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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煤化工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与煤焦化和煤气化等核心煤化工过程相伴的污染物排放问

题日益突出，其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对我国空气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 作为 ＶＯＣｓ 的代表之

一，苯有毒性且易挥发，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为清晰了解煤化工 ＶＯＣｓ 排放控制技术的优化方向和发

展现状，为煤化工 ＶＯＣｓ 中苯的净化提供理论储备，梳理总结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苯吸

附净化过程的相关材料和技术。 围绕目前处理苯的主要技术方法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实际应用中存

在的问题。 重点介绍了吸附法的优点、作用方式、常用吸附剂类型和特点等，并指出选择合适的吸附

剂是 ＶＯＣｓ 及苯等污染物吸附处理的核心，如何选择、组合以及提高各类型吸附材料的吸附性能并寻

求有效的吸附净化技术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课题。 重点介绍了具有多孔结构、可调控、高比表面积特点

的纳米纤维及其在气体净化领域的运用。 从纳米纤维制备角度阐述了静电纺丝合成纳米纤维复合材

料的基本原理、基本过程和研究现状，结果表明：静电纺丝设备简单、加工成本低、可纺原料种类多、过
程可控，在制备纳米纤维技术中占据绝对优势。 与常规纤维相比，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尺寸更小、比表

面积更大、孔隙率更高，能够在气固反应过程中提供更大的有效反应面积，为活性组分均匀有序分布

提供丰富的骨架结构。 结合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材料净化 ＶＯＣｓ 的应用现状，指出了该领域存在静电

纺丝聚合物纳米纤维和碳纳米纤维机械强度不足、纺丝液溶剂具有毒性和腐蚀性以及静电纺丝效率

较低等问题。 最后，明确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在 ＶＯＣｓ 和苯吸附净化领域的发展方向：深入理解并有

效预测与控制纺丝过程、加强纺丝材料的功能化扩展以及发掘静电纺丝的工业化应用潜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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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ＶＯＣｓ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ｔｏｘ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ａｎｄ ｌｏｗ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ＯＣｓ ａｎｄ ｂｅｎ⁃
ｚｅｎ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ｉｎ－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ｅｎｚｅｎ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ＶＯＣ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ｃｏ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ｄ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０　 引　 　 言

挥 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ＶＯＣｓ）是目前国内外大气污染的主要来

源之一［１－２］。 通常，ＶＯＣｓ 是沸点在常压，２６０ ℃ 以

下、室温饱和蒸气压大于 ７０ Ｐａ 且易挥发的有机化

合物，不仅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还具有一定毒性，
危害人体健康［３－４］。

煤化工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煤化工的煤

焦化过程、低温干馏和现代煤化工行业的基础煤气

化、液化过程，伴随大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
煤化工 ＶＯＣｓ 排放具有排放节点多、差异大、组分复

杂等特征［５］。 煤化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

于煤制焦和煤制气 ２ 个过程［６］，如煤制气工艺中，罐
区 ＶＯＣｓ 大多为无组织排放，回收难度大，且 ＶＯＣｓ
多为易溶于水的醇类；低温甲醇洗排气量大、主要成

分为甲烷等低碳烃，且含有 ＣＯ２和 Ｈ２ Ｓ。 煤焦化工

艺中，ＶＯＣｓ 来源广泛，种类众多（含有大量苯系物、
氨和硫化氢），毒性大，对环境污染严重［７］。 作为

ＶＯＣｓ 的代表之一，苯对人体健康、环境空气乃至臭

氧层有严重影响［８－９］，且可造成光化学烟雾污染并

生成毒性更大的二次污染物［１０－１１］，对苯进行有效处

理成为研究重点。

１　 ＶＯＣｓ 处理方法现状

ＶＯＣｓ 常用处理方法有生物法［１２］、等离子体

法［１３－１４］、吸附法［１５－１６］、催化燃烧法［１７－１９］ 等。 其中，

吸附法整体效果好、使用广泛［２０－２１］，研究相对较多。
根据吸附时作用力的不同，吸附法又分为物理吸附

（范德华力、偶极－偶极相互作用等分子间力）和化

学吸附 （涉及到电子转移、 成键断键等化学键

力） ［２２－２４］。 选择合适的吸附剂是 ＶＯＣｓ 吸附处理的

核心，目前用于吸附 ＶＯＣｓ 的材料有静电纺丝纳米

纤维、碳基材料、含氧材料如沸石和金属有机框架材

料（Ｍｅ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ＭＯＦｓ）、分子筛、有机

聚合物以及复合材料等［２５－２７］，其中，静电纺丝纳米

纤维因具有柔性结构、大比表面积、高孔隙率等优点

受到广泛关注［２８－３０］。

２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

２ １　 静电纺丝纤维性质

狭义的纳米纤维是指直径在纳米尺度范围内，
即纤维直径 ｄ＜１００ ｎｍ 的纤维［３１］。 纳米纤维尺寸效

应显著，多应用于食品、医药、能源、电子、造纸、航空

等领域［３２－３３］。 纳米纤维的制造技术较多，静电纺丝

技术以设备简易、纺丝加工成本较低、能纺原料种类

多、过程可控等特点，在制备纳米纤维技术中占据绝

对优势。 对配制好的聚合物溶液加以 １０ 万～３０ 万 Ｖ
高压，使其极化，随着电场力不断增大，聚合物溶液变

成射流，在空间中不断固化，最终落在接收设备上，形
成聚合物纤维膜［３４－３５］（图 １）。 与常规纤维相比，静电

纺丝纳米纤维具有尺寸更小、比表面积更大、孔隙率更

高、制备过程可调控性好等特点，使其在气体过

滤［３６－３７］、催化载体［３８］、光学电子［３９－４０］ 等方面有巨大

潜力。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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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静电纺丝设备和过程示意

Ｆｉｇ．１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静电纺丝来源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国内称为“电
纺”或“静电纺” ［４１－４２］。 静电纺丝是通过高压电场

