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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1 吕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确认1999年度电力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电力 「2000] 22号)的安排而制定的。

    本标准是依据研究成果和使用经验对 DL/T 582-1995《水处理用活性炭性能试验导则》进行的修

订。活性炭是电力行业中进行水处理的重要材料之一，近些年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它的使用方法 (含

选用方法、运行控制、失效标准等)直接影响发电厂的安全经济性，因此修订原有的标准就有很大的

实用意义。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本标准修订之处主要有:

    — 活性炭对有机物吸附性能，原标准是用比表面积、碘值、苯酚吸附值进行规定。由于研究结

        果发现这些指标与活性炭实际使用时吸附情况相关性不好，修改为测定活性炭对天然水中四
        种有机物吸附容量和吸附速度，以此来评判活性炭对有机物吸附性能优劣，并提出相应的测

        试方法。

    — 活性炭强度指标，对用于反渗透系统时提高到95%0
    — 增加了活性炭漂浮损失指标。

    — 增加了水处理中用于去除余氯的活性炭选用方法。

    — 对失效活性炭再生，增加了经济核算的推荐指标。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DL/T 582-1995.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电厂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电力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桓如、闻人勤、释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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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水处理用活性炭使用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厂水处理系统中活性炭的使用方法及有关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降低水中有机物含量或去除水中余氯的活性炭过滤器中粒状活性炭的使用。

    采用粉状活性炭吸附水中有机物时，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7702.3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强度的测定

    GB/T 7702.17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漂浮率的测定
    GB/T 7702.21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 比表面积的测定

    GB/T 12496.1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表观密度的测定
    GB/T 12496.2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粒度分布的测定
    GB/T 12496.3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灰分含量的测定

    GB/T 12496.4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水分含量的测定
    GB/T 12496.5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四氯化碳吸附率的测定

    GB/T 12496.6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强度的测定
    GB/T 12496.7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pH值的测定

    GB/T 12496.8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碘吸附值的测定
    GB/T 12496. 10 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 亚甲基蓝吸附值的测定

    GB/T 13803.4 针剂用活性炭
    GB/T 14424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余氯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粒状活性炭 granular activated carbon (GAO
    粉状活性炭 pulverized activated carbon (PAC)
    通常以粒径0.18nun来区分粒状活性炭和粉状活性炭，粒状活性炭按颗粒形状又分为柱状活性炭、

球形活性炭 (多为煤质炭)和不定形粒状活性炭 (多为果壳炭)。

3.2

    天然水中天然有机物 natural organic matter (NOM)
    天然水中常见的天然有机物有腐殖酸 Humic acid、富里酸 Fulvic acid、木质素 Lignin和丹宁

Red tranquil等，它们虽存在于天然水中，但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化合物，而是某些性质相近的化合物的
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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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性炭的选用

4.1材质选用
    当活性炭吸附水中不同的物质时，可参见表1选择其活性炭。

                                表1 不同活性炭的适用范围

用 途 种 类

降低水中有机物 果壳炭

去除水中余氯 果壳炭、煤质炭及木质炭

生活饮用水 果壳炭

注:果壳按制造材料可分核桃壳、山核桃壳、杏核、椰子壳、山植核等

4.2粒状活性炭的物理性能指标
    粒状活性炭的物理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粒状活性炭的物理性能指标

项 目 控 制 值

强度 % a90(用于离子交换前);->95(用于反渗透前)

粒度 目 (m.) 10̂ 28 (1.651̂-0.589)

