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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采用强化混凝法去除水体中特征性有机污染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O5;M

$&以邻

苯二甲酸二甲酯"

R Ò

$为目标物!阳离子混凝剂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

OR`R552

$与聚丙烯

酰胺"

2O5`

$为混凝剂!对含
R Ò

的水体进行强化混凝处理!混凝处理后水体中
R Ò

的残余浓

度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JOS2

$测定&研究内容还包括混凝剂的投加量%

T

J

值%静置时间对去除

效果的影响!试验获得了较好的研究结果&研究结果表明
OR`R552

与
2O5`

复合使用后的去

除效果优于单一混凝剂
OR`R552

的去除效果!当水体中
R Ò

浓度为
)&>)<

=

+

S

!

OR`R552

与
2O5`

投加量分别为
>)<

=

+

S

与
(&><

=

+

S

!

T

J

为
@&)

及沉降时间
!7

时!

R Ò

最大去除率可

达
BB&+?[

&采用混凝法去除水体中
O5;M

操作简便!如将该方法用于实际供水中有利于将水体中

的
O5;M

与浊度同时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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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O5;M

"作为一种重要

的化工原料$被广泛应用于塑料%橡胶等工业生产

中(

*A!

)

&这类物质化学性质稳定$具有持久性%累积

性%难自然降解等特点&由于它还可以干扰人类及

动物的内分泌系统$损害生殖和发育$也被称为内分

泌干扰物&当前城市水源水受到
O5;M

的普遍污

染$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研究和控制$将对

人们的健康构成一定威胁&因此有必要研究去除水

体中
O5;M

的有效方法和技术&

目前$

O5;M

物质的人工去除方法主要有吸附

法%生物降解法和高级氧化法等&处理
O5;M

最典

型的方法是吸附法(

"A>

)

$但是吸附材料不易再回收利

用$成本较高&中国对于
O5;M

生物降解的研究仍

处于初始阶段$一般集中于降解
O5;M

生物体的鉴

定%降解代谢产物的鉴定以及代谢途径的分类和生

物降解动力学研究(

@AB

)

&高级氧化法是目前研究最

多的方法之一(

*)A*(

)

$该方法具有反应条件温和%高效

等优点$但需增加操作单元$处理费用高&所以有必

要探索一些操作简便%运行费用低的去除方法&

在水处理方法中$混凝法是最常用%最省钱%最

重要的方法之一$混凝是给水处理工艺的核心部分

之一&混凝剂是混凝法关键部分和核心基础(

*!A*"

)

&

目前$混凝法去除水体中环境激素的报道很少$韩关

根等人曾用聚合氯化铝处理含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

物的水样$有一定的效果(

*>

)

&该研究以邻苯二甲酸

二甲酯!

R Ò

"为目标物$阳离子混凝剂聚二甲基二

烯丙基氯化铵!

OR`R552

"与聚丙烯酰胺!

2O5`

"

为混凝剂$用强化混凝法去除水体中特征性有机污

染物邻苯二甲酸二甲酯$混凝处理后水体中
R Ò

的残余浓度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JOS2

"测定&笔

者研究了单一阳离子混凝剂
OR`R552

以及

OR`R552

与
2O5`

复合后去除水体中特征性有

机污染物
R Ò

的效果$以及混凝剂的投加量%

T

J

值%静置时间对去除效果的影响$试验获得了较好的

研究结果&如果将
OR`R552

*

2O5`

复合混凝剂

用于水厂供水系统$有利于将水体中的
O5;M

与浊

度同时去除$无需增加其它操作单元$可操作性强&

因此该法与其它去除
O5;M

方法比较$具有工艺简

单%不增加操作单元的优势&目前$利用该复合混凝

剂去除水体中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R Ò

的研究尚未

见报道&

=

!

实验部分

=B=

!

主要试剂和仪器

!!

甲醇!色谱纯$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化工分公

司"#邻苯二甲酸二甲酯!分析纯$重庆东方试剂厂"$

用甲醇配成
*)<

=

*

S

的储备液$实验时用超纯水稀

释至
)&>)<

=

*

S

!

T

J

值为
?&@

"#氢氧化钠%浓盐酸

!分析纯$重庆川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化学试剂厂"$

用超纯水配成
)&*)<

=

*

S

溶液用于调节
T

J

#聚二

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

OR`R552

"为工业品$阳离

子聚丙烯酰胺!