的作用，使高分子聚合物溶液带电，当电荷在液滴表

面的斥力大于表面张力时，聚合物的小液流即“射
流”被喷射出来。 这些射流沉积在收集板上以获得

聚合物纤维。 有学者研究了带电液体的相关性质，
认为当电荷在液体表面的斥力大于表面张力时，会
产生射流，并从理论上给出了产生射流的条件。 随

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发现随着电压不断增加，带
电液滴尖端出现一个半球形的悬浮液滴，随后液滴

变成圆锥体。 当电荷继续积累并达到某一浓度值

时，一股射流从锥尖喷出，这种现象被称为“泰勒

锥”，并计算出锥角为 ４９．３°［４３］。 静电纺丝技术的研

究热潮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４４］ 对

丙烯酸的二甲基甲酰胺溶液进行静电纺丝，最终获

得直径小于 １ mｍ 的纤维。 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ＣＯＣＫＳＨＯＴＴ［４５］

对多组分溶液静电纺丝进行试验，将含有多种溶剂

的溶液用一个喷嘴纺制，将聚合物纤维同时用多个

喷嘴纺制并收集在一起，验证了多组分溶液静电纺

丝的可行性。 美国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公司推动了静电纺纤

维在过滤行业的应用，制备出 Ｕｌｔｒａ－ｗｅｂ 纳米纤维

滤材［４６］。
我国对静电纺丝的研究比较滞后，张锡玮等［４７］

论述了静电纺丝法纺制纳米级聚丙烯腈纤维毡的方

法，分析了纺丝工艺条件与纤维直径及成纤后溶剂

残留量的关系，并研究了以二甲基甲酰胺及适量丙

酮为复合溶剂对纤维各方面性质的影响。 袁晓燕

等［４８］以丙酮为溶剂，用静电纺丝法制备了聚丙交酯

（ＰＬＡ）及其与己内酯共聚物（ＰＵＡ－ＣＬ）的超细纤

维。 研究了电压、溶液质量分数及流量对超细纤维

形态和直径的影响。 我国静电纺丝技术方面的专利

源于 ２１ 世纪初，但相关研究还只在实验室阶段，企
业需增加投资，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以尽快实现

静电纺丝工艺的产业化应用［４６］。

２ ２　 静电纺丝纤维用于气体污染物吸附

静电纺丝由于其独特的优越性，在空气过滤吸

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ＺＡＩＮＡＢ 等［４９］ 以聚丙烯腈 ／
聚乙烯吡咯烷酮（ＰＡＮ ／ ＰＶＰ）复合溶液为纺丝液，采
用 ＰＶＰ 为制孔模板，选择 ＰＡＮ 作为富碳富氮前体。
碳化前从静电纺丝 ＰＡＮ ／ ＰＶＰ 纤维基质中选择性去

除 ＰＶＰ 会产生高度粗糙和多孔的 ＰＡＮ 纳米纤维，
经碳化后，形成多孔碳纳米纤维（ＰＣＮＦ）。 合成的

ＰＣＮＦ 对 ＣＯ２气体分子表现出高度选择性，对 ＣＯ２吸

收量高达 ３．１１ ｍｍｏｌ ／ ｇ。 ＳＯＮＧ 等［５０］ 在相同条件下

生产了一系列传统多孔碳纤维（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ｒ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ＣＰＣＦ）和超细多孔碳纤维（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Ｐｏｒ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ＵＰＣＦ），并对 ＵＰＣＦ 进行了改

进。 与 ＣＰＣＦ 相比，ＵＰＣＦ 具有较高的表面积和微孔

体积，对 ＳＯ２吸附能力更好。 改性 ＵＰＣＦ 后，优化了

ＵＰＣＦ 的表面化学活性和孔隙结构，进一步提高了

ＵＰＣＦ 对 ＳＯ２的吸附能力。 改性试剂的最佳质量分

数为 １０％。 ＫＩＭ 等［５１］将 ＰＡＮ 和 ＺｎＯ 的前驱体混合

溶于 Ｎ，Ｎ－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中进行静电纺丝，
６００ ℃热处理后制备了柔性 ＺｎＯ ／ ＣＮＦｓ 复合材料，
发现 ＺｎＯ ／ ＣＮＦｓ 复合材料的脱硫能力对 ＺｎＯ 含量非

常敏感，ＺｎＯ 质量分数为 ２５．７％时 ＣＮＦｓ 脱硫性能最

佳。 张思远［５２］ 通过静电纺丝、预氧化和炭化制备

ＺｎＯ ／活性炭复合纳米纤维材料，利用 ＳＥＭ、ＥＤＳ 等

得出碳化温度 ６５０ ℃下、质量分数 ５％的纤维材料

的烟气脱硫能力最好。

３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用于苯的吸附

３ １　 单一静电纺丝纳米纤维

为了脱除苯污染物，ＳＵＮ 等［５３］利用静电纺丝法

制备得到了聚苯乙烯（ＰＳ）和 ＰＡＮ 纳米纤维，对所

制备的纤维进行了苯的吸附性能测试和对比。 经测

试得出，ＰＳ 和 ＰＡＮ 纳米纤维对苯的吸附容量分别

为 ９．８２ 和 ２．５７ ｍｇ ／ ｇ。 ＰＳ 和 ＰＡＮ 纳米纤维对苯的

吸附能力存在一定差异，这是由于 ＰＡＮ 中极性基

团—ＣＮ 的存在使 ＰＡＮ 具有适度的可湿表面，不适

合疏水性有机物质。 因此，预期 ＰＡＮ 纳米纤维对芳

香族化合物的吸附较少。 而 ＰＳ 具有芳香环，与目

标分子结构相似，因此 ＰＳ 纤维与芳香族化合物之

间易快速、稳定结合。
除聚合物纳米纤维外，由聚合物纳米纤维衍生而

来的 活 性 炭 纤 维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ＡＣＮＦｓ）同样被用作苯的高效吸附材料［５４］。 ＢＡＩ
等［５５］采用静电纺丝法和水蒸气活化法处理聚丙烯腈

