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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 了两种常用 阳离子染料一半著类魏阳寒子姚红= > 和二抓半曹拳鲤用离子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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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交水处理是当今世界环境保护方面的一大难题生 特别是阳离子印染废水的处理

尤为困难
2

笨离子染料是在聚丙烯睛纤维工业化生产后诞生的
,

主要用于腊纶
、

改性涤

纶
、

改性锦纶纤维及其织物的着色
2

合成纤维工业的发展
,

此种染料的用量随之增加
。

阳离子染料是一种色泽十分浓艳的水溶性染料
·

染娜程
通常在习通性浴中进行

,

同时使甩醋酸
、

醋酸钠
、

表面活性剂等助剂
,

因此
,

抖拙的废水不但色度毫而且
Γ − 值

偏低并产生有机污染
·

我们通过监测调查了两个针织厂的染浴废水
·

他们常年使用的染
料为阳离子桃红=> 和阳离子艳蓝& + ,

废水中的染料浓度 ;以, 尹〕
一

表示 Η 花鼠为印一
≅4 ∋Ι 7ϑΚ

,

色度 ;稀释信数 Η 高达 ≅9 99 一.∋∋Λ 倍
, Γ− 一 ≅一4, Χ0

Β Χ Μ

范围 为 Ν 99 一

6 ∋∋Ι 6 ϑ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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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印染麦水的处理
,

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生化法
,

但因阳离子染料司连雀匕性能很

低
, ·

且在广泛的Γ− 范围内水溶性很高
·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

传统的生化法脱色效果差
·

( ! 仆 5 Κ 等指出
,

在水溶性染料废水的脱色处理中
,

已发现臭氧处理最有效
〔”

2

但是
,

目前缺乏染料与。
。

反应方面的资料
2

木工作在国产阳离子染料中
,

选择了最常用的阳离子桃红=> 和阳离子艳蓝& + 两种

染料
,

探索其在八溶液和废水中的9 �

氧化特性
2

实验用.Ο 一

邓型单管臭氧发生器
?

电压为巧
,

的。∃
,

空气流量 Π 9+ ϑ Θ
,

产生的 〔∋ 。韭二

〕。Ι ? ϑ’1
,

矣气化空气经多孔扩散板投配于柱式反应 器 中
2

9 。

浓 度 用 碘 量 法 测 定 Ρ

Χ 9 Β ? ?

值采用标准重铬酸钾法 Ρ 染料浓度用�Χ Ι 光程的分光光度法测定 Ρ Γ− 值采用 Γ− 7

一

了�∗ 型熊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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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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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与讨论

染料水落液的9 �

饭化

�
2

染料自身的, 0 Β ‘ ,

值

染色废水的, 0 Β Χ ?

值由染料自身和其它助剂产生
2

两种阳 离 子染料在水溶液中的

Χ0 Β
Ρ ,

值 与其浓度伺的关系绘于图 �
2

两直线� 和� 分别 表示桃红  ! 和 艳
、

蓝
∀

⋯取# 的

∃% & ‘,
值与其浓度的关系

·

图 ∋ 表明
(
半著类的阳离子桃红 ! 自身的∃% & ‘ (

值钾)∗ ∋+

在数值上等于其自身浓度
、

,

而二氮半警类的艳蓝 , #的− . & 。 ,

值在数值上等于其自身浓

度的∋∗ /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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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在水溶液中的Χ Δ
氧化 特 性

分别配制两种染料的水溶液
,

不加其

它任何助荆
,

每次取:
�

ΕΦ进行。
,
氧化

,

结果绘于图 :
、

图 Δ 和图 Γ
�

由图 : 可知
,

两种染料 Χ
Δ

氧化过程

中
,

其水溶液的禅 值逐渐降低
,

表明染

料氧化之后
,

均有有机 酸 产 生
�

图 Δ 表

明
,

染料易于 Χ
Δ

氧化脱色
,

在本实验的

条件下
,

通臭氧氧化空气+Χ ) >? 脱色率均

在 ∗∗ Η以上
,

而染料自身的 /6
. 。 Ι

值仅

降低了ΕΧ Η左右
�

说明。
。

氧化不
一

能使 染

料完全无机化
�

图 Γ 示出了染料氧化过程

中/ Χ . ‘ 2

的变化趋势
�

Δ
�

尾气中Χ Δ

的穿透曲线
一 ϑ

ϑ 几

图 Ε 示油了尾气中 Χ Δ

的浓度随通气

量的变化曲线
,

即6 。
的穿透曲线

� 。

设进气中。
2

的浓度为/ 。 二 46) Κ Λ4
,

通

气 % ) > ? 时尾气中Χ Δ
的浓度为/

2

)Κ Λ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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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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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图解 积 分 法 求 得
,

结 果 列 于表

+
。

表 + 表明
,

在本实验的条件下
,

通Χ �

氧化空气 46) 讯 时
, 6 。

利用率为+曲Η
,

而此时的脱色率达到了∗∗ Η 以上
�

依此计

算
,

就脱色而言
,

阳离子桃红拍 和艳蓝

=Φ 的臭氧化指数分别为 :
�

ΘΡ Σ Κ & 81 Λ Σ扣
2

和:
�

ΤΕ Σ Κ &81Λ Σ Κ6
。 ,

染料完全脱色之后
,

尾气中。 。
开始泄漏

,

为充分利用 ! 。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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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率与氧化时闻的关系

 ∋) 3
∀

� , 4 56 78 . 9 :; 8< = 4 7> 4 49 ?忱2 ∋2小
≅ 8 9 Α 亡ΒΒ让泌9 − Χ 6 9 ? . ≅ .9 8 ≅ 6 78 . 9 7 8Δ 4

� 习4 纽 7呈. 9 :58 8Ε 比7> 4 4 9 ∃ % &
。 Φ

Φ4 Δ . Γ 65 6 9 ? . ≅ . 9 8 ≅ 6 7 8. . 78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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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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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废水的2 3

叙化结果

染色废水巾 戮
不Η琴聋有葬掣套匀舞料

,

而且含有各种助剂
,

如醋酸
、
。Ι 酸

、

表

蒯舌性剂等
,

一

因此
,

ϑ

伪< 咬,

值较高
Κ
每次

取/ ∀

Λ#废水
,

采甩上述方式进牙沁
3

氧伙
,

结果列于表 / ∀
Μ

一
由表 / 看出

,

亩于废水中今衰备种却Ν
剂

,

助剂 本身与。
。

反应
,

与纯染料水 熔
液相比

,

氧化脱色所需时间延长了
,

阳离

子桃红 ! 废水尤为显著
∀

∃. & ‘,

去除率

与废水的水质有关
,

去除 率 范 围 为 ∋1一

Ο 2Π
。

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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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氧化对阳离子染料染色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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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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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脱色而言
,

在纯染料的水溶‘中钾
离子桃红0

卿阳离子终
=卜渝整

氧

化指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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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Ρ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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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Ε
,

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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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βΣ Κ 6 ,

可以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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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臭氧氧化指数与水质有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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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氧化脱色
,

土艺简单
,

效果好
,

不增加新的污染物
,

且能提高 水 中 的 溶

解氧
2

4
2

染色废水中的助剂如醋酸等产生较高的Χ 0 Β ‘ Ε

值
,

而又极难氧化
,

因此, 0 Β 卜

去除率不高
,

要提高 ,∋ Β
。 ?

去除率
,

需与其它处理方法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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