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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改性对半焦吸附性能影响

李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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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半焦具有固定碳含量高、反应性好、孔隙发达等特点，是一种良好的吸附剂，其表面含有大量

含氧官能团，易被修饰，通常用作吸附剂或催化剂，经过改性的半焦可以产生更多的孔隙，具有更好的

吸附能力。 为了研究化学改性对半焦吸附性能的影响，以神木气体热载体立式热解炉生产的半焦为原料，
采用酸、碱等不同改性处理方式对其进行改性。 通过 ＦＴＩＲ、ＳＥＭ、氮气吸附等方法研究了酸、碱对半焦的孔

结构、形貌、比表面积以及脱灰率和吸附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半焦经过处理后灰分降低，酸碱联合处理

脱灰率高达 ８９．５％。 酸改性后的半焦其羧酸、酚类等表面酸性含氧基团的数目增加，比表面积、孔容、孔径

以及对亚甲基蓝和碘值的吸附量均有所降低。 而碱改性后的半焦比表面积、孔容、孔径以及对亚甲基蓝和

碘值的吸附量均增加，表面微孔数量增多，微孔比表面积和微孔孔容分别为０．００９ ７ ｍ２ ／ ｇ、３５．５１９ ４ ｃｍ３ ／ ｇ，对
亚甲基蓝和碘值的吸附量为 １．０５、７１４．１１ ｍｇ ／ ｇ，表现出良好的吸附性能。 不同改性处理条件下，半焦吸附性

能的高低分别为：碱处理半焦＞原半焦＞酸碱联合处理半焦＞酸处理半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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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半焦是一种廉价的煤热解产物，具有固定碳含

量高、反应性好、孔隙发达等特点，是一种良好的吸

附剂［１］。 半焦表面含有大量含氧官能团，易被修

饰，常用作吸附剂或催化剂。 半焦经过改性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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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更多的孔隙和更好的吸附能力。 半焦的改性

