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qks.cqu.edu.cn
第３４卷第７期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Ｖｏｌ．３４Ｎｏ．７

２０１１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ｌ．２０１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８２Ｘ（２０１１）０７０９６０６

阳离子聚丙烯酰胺的反相乳液聚合

郑怀礼１，王　薇１，蒋绍阶１，沈烈翔２，刘　澜１，张会琴１，范　伟１

（１．重庆大学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４０００４５；

２．浙江嘉善海峡净水灵化工有限公司，浙江 嘉善３１４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１０７８３６６）；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０９ＺＸ０７４２４００４）

作者简介：郑怀礼（１９５７），男，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保护和表面处理研究，

（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ｈｌ＠ｃｔａ．ｃｑ．ｃｎ。

摘　要：以丙烯酰胺（ＡＭ）和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ＤＡＣ）为单体，Ｓｐａｎ８０Ｔｗｅｅｎ８０为

复合乳化剂，液体石蜡为连续相，通过反相乳液聚合法制备阳离子型高分子聚丙烯酰胺。研究了

油水体积比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乳化剂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单体用量对聚合物

特性粘度的影响，阳离子度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及引发剂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油水体积比为１∶１．６、乳化剂用量为３０％、单体用量为３０％、阳离子度为６０％ 即

狀（ＡＭ）∶狀（ＤＡＣ）为２∶３，引发剂用量为０．１５％的条件下，得到的聚合产物粘度较大且具有良好

的稳定性和溶解性。对产物进行了红外结构表征，并研究了产物的污泥脱水性能，获满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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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简

称ＣＰＡＭ）是由丙烯酰胺单体（ＡＭ）和阳离子单体共

聚而成，其特点是分子长链上既有酰胺基团，又有带

正电荷的阳离子基团。ＣＰＡＭ 作为一种有效的絮

凝剂，在水处理领域对悬浮颗粒带负电荷的污水有

良好的澄清效果［１２］；在造纸行业它也是一种重要的

增强剂，它可以增长纸纤维的裂断长度和增加纸纤

维的结合力［３］；在石油开采工业中，具有增稠、絮凝

和调节流体的流变性等作用［４５］；它还可应用于化

工、电子、采矿等行业［６］。

近年来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污水产量

日益增加，在城镇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剩余

污泥［７８］，由于剩余污泥颗粒细小，呈絮状及胶状结

构，相对密度小不易下沉、压实［９１０］，含水量高不宜

脱水，在剩余污泥处理过程中必须加入高性能污泥

脱水絮凝剂。目前，用于污泥处理的费用约占污水

处理厂运行费用的２０％～５０％。因此，如何有效提

高污泥脱水絮凝剂脱水性能，降低处理费用成为业

界关注的重要问题［１１］。

絮凝法是重要的水处理方法。在絮凝处理过程

中，絮凝剂的种类和性质是絮凝处理效果好坏的关

键因素［１２１３］。有了性能优越的絮凝剂，通过控制加

药量及混合方法和合理的后续处理工艺，可获得良

好的处理效果，因此絮凝剂的研究是实现絮凝处理

过程优化的最重要途径［１４１５］。开发各种高效絮凝剂

已成为水处理剂研究热点之一［１６１７］。

目前，ＣＰＡＭ主要是通过水溶液来制备。水溶

液聚合法制备ＣＰＡＭ存在以下不足：１）生产过程为

间歇式，不能实现连续生产；２）反应聚合产品为胶

体，溶解很困难，使用不方便，若将胶体制备成粉体，

能耗很高，而且仍需溶解才能使用，使用仍不太方

便。反相乳液聚合法制备ＣＰＡＭ存在以下优点：１）

聚合过程能够实现连续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２）聚合产品为乳液状态，溶解性好，可直接使用，使

用方便［１８］。反相乳液聚合法是一种新型的聚合方

法，目前关于ＡＭ与ＤＡＣ共聚合研究尚少。

笔者以丙烯酰胺（ＡＭ）和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

氯化铵（ＤＡＣ）为主要原料，采用反相乳液聚合法制

备絮凝性能优异的阳离子聚丙烯酰胺，探讨不同因

素对乳液聚合体系的稳定性及特性粘度的影响，并

研究自制阳离子聚丙烯酰胺的絮凝性能。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１．１．１　主要试剂