表观密度 g/cm' 0.38 .0.50

漂浮损失 % <5

水分 % 5 10

pH 5.5̂ -11乃

灰分 % 56

4.3 吸附性能试验

4.3.1对有机物的吸附性能试验
    a)多样品选择时，先按7.12和7.13试验方法进行初选，选出2̂ -3种，再按7.14和 (或)7.15方

      法进行在实际使用水质条件下的验证试验;

    b)当待选的活性炭种类较少时 (如2̂-3种)，按7.14和 (或)7.15方法直接试验。

4.3.2 对余撅的吸附性能试验，应在多种活性炭中，通过下列试验之一进行选择

    a)测定活性炭碘值;
    b)测定活性炭对余氯的吸附容量 (吸附等温线)和吸附速度，试验方法见7.16和7.170

5 水处理用活性炭的验收

5.1 取样

    按GB/I' 13803.4中规定进行取样。

5.2 活性炭的物理性能指标检验
    按7.1至7.11所列试验方法进行活性炭的物理性能指标检验，结果应符合表2的规定。

5.3 有机物吸附性能指标检验
    验收的活性炭样品与原样品对同一种水中天然有机物 (通常为腐殖酸或富里酸，制备方法参见附

录A)达到吸附平衡时，按公式 (U计算平衡浓度为5mg/L时吸附值之间的偏差S，其小于或等于10%
时，认为与原活性炭样品相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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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按7.14试验方法测定验收的活性炭样品与原样品对实际水质达到吸附平衡时，按公式 (1)计

算平衡浓度UV, :为0.080时吸附值之间的偏差S，其小于或等于10%时，认为与原活性炭样品相同。

S=IA0-AI X100%
    人

(1)

    式中:

      S-一一偏差;

    A,— 选择试验时测定值:
    A- 验收试验时测定值。

5.4 余抓的吸附性能指标检验

    按公式 (1)计算验收的活性炭样品与原样品的碘值之间的偏差S小于或等于10%，认为与原活性

炭样品相同。

6 活性炭过滤器运行

6.1 运行流速

    吸附水中有机物:

吸附水中余氯:S

(5̂-10) m/h(位于滤池与阳床之间或滤池与反渗透之间)

或 (5̂-15) m/h(位于脱C02器和阴床之间)。
20m/he

6.2 活性炭滤层高度

    吸附水中有机物的活性炭过滤器装载高度h不小于2m，运行周期不小于2160h;去除水中余氯的
活性炭过滤器装载高度h不小于1.5m，运行周期不小于7000h。运行周期T (h)按公式 ((2)计算:

  兀 ，
八- a-
  a )np4 / [Q(C,-C2)] (2)

    式中:

    T— 活性炭运行周期，h;

    d— 活性炭床直径，m;

    n— 活性炭床台数;

    P— 活性炭表观密度，kg/m3;
    9— 活性炭对有机物的吸附容量，暂按COD,,,� 200g/kg计;对余氯的吸附容量，暂按3000g/kg计;

    Q— 处理水量，耐/h;
    C,— 进水COD,�或余氯，mg几;
    C2— 出水COD,或余氯，对CODM。可按2mg几一3mg几计;对余氯可按。mg/L-O.l mg/L计。

6.3 活性炭使用前的处理

    活性炭过滤器中活性炭装载完毕后，用清水 (滤池出水)进行反洗，至出水变清后放水至炭层表

面1 Ocm-15cm处。用3%-5%工业盐酸浸泡12h-24h后，排去废酸液，用活性炭过滤器进水进行正

洗，洗至进出水碱度相等时为止。位于阳离子交换器后的活性炭过滤器，正洗至进出水硬度差小于

2Wmol/L为止。
6.4 进出水水质及运行监测

    进水水质:浊度小于5NTU;
    运行监测:每周监测活性炭过滤器进出水有机物 (或余氯)浓度 1̂2次，按公式 ((3)计算有机

物去除率Ko

- W2 。是水中含共扼键的有机物对254。 的紫外光的吸光度值，是一种有机物含量的表征方法，测试方法参见附录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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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0-CIx100%
      C�

(3)

    式中:

    K— 去除率;

