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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范

围内生态风险问题日益严重&其中由于工业三废的

排放而引起的水环境重金属污染问题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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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在环境介质中不仅不能被生物降解%而且可

以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富集%甚至可以转化为毒

性更强的化学形态%对生物链中某些生物达到致毒

水平%最终在人体内蓄积而危害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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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对重金属污染废水和淋滤液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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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包括化学沉淀*膜过滤*离子交换*活性炭

吸附等&在众多处理方法中吸附法是一种容易操

作%且经济可行的方法%因此吸附剂的选择是该技术

可行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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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循环经济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入%可可粉皮*木质素*壳聚

糖*生物质等天然的吸附剂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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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理念%我们试图寻找一种天然的环境友好

型的吸附剂&我国板栗资源丰富%其外皮可以用作

色素生产的原料%前期研究结果表明%板栗内皮是一

种富含单宁酸的物质%对重金属有较高的吸附效果&

本研究旨在通过室内模拟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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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对板栗内皮吸附重金属离子的

动力学行为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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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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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板栗内皮添加量对酸性溶液中重金属离

子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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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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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板栗内皮加入量对酸性溶液中重金

属的吸附效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吸附剂用量

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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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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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内皮加入量对复合重金属溶液吸附效果

此外在本实验中%吸附剂对溶液中铅离子的吸

附效果最好%其次是镉%最后是铜和锌&引起这一结

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板栗内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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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剂%用于酸性溶液中重金属离子的去除%也得到类

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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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内皮吸附重金属离子的热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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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天然吸附剂对溶液中镉*铅*铜*锌等重金属离子

的吸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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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现板栗内皮对重金属离子

的吸附容量明显高于上述吸附剂的吸附容量&因

此%板栗内皮是一种具有较高吸附潜力的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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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栗内皮吸附重金属离子的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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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吸附剂对污染

物的快速吸附阶段可归因于化学反应和表面扩散机

制(而慢速吸附阶段与污染物向反应能态较低位点

扩散以及表面沉淀现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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