丙烯酰胺（ＡＭ，工业级）；丙烯酰氧基乙基三甲

基氯化铵（ＤＡＣ）（质量分数８０％）；液体石蜡（重庆

川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化学试剂厂）；氮气（普

氮）；有机引发剂（化学纯）；Ｔｗｅｅｎ８０（重庆川东化工

有限公司）；Ｓｐａｎ８０（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１．１．２　主要仪器

ＴＵ—１８１０紫外可见光谱仪（北京普析通用仪

器有限责任公司）；ＩＲＰｒｅｓｔｉｇｅ—２１型红外光谱仪

（日本ＳＨＩＭＡＤＺＵ公司）；恒温水浴锅（上海精宏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ＪＪ—１精密增力电动搅拌器（常州

澳华仪器有限公司）；恒温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

备有限公司）；电子天平（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

司）；乌式粘度计。

１．２　实验聚合方法

在装有搅拌器和通氮管的三口烧瓶中，按比例

加入一定量的液体石蜡、乳化剂，高速搅拌并通氮保

护，然后加入单体ＡＭ 与ＤＡＣ的混合溶液，通氮气

保护一定时间后，加入引发剂，继续通氮保护一定时

间，并升温至一定温度，持续搅拌至反应完全。

１．３　聚合物特性粘度的测定

将共聚产物用丙酮和乙醇清洗数次后，然后放

入烘箱中在７０℃下恒温干燥８ｈ得到固体聚丙烯

酰胺。按照 ＧＢｌ２００５．１—１９８９，用一点法在（３０±

０．０５）℃，１．０ｍｏｌ／Ｌ的 ＮａＣｌ水溶液条件下，用乌

式粘度计测定其特性粘度。

１．４　红外谱图表征

将所得聚合物分别用丙酮和乙醇进行处理，真

空干燥并粉碎后，用ＩＲＰｒｅｓｔｉｇｅ—２１型红外光谱分

析仪测定其谱图。

１．５　絮凝实验

将所得阳离子聚丙烯酰胺配成溶液，按一定的

投加量加入１００ｍＬ的污泥中，搅拌絮凝后进行真

空抽滤。测量所得滤液的体积，取滤液用 ＵＶ７５５Ｂ

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其透光率，并计算其脱水

率，计算式为［１］

脱水率 ＝
犞
犞０
×１００％， （１）

式中：犞 为絮凝后污泥抽滤所得清液的体积，ｍＬ；

犞０ 为原污泥的体积，ｍ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油水体积比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油相作为连续相和分散相，在聚合体系中起着

分散体系和传递热量的作用，既影响体系的稳定性

和乳化效果，也影响共聚产物的特性粘度。在乳化

剂用量（占液体石蜡的质量分数）为３０％，单体用量

（占水相质量分数）为３０％，单体摩尔配比为２∶３，引

发剂用量（占单体的质量分数）为０．１５％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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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油水体积比进行反相乳液聚合，研究并测定在