    Cu— 进水有机物CODM�(或UV, )浓度;
    C— 出水有机物COD,(或UV2M)浓度。

6.5 运行中反洗

    活性炭过滤器应每周反洗 1̂2次 (或进出口压差达。.05MPa-0.1 MPa时反洗)。
    反洗方式为:放水、空气擦洗、水反洗及正洗。

    反洗参数为:空气擦洗强度夏20L(m'·s);
                空气擦洗时间15min-20min;

                水反洗强度7L(m2·s)-14L(时·s);
                水反洗时间20min-30min;

                水正洗强度51.5L(m2·s);

                水正洗时间:至出水变清时为止。

6.6 失效判断
    吸附水中有机物的活性炭过滤器:有机物去除率小于 15%-20%作为失效，或根据供水水质需要

确定。

    吸附水中余氯的活性炭过滤器:出水中余氯大于0.1mg/L作为失效。
6.7 活性炭再生

    水处理中活性炭常见的再生方法参见附录Ca
    活性炭失效后是否需要再生参考公式 (C.1)计算后比较确定。

7 试验方法

7.1 强度

    对果壳炭按GB/T 12496.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对煤质活性炭，按GB/T 7702.3中规定的方法
进行测定。

7.2 粒度分布
    按GB/T 12496.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3 表观密度
    按GB/ T12496.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4 漂浮损失

    按GB/T 7702.1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了.5 水分含量
    按GB/T 12496.4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6 pH值
    按GB/T 12496.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7 灰分

    按GB/T 12496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8 比表面积

    按GB/T 7702.2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9 碘吸附值

    按GB/T 12496.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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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四氮化碳吸附值
    按GB/T 12496.5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11 亚甲基蓝吸附值

    按GB/T 12496.10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12对天然水中天然有机物吸附等温线的测定
7.12.1 概述

    将不同的活性炭加入相同体积和浓度的有机物溶液中，充分震荡使之达到吸附平衡，然后分别测

出滤液中有机物的剩余浓度。

7.12.2 材料、药品

    a)活性炭样品:取每种活性炭20g左右，用3%-5%盐酸浸泡，用二级试剂用水洗至甲基橙中性
        (或无cl-)，于60℃下干燥，全部研磨至200目~250目以下，放入干燥器备用;

    b)吸附质 (有机物样品):腐殖酸、富里酸、木质素 (制备方法参见附录D)、丹宁，。将该有机
      物样品用二级试剂用水配成20mg/L-30mg/L的水溶液 (配制时如有析出可适当加NaOH);

    c)二级试剂用水:电导率-<0.3 u s/cm的二级除盐水;

    d)无有机物空白水:二级试剂用水加入H2SO4. KMn04(按1L水加KMnO40.2g、浓H2SO45mL)
        后进行蒸馏获得的重蒸蒸馏水，或在二级试剂用水 (二级除盐的混床出水)中加活性炭静态吸

        附两天以上。

7.12.3 仪器

    a)紫外分光光度计 (751系列或752系列);

    b) 1Omm石英比色皿;

    c)玻璃注射器:20mL;

    d)微孔过滤器:025mm;

    e)微孔滤膜:0 25mm, 0.451tm，使用前用二级试剂用水充分洗涤、浸泡;
    f)震荡器:要求可以恒温;

    9)具塞磨口锥形瓶:250mL，一组。
7.12.4 试验方法

    在干燥后的一组具塞磨口锥形瓶中分别称取 10.0mg士3.Omg, 30.Omg士5.Omg, 80.Omg士l0.Omg,

160.Omg士20.Omg, 250.Omg120.Omg, 400.Omg士20.Omg六个不等量的同种活性炭样品，加入150mL
有机物样品溶液，放入震荡器上，于25℃下连续震荡4h，达到吸附平衡后，每个样品用一个新的。.45Etm

滤膜过滤，测定滤液的有机物(W254)浓度。
    按公式 ((4)计算吸附容量4(mg/g);

4= Co -三V (4)

    式中:

