

ｑｍ
， （３）

其中，ｑｍ为吸附剂饱和吸附量，ｍｇ ／ ｇ；ＫＬ为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等温吸附方程式常数。 在不同的初始氨氮浓度下，
以 Ｃｅ ／ ｑｅ为纵坐标，以平衡浓度 Ｃｅ为横坐标，作图得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附等温线，如图 ８（ａ）所示。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吸附等温式认为，固体表面是不均

匀的或吸附位吸附粒子后相互作用的表面吸附过程

是经验公式，其表达式为

ｌｎ ｑｅ ＝ ｌｎ ＫＦ ＋ １
ｎ
ｌｎ Ｃｅ， （４）

其中，ＫＦ、ｎ 为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等温吸附方程式常数。 以

平衡浓度 ｌｎ Ｃｅ为横坐标，ｌｎ ｑｅ为纵坐标作图得 Ｆｒｅ⁃
ｕｎｄｌｉｃｈ 吸附等温线，如图 ８（ ｂ）所示。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与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吸附等温线模型参数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方程 Ｒ２ 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方

程更高，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拟合计算的最大吸附量与

试验结果（４．９３ ｍｇ ／ Ｌ）差别较大，说明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方

图 ８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附等温线与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８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ａｎｄ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程能更准确地描述氨氮在吸附剂上的吸附特征，吸
附剂对氨氮以表面为主要吸附位，并不是均匀的单

层吸附。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方程中 ｎ 表征吸附强度，ｎ＜０．５
时，表示吸附难以进行［２４］。 本文 ｎ＝ ２．５０≫０．５，说明

吸附剂对氨氮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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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与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等温线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ａｎｄ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

ｑｍ ／ （ｍｇ·Ｌ－１） ＫＬ ／ （Ｌ·ｍｇ－１） Ｒ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模型
ＫＦ ｎ Ｒ２

３．８４ －５．９７ ０．６５ ０．９５ ２．５０ ０．９９

２ ２ ６　 吸附动力学

吸附动力学主要研究吸附剂与吸附质之间的反

应速率以及影响反应速率的主要因素。 准一级动力

学模型假设吸附由吸附质扩散步骤控制，吸附速率

与溶液中剩余离子数量成正比，吸附剂的吸附速率

和平衡吸附量与任意时刻吸附量的差成正比［２５］。
准一级动力学模型方程为

ｌｎ ｑｅ － ｑｔ( ) ＝ ｌｎ ｑｅ － ｋ１ ｔ， （５）
其中，ｋ１为准一级速率常数，ｓ－１；ｔ 为接触时间，ｓ； ｑｔ

为 ｔ 时刻吸附剂对氨氮的吸附量，ｍｇ ／ ｇ。 以 ｌｎ（ｑｅ－
ｑｔ）为纵坐标、ｔ 为横坐标，对试验数据以准一级动力

学方程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如图 ９（ａ）所示。
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假设吸附由化学吸附步骤控

制，吸附速率与反应物浓度的二次方成正比［２６］。 准

二级动力学模型方程为

ｔ
ｑｔ

＝ １
ｋ２ｑ２

ｅ

＋ ｔ
ｑｅ

， （６）

其中，ｋ２为准二级速率常数，ｇ ／ （ｍｇ·ｓ）。 以 ｔ ／ ｑｔ为

纵坐标，以 ｔ 为横坐标，进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拟

合，结果如图 ９（ｂ）所示，准一级和二级吸附速率方

程回归参数见表 ５。 准一级动力学与准二级动力学

图 ９　 准一级动力学与准二级动力学拟合

Ｆｉｇ．９　 Ｑｕａｓｉ－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ｉｔｔｉｎｇ

方程线性拟合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２、－０．２５，可知准

一级动力学可更好地拟合吸附过程，且准一级动力

学计算的平衡吸附量为 ３．９４ ｍｇ ／ ｇ，与试验结果接

近；准二级动力学计算的平衡吸附量为 ２．７１ ｍｇ ／ ｇ，
故准一级模型可有效解释吸附过程，即吸附剂对氨

氮的吸附为物理吸附，且主要是被吸附剂表面吸附，
验证了吸附等温线的拟合结果。

表 ５　 准一级和二级吸附速率方程回归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ｓｉ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准一级吸附速率拟合