不同油水体积比下聚合产物的特性粘度，研究结果

见表１。

表１　油水体积比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油水体积比

／（ｍＬ·ｍＬ－１）
特性粘度／（ｍＬ·ｇ

－１） 稳定性

１．４∶１．０ ５６６ 很差

１．２∶１．０ ５９２ 较差

１．０∶１．０ ６５２ 差

１．０∶１．２ ７３３ 一般

１．０：１．４ ７７１ 较好

１．０∶１．６ ８９４ 好

１．０∶１．８ ７９７ 较好

由表１知，随着油水体积比的减小，产物的特性

粘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当犞（油）∶

犞（Ｈ２Ｏ）＝１∶１．６时，产物的特性粘度最高。当油水

体积比较大时，油相对单体起到稀释作用，体系中单

体浓度下降，阻碍了聚合反应的进行，不利于提高聚

合物的特性粘度。当油水体积比减小时，一方面由

于溶解在油相中的乳化剂的量减小，油相不能很好

地分散乳胶粒子，导致聚合时乳胶粒子发生粘黏而

出现凝胶［１９］；另一方面由于油相体积减少，聚合热

不易分散，易发生爆聚。

２．２　乳化剂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乳化剂是一类表面活性剂，在反相乳液聚合体

系中，乳化剂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将单体水溶

液分散成小的单体液滴，分布在油相中，达到乳化的

效果［２０］，其性质和用量对乳胶粒子的大小、聚合物

的特性粘度和乳液的稳定性有显著的影响。

在油水体积比为１∶１．６，单体用量（占水相质量

分数）为３０％，单体摩尔配比为２∶３，引发剂用量（占

单体的质量分数）为０．１５％的情况下，改变乳化剂

用量（占液体石蜡的质量分数）进行反相乳液聚合。

研究并测定不同乳化剂用量下产物的特性粘度，研

究结果见图１。

由图１知，随着乳化剂用量的增加，产物的特性

粘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当乳化剂用量为

３０％时，产物的特性粘度最高。当乳化剂用量较低

时，液滴表面没有完全被乳化剂分子覆盖，乳胶粒子

易发生聚结，析出较多胶粒；当乳化剂用量较高时，

一方面乳化剂分子将微液滴包裹得更加严实，使油

水界面膜加厚，增大粒子表面积，从而导致链增长，

另一方面自由基向乳化剂的链转移几率提高，削弱

了ＡＭ的助乳化作用，使液滴内部的有效自由基含

量增加，加快了链终止［２１２２］。

图１　乳化剂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２．３　单体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反相乳液聚合的引发及成核都是在乳胶粒子

内，反应时体系中的单体液滴将自身的单体不断以

扩散的方式补充到成核的乳胶粒中使反应持续。单

体作为反应的基本原料，其用量对聚合反应的顺利

进行有重要影响。

在油水体积比为１∶１．６，乳化剂用量（占液体石

蜡的质量分数）为３０％，单体摩尔配比为２∶３，引发

剂用量（占单体的质量分数）为０．１５％的情况下，改

变单体用量（占水相质量分数）进行反相乳液聚合。

研究并测定不同单体用量下产物的特性粘度，研究

结果见图２。

图２　单体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由图２知，随着单体用量的增加，产物的特性粘

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当单体用量为

３０％时，产物的特性粘度最高。随着单体用量的增

加，聚合反应速率加快，产物特性粘度增加；但单体

用量过高，聚合过程中的链转移及链终止速率增加

程度超过了聚合速率的增加程度［２３］，体系聚合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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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散出，导致体系温度急剧上升，破坏乳化作

用，造成聚合产物相对分子质量下降。

２．４　阳离子度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由于 ＡＭ 和 ＤＭＣ两种单体的竞聚率相差很

大，因此要获得特性粘度较高的共聚物，控制两者的

比例是关键。当油水体积比为１∶１．６，乳化剂用量

（占液体石蜡的质量分数）为３０％，单体用量（占水

相质量分数）为３０％，引发剂用量（占单体的质量分

数）为０．１５％的情况下，改变阳离子度进行反相乳

液聚合，研究并测定不同阳离子度下聚合产物的特

性粘度，研究结果见图３。

图３　阳离子度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由图３知，随着阳离子度的增加，产物的特性粘

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当阳离子度为

６０％即狀（ＡＭ）∶狀（ＤＡＣ）＝２∶３的时候，产物的特性

粘度最高。这是由于当阳离子度较低时，高活性的

ＡＭ含量较高，导致了聚合反应速率过快，聚合热不

易散出，加快了链终止，使产物特性粘度较低；随着

阳离子度的增加，ＤＡＣ的用量也逐渐增加，ＤＡＣ与

ＡＭ的碰撞几率增加，缩小了２种单体的活性差异，

使分子链增长，提高聚合产物的特性粘度；但是当阳

离子度过高时，ＤＡＣ的含量过大，较强的空间效应

和电荷排斥作用会降低单体的扩散速率和反应活

性，降低聚合产物的特性粘度。

２．５　引发剂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在乳液聚合中，引发剂用量对聚合有很大影响，

它用量虽少，但对聚合速率的快慢、特性粘度的高

低、乳胶粒子的大小和形态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油水体积比为１∶１．６，乳化剂用量（占液体石