纳米纤维，得到了活性炭纤维，并对其进行吸附性能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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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研究发现静态吸附测试中 ＡＣＮＦｓ 对苯的吸附

容量为 ８４ ｃｍ３ ／ ｇ，而 ＡＣＦｓ 为 ６８ ｃｍ３ ／ ｇ。 ２ 种样品的孔

结构和比表面积特别接近，说明 ＡＣＮＦｓ 中直径更小的

纤维表面具有更小更多的吸附位点，有利于纤维材料

对苯的吸附。 此外，对比了不同活化条件下 ＡＣＮＦｓ 的

吸附性能，发现随着烧失率从 ３０％提高到 ８０％，ＡＣＮＦｓ
对苯的吸附量从 ５３ ｃｍ３ ／ ｇ 增加到 １０４ ｃｍ３ ／ ｇ。 这是因

为随着烧失率的提高，吸附材料的孔结构发生变化，产
生了更大的比表面积和更高的孔隙率。

苯吸附过程中，高湿度环境中的水蒸气会在吸

附剂的活性位点上与苯发生竞争吸附，影响吸附剂

对苯的吸附行为［５６］。 表面化学性质对含碳材料的

气体吸附剂性能有重大影响［５７－５８］。 表面功能化可

以改变碳表面的反应性和选择性，对特定有机分子

的吸附起重要作用。 ＢＡＩ 等［５９］ 通过静电纺丝和蒸

气活化制备得到了碳纳米纤维， 并在 ＨＮＯ３ 和

ＨＮＯ３ ／ Ｈ２ＳＯ４ 混合酸中进行了氧化后处理。 根

据 ＳＥＭ 和 Ｒａｍａｎ 光谱表征发现，氧化后处理的纳

米纤维表面形貌和石墨结构程度均受到酸氧化的影

响。 氮吸附 ／脱附等温线表明，经过氧化后碳纳米纤

维的比表面积和孔体积减小（由 ５６２ ｍ２ ／ ｇ 降低到

ＨＮＯ３ 处 理 的 ５２０ ｍ２ ／ ｇ 和 ＨＮＯ３ ／ Ｈ２ ＳＯ４ 处 理 的

３８３ ｍ２ ／ ｇ）。 ＸＰＳ 光谱表明，氧化纳米纤维比原始纳

米纤维具有更高的表面氧含量（由 １１． ５％增加到

ＨＮＯ３处理的 １３．７％和 ＨＮＯ３ ／ Ｈ２ＳＯ４处理的 １７．３％）。
由水吸附等温线可知，氧化处理后的碳纳米纤维具

有更高的水吸附容量，表明表面极性和亲水性在氧

化处理后得到改善。 此外，苯、丁酮和乙醇的吸附等

温线表明，由于表面极性的增加，表面氧化增强了丁

酮和乙醇在纳米纤维上的吸附趋势，提高了极性有

机化合物的吸附选择性。
除对表面性质改性外，静电纺碳纳米纤维对苯

吸附性能的提升还在于对其孔结构的优化。 ＢＡＩ
等［６０］通过调控静电纺碳纳米纤维的直径，优化了静

电纺碳纳米纤维对苯的吸附行为。 以酚醛树脂为原

料，采用静电纺丝、热固化、一步碳化等方法制备了

不同直径的微孔炭超细纤维（ＰＣＵＦｓ），并评价了其

对苯和水的吸附性能。 随着纺丝溶液中溶剂 ＤＭＦ
含量增加，纤维静电纺固化过程中发生了更多的劈

裂现象，如图 ２ 所示。 初生纤维的平均直径从

１．１ mｍ （纺丝液中溶剂只含乙醇， 样品命名为

ＰＣＵＦ０）减小为 ０．３３ mｍ（纺丝液中溶剂乙醇 ∶ ＤＭＦ
质量比为７ ∶ ３，样品命名为 ＰＣＵＦ３０）。 此外，由于

比表面积、微孔体积和疏水性的改善，直径较小的碳

超细纤维表现出对苯吸附的增强和对水吸附的降

低。 ＰＣＵＦ０、ＰＣＵＦ０１０（纺丝液中溶剂乙醇 ∶ ＤＭＦ
质量比为 ９ ∶ １） 和 ＰＣＵＦ３０ 的水接触角分别为

１２８°、１３６°和 １３９°，而普通活性炭纤维下降到极低

（２１°）。 结果表明，ＰＣＵＦｓ 比普通活性炭纤维表现

出更大的疏水性，从 ＰＣＵＦ０ 到 ＰＣＵＦ３０，疏水性略增

加。 ＰＣＵＦ０、ＰＣＵＦ１０ 和 ＰＣＵＦ３０ 的苯吸附量分别为

６３．５、６６．８ 和 ７３．９ ｃｍ３ ／ ｇ，ＰＣＵＦ３０ 对苯具有最好的

吸附性能。 吸附量从 ＰＣＵＦ０ 到 ＰＣＵＦ３０，增加了

１６％。 此外，与普通聚丙烯腈基静电纺丝活性炭纳

米纤维相比，碳超细纤维相对发达的疏水性使其对

苯具有比水更高的吸附倾向。

图 ２　 不同溶剂组分下静电纺丝纳米纤维的直径对比［６０］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ｌｖ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６０］

　 　 综上，单一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对苯的吸附经历

了从简单纤维、表面改性纤维、结构改性纤维等过

程，对苯的吸附性能也随着纤维表面化学性质和微

观孔隙结构的不断优化而逐步上升。 然而，随着

ＶＯＣｓ 排放量不断增大以及环保要求逐渐严格，对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的吸附性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３ ２　 复合静电纺丝纳米纤维