ｑｅ ／ （ｍｇ·Ｌ－１） ｋ１ ／ ｓ－１ Ｒ２

准二级吸附速率拟合

ｑｅ ／ （ｍｇ·Ｌ－１） ｋ２ ／ （ｇ·（ｍｇ·ｓ） －１） Ｒ２

３．９５ ０．０９０ ０．９２ ２．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５

３　 结　 　 论

１） 以 ＲＣＳ 为原料，添加 ＮａＡｌＯ２ 补充 Ａｌ 源，
ＮａＯＨ 提供碱性环境，水热合成氨氮吸附剂。 相比

ＲＣＳ，吸附剂比表面积由 ２６７ ｍ２ ／ ｇ 升至 ３１１ ｍ２ ／ ｇ，
微孔比表面积占比由 ３７．８１％增至 ７２．９８％。 吸附剂

表面形成了较为规整的 Ａ 型沸石和 ＳＡＰＯ－２０ 分子

筛杂晶，有利于对氨氮的吸附。
２）在最佳试验条件下（吸附剂用量 １０ ｇ ／ Ｌ，氨

氮废水的初始浓度 ６０ ｍｇ ／ Ｌ，初始 ｐＨ ＝ ６．８，接触时

间 １ ｍｉｎ），吸附剂对氨氮平衡吸附量可达 ３．５ ｍｇ ／ ｇ，
氨氮去除率为 ５１．０１％。

３）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方程可较好地描述氨氮在吸附剂

上的被吸附行为，说明吸附剂对氨氮主要为多分子

层吸附；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等温吸附方程式常数 ｎ ＝ ２．５０，说
明吸附剂对氨氮有较好的吸附性能。

４）吸附剂对氨氮的吸附符合准一级动力学方

程，说明吸附剂对氨氮的吸附主要为物理吸附，且计

算的平衡吸附量为 ３．９４ ｍｇ ／ Ｌ，与试验结果接近。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王辅臣，于广锁，龚欣，等． 大型煤气化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Ｊ］ ．

化工进展，２００９，２８（２）：１７３－１８０．

ＷＡＮＧ Ｆｕｃｈｅｎｇ，ＹＵ Ｇｕａｎｇｓｕｏ，ＧＯＮＧ 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 Ｃｈｅｍ⁃

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２８（２）：１７３－１８０．

［２］ 　 胡文豪，张建波，李少鹏，等． 煤气化渣制备聚合氯化铝工艺研

究［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１９，２５（１）：１５４－１５９．

ＨＵ Ｗｅｎｈ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ｂｏ， ＬＩ Ｓｈａｏ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４１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马　 超等：煤气化渣基氨氮吸附剂的制备及吸附性能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５（１）：１５４－１５９．

［３］ 　 顾彧彦，乔秀臣． 煤气化细渣制备碳硅复合材料吸附去除水中

Ｐｂ２＋［Ｊ］ ． 化工环保，２０１９，３９（１）：８７－９３．
ＧＵ Ｙｕｙａｎ，ＱＩＡＯ Ｘｉｕｃｈｅ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ｂ２＋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ｌｉｃ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ｅ ｓｌａｇ［Ｊ］． Ｅｂ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３９（１）：８７－９３．

［４］ 　 ＷＵ Ｙｕｈｕａ，ＭＡ Ｙｕｌｏｎｇ，ＳＵＮ Ｙａｎｇ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Ｇｒａｄ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ＣＭ － ４１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ｆｏ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ｖｉｏｌｅ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７７：１２３１８６．