蜡的质量分数）为３０％，单体用量为３０％（占水相质

量分数），单体摩尔比为２∶３的情况下，改变引发剂

用量进行反相乳液聚合。研究并测定不同引发剂用

量下产物的特性粘度，研究结果见图４。

由图４知，随着引发剂用量的增加，产物的特性

粘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当引发剂用量为

０．１５％时，产物的特性粘度最高。随着引发剂用量

的增加，自由基数目也随之增加，产物的特性粘度逐

渐增加；当引发剂用量过高时，活性自由基数目增

多，从而瞬间引发的单体量增多，导致乳胶粒数目增

多，使粒径减小，容易产生爆聚；当引发剂用量太少

时，不利于分子链的增长，聚合反应不完全，产物

很少［１８］。

图４　引发剂用量对聚合物特性粘度的影响

２．６　聚合产物的红外光谱表征

对优化条件下合成的ＡＭ／ＤＡＣ共聚产物进行红

外光谱研究，研究结果见图５。由图５知，在３４４６ｃｍ－１

处为氨基—ＮＨ２特征吸收峰，由于此聚合物有强烈的

吸水性，聚合物含少量的结合水，在２９２４ｃｍ－１处的吸

收峰为甲基和亚甲基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在１６５２ｃｍ－１

处为酰氧基团的特征吸收峰，１４７９ｃｍ－１处为—ＣＨ２—

Ｎ—（ＣＨ３）３亚甲基的弯曲振动吸收峰，１０９３ｃｍ
－１为高

分子链骨架上的Ｃ—Ｃ吸收峰，产物具有ＡＭ／ＤＡＣ

共聚物的特征吸收峰，说明产物是 ＡＭ／ＤＡＣ的共

聚产物。

图５　聚合物的红外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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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絮凝实验