2O5`

"为自制&

dP"A@

混凝实验搅拌器!深圳市中润水工业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
A

托利多仪

器有限公司"#

R9%80!()

台式
T

J

计!梅特勒
A

托利多

仪器有限公司"&

=B>

!

混凝实验

各取
*))<S

浓度为
)&>)<

=

*

S

的
R Ò

溶液

分别置于
(>)<S

的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混凝剂$

首先在
!)).

*

<3/

搅拌速度下搅拌
*<3/

#然后在

*@).

*

<3/

搅拌速度下搅拌
!<3/

$最后在
").

*

<3/

搅拌速度下搅拌
><3/

!经过多次试验确定的最优搅

拌条件"$静止沉降
(7

!如无特别说明"$取上清液用

)&">-<

滤头过滤后使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

R Ò

的浓度&

=B?

!

分析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对
R Ò

的残留浓度进行检

测$高效液相色谱采用岛津
S2A*)5E

型高效液相色

谱仪$

GORA*)54

T

紫外检测器$

G

T

79.3M$.K2*+

色谱

柱!

(>)̂ "&@<<3D

$

>-<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

限公司"&

采用外标法定量分析&色谱柱温为室温$检测

器波长为
(")/<

$洗脱流动相为
-!甲醇"

'

-!水"g?

'

!

$

流速为
)&@)<S

*

<3/

&

>

!

结果与讨论

>B=

!

K6J6,,'

去除
6JK

的效果研究

!!

选用阳离子混凝剂
OR̀ R552

作为去除水体中

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R̀ O

的混凝剂$按照混凝试验方

法$在不调节
T

J

值的条件下$考察混凝剂投加量对

水体中
R̀ O

的去除效果&研究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K6J6,,'

投加量对去除率的影响

由图
*

可知$当混凝剂
OR`R552

投加量由

*)<

=

*

S

增加到
?)<

=

*

S

时&水体中
R Ò

去除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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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
OR`R552

投加量

为
>)<

=

*

S

$

R Ò

的去除率达到最大为
>)&(B[

&

这是由于阳离子混凝剂
OR`R552

去除水体中有

机污染物
R Ò

时$主要是通过电中和作用来实现

的(

*@A*?

)

&由于阳离子混凝剂
OR`R552

可以在水

中迅速离子化$部分离解而带有正电荷$将带有正电

荷的部位称之为活性位点#而
R Ò

分子由于化学

式中的羰基氧具有极强的吸电子性而使分子整体表

现出负电性$因此
OR`R552

分子和
R Ò

分子可

以通过电中和作用相互吸引在一起$从而达到去除

水体中
R Ò

的目的&当混凝剂的投加量增大时$

溶液中混凝剂分子数相应的增多$由此产生的活性

位点数也增多$所以去除
R Ò

的能力增强&当投

加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混凝剂表面相互之间的活

性位点通过分子间作用力而发生相互作用彼此覆

盖$导致其电中和能力下降$去除率减小 &

>B>

!

'K,J

对
K6J6,,'

去除
6JK

的助凝效果

研究

(&(&*

!

2O5`

的投加量对去除效果的影响
!

选用

阳离子混凝剂
OR`R552

作为主混凝剂$

2O5`

作为助凝剂$研究其去除水体中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R Ò

的效果$按照混凝试验方法$在主混凝剂

OR`R552

的投加量为
>)<

=

*

S

时$不调节
T

J

值

的条件下$研究助凝剂
2O5`

投加量对水体中

R Ò

去除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K,J

投加量对去除率的影响

由图
(

可知$当助凝剂
2O5`

投加量由
*&)

<

=

*

S

增加到
"&)<

=

*

S

时$水体中
R Ò

去除率呈

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投加量为
(&><

=

*

S

时$

R Ò

的去除率达到最大为
BB&+?[

&这是由于

助凝剂
2O5`

主要发挥的是架桥作用$投加
2O5`

以前$可以把溶液中的
R Ò

分子和已经中和了

R Ò

分子的
OR`R552

分子看作是微粒$当投加

的
2O5`

质量浓度较低时$随着投加量的增加$吸

附在微粒表面上的
2O5`

高分子长链可能吸附在

另一个高分子长链上$通过架桥方式将
(

个或更多

个微粒连在一起$产生混凝作用$

R Ò

去除率就会

增大&如果继续增大
2O5`

的投加量$使其质量浓

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R Ò

去除率就会呈减小趋

势$这是因为架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微粒表面上存

在空白位置$当
2O5`

浓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微

粒表面的空白位置就会部被
2O5`

分子所覆盖$阻

止架桥作用的发生$所以
R Ò

去除率下降(

*+

)

&

(&(&(

!T

J

值对助凝效果的影响
!