在静电纺丝纳米纤维中引入功能材料是提高其

苯吸附性能的另一个有效方式，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ＭＯＦｓ） ［６１－６４］、分子筛［６５－６６］、石墨烯［６７］ 等因均匀分

散的活性位点、大比表面积和高孔隙率受到广泛关

注。 刘国强等［６８］通过溶剂热法制备金属有机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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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烯（ＭＯＦ－ＧＯ）复合材料。 该材料对苯和

乙醇有较高的吸附容量，最大吸附容量分别达到 ７２
和 ７７ ｃｍ３ ／ ｇ。 结果表明，吸附性能和容量不仅受孔

结构的影响，其表面特性对吸附也有重要影响。
ＪＨＵＮＧ 等［６９］ 以微波为加热源合成得到了 ＭＩＬ －
１０１，且对比了不同微波辐照时间对材料性质和苯

吸附性能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微波辐射时间为

４０ ｍｉｎ 时，得到的 ＭＩＬ－１０１（４０）对苯的吸附性能优

于微波辐射时间 １、２ ｍｉｎ 的样品，表明在一定范围

内延长微波辐射时间有助于提升 ＭＩＬ－１０１ 的苯吸

附性能。 同时，为了进一步明确 ＭＩＬ－１０１ 的性能，
在相近条件下测试了活性炭、ＨＺＳＭ－ ５ 分子筛以

及 ＳＢＡ－１５ 分子筛的苯吸附性能，并与 ＭＩＬ－１０１ 进

行对比。 结果表明，３０ ℃时 ＭＩＬ－１０１（４０）对苯的吸

附量为 １６．７ ｍｍｏｌ ／ ｇ（吸附时的分压 Ｐ ／ Ｐ０ ＝ ０．５），大
于现有报道的其他材料的最高值１２．４ ｍｍｏｌ ／ ｇ。 　

基于此，ＹＡＮＧ 等［７０］ 结合静电纺丝技术和金属

有机框架得到了衍生的多孔碳纤维，由于其巨大的

表面积、高孔隙率以及足够的杂原子掺杂活性位点，
在吸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方面表现出巨大应用潜力

（图 ３）。 由于分层多孔结构和丰富的含氮物种活性

位点的协同作用，在 Ｎ２气氛中制造的氮掺杂碳纳米

纤维 （ Ｎ － ＣＦ － Ｎ２ ） 对苯的吸附容量 提 高 到 了

６９４ ｍｇ ／ ｇ（纯 ＰＡＮ：３７ ｍｇ ／ ｇ、ＺＩＦ－８ ／ ＰＡＮ：３７ ｍｇ ／ ｇ、
ＺＩＦ－８ 粉末：３８１ ｍｇ ／ ｇ、Ｎ－ＣＦ－Ａｒ：３３６ ｍｇ ／ ｇ、Ｎ－ＣＦ－
Ｎ２：６９４ ｍｇ ／ ｇ）。 与 Ｎ－ＣＦ－Ｎ２相比，在 Ａｒ 气氛中制

备的氮掺杂分级碳纳米纤维（Ｎ－ＣＦ－Ａｒ）对苯的吸

附作用较小，这归因于热解过程中 Ａｒ 原子轰击导致

孔结构破坏。 表明制备的 Ｎ－ＣＦ－Ｎ２具有成本效益

高、可规模化生产和吸附能力优异等优点，在吸附

ＶＯＣｓ 方面应用前景广阔，拓展了静电纺丝技术的

潜力和复合纤维在挥发性有机气体吸附中的

作用。

图 ３　 Ｎ－ＣＦ－Ｎ２纳米纤维制备示意［７０］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ＣＦ－Ｎ２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７０］

分子筛具有比表面积大、孔容高等特点，能有效

选择吸附 ＶＯＣｓ。 目前在 ＶＯＣｓ 吸附领域广泛使用

的分子筛大致分为微孔（Ａ 型、Ｘ 型、Ｙ 型等）和介孔

分子筛（ＭＣＭ－４１、ＳＢＡ－１５、ＫＩＴ－６ 等） ［７１］。 由于具

有协同作用，ＷＵ 等［７２］ 以静电纺丝技术合成复合纤

维，并作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吸附剂。 采用静电

纺丝方法制备了嵌入微孔 ＮａＹ 沸石的新型分层结

构 ＰＶＰ 多孔纤维。 进一步优化了静电纺丝电压和

流速以及 ＮａＹ 沸石的粒径等参数，以制备具有均匀

形态和优异性能的复合纤维。 在优化工艺下合成的

大比表面积复合纤维具有优异的苯吸附容量

（６６７ ｍｇ ／ ｇ），这归因于由多孔 ＰＶＰ 和微孔 ＮａＹ 沸

石构成的分级结构产生的协同效应。 说明制备的

ＶＯＣｓ 复合纤维具有低成本和大规模生产优势，应
用潜力广阔，为沸石 ／聚合物复合纤维的实际应用设

计和利用提供了思路。
多种具有高比表面积、孔隙率和功能化的材料

以原位或后处理方式引入静电纺丝过程中，大大提

升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复合材料的吸附性能。 但如

何提高这些材料的负载量并使其在静电纺丝纳米纤

维表面或体相中均匀分散，充分发挥其吸附特性，是
未来工作重点。

４　 结语与展望

环境恶化是 ２１ 世纪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寻求优

异的气体污染物净化材料成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共

同目标。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材料成本低、设备简单、
净化效果好，能满足当前环保要求。 利用静电纺丝