    Co 溶液中有机物的初始浓度，mg/L;
    C.— 达到吸附平衡后，溶液中有机物的残余 (平衡)浓度，-9/L;

    m— 活性炭质量，9;
    V— 有机物溶液体积，Le

7.12.5 记录与结果分析

    按表3进行记录。

*试验用天然水中有机物研究样品丹宁目前暂用试剂级 (分析纯)丹宁作为天然水中有机物丹宁的试验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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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形瓶编号 活性炭质量 m
        g

吸附平衡后有机物残余浓度C}
            -9/L

吸附容量9
  -创9

备注

  溶液中有机物的初始浓度

  —   mgt飞

  有机物溶液的体积

                      L

哪

令

    将测得Wq与对应的q在q -Ce坐标上作图，即得该活性炭对该有机物的吸附等温线。
    在测得吸附等温线4舌，通常在有机物浓度5mg几一lomg几范围内比较各活性炭对有机物吸附容量，

以吸附容量高的活性炭为优。

7.13 天然水中天然有机物吸附速度测定

7.13.1 概述

    将不同的活性炭加入相同体积和浓度的有机物溶液中，边充分震荡边定时测定溶液中有机物的残

余浓度。

7.13.2 材料、药品

    a)活性炭样品:同7.12.2a);

    b)吸附质 (有机物样品):同7.12.2b);

    c)试验用水 (无有机物空白水):同7.12.2d)。

7.13.3 仪器

    a)紫外分光光度计:同7.12.3a);
    b) 1Omm石英比色皿:同7.12.3b):

    c)注射器:同7.12.3c);

    d)微孔过滤器:同7.12.3d);

    e)微孔滤膜:同7.12.3e);
    f)震荡器:同7.12.3f):

    g)锥形瓶:250mL，一个:
    h)秒表。

7.13.4 试验装置 (见图1)

7.13.5 试验方法

    在干燥的锥形瓶中准确称取70.Omg土5.Omg的活性炭，加入150mL有机物溶液，立即按图1装好
并放入震荡器内振荡，于开始振荡后 0.5min, lmin, 2min, 4min......，用注射器从硅橡胶管口抽取吸

附液，并迅速用微孔过滤器过滤，滤液按附录B方法测定有机物 (UV�,)浓度。按公式 ((5)计算平

均吸附速度v(mg/g·min):

                            ，                            Cp -v= 三XV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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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锥形瓶;2-.玻璃管;3一乳胶管:4一玻璃注射器;5 橡皮塞;

6-通大气玻璃管;7一微孔过滤器;8-微孔滤膜;9- 1Omm石英比色皿

                图1 吸附速度测试装置

    式中:

    Co- 溶液中有机物的初始浓度，mg/L;

    砚- t时间后，溶液中有机物的残余浓度，mg/L;

    m— 活性炭质量，g;
    V— 有机物溶液体积，L;

      t— 取样时间，mine

7.13.6 记录与结果分析

    按表4格式进行记录。

                    表4 活性炭对 有机物的吸附速度测定记录

fit f7tmin
t时间后溶液中有机物的残余浓度C,

              nivL

吸附速度 v

-g/8·而n
备注

活性炭质量用一 9

有机物初始浓度C} mB/L

有机物溶液体积 v一一L

    将测得的v在吸附速度 (mg/g " min)一时间(min)坐标上作图，即得平均吸附速度曲线。
    在测得吸附速度曲线后，通常用 4min- l0min内平均吸附速度对各活性炭进行比较，以吸附速度高

者为优。

7.14 实际使用水质中有机物的吸附容It和吸附速度测定

7.14.1 概述

    本方法是测定活性炭对实际水样中有机物的吸附能力的一种方法。将实际水样中的有机物浓缩后

作为吸附质进行测定。

7.14.2 材料、药品、仪器

    a)活性炭样品:同7.12.2a);

    b)阳离子交换树脂:001X7，事先经NaCl-NaOH混合液多次洗涤，直至无溶出物溶出(以254nm

      紫外吸收进行检测)，再用NaCl再生(再生剂比耗>0.5kg/kg)为钠型，洗涤好，备用;