活化方法包括物理活化和化学活化。 物理活化以

氧化性气体为改性剂，在高温下对含碳原料进行

改性，分为水蒸气活化［２］ 、二氧化碳活化［３］和氧气

改性活化［４］等方法。 化学活化是将一些化学药品

混入或浸渍半焦中，在一定温度下活化，以此对半

焦表面进行改性［５］ 。 化学改性分为酸改性和碱

改性。
半焦经过酸改性，表面会增加许多含氧基团和

含氮基团，而经碱改性后的半焦具有丰富的孔隙结

构，吸附能力很强。 半焦改性后，具有较高的比表面

积、孔隙率和吸附性能［６］。 ＲＵＢＩＯ 等［７－８］在 ７００ ℃
利用水蒸气活化法，将煤低温热解固相产物半焦活

化，制备了改性半焦脱硫吸附剂。 杨永贵［９］利用不

同化学活化方法对半焦进行改性，得出原半焦对焦

化废水的去除率为 ３８．７２％，而用 ＨＮＯ３和 ＫＯＨ改性

后的半焦对焦化废水的去除率达到 ５４． ３６％和

５３．２８％。 ＷＡＮＧ等［１０］用 Ｈ３ＰＯ４作为改性剂处理半焦

进行改性处理，并采用微波加热法制备出 ＢＥＴ 比表

面积 ９８９．６０ ｍ２ ／ ｇ，孔容 ０．７４ ｃｍ３ ／ ｇ，孔径 ３．００９ ｎｍ的

改性半焦，其中微孔体积占 ６２．４４％。 亚甲基蓝单分

子层吸附量为 ９８ ｍｇ ／ ｇ。 ＧＡＯ等［１１］用 ＮａＯＨ活化法

制备了一种改性半焦，并考察了半焦对苯酚吸附的影

响，结果表明，随着苯酚初始浓度、活性半焦投加量和

接触时间的增加，吸附在 ６０ ｍｉｎ内达到平衡，经过氢

氧化钠改性后半焦样品基本为大孔，其 ＢＥＴ 比表面

积为 ３５４．２１ ｍ２ ／ ｇ。 ＷＵ等［１２］用 ＫＯＨ对半焦进行活

化改性，改性后的半焦具有较高微孔性质，其对 ＳＯ２
的吸附速率常数为 ０．００２ ７ ～ ０．００３ ８ ｓ－１，吸附键能

为 ４５．１７和 ５２．００ ｋＪ ／ ｍｏｌ。 杨晓霞和罗东谋［１３］利用

水蒸气活化处理和碱处理相结合的方法对半焦进行

改性，得 出 改 性 半 焦 对 苯 酚 的 平 衡 吸 附 量 为

２３．６９ ｍｇ ／ ｇ。 　
半焦通过活化处理其比表面积及孔隙率发生明

显变化，采用化学活化法对半焦进行改性，用时较

少、矿物质含量低、得率高。 以 ＫＯＨ 碱活化半焦最

普遍，以 ＮａＯＨ 以及酸碱联合改性的研究较少，且
ＮａＯＨ和 ＨＮＯ３具有低剂量、廉价、对环境相对友好

等优点。 因此，笔者利用硝酸和 ＮａＯＨ 活化制备活

性半焦，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扫描电镜、氮气吸附

等方法评价酸活化、碱活化以及酸碱联合活化后半

焦的孔结构、形貌、比表面积以及脱灰率和吸附性

能，以期为半焦的研究和利用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

指导。

１　 试　 　 验

１ １　 主要原料与仪器

半焦原料取自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硝酸（分析纯），北京市化学试剂公司；
ＮａＯＨ（分析纯），北京市化学试剂公司；碘 （分析

纯），北京市化学试剂公司；亚甲基蓝指示剂（分析

纯），汕头市西陇化工厂。
圆盘粉碎 机 （ＭＺ ／ ＧＪ）；恒 温 干 燥 箱 （ ＤＨＧ －

９０７０Ａ），北京电炉厂；超声波清洗器（ＫＱ５２００Ｂ），昆山

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磁力搅拌器（７９－１），上海司乐仪

器有限公司；分析天平（ＡＬ２０４），梅特勒仪器有限公司。
１ ２　 样品制备

利用实验室圆盘粉碎机破碎神木立式炉气体热

载体热解半焦（粒度大于 ６ ｍｍ）粉碎，研磨至全部

通过 ０．２ ｍｍ筛，缩分后留取部分作为试样。 缩取 ２
份分别研磨，全部通过 ０．０７５ ｍｍ筛子，密封保存。

半焦吸附试验。 根据 ＧＢ ／ Ｔ １２４９６． １０—１９９９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亚甲基蓝吸附值的测定》和
ＧＢ ／ Ｔ １２４９６．８—２０１５《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碘吸附

值的测定》进行。
酸处理试验。 配置浓度 ５５％硝酸溶液，与粒级

＜０．０７５ ｍｍ半焦按体积比 ５ ∶ ２混合于烧瓶中，在水

浴加热 ８５ ℃下，回流 ２ ｈ后，冷凝至室温，加蒸馏水

洗至中性，抽滤，干燥备用。
碱处理试验。 配置浓度 ２０％的 ＮａＯＨ 溶液，与

粒级＜０．０７５ ｍｍ 半焦按体积比为 ５ ∶ ２ 混合于烧瓶

中，水浴加热 ９５ ℃下，回流 ２ ｈ 后，冷凝至室温，蒸
馏水洗至中性，抽滤，干燥备用。

酸碱联合处理试验。 在酸除灰作用后，叠加碱

除灰，步骤同上。 将半焦及处理后的半焦直接从室

温到 ９５ ℃烘干 ２ ｈ 后利用分析天平测定其质量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
１ ３　 测试与表征

采用 ６０ ＳＸＲ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进行官能

团表征，分辨率为 １ ｃｍ－１，光谱范围为 ４ ０００ ～
５００ ｃｍ－１，样品与溴化钾比例为 １ ∶ １００；用 Ｂｒｕｋｅｒ
ＡＸＳ Ｄ８－ＦＯＣＵＳ型 Ｘ 射线粉晶衍射仪鉴定样品的

物相，Ｃｕ靶，Ｎｉ滤波，扫描速率为 ０． ０５ （°） ／ ｓ，工作

电压为 ４０ ｋＶ，工作电流为 ４０ ｍＡ。 采用 ＡＳＡＰ２０２０
型比表面积－孔径分析仪测定，高纯氮气为吸附气

体，比表面测试范围：０．０００ ５ ｍ２ ／ ｇ ～∞ ，孔径 ０．３５ ～
５００ ｎｍ；孔体积测试范围：０．０００ １ ｇ ／ ｃｍ３ ～∞ 。 半焦

表面形态分析在 ＳＭ－６４６０ ＬＶ 型扫描电镜上进行，
加速电压为 １５ ｋＶ。 将样品由低倍向高倍进行观

察，分析半焦改性前后形貌的变化。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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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半焦的工业及元素分析