用本研究合成的阳离子絮凝剂对城镇污水处理

厂剩余污泥进行污泥脱水絮凝实验，研究产物的特

性粘度和产物投加量对絮凝性能的影响。

３．１　投加量对絮凝性能的影响

絮凝剂的投加量对污泥脱水性能有较大的影

响。投加量太少，不足以改善污泥的脱水性能；

投加量过多，对有机高分子絮凝剂来说由于分子

量太大，形成的絮团结构较疏松，影响泥饼的剥

离性能［２４］。

配置０．５ｇ／Ｌ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按不同投加

量分别加入１００ｍＬ污泥中，搅拌絮凝后，进行真空

抽滤，测量滤液的透光率、浊度和污泥脱水率，研究

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滤液的透光率和污泥脱

水率随着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滤液浊度随着投加

量的增加而减小。在投加量为２５ｍＬ时具有较好

的透光率、滤液浊度和污泥脱水率，由此可得优化投

加量为２５ｍＬ，污泥的透光率为９６．９％，滤液浊度为

１１．２，污泥脱水率为８３．２％。

表２　投加量对絮凝性能的影响

投加量／ｍＬ 透光率／％ 滤液浊度 脱水率／％

１９ ９２．９ ２４．４ ７６．０

２１ ９３．９ ２１．２ ７８．４

２３ ９６．７ １５．６ ８２．４

２５ ９６．９ １１．２ ８３．２

２７ ９５．６ １５．５ ８０．８

２９ ９４．８ １７．９ ７９．２

３．２　特性粘度对絮凝性能的影响

絮凝剂特性粘数较小时，架桥作用较弱，不利于

污泥的絮凝沉降；特性粘数增大可增强絮凝剂的吸

附架桥功能，使絮团迅速增大，从而加快污泥的絮凝

沉降［２５］。

把不同特性粘度的自制聚丙烯酰胺配成浓度为

０．５ｇ／Ｌ的溶液，分别取２５ｍＬ该溶液加入１００ｍＬ

的污泥中，搅拌絮凝后，进行真空抽滤，测其滤液的

透光率、浊度和污泥脱水率，研究结果见表３。由

表３知，特性粘度的增加有利于滤液透光率和污泥

脱水 率 的 提 高，浊 度 的 降 低。当 特 性 粘 度 为

８９４ｍＬ／ｇ时，滤液的透光率为９６．９％，滤液的浊度

为１１．２，污泥的脱水率为８３．２％。

表３　特性粘度对絮凝性能的影响

特性粘度

／（ｍＬ·ｇ
－１）

透光率／％ 滤液浊度 脱水率／％

８９４ ９６．９ １１．２ ８３．２

８６４ ９６．４ １２．３ ８０．０

８５３ ９６．２ １３．１ ７９．２

８２０ ９５．４ １５．５ ７８．４

７９７ ９４．１ ２０．２ ７６．８

７６９ ９３．３ ２２．８ ７６．２

７７１ ９３．１ ２３．６ ７５．２

４　结　论

１）研究得到优化聚合条件为：油水体积比为

１∶１．６，乳化剂用量为３０％（占油相的质量分数），单

体用量为３０％（占水相的质量分数），阳离子度为

６０％ 即狀（ＡＭ）∶狀（ＤＡＣ）为２∶３，引发剂用量为

０．１５％（占单体的质量分数），得到的产物特性粘度

可达８９４ｍＬ／ｇ。

２）用特性粘度为８９４ｍＬ／ｇ的产物，在优化条

件下进行污泥脱水絮凝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污泥的

透光率可达９６．９％，滤液浊度可达１１．２，污泥脱水

率可达８３．２％。

参考文献：

［１］惠泉，刘福胜，于世涛．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反相胶乳的

制备 及 其 絮 凝 性 能 ［Ｊ］．化 工 进 展，２００８，２７（６）：

８８７８８９．

ＨＵＩ ＱＵＡＮ，ＬＩＵ ＦＵＳＨＥＮＧ，ＹＵ ＳＨＩＴＡＯ．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ｅ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ｉｏｎｉｃ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２７（６）：

８８７８８９．

［２］ＣＨＥＮ Ｄ Ｎ，ＬＩＵ Ｘ Ｇ，ＹＵＥＹ Ｍ，ｅｔ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ｃａｔｉｏｎｉｃ ｍｏｎｏｍｅｒ ｉ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ａｌｔ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４２（６）：

１２８４１２９７．

［３］ＭＡＲＴＩＡＬ Ｐ，ＪＥＡＮ ＭＡＲＣ Ｃ，ＪＯＳＥＰＨＳ，ｅｔ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ｂ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８４（７）：１４１８１４３０．

［４］李小兰，王久芬，陈孝飞．反相乳液聚合法合成超高相

对分子质量聚丙烯酰胺的研究［Ｊ］．应用化工，２００５，

３４（７）：４１２４１４．

ＬＩＸＩＡＯＬ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ＵＦＥＮ，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Ｓｔｕｄｙ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ｂｙ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０５，３４（７）：４１２４１４．

００１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４卷



 http://qks.cqu.edu.cn

［５］赵娜娜，佟瑞利，邹立壮，等．疏水改性高分子絮凝剂的

合成及其对含油污水的净化［Ｊ］．环境化学，２００８，

２７（４）：４５４４５７．

ＺＨＡＯ ＮＡＮＡ，ＴＯＮＧ ＲＵＩＬＩ，ＺＯＵ ＬＩＺＨＵＡＮＧ，

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ａｔｉｏｎｉｃ

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ｓｔｅ

ｗａｔｅｒ［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８，２７（４）：

４５４４５７．

［６］魏鑫，钟宏．反相乳液聚合的研究进展［Ｊ］．化学与生物

工程，２００７，２４（１２）：１２１４．

ＷＥＩ ＸＩＮ，ＺＨＯＮＧ Ｈ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

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４（１２）：１２１４．

［７］方俊华，周健，唐德昕，等．中国小城镇污泥资源化方案

决策方法的探讨［Ｊ］．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

３０（２）：７５８０．

ＦＡＮＧ ＪＵＮＨＵＡ，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ＴＡＮＧ ＤＥＸＩＮ，

ｅｔ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ｗｎｓ＇

ｓｌｕｄｇ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３０（２）：７５８０．

［８］郑怀礼，唐雪，沈烈翔，等．阳离子Ｐ（ＡＭＤＡＣ）污泥脱

水剂的合成、表征与应用［Ｊ］．重庆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３３（７）：１１５１２２．

ＺＨＥＮＧ ＨＵＡＩＬＩ，ＴＡＮＧ ＸＵＥ，ＳＨＥＮＧ ＬＩＥ

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ＡＭＤＭＣ）ｕｓｅｄｆｏｒｓｌｕｄｇｅ

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３３（７）：１１５１２２．

［９］郑怀礼，李凌春，蔚阳，等．阳离子聚丙烯酰胺污泥脱水

絮凝剂的制备［Ｊ］．化工进展，２００８，２７（４）：５６４５６８．

ＺＨＥＮＧ ＨＵＡＩＬＩ，ＬＩ ＬＩＮＧＣＨＵＮ，ＹＵ ＹＡＮＧ，

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ｎｔｆｏｒ

ｓｌｕｄｇｅ 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２７（４）：５６４５６８．

［１０］ＺＨＡＮＧＳＨ，ＺＨＥＮＧＰ，ＨＵＡＹ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ｌｕｄｇｅ 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５，１７（３）：１０３０１０３３．

