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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3

,

E%

水滑

石对
KSL

+

KGOL

和
K.bL

的吸附结果如图
=

&结

果表明%吸附液中
LEG9

的剩余浓度随着
U

O

值偏

离中性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可能是由于
U

O

值偏离

中性时%

LEG9

发生水解而使水体中剩余
LEG9

减

少&其中
KSL

和
K.bL

比
KGOL

的变化幅度

更大&

@?E

!

温度对吸附效果的影响

图
@

是
U

O

为
@&!@

时%不同温度条件下
S

3

,

E%

水滑石对
KSL

+

KGOL

和
K.bL

的吸附结果&总体

来说%

!

种
LEG9

在
S

3

,

E%

水滑石上的吸附均随着

温度的上升而减少%低温有利于吸附%说明
LEG9

在

S

3

,

E%

水滑石上的吸附是放热行为&其中%

KSL

和
KGOL

的吸附受温度影响较大%

K.bL

的吸附受

温度影响不明显&

@?D

!

离子强度对吸附效果的影响

图
"

是在室温条件下%

U

O

为
@&!@

%

!

种
LEG9

初始浓度均为
=)

$

3

,

Q

时%不同离子强度的水溶液

中%

S

3

,

E%

水滑石对
KSL

+

KGOL

和
K.bL

的吸附

量变化情况&结果显示%

KSL

在
S

3

,

E%

水滑石上

的吸附量随着离子强度的增大而减少%高离子强度

环境不利于
KSL

的吸附(

KGOL

和
K.bL

的吸附

受离子强度影响不明显&

LEG9

是具有弱极性的酯

类化合物%根据盐溶效应%在弱电解质溶液中添加了

强电解质
'/1%

后%由于溶液中离子总浓度增大%离

子间相互牵制作用增强%增加了
LEG9

的解离程度%

从而使溶液中
LEG9

溶解度增大%被吸附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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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

'

对
%;M-

吸附的影响

图
D

!

温度对
%;M-

吸附的影响

与
KGOL

和
K.bL

相比%

KSL

的溶解度较高%因此

受离子强度变化的影响较明显&

A

!

结
!

论

*

"

S

3

,

E%

水滑石对
!

种
LEG9

的吸附行为同时

符 合
Q/.

3

H,5-

和
M-8,.J%5I2

吸 附 等 温 方 程%

Q/.

3

H,5-

方程可以更好地描述
KSL

的等温吸附曲

线%而
KGOL

和
K.bL

的 吸 附 等 温 线 更 符 合

M-8,.J%5I2

方程%

!

种
LEG9

的饱和吸附容量分别达

(!&*A>*

+

!&F!!F

和
>&F()@

$

3

,

H

3

&

(

"

!

种
LEG9

的去除率均在开始阶段快速上

升%然后逐渐减缓%

KSL

+

KGOL

+

K.bL

分别在
@))

+

())

+

())H5.

基本达到吸附平衡&

!

"吸附液中
LEG9

的剩余浓度随着
U

O

值偏离

中性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其中
KSL

和
K.bL

比

KGOL

的变化幅度更大&

A

"总体来说%

!

种
LEG9

在
S

3

,

E%

水滑石上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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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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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

离子强度对
%;M-

吸附的影响

吸附均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少%低温有利于吸附&

其中%

KSL

和
KGOL

的吸附受温度影响较大%

K.bL

的吸附受温度影响不明显&

=

"

KSL

在
S

3

,

E%

水滑石上的吸附量随着离子

强度的增大而减少%高离子强度环境不利于
KSL

的吸附(

KGOL

和
K.bL

的吸附受离子强度影响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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