半焦原料的工业及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１。 由表

１可知，原料半焦的 Ａａｄ为 １３．２４％，灰分偏高直接利

用的途径受限。 半焦的 Ａａｄ为 １３．２４％，ＦＣａｄ和 Ｃｄａｆ含
量分别达到７３．７９％和 ９２．８５％，适合进一步制备煤基

炭材料。
表 １　 半焦的工业与元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工业分析 ／ ％

Ｍａｄ Ａａｄ Ｖｄａｆ ＦＣａｄ

元素分析 ／ ％

Ｃｄａｆ Ｈｄａｆ Ｎｄａｆ Ｏｄａｆ Ｓｔ，ｄａｆ

２．６８ １３．２４ １２．２４ ７３．７９ ９２．８５ ２．３４ ０．６４ ３．８７ ０．４９

２ ２　 半焦改性处理前后表征

２ ２ １　 Ｘ－射线衍射

半焦处理前后的 ＸＲＤ 分析如图 １ 所示，可知

２θ ＝ ２６．６°、２９．４°、３５．９°、３９．４°处出现较明显的特征

衍射峰，与 ＳｉＯ２衍射峰位置吻合。 经酸碱改性后的

半焦其主要衍射峰与原半焦相比明显减弱，其中酸

碱联合处理后其衍射峰最弱，这是由于活化过程中，
酸碱与大部分高岭石、伊利石等灰分反应生成盐，降
低了半焦灰分［１４］。

图 １　 半焦处理前后的 ＸＲＤ分析

Ｆｉｇ．１　 ＸＲ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２ ２　 傅里叶红外光谱

半焦处理前后的红外光谱如图 ２ 所示，可知不

同改 性 条 件 下 半 焦 的 红 外 图 谱 有 相 似 变 化，
３ ４２５ ｃｍ－１左右出现了强度较大、峰形较宽的吸收

峰，反映半焦样品表面可能同时存在表面醇、羧酸和

酚类化学官能团。 ２ ８１８ ｃｍ－１附近较弱的吸收峰说

明碳 骨 架 上 饱 和 链 烃 上 的 非 炭 成 分 较 少。
１ ５９５ ｃｍ－１为碱性官能团 Ｃ Ｏ 的伸缩振动区，
３４３ ｃｍ－１附近处为 ＮＯ２对称伸缩振动区，酸改性半

焦这 ２ 处峰值最大，说明半焦经酸处理后，增加了

碱性和酸性官能团，因此硝酸改性半焦主要增加

了羧酸、酚类等表面酸性含氧基团。 ＮａＯＨ 改性可

与半焦表面的酸性官能团反应，又由于比表面积

增加，使半焦表面碱性官能团增加。 半焦表面各

种含氧官能团对半焦的吸附性能和催化作用影响

很大。

图 ２　 半焦处理前后的红外光谱

Ｆｉｇ．２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２ ３　 扫描电镜

半焦处理前后的的扫描电镜图如图 ３ 所示，可
知原半焦大孔清晰可见，接近椭圆形，孔隙结构非

常发达，呈不规则多孔结构，并黏附有少许碎屑

体。 而碱处理后，半焦表面的碎屑附着物明显增

多，大孔结构难以分辨，表面十分粗糙，整体结构

较疏松。 酸处理后，半焦表面几乎无附着物，仅有

少量空隙存在。

图 ３　 半焦处理前后的的扫描电镜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Ｍ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３　 化学改性对半焦脱灰率的影响

测定半焦不同处理方式及处理前后的灰分，并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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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脱灰率，结果见表 ２。 可知酸碱联合处理对于