    。)有机玻璃交换柱:内径025mm-50nmm;
    d) NaCl:化学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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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旋转蒸发器 (带真空泵):

    f)秒表;

    其余:同7.12.2和7.12.30

7.14.3 试验用水样

    取实际使用水样 (滤池出口)，以20m/h流速通过001X7的钠型交换柱，再用旋转蒸发器将其浓

缩至UVas4 (1Omm比色皿)约。.150̂-0.400(浓缩时不得有沉淀物析出)。
7.14.4 吸附等温线测定及记录与结果分析

    同7.12.4和7.12.50

7.14.5 吸附速度测定及记录与结果分析
    同7.13.5及7.13.60

7.15 在实际使用水质条件下吸附有机物的柱式运行试验
7.15.1 概述
    将多种活性炭装柱，将实际待处理的水样作为进水进行柱式试验 (模拟活性炭床运行条件)。多

柱并联平行运行，监测出水的COD*及UV}4值，运行至去除率小于15%-20%作为失效，计算周期
制水量和吸附量。

7.15.2 材料、药品、仪器

    a)活性炭样品;

    b)紫外分光光度计:同7.12.3a);

    c) lomm石英LL色皿:同7.12.3b);

    d)注射器:同7.12.3c);
    e)微孔过滤器:同7.12.3d);

    f)微孔滤膜:同7.12.3e):

    S)水浴:6孔或8孔;
    h)二级试剂用水:同7.12.2c);

    i)无有机物空白水:同7.12.2d);

    .l)有机玻璃吸附柱:内径"25mm-40mm，高大于lm;
    k)转子流量计:按l Om/ĥ 20m/h流速计算与吸附柱配套;

    1)测定COD.用仪器药品:见SS-18-2-84化学耗氧量的测定(高锰酸钾法)。
7.15.3 试验装1

    按图2所示将试验装置接入要试验的水源，进水应为过滤出水或阳床一脱CO:器出水 (根据设计
位置决定)。

炭柱1出水 炭柱2出水 炭柱 s出水 炭柱a出水 炭柱s出水

I一活性炭柱;2-粒状活性炭:3一转子流量计

        图2 柱式运行试验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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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4 试验方法

    每种活性炭各取350g，经水浸泡后用3%-5%盐酸浸泡过夜，用二级试剂用水洗涤后装柱，按图
2接入系统。稳定运行流速 (一般在1Om/h-15m/h内)。每隔8h，取进出口水样，测COD*和UV254,
以去除率小于15o/o-20%作为失效。

7.15.5记录与结果分析
    按表5记录试验数据:

    取样时间

(月、日、时、分)

流量

曰 h

累计处理水量
        L

进水水质 出水水质 去除率

COD,
-创L

UV- COD-

Mg工
UVZx 以COD*计

  以

UV2，计

    将试验结果按出水CODs,,�(出水UV254)一水量关系及去除率 (CODs,,�, UV}4)一水量关系作图，
并按小于15%-20%去除率的失效点求得各活性炭的周期处理水量。

    对失效时 (有机物去除率小于15%-20%)各活性炭柱的周期制水量进行比较，制水量多者为优。

7.16 对余撅的吸附等温线测定

7.16.1 概述

    将不同的活性炭加入相同体积和余氯浓度的溶液中，密闭静置达到平衡后，测出溶液中残余的余

氯浓度。

7.16.2 材料、药品、仪器

    a)活性炭样品:同7.12.2a);

    b)次氯酸钠:有效氯含量10%的工业次氯酸钠溶液;

    c)邻联甲苯胺:配制方法见GB / T14424;
    d)分光光度计:721型，配lomm比色皿;

    e) 1000mL烧杯一组。
7.16.3 试验方法

    在干燥后的一组烧杯中分别称取 l0.Omg. 20.Omg. 40.0mg, 60.Omg. 80.Omg, 100.Omg六个不等
量同种活性炭样，加入余氯含量为3mg/L的水溶液 1000ML搅拌后密闭静置。达到平衡后，取上层清
液按GB / T14424邻联甲苯胺法测水中残余的余氯浓度，但改为在721分光光度计上进行测定，波长
为420nma