纳米纤维开发先进的功能性纳米结构材料被广泛应

用于 ＶＯＣｓ 的净化。 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材料应用

于 ＶＯＣｓ 净化的探索时间较短，仍存在一些问题：
① 大多数静电纺丝聚合物纳米纤维和碳纳米纤维

为脆性，机械强度不足，不适合实际应用；② 目前用

于气体净化的纳米纤维材料的静电纺丝工艺基本涉

及有机溶剂，这些溶剂往往有毒、有腐蚀性，危害环

境；③ 静电纺丝工艺速率较慢，单位时间生产成品

数量和规模较小。
静电纺丝技术将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发展：① 在

基础研究领域，逐步系统整合理论分析模型，将泰勒

锥射流收集全过程模型化，实现对纺丝过程的深入

理解和有效预测与控制。 ② 纺丝材料将向功能化

方向扩展，特别是在功能化改性方面。 多功能纳米

纤维的高比表面积为其性能提升提供了巨大的空

间。 ③ 目前实验室纺丝工艺比较简单，但与纺丝过

程的稳定可控还有一定距离，导致向工业流程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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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时间成本。 未来，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材

料在气体污染物净化，特别是 ＶＯＣｓ 净化领域的应

用将更加广泛，同时静电纺丝工艺会越来越成熟，这
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环保的大规模

工业化生产。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江梅，邹兰，李晓倩，等． 我国挥发性有机物定义和控制指标的

探讨［Ｊ］ ． 环境科学，２０１５，３６（９）：３５２２－３５３２．
ＪＩＡＮＧ Ｍｅｉ，ＺＯＵ Ｌａｎ，ＬＩ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ｅｔ 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６（９）：３５２２－３５３２．

［２］ 　 ＺＨＡＮＧ Ｘ Ｍ，ＸＵＥ Ｚ Ｇ，ＬＩ Ｈ，ｅｔ ａｌ．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５５：６９－７５．

［３］ 　 ＫＡＭＡＬ Ｍ Ｓ，ＲＡＺＺＡＫ Ｓ Ａ，ＨＯＳＳＡＩＮ Ｍ Ｍ．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ＶＯＣ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４０：１１７－１３４．

［４］ 　 ＭＡ Ｘｉｕｗｅｉ，ＹＡＮＧ Ｌｉｎｊｕｎ，ＷＵ Ｈａｏ，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
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ｂｙ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
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３０２
（１５）：１２６９２５．

［５］ 　 魏长河，孙玉壮，黄泽春，等． 煤液化高浓度污水处理厂中

ＶＯＣｓ 污染水平及其归趋 ［ Ｊ］ ． 煤炭学报， ２０１６， ４１ （ ３ ）：
７３５－７４２．
ＷＥＩ Ｃｈａｎｇｈｅ，ＳＵＮ Ｙｕｚ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ＮＧ Ｚｅｃｈｕｎ，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ｏｆ ＶＯＣ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６，４１
（３）：７３５－７４２．

［６］ 　 张凤莲． 以煤为原料的合成氨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特征研

究［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１９，２５（６）：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ｎｇｌ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ＶＯＣ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ｂａｓｅｄ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ｐｌａｎｔ［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５（６）：１－９．

［７］ 　 李辉，王登辉，惠世恩． 煤化工 ＶＯＣｓ 治理技术应用现状及展望

［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１，２７（１）：１４４－１５４．
ＬＩ Ｈｕｉ，ＷＡＮＧ Ｄｅｎｇｈｕｉ，ＨＵＩ Ｓｈｉｅｎ，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ＶＯＣ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７（１）：１４４－１５４．

［８］ 　 李竞草． 疏水性 ＣＤｓ＠ ＭＯＦｓ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苯吸附性能

研究［Ｄ］．太原：太原理工大学，２０２０．
［９］ 　 ＷＯＬＫＯＦＦ Ｐ，ＷＩＬＫＩＮＳ Ｃ Ｋ，ＣＬＡＵＳＥＮ Ｐ Ａ，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ｄ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Ｊ］ ．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
２００６，１６：７－１９．

［１０］ 　 ＣＯＭＥＴＴＯ－ＭＵＮＩＺ Ｊ Ｅ，ＣＡＩＮ Ｗ Ｓ，ＡＢＲＡＨＡＭ Ｍ Ｈ．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ＶＯＣｓ ｂｙ ｓｍ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ｙ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２００４，１４：１０８－１１７．

［１１］ 　 ＧＥＩＧＥＲ Ｈ，ＢＥＣＫＥＲ Ｋ Ｈ，ＷＩＥＳＥＮ 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ｆｏｒ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ｍｏｇ： Ａ ｂｏｘ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５３：
４２５－４３３．

［１２］ 　 饶佳家，陈柄灿，孙兴福，等．生物法处理挥发性有机废气的研

究．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２００４，５（９）：５６－６０．
ＲＡＯ Ｊｉａｊｉａ， ＣＨＥＮ Ｂｉｎｇｃａｎ， ＳＵＮ Ｘｉｎｇｆｕ，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ｒｓｔｒｅａｍ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ＯＣｓ［ Ｊ］ ．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０４，５（９）：５６－６０．

［１３］ 　 ＦＵＴＡＭＵＲＡ Ｓ，ＺＨＡＮＧ Ａ，ＥＩＮＡＧＡ Ｈ，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ｔ⁃
ａｌｙｓ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ｎ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ｈａｚ⁃
ａｒｄｏｕｓ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 Ｊ ］ ．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ｄａｙ， ２００２， ７２ （ ３ ／ ４ ）：
２５９－２６５．

［１４］ 　 郑光云，候健，蒋洁敏，等．非平稳态等离子体降解流动态低浓

度甲苯气体的研究［ Ｊ］ ．复旦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４０（ ４）：３６４ －

３６７．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ｕｎ，ＨＯＵ 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ｅｍｉｎ，ｅｔ 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ｔｏｌｕｅｎｅ ｂｙ ｎ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ｌａｓｍ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４０（４）：３６４－３６７．

［１５］ 　 田洁，刘宝友．ＶＯＣｓ 治理技术分析及研究进展［Ｊ］ ．现代化工，
２０２０，４０（４）：３０－３５．
ＴＩＡＮ Ｊｉｅ，ＬＩＵ Ｂａｏｙｏ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ＶＯＣｓ［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２０，４０（４）：
３０－３５．