半焦除灰效率较好，脱灰率接近 ９０％。 这是由于酸

中 Ｈ＋和碱中 ＯＨ－与暴露在煤颗粒表面和孔隙内的

矿物质以及其他无机化合物反应，使半焦中高岭石、
伊利石等矿物化合物溶解，达到脱灰效果［１５－１６］。

表 ２　 半焦处理前后的脱灰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ａｓｈ ｒａｔｅ ｏｆ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处理方式 ＨＮＯ３ ＮａＯＨ ＨＮＯ３ ／ ＮａＯＨ联合

脱灰率 ／ ％ ８５．９ ８４．１ ８９．５

２ ４　 化学改性对半焦比表面及孔结构的影响

半焦处理前后比表面积、孔容及孔径见表 ３，可
知半焦经过酸处理后，比表面积、孔容、孔径都比原

半焦小。 半焦经过碱处理后仅孔径减小，而比表面

积和孔容都比原半焦大，这是由于硝酸属于强氧化

性酸，在脱除半焦中部分矿物质时采取了水浴加热，
温度不断升高，硝酸显示出强烈的氧化作用，半焦表

面甚至内部有机质氧化严重，致使半焦内微孔塌陷，
比表面积减小，微孔个数减少，孔径减小［１７－１８］。 半

焦经过碱处理后，导致无机矿物颗粒的浸出，产生了

较多微孔，大孔数量减少，平均孔径减小，总表面积

比原煤大得多，可能由于半焦中的小分子与 ＮａＯＨ
反应后被冲洗掉，形成额外的微孔，且有机和无机矿

物与 ＯＨ－发生反应，导致孔隙坍塌，微孔数量逐渐

增加，比表面积随之增加［１９］。
表 ３　 半焦处理前后比表面积、孔容及孔径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ｐｏ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样品
平均比表面积 ／

（ｍ２·ｇ－１）

平均孔容 ／

（ｃｍ３·ｇ－１）

平均孔径 ／
ｎｍ

中孔孔容 ／

（ｃｍ３·ｇ－１）

中孔比表面积 ／

（ｍ２·ｇ－１）

微孔孔容 ／

（ｃｍ３·ｇ－１）

微孔比表面积 ／

（ｍ２·ｇ－１）

原半焦 ２６．７３ ０．０３０ ６ ８．１９８ ０．０２７ ４ ６．３５７ ８ ０．００２ ６ １９．５７９ ３

酸处理半焦 １３．１７ ０．０１１ ３ ６．７１６ ０．００７ ９ ４．４２７ ６ ０．００１ ２ ８．１９６ ３

碱处理半焦 ４５．０６ ０．０４６ １ ６．７０２ ０．０３１ ５ ８．６８４ ２ ０．００９ ７ ３５．５１９ ４

酸碱联合处理半焦 ２２．４７ ０．０２５ ６ ６．６９８ ０．０１９ ３ ５．１４３ ２ ０．００２ ０ １６．８７５ ９

　 　 半焦改性前后的孔径分布如图 ４ 所示，可知与

原半焦相比，碱处理后的半焦微孔和中孔数量均增

加，其微孔孔容和比表面积分别为 ０．００９ ７ ｃｍ３ ／ ｇ 和
３５．５１９ ４ ｍ２ ／ ｇ，这说明半焦经 ＮａＯＨ碱改性后，产生

了新的微孔，主要由于 ＮａＯＨ 使得原料半焦中无机

化合物脱除。 而经硝酸改性过的半焦，其微孔、介孔

孔容和比表面积最低，分别为 ０． ００１ ２ ｃｍ３ ／ ｇ 和

８．１９６ ３ ｍ２ ／ ｇ，这是由于硝酸的强氧化性，加剧了半

焦腐蚀，导致半焦内部大量大、中等孔隙塌陷，部分

孔隙被堵塞，降低了半焦的表面特异性。

图 ４　 半焦处理前后孔径分布

Ｆｉｇ．４　 Ｐｏｒｅ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５　 化学改性对半焦吸附性能的影响

