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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洗煤 厂的废料为原料制备活性炭
�

结 果表 明
,

只要其灰分含量小于 �� �
,

就可以制备出性能较好的粒状活性炭
�

活性炭对苯的吸附容量达 � �� ��
·

� 一 ‘ ,

对水中对硝基苯酚的饱和吸附容量约为 � �� � �
·

� 一 ’,

四抓化碳吸附率约 �� �
,

比表面积约 � 。。。� 之
·

� 一 ’ ,

碘值 � �� � � ��
·

� ’,

可用于有 机溶剂回收
、

空气与水

的净化及作催化剂载体
�

关钮词
�

煤泥
,

活性炭
�

� 煤泥的组成

煤泥大部分为小于 �
�

�� � 的小颗粒
,

一般呈蜂窝状或片状
,

视比重 �
�

� �
· � �

一 , ,

其

组成为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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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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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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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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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煤泥中 ��
�

含量较高
,

在其灰分含量不超过 �� �时
,

可用之作为基础原料
,

加入某些

粘合剂和少量混合剂 �磷酸盐类化合物 �
,

经一定的工艺条件制成粒状活性炭
�

� 活性炭制备

取洪洞县洗煤厂煤泥
,

经测定其灰分含量范围为 �� 一 �� �
,

选用灰分含量 ��  

以下的作为制备活性炭的原料
�

先将煤泥干

燥
,

过筛
,

去掉混入的杂质
,

若灰份含量高
,

须先经浮选处理
,

使煤泥中灰份含量小于

��  后再用
�

按 比例在煤焦油中加入适量混合剂
,

加

热至 �� 一 �� �
,

倒入干煤泥粉中
,

搅拌均匀

后在前挤式双螺杆挤条机 ��
一

�� � 型 � 上捏

合若干次
,

使之充分混合均匀
,

然后装上直

径 �
�

�� �� 孔模板
,

在大约 � � � � �
· � �

一 �

的

挤出压力下挤压成条状
�

将挤出的炭条用烘箱在 ���
‘

� 下烘 �一

� �
,

自然冷却后切成小于 �� � 的小段
,

取一

定量装入炭 �活� 化管中
�

炭化时通入 � �

图 � 实验室制备活性炭的炭化
、

活化装置

�
�

钢瓶 �� � � 或 � �
�
,

�
�

缓冲瓶
, �

�

干澡塔
,

�
�

流量计
,

�
�

密封头
,

�
�

炉膛
,

�
�

活化管
,

�
�

热 电偶
, �

�

温控装置
,

��
�

电漂
,

��
�

转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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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空气
,

而后改通 � �
�

进行活化
�

炭化
、

活化实验室装置见图 �
�

� 制备条件对活性炭性能的影响

�
�

� 原料组成及配比

由于不同时间和批量收集的煤泥灰分含量差别较大
,

对活性炭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

当灰分含量高于 ��  时
,

制成的活性炭吸附性能较差
�

因此
,

对于灰分含量大于 ��  的

煤泥原料
,

必须增加浮选工序
,

以保证活性炭成品的质量
�

在炭化温度 � �� ℃
,

活化温度

� � � ℃的条件下
,

原料中不同灰分含量对活性炭性能的影响见表 �
�

表 � 原料中不同灰分含量对活性炭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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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制备活性炭的原料煤泥
、

煤焦油及混合剂的原料配比
,

主要根据所用煤泥

的灰分
、

水分含量以及煤焦油的沥青含量
,

将三者控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
,

并由实验

确定实际的投料量
,

使混合膏料既均匀
,

又易于压伸
.

3
·

2 炭化温度

在适量空气气氛下
〔‘」,

炭化时的平均升温速度对活性炭的吸附性能有直接影响
.
当原

料灰分含量为 20
.
5% 时

,

在较低的炭化升温速度下制出的活性炭
,

具有相对较大的微孔

容积和 比表面积 (表 2)
,

这是因为在低的升温速度下
,

挥发物的排出较慢
,

有利于发展

活性炭的微孔
.

表 2

Table 2 E ffeet ofPreP

制备条件对活性炭性能的影响
aration eondition on Properties ofaetivated earbo

n

样样品号号 炭化沮度度 升温速度度 活化温度度 水容量量 装填密度度 徽孔容积积 比表面积积 强度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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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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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m 一3
))) (

e
m
3

·

g
一 1

))) ( m
Z

·

g
一 l

))) ( % )))

000 9 4 3
一

222 7 0 000 9

.

000 9 2 000 8 9

.

999 0

。

3 3 777 0

.

2 2
4

222
7 5 444 7 7

.

666

000
9

4
3

一

333 6 0 000 9

.

888 9 2 000 9 5

.

111 0

.

3 1 999 0

.