选用阳离子混凝

剂
OR`R552

作为主混凝剂$

2O5`

作为助凝剂$

研究其去除水体中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R Ò

的效

果$按照混凝试验方法$在主混凝剂
OR`R552

的

投加量为
>)<

=

*

S

时$助凝剂
2O5`

的用量为最优

投加量
(&><

=

*

S

$将
T

J

值控制在
(&)

"

*)W)

的范

围内$研究
T

J

值的改变对
R Ò

去除效果的影响$

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

1

值对去除率的影响

由图
!

可知$

T

J

值的变化对
R Ò

的去除效果

有一定的影响$随着
T

J

值的增加$

R Ò

去除率呈

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其去除效果在弱酸性条

件下最好$当
T

J

值为
@&)

时$

R Ò

去除率达到最

大为
BB&+?[

&

(&(&!

!

沉降时间对去除效果的影响
!

选用阳离子

混凝剂
OR`R552

作为主混凝剂$

2O5`

作为助

凝剂$研究其去除水体中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R Ò

的效 果$按 照 混 凝 试 验 方 法$在 主 混 凝 剂

OR`R552

的投加量为
>)<

=

*

S

$助凝剂
2O5`

用量为最优投加量
(&><

=

*

S

$不调节
T

J

值的条件

下$考察沉降时间对
R Ò

去除效果的影响$结果如

图
"

所示&

图
@

!

沉降时间对去除率的影响

B>*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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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

可知$沉降时间对
R Ò

的去除效果有一

定的影响$随着沉降时间的延长$

R Ò

去除率呈现

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沉降时间为
!7

时$

R Ò

去除率达到最大为
BB&!@[

&由此可以推断出该研

究中的混凝作用为动态平衡过程$主要存在着分子

的重力作用与分子的热运动&研究认为
*

"

!7

之

间重力起主导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混凝剂与被混

凝剂混凝下来的
R Ò

分子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逐

渐沉降在溶液底部$达到最佳去除效果#在
!

"

>7

之间$分子的热运动起主导作用$原来同混凝剂沉降

的
R Ò

分子在稳定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扩散到溶液

中$达到新的平衡&

>B?

!

K6J6,,'

混凝机理研究

选用阳离子混凝剂
OR`R552

作为去除水体

中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R Ò

的混凝剂$按照混凝试

验方法$在不调节
T

J

值的条件下$考察混凝剂投加

量对
d980

电位的影响$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A

!

K6J6,,'

投加量对
"̀+-

电位的影响

在水处理研究中
d980

电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某

种程度上
d980

电位变化的快慢可以评价混凝剂电

中和能力的强弱&由图
>

知$混凝剂投加量对
d980

电位有很大影响&随着投加量的增加$

d980

电位呈

增大趋势$当在最佳投加量
>)<

=

*

S

时$

d980

电位趋

近于零&说明混凝剂
OR`R552

去除水体中
R Ò

以电中和作用为主&

?

!

结论

*

"采用强化混凝法去除水体中
R Ò

时$

OR`R552

与
2O5`

复合使用后的去除效果优于

单一混凝剂
OR`R552

的去除效果$当水体中

R Ò

浓 度 为
)&>) <

=

*

S

$控 制
OR`R552

与

2O5`

投加量分别为
>)<

=

*

S

与
(&><

=

*

S

$

T

J

为

@&)

及沉降时间
!7

时$

R Ò

最大去除率达到

BB&+?[

&

(

"将
OR`R552

与
2O5`

复合使用去除水体

中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R Ò

时$混凝剂表现出很强

的电中和作用与架桥作用&研究中的主混凝剂

OR`R552

去除
R Ò

主要依靠电中和作用$而助

凝剂
2O5`

则表现出了更好的架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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