半焦处理前后对亚甲基蓝和碘的吸附值见表

４，可知经过化学处理后，半焦的吸附性发生变化。
对亚甲基蓝和碘的吸附都呈现相同规律。 即酸处理

后半焦吸附量减小，碱处理后半焦吸附量增加，这是

由于硝酸的强氧化性，使半焦腐蚀严重，微孔骨架受

损，活性炭中塌陷的碳和硝酸氧化产生的含氧官能

团堵塞半焦中的孔，使吸附性能下降。 碱改性后的

半焦的碘值和亚甲基蓝值均有所提高，改善了半焦

的孔结构。 酸碱联合处理半焦的吸附量稍有下降。
但酸、碱单独处理后，半焦末对碘值吸附量变化都超

过了 ５０％，而对亚甲基蓝的吸附量变化幅度较小，
这是由于酸碱改性前后半焦中微孔变化较大，中孔

变化较小，但亚甲基兰值主要测中孔，所以对于亚甲

基蓝的吸附变化不大。
表 ４　 半焦处理前后对亚甲基蓝和碘的吸附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ｂｌｕｅ ａｎｄ
ｉｏｄｉｎ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样品类型 亚甲基蓝吸附量 ／ （ｍｇ·ｇ－１） 碘值 ／ （ｍｇ·ｇ－１）

原半焦 ０．９６ ３３０．３１

酸处理半焦 ０．７８ １５８．９８

碱处理半焦 １．０５ ７１４．１１

联合处理半焦 ０．８４ ２９８．５３

　 　 半焦处理前后的 Ｎ２吸附－脱附等温线如图 ５ 所

示。 可知在低于 ０．４ 的低相对压力（Ｐ ／ Ｐ０）下，吸附

量相对较小，由于半焦中中孔和微孔产生了毛细凝

聚的迹象，在较高相对压力区域 ０．４ ～ １．０，吸附量明

显增加。 半焦的吸脱附 Ｎ２量逐渐增加，其中碱处理

后的吸附量最大，效果最好，这是由于碱改性后半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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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较高的比表面积和孔容。 由于比表面积不

同，造成不同处理后的半焦对 Ｎ２等温吸附曲线的差

异，原半焦的吸附量比碱处理后半焦的吸附量小，比
酸处理后半焦的吸附量大。 Ｎ２等温吸附试验结果

与上述的比表面积及孔结构分析结果一致。

图 ５　 半焦处理前后的等温吸附曲线

Ｆｉｇ．５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３　 结　 　 论

１）酸碱处理活化过程中，酸碱能与大部分高岭

石、伊利石等灰分反应生成盐，降低了半焦灰分。 硝

酸改性半焦后主要提高了羧酸、酚类等表面酸性含

氧基团的数目。 ＮａＯＨ改性可与半焦表面的酸性官

能团发生反应，使得半焦表面的碱性官能团增加。
２）由于酸中 Ｈ＋和碱中 ＯＨ－与暴露在煤颗粒表

面和孔隙内的矿物质及其他无机化合物反应，使得

半焦中矿物化合物溶解，脱灰效果较好，其中酸碱联

合处理对于半焦除灰效率最好，脱灰率接近 ９０％。
３）半焦经过不同化学处理后，吸附性能发生变

化。 酸脱灰处理使半焦比表面积、孔容、孔径减少，
吸附性能减弱。 碱处理后半焦孔容增大、孔径较小，
比表面积增大，为 ４５．０６ ｍ２ ／ ｇ，且表现出较好吸附性

能，其对亚甲基蓝和碘值吸附量分别为 １． ０５ 和

７１４．１１ ｍｇ ／ ｇ。 从半焦等温吸附曲线与比表面积测定

数据可知，半焦吸附性能与其比表面积成正相关性。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赵世永，刘美美，徐婕，等．神府煤热解前后矿物质变化的研究

［Ｊ］ ．煤炭技术，２０１６，３５（３）：２７８－２８０．
ＺＨＡＯ Ｓｈｉｙｏｎｇ， ＬＩＵ Ｍｅｉｍｅｉ， ＸＵ Ｊｉｅ，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ｆｕ ｃｏａｌ ［ Ｊ］ ．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５（３）：２７８－２８０．

［２］ 　 胡志杰，李淳． 水蒸汽活化法制备稻壳活性炭的研究［Ｊ］ ． 生物

质化学工程，２００７，４１（５）：２１－２４．
ＨＵ Ｚｈｉｊｉｅ，ＬＩ Ｃｈｕ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
ｂｙ ｓｔｅａｍ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４１
（５）：２１－２４．