［１６］ 　 刘井新．浅谈苯蒸汽回收的必要性和方法［ Ｊ］ ．炼油与化工，
２０１０，２１（２）：２０－２２．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ｘｉｎ．Ｂｒｉｅ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ｖａｐ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Ｊ］ ．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 ２１
（２）：２０－２２．

［１７］ 　 王恒远．低浓度苯在 Ｃｕ－Ｍｎ－Ｃｅ 催化剂上的催化燃烧特性研

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７．
［１８］ 　 ＬＩＯＴＴＡ Ｌ Ｆ．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ｎｏ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２０１０，１００（３）：４０３－４１２．

［１９］ 　 ＮＩＵ Ｑ，ＬＩ Ｂ，ＸＵ Ｘ Ｌ，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Ｏ ／ ＳｎＯ２ ／ ＰｄＯ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ｏｎ γ－Ａｌ２Ｏ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
ｉｃ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ｚｅｎｅ ［ Ｊ ］ ． Ｒｓ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 ４：
５１２８０－５１２８５．

［２０］ 　 李智，王建英，王勇，等． ＮａＹ 沸石分子筛在 ＶＯＣｓ 处理中的应

用［Ｊ］ ． 环境工程学报，２０２０，１４（８）：２２１１－２２２１．
ＬＩ Ｚｈｉ，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ｉｎｇ，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Ｙ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ｅｖｅ ｉｎ ＶＯＣ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１４（８）：２２１１－２２２１．

［２１］ 　 岳旭，王胜，高杨，等． ＶＯＣｓ 在吸附剂上吸附性能的热力学研

究［Ｊ］ ． 燃料化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８（６）：７５２－７６０．
ＹＵＥ Ｘｕ，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ＧＡＯ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ＶＯＣｓ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ｅ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４８（６）：７５２－７６０．

［２２］ 　 王旭，吴玉帅，杨欣，等． 沸石分子筛用于 ＶＯＣｓ 吸附脱除的应

用研究进展［Ｊ］ ． 化工进展，２０２１，４０（５）：２８１３－２８２６．
ＷＡＮＧ Ｘｕ，ＷＵ Ｙｕｓｈｕａｉ，ＹＡＮＧ 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ｙ ｚｅｏｌｉｔｅ ［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４０（５）：２８１３－２８２６．

［２３］ 　 刘强，卢文新，刘佳，等． 分子筛材料在 ＶＯＣｓ 治理中的应用研

究进展［Ｊ］ ． 化肥设计，２０２０，５８（３）：５－８．

７３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洁 净 煤 技 术 第 ２８ 卷

ＬＩＵ Ｑｉａｎｇ，ＬＵ Ｗｅｎｘｉｎ，ＬＩＵ Ｊｉａ，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ｅ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ＯＣ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 ．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２０，５８（３）：５－８．

［２４］ 　 苏炜，韩娜，陈政利，等． Ｈβ 分子筛改性及其催化苯和氯化苄

反应性能［Ｊ］ ． 石油学报（石油加工），２０２０，３６（１）：３８－４４．
ＳＵ Ｗｅｉ，ＨＡＮ Ｎａ，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β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ｅｖ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ｅｎｚｙ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３６
（１）：３８－４４．

［２５］ 　 ＤＥＭＩＲ Ｍ Ｍ，ＹＩＬＧＯＲ Ｉ，ＹＩＬＧＯＲ Ｅ Ｅ Ａ，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ｆｉｂｅｒｓ［Ｊ］ ． Ｐｏｌｙｍｅｒ，２００２，４３（１１）：３３０３－３３０９．

［２６］ 　 ＭＯ Ｘ Ｍ，ＸＵ Ｃ Ｙ，ＫＯＴＡＫＩ Ｍ Ｅ Ａ，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Ｐ （ＬＬＡ－

ＣＬ）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Ａ 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
ｃｌｅ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４，
２５（１０）：１８８３－１８９０．

［２７］ 　 ＰＡＷＬＯＷＳＫＩ Ｋ Ｊ，ＢＡＲＮＥＳ Ｃ Ｐ，ＢＯＬＡＮＤ Ｅ Ｄ，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ｅｄ⁃
ｉｃａｌ ｎａ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ＭＲ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００４，８２７：１７－２８．

［２８］ 　 ＭＡＴＡＢＯＬＡ Ｋ Ｐ，ＭＯＵＴＬＯＡＬＩ Ｒ 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ｙ （ｖｉ⁃
ｎｙｌｅｄｅｎｅ ｆｌｕｏｒｉｄｅ）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４８（１６）：５４７５－５４８２．

［２９］ 　 ＺＨＡＯ Ｓ，ＷＵ Ｘ，Ｗ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ｔｈｙｌ－ｃｙａｎｏ⁃
ｅｔｈｙｌ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９１（１）：２４２－２４６．

［３０］ 　 ＰＥＬＩＰＥＮＫＯ Ｊ，ＫＲＩＳＴＬ Ｊ，ＪＡＮＫＯＶＩＣ Ｂ，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４５６（１）：１２５－１３４．

［３１］ 　 焦体峰，黄欣欣，展方可．静电纺丝制备纳米纤维材料及应用

研究进展［Ｊ］ ．燕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４２（４）：２８３－２９５．
ＪＩＡＯ Ｔｉ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ｘｉｎ，ＺＨＡＮ Ｆａｎｇｋ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４２ （ ４ ）：
２８３－２９５．

［３２］ 　 芦长椿．亚微米－纳米纤维的技术进展及应用现状［Ｊ］ ．纺织导

报，２０１９（１２）：４８－５２．
ＬＵ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ｉｃｒｏ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Ｌｅａｄｅｒ， ２０１９ （ １２）：
４８－５２．