［５］ 　 岳舜琳． 给水中的氨氮问题［Ｊ］ ． 净水技术，２００１（２）：１２－１５．
ＹＵＥ Ｓｈｕｎｌ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ｍｍｏｎｉａ－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Ｊ］ ．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２）：１２－１５．

［６］ 　 ＷＩＤＩＡＳＴＵＴＩ Ｎｕｒｕｌ，ＷＵ Ｈｏｎｇｗｅｉ，ＡＮＧ Ｈａ 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ｇｒｅｙｗａ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Ｊ］ ．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２７７（１ ／ ３）：１５－２３．

［７］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ｑｉｎ，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ｐｉｎｇ，ＧＵＯ Ｙａｎｘｉａ，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 ｃｏａｌ ｆｌｙ ａｓｈ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ｍｍｏ⁃
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５３
（１８）：１２７３１－１２７４０．

［８］ 　 陈和生，孙振亚，邵景昌． 八种不同来源二氧化硅的红外光谱

特征研究［Ｊ］ ．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１，３０（４）：９３４－９３７．
ＣＨＥＮ Ｈｅｓｈｅｎｇ，ＳＵＮ Ｚｈｅｎｙａ，ＳＨＡＯ 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Ｔ－ 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ｆ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ｉＯ２ ［ Ｊ ］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１，３０（４）：９３４－９３７．

［９］ 　 王文超，管俊芳，严春杰，等． 斜发沸石处理氨氮废水［Ｊ］ ． 环境

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８（３）：１０３６－１０４０．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ｃｈａｏ，ＧＵＡＮ Ｊｕｎｆａｎｇ，ＹＡＮ Ｃｈｕｎｊｉｅ，ｅｔ 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ｃｌｉｎｏｐｔｉｌｏｌｉｔｅ［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８（３）：１０３６－１０４０．

［１０］ 　 ＬＥＥ Ｗ Ｋ Ｗ，ＶＡＮ ＤＥＶＥＮＴＥＲ Ｊ Ｓ Ｊ．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 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ｉｎ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Ｊ］ ．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０２，
２１１（１）：４９－６６．

［１１］ 　 ＬＩＵ Ｈａｉｙａｎ，ＳＨＥＮ Ｔｏｎｇ，ＬＩ Ｔｉｅｓｅｎ，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ｚｅｏ⁃
ｌ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ｌｕｍｉｎ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ｃｔｏｒｉ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ｌａ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
９０：５３－６０．

［１２］ 　 ＹＡＮ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ＬＩＵ Ｄｏｎｇ，ＴＡＮ Ｄａｏ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
ｃｏｐ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Ｊ］ ． 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２０１２，９７（１）：１０５２－１０５７．

［１３］ 　 ＳＡＲＢＡＫ Ｚ，ＫＲＡＭＥＲ－ＷＡＣＨＯＷＩＡＫ 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ｒａｗ ｆｌｙ ａｓｈ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
２００１，６４（３）：１２７７－１２８２．

［１４］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ｇｌｏｎｇ，ＺＥＮＧ Ｃａｉ，ＭＡＯ Ｙａｎｙａｎ，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ｌａｇ［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０，２４：９１－９４．

［１５］ 　 刘硕．煤气化细渣制备介孔材料及净水剂研究［Ｄ］．长春：吉
林大学，２０１９：１９－２０．
ＬＩＵ Ｓｈｕ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ｙ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ｅ ｓｌａｇ［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

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１９－２０．
［１６］ 　 赵鹏德，吉文欣，张世越，等． 宁东煤气化细渣固相碱熔制备

单一相 Ａ 型沸石［Ｊ］ ． 石油学报，２０２０，３６（５）：１０３１－１０３８．
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ｄｅ，ＪＩ Ｗｅｎ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ｙｕｅ，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ｈａｓｅ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ａ ｂｙ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ａｌｋａｌｉ ｆｕｓｉ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ｆｉｎｅ
ｓｌａｇ ｆｒｏｍ ｎｉｎｇｄｏｎｇ ｃｏａｌ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０，３６（５）：１０３１－１０３８．