2 3 7 555 8 2 888 8 3

。

222

000
9

4 4

一
222 6 0 000 8

。

888 9 0 000 9 9

.

444 0

.

2 8 222
0

.

2
5 6 666 9

0
666 7 2

.

555

000 9 4
4

一
333 6 0 000 8

.
000 9 0 000 8 0

.

222 0
.
3 9 333 0

.

2 6 1 000 9 0 000 7 9

.
444

000 9 4 4
一
444 5 0 000 5

.

222 9 0 000 8 8

.
666 0

.

3 1 222 0
.

2 7 1 888 1 0 1 333 8 8

.

555

000 9 4 4
一

555 4 5 000 4

.

444 9 0 000 8 2

.

111 0

。

3
3

111
0

.

2 7 5
444

9 6 888 8 8

.

222

000
9

4
5

一
222 6 0 000 5

.
444 9 0 000 8 3

.

444 0
.

3 3 222 0
.

2 8 5 555 9 8 777 8 4
。

777

000
9

4 5

一
333 5 0 000 4

.

999 9 0 000 8 9

.

222 0

.

3 2 444 0

.

2 7 4 666 9 9 888 8 9

。

444

000
9

4
5

一
444 5 0 000 4

.

555 9 0 000 8 3

.

888 0

.

3 4 111 0
.

2 8 0 111 9 8 555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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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还可以看出
,

炭化温度对活性炭的吸附性能影响不大
,

但对活性炭的强度有

较大影响川
.
在同一组数据中

,

60
0 ℃以上炭化制出的活性炭强度较差

,

根据对煤泥粉的

差热分析
,

其在空气 中的着火点在 51o C左右
,

在 540 一600 C 有强放热峰
,

证明在此温

度范 围煤泥大量烧失
.
因此

,

在空气气氛下
,

炭化温度应在 510 ℃以下
.

3. 3 活化对活性炭性能的影响

在用 C O
Z
作活化气体时

,

一般都采用 90 0一920 C 的活化温度
‘3」
.

活化温度低则活化

时间太长
; 温度太高

,

活化不易控制
,

对活性炭的性能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
实验确定 CO

:

的通入量为 2一4m l
·

m in

一 ‘ ·

g
一 ’一

炭
.

在上述实验条件下
,

活化过程中活性炭的比表面积
、

微孔容积及强度随时间的变化

见图 2
.
随着活化时间的延长

,

比表面积以近似直线的趋势增大
; 在活化至 10h 后

,

微孔

容积不再有 明显变化
; 活性炭的颗粒强度随时间的延长而变小 (用平板压力计测定 )

,

即

活化时间愈长
,

活性炭的强度逐渐变差
.
为使制出的活性炭既保证一定的强度

,

同时又

具有最大的微孔容积和比表面积
,

活化时间一般控制在 9一10h
,

这样制出的活性炭可基

本满足应用要求
.

4 对水中对硝墓苯酚的吸附

在 150 m l碘量瓶中
,

加入 25 m L 100 产g
·

m l

一 ‘

的对硝基苯酚溶液
,

0

.

59 活性炭
,

盖紧

后
,

固定在恒温振荡器中
,

在 25 C 下以 120
r ·

mi

n 一 ‘

振荡
.
振荡 sm in 后

,

活性炭对对硝

基苯酚的去除率可达 73 % 左右
,

说明活性炭吸附对硝基苯酚的速度很快
.
当振荡时间大

于 60 m in 时
,

活性炭处理水中对硝基苯酚的去除率基本上达到最大且恒定
.

在 25 ℃
,

p H 7 的条件下
,

采用煤泥活性炭和优质煤活性炭处理对硝基苯酚
,

其饱和

吸附容量分别为 430 m g
·

g
一 ’

和 47 om g
·

g
一 ’

.

由此可见
,

二者的饱和吸附容量差异很小
.

5 活性炭的主要性能

使用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活性炭对苯的吸附等温线
,

结果如图 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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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活性炭性能与活化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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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活性炭对苯的吸附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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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吸附等温线并进行其它各项性能测定
,

活性炭的主要性能为
:
粒度 10 一20 目

,

装填密度 0
.
419 ·

c
m

一 3 ,

水容量 90 %
,

强度 88 %
,

碘值 700 m g
·

g
一 ‘ ,

四氯化碳吸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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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

比表面积 10 o0m
, ·

g
一 ’ ,

总孔容积 0
.
sc m

‘ ·

g
一 ’ ,

中孔容积 0
.
Zc m 3

·

g
一 ’ ,

微孔容

积 0
.
28
cm , ·

g
一‘

.

表明以洗煤厂煤泥为原料制备的活性炭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G B
一

77 01 )

.

可适用于空气净化
、

有机溶剂的吸附回收
、

水处理以及催化剂载体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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