［３３］ 　 邹科，龙云泽，吴佑实．静电纺丝制备纳米纤维的进展及应用

［Ｊ］ ．合成纤维工业，２００７，３０（３）：５４－５７．
ＺＯＵ Ｋｅ，ＬＯＮＧ Ｙｕｎｚｅ，ＷＵ Ｙｏｕｓｈｉ．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Ｆｉｂ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７，
３０（３）：５４－５７．

［３４］ 　 ＣＵＩ Ｚ Ｙ，ＸＵ Ｙ Ｙ，ＺＨＵ Ｌ Ｐ，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ＶＤＦ ／ ＰＥＯ－

ＰＰＯ－ＰＥＯ ｂｌｅｎｄ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ｉｏｎ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ｖｉ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ｈａｓ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２５（２）：９５７－９６３．

［３５］ 　 余韶阳，安瑛，李守猛，等．熔体微分离心静电纺丝技术批量制

备纳米纤维［Ｊ］ ．工程塑料应用，２０１８，４６（１１）：５３－５７．
ＹＵ Ｓｈａｏｙａｎｇ，ＡＮ Ｙｉｎｇ，ＬＩ Ｓｈｏｕｍ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Ｍｅｌ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ｅｎ⁃

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ｂａｔｃｈ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ｆｉ⁃
ｂｅｒｓ ［ Ｊ ］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４６ （ １１ ）：
５３－５７．

［３６］ 　 ＢＡＥ Ｈ Ｓ，ＨＡＩＤＥＲ Ａ，ＳＥＬＩＭ Ｋ Ｍ Ｋ，ｅｔ 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ｏｒｏｕｓ ＰＭＭ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ｆｉ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
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 ａｎｄ ｉｏｄｉｎ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２０（７）：１－７．

［３７］ 　 ＪＩＮＧ Ｌ，ＳＨＩＭ Ｋ，ＴＯＥ Ｃ Ｙ，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Ｍ２．５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Ｊ］ ． ＡＣ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２０１６，８（１１）：７０３０－７０３６．

［３８］ 　 ＤＥ ＶＲＩＥＺＥ Ｓ，ＶＡＮ ＣＡＭＰ Ｔ，ＮＥＬＶＩＧ Ａ，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４４（５）：１３５７－１３６２．

［３９］ 　 ＹＡＮＧ Ａ，ＣＡＩ Ｌ，ＺＨＡＮＧ Ｒ，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ａｎｏ⁃
ｆｉｂｅｒ － ｂａｓｅｄ ｆａｃｅ ｍａｓｋ ［ Ｊ ］ ． Ｎａ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１７ （ ６ ）：
３５０６－３５１０．

［４０］ 　 ＭＩＴ－ＵＰＰＡＴＨＡＭ Ｃ，ＮＩＴＨＩＴＡＮＡＫＵＬ Ｍ，ＳＵＰＡＰＨＯＬ Ｐ． Ｕｌｔｒａ⁃
ｆｉ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６ ｆｉｂｅｒｓ：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ｉｂ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Ｊ］ ．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０５（１７）：２３２７－２３３８．

［４１］ 　 杨尚斌．聚丙烯酸超细纳米蛛网的制备及成形机理研究［Ｄ］．
上海：东华大学，２０１１．

［４２］ 　 周鹏．静电场中射流破裂为超高荷质比带电液滴的理论与实

验研究［Ｄ］．武汉：武汉科技大学，２００７．
［４３］ 　 薛聪，胡影影，黄争鸣．静电纺丝原理研究进展［ Ｊ］ ．高分子通

报，２００９（６）：３８－４７．
ＸＵＥ Ｃｏｎｇ， ＨＵ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９（６）：３８－４７．

［４４］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ＥＮ Ｐ Ｋ．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ｒｙｌｉｃ ｍｉｃｒｏｆｉｂ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１， ３６ （ １）：
７１－７９．

［４５］ 　 ＭＡＲＴＩＮ Ｇ Ｅ，ＣＯＣＫＳＨＯＴＴ Ｉ Ｄ．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ｓｐｕ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ＵＳ４，０４３，３３１［Ｐ］． １９７７－０８－２３．

［４６］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各行业专利技术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报

告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７］ 　 张锡玮，夏禾，徐纪钢，等．静电纺丝法纺制纳米级聚丙烯腈纤

维毡［Ｊ］ ．塑料，２０００，２９（２）：１６－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ｗｅｉ， ＸＩＡ Ｈｅ， ＸＵ Ｊｉ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ａｎｏ － ＰＡＮ ｆｉｂｅｒ
ｆｅｌｔ ｍａｄｅ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Ｊ］ ．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０，２９（ ２）：
１６－１９．

［４８］ 　 袁晓燕，董存海，赵瑾，等．静电纺丝制备生物降解性聚合物超

细纤维［Ｊ］ ．天津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３６（６）：７０７－７０９．
ＹＵＡＮ Ｘｉａｏｙａｎ，ＤＯＮＧ Ｃｕｎｈａｉ，ＺＨＡＯ Ｊｉｎ，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 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ｆｉｂｅｒｓ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３６（６）：７０７－７０９．

［４９］ 　 ＺＡＩＮＡＢ Ｇ，ＢＡＢＡＲ Ａ Ａ，ＡＬＩ Ｎ，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
ｆｉ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ｏｒｏｕ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５６１：６５９－６６７．

［５０］ 　 ＳＯＮＧ Ｘ，ＷＡＮＧ Ｚ，ＬＩ Ｚ，ｅｔ ａｌ． 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ｐｏｒ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ｂ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Ｏ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２７（ ２）：

８３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冯　 宇等：煤化工 ＶＯＣｓ 中苯的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吸附研究进展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３８８－３９２．
［５１］ 　 ＫＩＭ Ｓ，ＢＡＪＡＪ Ｂ，ＢＹＵＮ Ｃ Ｋ，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 ｗｅｂｓ ｆｏｒ ｍｉ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３２０：２１８－２２４．