［３］ 　 郝博． 核桃壳废弃物流态化物理活化法制备活性炭的研究

［Ｄ］．天津：天津科技大学，２０１４：１８－５０．
［４］ 　 孙康． 果壳活性炭孔结构定向调控及应用研究［Ｄ］．北京：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２：２０－８０．
［５］ 　 窦冠雄． 改性活性半焦脱硫脱硝机理研究［Ｄ］．唐山：华北理工

大学，２０１７：２－８．
［６］ 　 翟祥． 煤热解半焦的改性及其吸附性能的研究［Ｄ］．延安：延安

大学，２０１６：１－５．
［７］ 　 ＲＵＢＩＯＢ，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 Ｍ Ｔ，ＭＡＳＴＲＡＩ Ａ Ｍ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ｗ－

ｒａｎｋ ｃｏａｌ ｃｈ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Ｏ２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ｆｌｕｅ ｇａｓｅｓ． 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ｓ［ Ｊ］ ． Ｃａｒｂｏｎ，１９９８，３６（ ３）：２６３ －

２６８．　
［８］ 　 ＲＵＢＩＯＢ， 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Ｏ Ｍ Ｔ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ｗ － ｒａｎｋ ｃｏａｌ ｃｈ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Ｏ２ ｒｅｍｏｖ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ｆｌｕｅ ｇａｓｅｓ．１： Ｎ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ｓ［Ｊ］ ． Ｃａｒｂｏｎ，１９９７，３５（７）：１００５－１０１１．
［９］ 　 杨勇贵． 活化半焦吸附处理焦化废水性能研究［Ｄ］．太原：太原

理工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５０．
［１０］ 　 ＷＡＮＧ Ｘ Ｗ，ＰＥＮＧ Ｊ Ｈ，ＤＵＡＮ Ｘ Ｈ，ｅｔ 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ｔｈ⁃
ｙｌｅｎｅ ｂｌｕ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３，４７（２）：１１０－１２５．

［１１］ 　 ＧＡＯ Ｘ，ＸＩＡＮＧ Ｚ，ＷＡＮＧ Ｚ，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ｅｍｉ － ｃｏｋ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２０１７，１０２（１２）：１４２－１５０．

［１２］ 　 ＷＵ Ｍ，ＳＨＩ Ｌ，ＭＩ Ｊ ．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ｍｉ － ｃｏｋ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２０１７，１２９：
１５９３－１６０３．

［１３］ 　 杨晓霞，罗东谋．改性半焦对苯酚吸附性能的研究［ Ｊ］ ．精细石

油化工，２０１７，３４（１）：４７－５０．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ａ，ＬＵＯ Ｄｏｎｇｍｏｕ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 ｂ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 Ｊ］ ． Ｆｉｎｅ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７，３４（１）：４７－５０．

［１４］ 　 ＪＩＡＮＧ Ｘ，ＬＡＮ Ｘ Ｚ，ＳＯＮＧ Ｙ Ｈ，ｅｔ 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Ｄ ｉｎ ｃｏ⁃
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ｎｉｔｒｉｃ ａｃｉｄ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ｌｕｅ ｃｏｋ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５４（６）：１１－１４．

［１５］ 　 ＳＥＩＤＥＬｌ Ａ，ＺＩＭＭＥＬＳ 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ｆｌｙ ａｓｈ ｂｙ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５３（４）：３８３５－３８５２．

［１６］ 　 ＧＡＯ Ｌ，ＷＥＮ Ｈ，ＴＩＡＮ Ｑ，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ｃｏｋｉｎｇ ｃｏａｌ＇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Ｊ］ ．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７６（３）：５５５－５６５．

［１７］ 　 ＤＵＲＡＬ Ｍ Ｕ，ＣＡＶＡＳ Ｌ，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Ｓ Ｋ，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ｂｌｕ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ｉｄｏｎｉａ ｏｃｅ⁃
ａｎｉｃａ．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 ］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１６８（１）：７７－８５．

［１８］ 　 ＳＯＮＧ Ｌ Ｌ，ＦＥＮＧ Ｌ，ＬＩＵ Ｊ Ｔ，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ｋａｌｉ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ｔ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４１（６）：６２９－６３４．

［１９］ 　 ＬＩ Ｓ Ｌ，ＧＡＯ Ｌ Ｈ，ＷＥＮ Ｈ，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ｋ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ｂｙ ａｌｋａｌｉ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Ｊ ］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５２ （ １６ ）：
２５３２－２５３９．

６５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