［１７］ 　 崔凯．改性沸石处理废水中氨氮的研究［Ｄ］．沈阳：沈阳工业

大学，２０１６：１３－１４．
ＣＵＩ Ｋａ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ｚｅｏｌｉｔｅ［Ｄ］．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３－１４．

［１８］ 　 游少鸿，佟小薇，朱义年． 天然沸石对氨氮的吸附作用及其影

响因素［Ｊ］ ． 水资源保护，２０１０，２６（１）：７０－７４．
ＹＯＵ Ｓｈａｏｈｏｎｇ，ＴＯＮＧ Ｘｉａｏｗｅｉ，ＺＨＵ Ｙｉｎ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ｅｌ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
Ｗａｔｅｒ Ｐ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６（１）：７０－７４．

［１９］ 　 刘琳，吴树彪，郭建斌，等． 天然沸石对猪场厌氧发酵液中氨

氮吸附作用的试验研究［ Ｊ］ ．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０
（１０）：２１３０－２１３５．
ＬＩＵ Ｌｉｎ，ＷＵ Ｓｈｕｂｉａｏ，ＧＵＯ Ｊｉａｎｂｉｎ，ｅｔ 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ｌａｎｔ ｂｙ ｚｅｏｌｉｔｅ［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０（１０）：２１３０－２１３５．

［２０］ 　 靳珂，陆倩，马来九，等． 核桃壳炭的制备及其对氨氮废水的

吸附性能研究［Ｊ］ ． 生物质化学工程，２０２１，５５（１）：６３－６９．
ＪＩＮ Ｋｅ， ＬＵ Ｑｉａｎ， ＭＡ Ｌａｉｊｉｕ，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ｌｎｕｔ
ｓｈｅｌ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Ｊ］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５５（１）：６３－６９．

［２１］ 　 王芳． 改性活性炭吸附污水中氨氮的性能［ Ｊ］ ． 应用化工，
２０１５（５）：８７４－８７７．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ｒ ａｍｍｏ⁃
ｎｉａ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ｗ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５（５）：８７５－８７７．

［２２］ 　 田陆峰． 改性焦粉脱除焦化废水中 ＣＯＤ 与氨氮的研究［Ｊ］ ．煤
炭工程，２０１４，４６（８）：１０９－１１０．
ＴＩＡＮ Ｌｕｆｅ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ＣＯＤ ａｎｄ ＮＨ３ －Ｎ ｉｎ ｃｏ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ｋｅ ｐｏｗｄｅｒ ［ Ｊ］ ． Ｃｏ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４６（５）：１１９－１１０．

［２３］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Ｔ － Ｃ，ＷＥＡＴＨＥＲＬＥＹ Ｌ － Ｒ．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
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３７（８）：１７２３－１７２８．

［２４］ 　 赵桂瑜，秦琴，杨永兴． 干渣对水体中磷素的吸附作用［Ｊ］ ． 水
处理技术，２００６，３２（８）：５４－５６．
ＺＨＡＯ Ｇｕｉｙｕ，ＱＩＮ Ｑｉｎ，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ｘｉｎｇ．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ｂｌａｓｔ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ｓｌａｇ ［ Ｊ ］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３２（８）：５４－５６．

［２５］ 　 ＰＬＡＺＩＮＳＫＩ Ｗ，ＲＵＤＺＩＮＳＫＩ Ｗ． ＰＬＡＺＩＮＳＫＡ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 ｒｅ⁃
ｖｉｅｗ［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ｏｉｄ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１５２（１ ／
２）：２－１３．

［２６］ 　 ＨＯ Ｙ Ｓ，ＭＣＫＡＹ Ｇ． Ｐｓｅｕｄ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９，３４（５）：４５１－４６５．

５１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