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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具有发达多孔结构与丰富比表面积是一种高效的去除室内空气中甲醛的吸附性物质#但是

其存在生产成本较高$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使用寿命短和失效后容易造成室内环境二次污染的

问题%钢渣是冶金工业中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其产量约为每年粗钢产量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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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的局

限#导致我国钢渣利用率较低#仅为年钢渣产量的
)(!

#同时加之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钢渣大量露天堆

放#对土地资源$地下水源#以及空气质量的严重影响%针对上述问题#利用钢渣改性活性炭开发一种价格

低廉且性能优异的改性活性炭#既是冶金固体废弃物的高附加值利用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也大幅降低改性活性炭生产成本并提高经济效益%以热闷渣超细粉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Y

射线荧光光

谱仪)

Y1.

*与
Y

射线衍射仪)

Y18

*对热闷渣的化学成分和热闷渣的矿物组成进行测试与分析#针对热闷渣

中主要的化学成分与主要的矿物组成#制备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性炭与热闷渣矿物组成改性活性炭#依

据+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9>)*'*(

/

&()%

*对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性炭与

热闷渣矿物组成改性活性炭的性能进行测试#以研究热闷渣中主要的化学成分与主要的矿物组成对改性活

性炭降解甲醛性能的影响#以揭示热闷渣改性活性炭降解甲醛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热闷渣中主要化学成

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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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性炭进行改性可以提高降解

甲醛性能%热闷渣中主要矿物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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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

性炭进行改性可以提高降解甲醛性能%热闷渣中
.6

元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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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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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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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

相的矿物组成形式#热

闷渣中
BN

元素以
BN[

的化学成分与
1[

相的矿物组成形式存在#

.6

元素与
BN

元素协同作用提高热闷渣

改性活性炭的降解甲醛性能%热闷渣改性活性炭不仅实现了冶金固体废弃物的高附加值的利用#而且创新

出.以废治危0的新室内空气甲醛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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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建筑保温绝热性能与室内装饰美化要求提

高#造成室内环境的通风效果下降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

提高#导致室内空气品质问题日益严重&

)7&

'

%其中甲醛作为

室内空气中典型的污染物#因其具有较高的毒性#已经成为

研究的重点%目前利用活性炭的高吸附性能去除室内空气中

的甲醛是一种高效的技术手段&

#

'

#但是活性炭存在使用寿命

短极易造成室内空气二次污染的问题#因此需要利用金属元

素对活性炭进行改性#以提高其吸附降解甲醛的性能#如利

用
BN[

&

改性活性炭可以提高活性炭化学吸附氧的能力#促

进其活性"利用
@M[

改性活性炭可以增加氧活性基团的数

量#促进其催化还原性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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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活性炭可以提高

活性炭的磁性吸附能力#促进其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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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金属元

素对活性炭进行改性虽然可以大幅提高活性炭吸附降解甲醛

的性能#但是其生产成本增加#极大的限制了金属改性活性

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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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渣作为大宗冶金固废#其产量大且处理难

度大#大量堆积不仅占用土地#而且造成污染环境#给钢铁

企业与社会带来严重的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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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钢渣的化学成分与矿物

组成包括大量金属元素#其中部分金属元素具有催化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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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用钢渣中具有催化性能的金属元素对活性炭进



行改性#不仅可以大幅降低金属改性活性炭的成本#而且提

高钢渣利用的附加值#实现.以废治危0的高附加值冶金固废

利用思路%

本工作以我国某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中产量大的一种钢

渣///热闷渣超细粉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Y

射线荧光光谱仪

)

Y1.

*与
Y

射线衍射仪)

Y18

*对热闷渣的化学成分和热闷

渣的矿物组成进行测试与分析#针对热闷渣中主要的化学成

分与主要的矿物组成#制备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性炭与热

闷渣矿物组成改性活性炭#依据+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

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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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闷渣化学

成分改性活性炭与热闷渣矿物组成改性活性炭的性能进行测

试#以研究热闷渣中主要的化学成分与主要的矿物组成对改

性活性炭降解甲醛性能的影响#揭示热闷渣改性活性炭降解

甲醛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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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活性炭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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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热闷渣超细粉$热闷渣化学成分或热闷渣矿物

组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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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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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离子水进行混合后#利用超声功

率为
"((C

的超声波细胞破碎仪超声分散
#(34N

#获得溶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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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述溶液中滴加盐酸且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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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至
'$'

后#依次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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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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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乙醇#利用超声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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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声波细胞破碎仪超声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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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改性活性炭前

躯体%

)

#

*将上述改性活性炭前躯体放入烘干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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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

风干燥箱进行烘干后#利用煅烧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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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温实验炉

焙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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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热闷渣改性活性炭$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

活性炭或热闷渣矿物组成改性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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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测试与表征

降解甲醛性能测试根据+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

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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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环境测试舱

法与多功能甲醛氮测定仪)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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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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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扫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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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化学成分进行

测试与分析#采用日本理学株式会社
87B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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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Y

射

线衍射仪对矿物组成进行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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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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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闷渣的化学成分分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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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闷渣的化学成分#可以看出热闷渣的主要化学

成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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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活性炭进

行改性制备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性炭#以探求热闷渣改性

活性炭降解甲醛的机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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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闷渣%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性炭的降解甲醛性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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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闷渣!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性炭的降解甲醛

性能#可以看出热闷渣改性活性炭具有良好的降解甲醛性

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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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甲醛降解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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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

性炭的降解甲醛性能存在较大差异#即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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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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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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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量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热闷渣

中化学成分众多易形成合金矿物相#影响热闷渣对活性炭的

改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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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闷渣%热闷渣化学成分改性活性炭的降解甲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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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闷渣的矿物组成分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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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闷渣的矿物组成#可以看出热闷渣的主要矿物

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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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性制备热闷渣矿物组成改性活性炭#以探求热闷渣改性

活性炭降解甲醛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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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闷渣%热闷渣矿物组成改性活性炭的降解甲醛性能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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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硝酸溶液反复溶解热闷渣#以去除热闷渣中

的含钙矿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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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再利用磁选法去除热闷渣中非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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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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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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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VM;N754

#

W0̀ Y4M7

X

M

)张
!

浩#徐远迪#刘秀玉*

=I

S

6QDF?AQ?

SX

;N5I

S

6QDF;:2N;:

X

A4A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

#+

)

*

*(

&#T(=

&

))

'

!

],2U9,;?

)张
!

浩*

=G?MFN;:?OB;D6F4;:AZN

K

4N66F4N

K

)材料工程*#

&()*

#

"T

)

)

*(

))"=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第
"(

卷



C&)?#*8/>9*#%

1

/8/-.<-(>#%0&?

1

0&F&

,

(#0#+8-*$

1

3-+X(#8/&0;%#

,

C-08.8&09)+8O#+&0I#($-*X#/&0-*D4<#*0D4F

],2U9,;?

)

#

&

#

92[_4N

K

)

#

,2UY4;N

K

7\4;N

K

)

#

1̀ 2U9;?7

X

;N

K

)

#

W0̀ Y4M7

X

M

)

)=IQE??:?O@4<4:ZN

K

4N66F4N

K

;N52FQE4D6QDMF6

#

2NEM4 Ǹ4<6FA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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