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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溶性甘蔗渣黄原酸醋:% ; <=

脱除废水中的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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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 用不溶性甘蔗渣黄原酸醋脱除废水中的铬:班 =
,

在 ? ≅ Α 一 Β 的条件下
,

+ 9

:矶=还原成+ 9
:Χ =

,

+ 9
:Χ = 在? ≅ − 一 � 时沉淀

1

废水经处理后
,

+ 9 :矶= 的残留

浓度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1

关键词
Δ

铬
,

不溶性甘蔗渣黄原酸酚

甘蔗渣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
,

其结构与淀粉相似
,

由葡萄糖
一

单元组成
,

每个葡萄糖

单元有三个醇经基
,

所以
,

纤维素分子上能够引入黄原酸基团
,

生成纤维素 黄 原 酸 醋

:Χ ; < =
。

在酸性介质中
,

甘蔗渣黄原酸醋作为还原剂
,

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
,

然后在

碱性条件下
,

甘蔗渣黄原酸酷作为沉淀剂将三价铬沉淀
1

其处理重金属离子的有效性
一

与

不溶性淀粉黄原酸酷相似
〔’一 Ε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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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Φ 的制备

称取一定量的甘蔗渣置于反应器 中
,

加入氢氧化钠溶液
,

搅拌
,

过滤
,

滤液可返回

再用
。

于德渣中加入 + −
Α ,

密封搅拌
,

过滤
,

滤液可用于下次醋化
1

再于 滤 渣 中 加 入

( ΓΗ /
‘

溶液
,

搅拌
,

过滤
,

水洗后即为甘蔗渣黄原酸酷 :含固体的!2 Ι =
1

其 主 要 反

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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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含量用氧瓶燃烧法测定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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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铬废水的处理

取含+ 9 :班=废水 :浓度为Η / Μ Γ Ν Χ= �   Μ Χ
,

调节3≅ 值
,

在室温下投加一定 量 :湿

品= 处理剂
,

搅拌
,

反应� Μ Ο7
1

静置后取上层清液用 Π !�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铬 的 残 留

浓度
。

!
1

� 废水 ? ≅ 值对铬脱除的影响

由表 � 可见
,

+ 9 :班= 还原的初始 ? ≅ 值以 ! 一 Β 为宜
1

而 + 9 : % =的沉淀
,

宜选 用

? ≅ − 一 � :表 ! =
,

超过? ≅ Γ
,

+ 9 :% =的残留浓度略有回升
,
这可能是有氢氧化 铬 沉

淀生成的缘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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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制目量对铬脱除的影响

图 � 表明
,

+ 9 : % =的残留浓度髓着酚剂用量的增加而迅速干
‘

降
,

但酷剂用量与理论

表 �

) Κ 8 Χ5 Χ

? ≅ 右气对
‘

脱除+ 9

:Θ%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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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3≅值对沉淀 +9

:Χ =的影 ,,向Ρ

) Κ 8 Ω 5 ! ∀ ΣΣ 5 5 4 / Σ 3≅ / 7 4Υ 5 39 5 5 ΟΞ

3Ο4 Κ 4 Ο/ 7 / Σ + 9

:% = Τ Ο4 Υ %; <

实 验 号
Ψ

!

Δ
1

第
� �

1

!  丫
1

�

实 验 号 ! Ω Β 2 , Ε Ψ Π

初始3≅

最终3≅

残留浓度

:Μ Γ Ν Χ=

Δ,Δ� Ζ

 Ε

> [ ∋

> �  

Β �
1

>  

初始3≅

最 终? ≅

残 留浓度

:Μ Γ Ν � =

�Ζ ΔΔ⋯=,=⋯=Δ不[ Ε , ΔΔ⋯ΔΨΔ⋯,
 ∋

  

�!

�  
。

  

�
1

� Ε

 
1

!  

Ω
苦1111
1

�
哥Χ叮Η595
月
1

�
111

,

日Ζ工∴
尸7宁∴∋口

Χ

川叮月口Χ川Χ55
1

⋯
一施Χ脚Χ训]]

1

Χ川]川州日川]]
1

Ρ 处理剂用量  
1

2 2 � :湿品 =
,

反应时 间一/ Μ Ο7
1

Ρ 处理剂用量。 “ Γ :涅品=
,

反应时间 ! Μ Ο7
1

投加量不完全一致
1

如果按照不溶性淀粉黄原酸酷

%− < :Γ =

:ΧΗ < = 理论投加量进行计算
Δ

Ε
1

>� ! Φ 毫克当量金属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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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浓度与醋剂币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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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沉淀浓度为( & Α 0 Β Χ
,

体积为 ∋ & & Α Χ溶液 中 的

. /  兀)
,

需投加含硫量为 Δ
。

∋Ε ≅的干品酷剂

&
∗

Ε & Δ ,

折合湿品 &
∗

Φ& Δ
∗

我们只投加了 Γ
,

+ ( Δ

 湿品) − Η ,
,

便可使 . / 〔万)基本沉淀完 全
,

只 占理论投加量的Φ∋
∗

> ≅
∗

这说明. /  丁)的脱

除
,

除了以不溶性甘蔗渣黄原酸铬盐形式沉淀

以外
,

还有别的脱除机制在起作用
,

这从表 Ε

中也可以看出
∗

Ε
∗

> 反应时间对铬脱除的影响

由表 : 可见
,

反应前 : Α 75 ,

. /  竹 ) 已基

本还原
,

∋& Α 75 内
,

. /  拼 )的浓度迅速下降
,

Χ 4 Α 7 5 后下降趋于平缓
,

>& Α 75 后基本 保 持 不

变
∗

这是因为 − Η , 颗粒较大
,

与水接触而积小

的缘故
。

反应时间对铬脱除的

1 4 Ι Χ3 > ϑ 88 3 3 % 4 8 / 3 6 3 % 7 4 5 % 7 Α 3 4 5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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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之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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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
∗

∋Ε & ∋& &
,

∋&

Κ 处理剂用量 ∋
∗

>Φ Δ  湿品)
,

终点ΠΘ值 Ρ
∗

>
∗

− Η < 与 − ? < 的比较

−Η , 和−: , 一样
,

在室温下易分解
,

需在。℃下保存
,

用Σ 0 ? Γ ∗
进行稳定化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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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在室温下保存 Π  ⊥
,

捕集铬的能力无明显下降
1

淀粉与水共热会糊化
,

所以在酚化之前必须进行交联
,

使之变成交联淀粉
,

然后制

备不溶性淀粉黄原酸醋
1

而甘蔗渣则不需要交联
,

可直接进行醋化
1

%; < 制备方法简单
,

使用水洗后的湿品即可直接用于废水处理
1

再加上�>’蔗渣比淀

粉价廉易得
,

成本可大大降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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