    按公式 ((6)计算吸附容量4(mg/g):

。_C.-三V (6)

式中:

Co 溶液中余氯的初始浓度，mg/L;
Ce— 吸附平衡后，溶液中余氯的残余(平衡)浓度，mg/L;
m— 活性炭质量，g;
    V— 余氯溶液体积，La

7.16.4 记录与结果分析

按表6记录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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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_ 活性炭对水中余抓吸附容量测定记录

烧杯编号
活性炭质量 跳

        g

吸附平衡后溶液中余氧的残

    余(平衡)浓度C
          m目飞

吸附容量q
  -9/g

备注

1

溶液中余氯的初始

浓度Cu一一ng/L
余氛溶液的体积 v

        L

2

    将测得的q与对应Ce在q -C}坐标上作图，即得该活性炭对水中余氯的吸附等温线。
    在测得吸附等温线后，通常在余氛浓度 O.lmg/L-0.5mg几 范围内比较各活性炭吸附容量，吸附容

量高者为优。

7.17 对水中余撅的吸附速度测定

7.17.1 概述

    将不同的活性炭加入相同体积和浓度的余氯溶液中，定时测定溶液中余氯的剩余浓度。

7.17.2材料、药品、仪器
    a)活性炭样品:同7.12.2a);
    b)分光光度计:同7.12.3a);
    C 邻联甲苯胺:同7.16.2c);

    d)秒表:

    e)次氯酸钠:同7.16.2b):

    f)注射器:lOmL;

    g)烧杯:1000mLo

7.17.3 试验方法

    在干燥的烧杯中准确称取 70.Omg士5.Omg的活性炭，放入浓度为3mg/L的余氯溶液1000ML，连
续搅拌，每隔一定时间 ((Smin, 1Omin, 15min...... )，用玻璃注射器抽取样液，放入另一烧杯中，略

静置后取上层清液，按GB/T 14424邻联甲苯胺法测定余氯浓度。测定时使用721分光光度计，波长为

420mm。按公式 ((7)计算吸附速度，(mg/g·min):

                              v=丛二三V                                   (7)

式中:

Co 溶液中余氯的初始浓度，mg/L;
C一 时间后，溶液中余氯的残余浓度，mg/L;

m— 活性炭质量，g;
V— 余氯溶液体积，L;

  t— 取样时间，mine

7.17.4 记录与结果分析

    按表7记录试验数据:

    将测得的v在v-t坐标上作图，即得平均吸附速度曲线。
    在测得吸附速度曲线后，通常以l Omin内平均吸附速度对活性炭进行比较，吸附速度高者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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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_ 活性炭对水中余级吸附速度测定记录

嘿 r t时间后溶液中余氯的残余浓度C,
            Mg1

吸附速度v

-9/g.nun
备注

活性炭质量用一一名

余氯初始浓度〔议一一-9/L

余氯溶液体积V一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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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试验用天然水中有机物研究样品一腐殖酸

        和富里酸的制备步骤

A.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制备天然水中有机物研究用的腐殖酸和富里酸样品。

A.2 仪器、材料和药品

A.2.1 污染的阴离子交换树脂:可取自水处理系统阴床中受有机物污染的强碱阴树脂或弱碱阴树脂。

A.2.2 氢氧化钠:化学纯。
A.2.3 氯化钠:化学纯。

A.2.4 盐酸:分析纯。
A.2.5 阳离子交换树脂:001 x 7，用盐酸再生为氢型 (再生剂比耗>0.5kg/kg )，并用二级试剂用水
充分洗涤，备用。

A.2.6 (果壳)颗粒活性炭:取活性炭用蒸馏水洗涤后，用 1:10 (v/v)盐酸浸泡 12h-24h，用二级
试剂用水洗至无cl-a
A.2.7 二级试剂用水:同7.12.2c)。