［５２］ 　 张思远．ＺｎＯ ／ 活性炭复合纳米纤维材料对烟气脱硫机理的研

究［Ｄ］．唐山：华北理工大学，２０１７．
［５３］ 　 ＳＵＮ Ｊ，ＫＡＮＧ Ｘ Ｊ，ＭＡ Ｙ Ｑ，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ｆｏｒ ｂｅｎｚｅｎ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Ｊ］ ．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６４（２）：５２８－５３３．

［５４］ 　 ＳＨＩＭ Ｗ Ｇ，ＫＩＭ Ｃ，ＬＥＥ Ｊ Ｗ，ｅｔ 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ｏｒ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１０２ （ ３ ）： ２４５４ －

２４６２．　
［５５］ 　 ＢＡＩ Ｙ，ＨＵＡＮＧ Ｚ，ＷＡＮＧ Ｍ，ｅｔ 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Ｊ］ ．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３，１９（５）：１０３５－１０４３．

［５６］ 　 ＬＩ Ｚ，ＪＩＮ Ｙ，ＣＨＥＮ Ｔ，ｅｔ ａｌ． 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ｃｈｌｏｒｏｓｉｌａｎ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ｃｔｉ⁃
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Ｃ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Ｊ］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７２：１１８６５９．

［５７］ 　 ＨＵＮＴＥＲ－ＳＥＬＬＡＲＳ Ｅ，ＴＥＥ Ｊ Ｊ，ＰＡＲＫＩＮ Ｉ Ｐ，ｅｔ 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Ｊ］ ．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２０，２９８：１１００９０．

［５８］ 　 ＩＩＬ Ａ， ＺＨ Ａ， ＪＨＰ Ｂ，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
ｕ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 ＶＯＣ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ｏｎ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 Ｊ ］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１２：６３２－６４０．

［５９］ 　 ＢＡＩ Ｙ，ＨＵＡＮＧ Ｚ Ｈ，ＫＡＮＧ 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ｅｎｚｅｎｅ，ｂｕｔａｎｏ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 ［ Ｊ］ ．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１４，４４３：６６－７１．

［６０］ 　 ＢＡＩ Ｙ，ＨＵＡＮＧ Ｚ Ｈ，ＫＡＮＧ 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ｐｏｒｏ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ｆｉ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ｎｅ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ｒｅｓｉｎ［ Ｊ］ ． Ｃａｒｂｏｎ，２０１４，６６：
７０５－７１２．

［６１］ 　 孙茜．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ＭＩＬ－ １０１ 对典型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的吸附性能及机理［Ｄ］．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１．
［６２］ 　 ＸＵ Ｇ，ＺＨＡＮＧ Ｘ，ＧＵＯ Ｐ，ｅｔ ａｌ． ＭｎＩＩ－ｂａｓｅｄ ＭＩＬ－５３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μ２ － ｌｉｇ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ｑｕｉｄ－ｐｈａｓ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６ －Ｃ８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０， １３２ （ １１ ）：
３６５６－３６５７．

［６３］ 　 ＨＵＡＮＧ Ｃ Ｙ， ＳＯＮＧ Ｍ，ＧＵ Ｚ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ＩＬ－１０１ ｆｏｒ ｖｏｌａ⁃
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ｙ ｑｕａｒｔｚ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ａｌａｎｃｅ［Ｊ］ ．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４５（１０）：４４９０－４４９６．

［６４］ 　 赵雅婷．金属－有机骨架及其复合材料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吸附 ／ 解吸性能和机理的研究［Ｄ］．保定：河北大学，２０１９．
［６５］ 　 刘倩，杜昭，张美然． 分子筛吸附 ＶＯＣｓ 与微波脱附性能研究

［Ｊ］ ．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２）：１６４－１７１．
ＬＩＵ Ｑｉａｎ， ＤＵ Ｚｈ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ｒ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ｚｅｏｌ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ＶＯ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４１
（２）：１６４－１７１．

［６６］ 　 ＬＩ Ｒ，ＣＨＯＮＧ Ｓ Ｊ，ＡＬＴＡＦ Ｎ，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ＺＳＭ－５ ／ 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 Ｊ］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９，
７：５０５．

［６７］ 　 ＧＵＯ Ｚ Ｙ，ＨＵＡＮＧ Ｊ，ＸＵＥ Ｚ，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ｕｎ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ｌｌ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ａｎｄ ｂｕｔａ⁃
ｎｏｎｅ［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３０６：９９－１０６．

［６８］ 　 刘国强，王明玺，黄正宏，等． ＧＯ ／ ＭＯＦ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

吸附苯和乙醇性能［Ｊ］ ． 新型炭材料，２０１５，３０（６）：５６６－５７１．
ＬＩＵ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ｘｉ，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 ／ ｍ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ａｎｏｌ［Ｊ］ ． Ｎｅ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３０（６）：５６６－５７１．

［６９］ 　 ＪＨＵＮＧ Ｓ Ｈ，ＬＥＥ Ｊ Ｈ，ＹＯＯＮ Ｊ Ｗ，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 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ＭＩＬ － １０１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７，１９（１）：１２１－１２４．

［７０］ 　 ＹＡＮＧ Ｘ，ＷＵ Ｘ，ＣＨＥＮ Ｚ，ｅｔ 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ｐｏｒｏｕｓ Ｎ－ｄｏｐ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ＩＦ － ８ ／ ＰＡ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１３８：ｅ５０４３１．

［７１］ 　 李梦瑶． ＨＺＳＭ－５ 分子筛用于间甲酚和对甲酚吸附分离的研

究［Ｄ］． 太原：太原理工大学，２０１９．
［７２］ 　 ＷＵ Ｘ Ｈ，ＹＡＮＧ Ｘ，ＹＡＮＧ Ｈ，ｅｔ 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ＰＶＰ ｐｏｒｏｕｓ ｆｉｂｅｒ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Ｙ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ｚｅｎｅ［Ｊ］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Ｐａｒｔ Ｂ：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７９：１０７５４２．

９３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