［１１］徐龙君，徐宏亮．微生物絮凝剂的化学结构特征分

析［Ｊ］．重庆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３１（１２）：１４２６１４２９．

ＸＵ ＬＯＮＧＪＵＮ，ＸＵ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３１ （１２）：

１４２６１４２９．

［１２］郑怀礼．生物絮凝剂与絮凝技术［Ｍ］．北京：北京化学工

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ＺＨＥＮＧＨＬ，ＳＵＮＸＰ，ＨＥＱ．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ｄｉｔｈｉｏｃａｒｂａｍ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ｌ１０（４）：２４６１２４６６．

［１４］ＯＨＭＴＩ，ＣＨＡＥＪＳ，ＫＩＭＪＥ，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ｓｌｕｄｇｅｂｙｆｒｙｄｒｙ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９，

１６８（１）：４４５４５０．

［１５］ＺＥＮＧＹＢ，ＰＡＲＫＪ．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ｏｖｅｌ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ｐｏｌｙｚｉｎｃ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ｕｌｆａｔｅ［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０９，

３３４（１／３）：１４７１５４．

［１６］ＬＥＩＧＹ，ＭＡＪ，ＧＵＡＮＸ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ｉｔｙｏｎ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ｙｆｅｒｒｉｃ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ｅｄ ｒａｗ ｗａｔｅｒ ［Ｊ］．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

２４７（１／３）：５１８５２９．

［１７］ＧＡＯ Ｂ Ｙ，ＹＵＥ Ｑ Ｙ，ＷＡＮＧ Ｙ．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ｙ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ＰＡＳｉＣ）

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５６（２）：２２５２３０．

［１８］ＨＥＭＢＮＤＥＺＢＪ，ＨＵＮＫＥＬＥＲＤＪ．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ｕｓ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

Ｐｏｌｙｍｅｒ，１９９７，３８（２）：４３７４４７．

［１９］ＰＡＢＯＮＭ，ＳＥＬＢＪ，ＣＡＮＤＡＵＦ，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ｉ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ｇｅｎｔ［Ｊ］．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４０（１１）：３１０１３１０６．

［２０］ＩＮＣＨＡＵＳＴＩ Ｉ， ＳＡＳＩＡ Ｐ Ｍ， ＫＡＴＩＭＥ Ｉ．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ｏｅｔｈｙｌａｃｒｙｌ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ｎｄ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ｉ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４０（１８）：４８３３４８３８．

［２１］ＺＨＵＪＨ，ＳＨＡＯＦ，ＺＨＡＮＹＨ，ｅｔａｌ．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ａｓ

ｃｏ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ｔ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ｅｕｄｏ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ｐａｎ８０Ｔｗｅｅｎ ８５／ｉｓｏｐａｒ Ｍ／ｗａｔｅｒ 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ｅｍｕｌ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０６，２９０（１／３）：１９２４．

［２２］ＡＲＭＡＮＥＴ Ｌ，ＨＵＮＫＥＬＥＲ Ｄ．Ｐｈａｓ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ｔｙｐｅ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０３（６）：３５６７３５８４．

［２３］高庆，张国杰，周庆涛，等．ＡＭＤＭＣ反相乳液共聚合研

究［Ｊ］．化学与生物工程，２００５，２２（２）：４０４２．

ＧＡＯ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ＪＩＥ，ＺＨＯＵ ＱＩＮＧＴＡＯ，

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ａｎｄ （２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ｏｙｌ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Ｊ］．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２２（２）：４０４２．

［２４］杨风霞，齐新华，王建新，等．ＣＰＡＭ在污泥脱水工艺中

的絮凝效果研究及应用［Ｊ］．应用化工，２００７，３６（９）：

９３０９３２．

ＹＡ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ＱＩＸＩ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Ｎ，

ｅｔａｌ．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ＰＡＭｉｎ

ｓｌｕｄｇｅ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０７，３６（９）：９３０９３２．

［２５］吴敦虎，熊琼，林辉，等．有机高分子絮凝剂在污泥脱水

中的应用研究［Ｊ］．水处理技术，２００４，３０（４）：１１６１１８．

ＷＵＤＵＮＨＵ，ＸＩＯＮＧＱＩＯＮＧ，ＬＩＮ ＨＵＩ，ｅｔａｌ．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ｎｔｉｎ

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３０（４）：１１６１１８．

（编辑　张　苹）

１０１第７期　　　　　　　　　　　　　郑怀礼，等：阳离子聚丙烯酰胺的反相乳液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