A.2.8 无有机物空白水:同7.12.2d)。

A.2.9 紫外分光光度计:同7.12.3a)。

A.2.10 石英比色皿:同7.12.3a)。

A.2.11 注射器:同7.12.3c)。

A.2.12 微孔过滤器:同7.12.3d)。

A.2.13 微孔滤膜:同7.12.3e)。

A.2.14 有机玻璃离子交换柱:叻25mm -50mm ，高大于lm.
A.2.15 水浴锅。

A.2.16 漏斗。

A.2.17 定量滤纸。

A.3 腐殖酸和富里酸制备步骤

    腐殖酸和富里酸制备步骤如图A.1所示。

A.4 腐殖酸和富里酸溶液浓度定量

A.4.1 按附录B方法测试溶液中腐殖酸含量，K aw fp=0.0318/mg/L.
A.4.2 按附录B方法测试溶液中富里酸含量，K I g.AQ=0.0174/mg/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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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明树脂
  }4/.NaOH+10% 15%NaCI多次浸
泡提取(也可加温至40'C)

树脂 (弃去 )

用HCI暇化至州 1-2

  陈化、过夜

既
!

脱

涟液 (弃去 ) 活性炭

{=9kApl)R

沉淀 (弃去 )

1
  用NaOH溶液〔州10-川

多次煮沸解析，至溶液墓本无色

通过H交换柱

{用二级试荆用水洗至墓本无色

      咨
          过沁

厂告
流出液 滞) 竿

通过 H交换柱

    })XlkAk4*& }
(也可在60℃水洛上燕干作固体样品)

用二级试荆用水洗
至基本无色

流 出液

      }富里破样品}
(也可在60r水洛上落干作固体样品)

图A.1 腐殖酸和富里酸制备步骤

13



DL / T 582一 200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紫外吸收法测定水中有机物(UV�4

B.1 概述

    水溶性有机物中相当多的部分含有共扼环状化合物，特别是天然水中的天然化合物如腐殖酸、富

里酸等，它们的不饱和键对紫外光有强烈吸收作用，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收大小与浓度成正比。因
此，可以通过测量水对紫外光吸光度大小来表示水中有机物含量。

    本方法测得值为吸光度，吸光度大小可用来比较水中有机物的多少。当被测有机物为同一种有机
物时，也可通过标准曲线将吸光度换算成浓度。

    浊度对本测定有干扰，测定前样品用0.451tm微孔滤膜过滤，消除干扰。

B.2

B.2.1

B.2.2

& 2.3

B.2.4

B.2.5

B.3

仪器

  紫外分光光度计:同7.12.3a)。
  石英比色皿:同7.12.3b)。

  注射器:同7.12.3c)。
  微孔过滤器:同7.12.3d)。

  微孔滤膜:同7.12.3e)。

试剂

    无有机物空白水:二级试剂用水加入H2S04, KMnO4(按1L水加KMnO,0.2g,浓H2S045mL)后
进行蒸馏获得的重蒸馏水，或在二级试剂用水 (二级除盐的混床出水)中加入活性炭静态吸附两天以
上。

B.4 测定方法

B.4.1 将无有机物空白水通过0.45pm滤膜过滤后放入使用的两只比色皿中，在254nm波长下，对比
色皿校验缸差 (要求吸光度差(0.001)

B.4.2 将被测水样通过 0.45pm滤膜过滤后，放入一只比色皿中，另一只比色皿中放入无有机物空白
水作为空白，在254nm波长下，进行比色，测其吸光度值。

B.5  UVu4与有机物浓度之间的关系

    UV,S4与有机物浓度可按公式 (B.1)进行换算:

                                                  A=KC (B.1)

    式中:

    A- 溶液UV,，值;
K-一 吸光系数;

C-一 有机物浓度，mg/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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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活性炭再生方法介绍

水处理中活性炭常见的再生方法如表C.1所示。

                            表C.1 活性炭再生方法简介

再生方法 方法概要 效果介绍

药剂再生
氢氧化钠 3 % ̂-5 %NaOH，加热至 400C-800C;

也可添加表面活性剂和氧化剂 部分恢复吸附能力

有机溶剂 丙酮、酒精等 吸附能力恢复较好

水蒸气再生 过热蒸气 部分恢复吸附能力

干式加热再生 有回转炉、多段床炉、立式炉等 吸附1i''. L'恢复较好

放电再生 电弧对活性炭进行加热再生 恢复大部分吸附能力

微生物再生 用生物来恢复活性炭吸附能力，通常

用于H2O,一生活活性炭处理系统

可在运行中进行再生，但再生速度缓

慢

    活性炭再生方式可分为体内再生和体外再生两种。

    活性炭体内再生方法有药剂再生和水蒸气再生;是否需要再生，由各使用单位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活性炭体外再生方法有干式加热再生和放电再生，此时除要求再生炭的强度、粒径等指标符合 4.2
的规定外，还应按式 (C.1)进行经济核算。

_厂k, +k, .、1
E=}一 +ak }一

  戈 b )k
(C.1)

新购活性炭价格，元/T;
活性炭再生价格，元/T;

活性炭装卸、运输等价格，元/T;
每次再生时活性炭损失率，%;

活性炭再生时吸附能力恢复率 (可近似用亚甲基蓝吸附值或碘值进行计算)   % 。

  推荐认 为活性

电
一
一
一
一
一

式

k

丸
棍

a
b
    活性炭体外再生方法目前应用较成熟的为强制放电再生 (推荐)。当E值-<0.5时，

炭体外再生在经济上是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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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试验用天然水中有机物研究样品一木质素的制备步骚

D.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制备水中木质素研究样品。

D.2 仪器、材料和药品

D.2.1造纸厂废液:最好为木质 (或草质)纤维造纸厂的废液。
D.2.2 硫酸:分析纯。
D.2.3 氢氧化钠:分析钝。

D.2.4 漏斗。
D.2.5 定量滤纸。
D.2.6 水浴锅。

D.2.7 紫外分光光度计:同7.12.3a)。

D.2.8 石英比色皿:同7.12.3b)。

D.2.9 注射器:同7.12.3c)

D.2.10 微孔过滤器:同7.12.3d)。

D.2.11微孔滤膜:同7.12.3e)
D.2.12 二级试剂用水:同7.12.2c)

A2.13 无有机物空白水:同7.12.2d)

D.3 木质素制备步骤

    木质素制备步骤如图D.1所示。

D.4 木质素溶液配制与浓度定量

D.4.1 木质素溶液配制:取需要量固体木质素，用二级试剂用水溶解 (可适当加入少量 NaOH)，制

成木质素水溶液。

DA2 按附录B方法测试溶液中木质素含量，K木质太=0.0182/m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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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废液

!

咙

厂与
沉淀 (弃去) 滤液

}用H2SO4 iA pH
{至‘产生沉，
过滤

沉淀

用pH3-4的
H,SO,洗涤

(禁

用0.l%dJaOF溶解

  l
过滤

厂二门
沉淀 渡液
(弃去) }用、SOq A pH

{至6产生沉二

厂日一
涟液 (弃去)

用pH3-4的
H,SO,洗涤

碳
!

    于60℃水洛上干澡
(或在H2SO4干澡器内干澡

}木质““}

图D.1 木质素制备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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