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践应用 | Practical application

-98- 2021 年 7 月          中国化工贸易

污水处理一直以来都是污染净化工作的重心所在。

活性炭吸附技术是当前水处理中应用十分广泛的一项技

术，其可以较好的将水中的异味去除掉，消除水中的有

机物与无机物。为了更好的分析活性炭吸附技术在水处

理中的应用情况，文章尝试对活性炭的特性、吸附原理

等进行分析，探究其具体运用策略。

1 活性炭的特性及其吸附原理

1.1 活性炭的特性

活性炭中最为关键的成分碳元素，特点在于拥有大

量的微孔构造且比表面积大。相较于其他水处理物质来

说，其优势在于化学性质相对比较稳定，可以在多种环

境下应用，因为耐酸碱性均比较强，其对于有机物、无

机物等物质的吸附能力强。在活性炭诞生初期，多将其

应用于制糖工业生产之中，而随着相关技术应用的不断

发展和成熟，其逐渐被应用于水处理之中。活性炭之所

以被广泛的应用于水处理之中，与其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密不可分，当前我国工业不断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工

业废水不断增多，这些工业废水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

如果直接排放势必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和破坏。活

性炭吸附技术所具有的吸附性能，可以快速的将污水中

的污染物质吸附到活性炭之上，进而达到预期的水处理

效果。

1.2 活性炭的吸附机理

活性炭所具备的吸附机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与

其构成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活性炭在制造时，一般会

将其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去除掉，有机物不存在，其内部

将会出现诸多晶格与孔隙，这些孔隙连接成为形状各异

的细密小孔，将活性炭静置于水中一段时间后，各种有

机物和无机物就会迅速进入到活性炭的孔隙之中，被成

功吸附。孔隙所连接的细孔大小不一，又被分为微孔、

大孔和过渡孔，其中发挥着主要吸附性能的是微孔，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活性炭中所形成的微孔数量更多，而

大孔和过渡孔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吸附水的有机物与无机

物。

2 活性炭吸附技术在水处理中的应用及发展

2.1 活性炭吸附法在污染水源净化中的作用

在进行水处理时，不仅需要净化水中的各种杂质，

同时针对水中的污染物，细菌以及病毒等也不能忽视，

如果水处理不完全，没有彻底的将有害物质净化掉，这

样其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在水处理中的过

程中，活性炭主要可以分为粉末状活性炭和粒状活性炭

两种，其在处理效果上存在有细微的差异，粉末状活性

炭处理有机物浓度低、含有氨的污水时，效果相对来说

比较好，可以迅速的将水中的异味去除掉，净化水源。

但是该类型的活性炭在处理污染比较严重的污水时，效

果却并不是十分的理想，针对这一类污水必须要持续性

的使用活性炭，因此在处理时，粉末状活性炭并非首选，

因为这一类活性炭容易挥发，效果不佳。针对污染比较

严重的污水，在处理时应用粒状活性炭效果比较理想，

但是在应用过程中，还需要辅以其他设备进行配合，如

果只是单纯的依靠活性炭吸附技术可能无法有效的发挥

效用，处理效果差。如图 1 为活性炭吸附技术污水处理

工艺流程图。

图 1   活性炭吸附技术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2.2 活性炭吸附法在城市污水中的应用

在进行污水处理时，由于常规的二级污水处理工艺

在应用之后依然有部分杂质无法被成功的进行生物分

解，出水无法达到标准的排放要求，同时在部分水资源

比较匮乏的区域，经过处理的污水可能还需要重复多次

使用，因此其对于排放水质的要求可谓是进一步提升。

相较于传统的污水处理工艺来说，活性炭吸附技术表现

为，水中的各种污染物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去除，

残留物质比较少。

2.3 活性炭吸附法在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工业废水具有类型多样的特点，而且其成分相对来

说比较复杂，因此针对工业废水在处理时，针对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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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差异，处理的方式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活性炭

在工业废水中处理，主要是以固体吸附剂的形式应用，

其多用于处理含油污水、印染污水、含汞污水等等，针

对含有重金属或者是大分子有机物的废水，应用活性炭

吸附技术可以较好的予以处理。如图 2 为活性炭吸附技

术在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原理图。

图 2   活性炭吸附技术工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原理图

3 活性炭吸附组合工艺的应用及发展

3.1 臭氧 -活性炭组合工艺

臭氧属于强氧化剂的一种，其在分解大分子有机物

时优势明显，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水中所含有的大分

子有机物转化成为小分子有机物。而活性炭吸附技术在

应用时，虽然能够顺利吸收水中的有机物，但是其却无

法吸收大分子有机物，其吸附效果在遇到大分子有机物

时无法有效发挥出来。但是在将活性炭吸附技术与臭氧

融合之后，先借助臭氧将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顺利分解

成为小分子有机物，然后应用活性炭吸附技术，顺利将

转化后的小分子有机物吸收掉，这样污水就得到了有效

的净化。

3.2 高锰酸钾 -活性炭组合工艺

高锰酸钾的作用与臭氧实际上类似，因为二者都属

于强氧化剂，但是其作用有一定的差异，臭氧主要是可

以快速的将大分子有机物转化成为小分子有机物，帮助

活性炭顺利吸附，而高锰酸钾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污水中

的各类有机物进行降解处理，并且可以防止藻类物质过

快生长。在运用高锰酸钾对污水进行预处理之后，再应

用活性炭技术也可以较好的去除污水中的杂质。

3.3 生物活性炭法

该处理工艺相较于普通的处理工艺来说，其优势在

于相同的环境下，污染物质可以更长时间的停留，然后

成功的被活性炭所吸附，处理的更加彻底。同时活性炭

的应用还可以有效减轻废水中有害物质对于微生物的负

面影响，保证微生物得到有效的降解。

3.4 粉末活性炭 -活性污泥组合工艺

该工艺即将粉末活性炭投放到活性污泥曝气池之

中，然后形成生物活性炭，借助活性炭所特有的吸附、

降解作用将水中的有机物去除掉。该工艺的优势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活性污泥法可以成功将水中所含

有的有机物去除掉，这样活性污泥的去除效率将会大幅

度提升；另外一方面则是活性污泥具有较强的压密性，

这样可以有效的规避污泥膨胀的问题，避免在水处理过

程中出现二次污染或者是其他不良情况，影响水处理的

质量效果。

3.5 活性炭 -超滤组合工艺

超滤膜过滤工艺的显著性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即其可以快速有效的将水中的病原菌去除掉，但是

其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就在于膜阻塞和膜污染问题。活

性炭 - 超滤膜组合工艺则可以有效的解决该问题，达到

扬长避短的目的。在工艺具体应用过程中，借助活性炭

先对水进行处理，将水中的各类有机物去除掉，这样后

期继续运用超滤膜就不会出现膜堵塞或者是膜污染的问

题，膜的寿命得以有效延长，而且使用超滤膜还可以有

效的将水中活性炭无法彻底消除的细菌清理掉，进而可

以有效的保证水处理质量。

3.6 活性炭电解法

活性炭电解方法主要就是借助活性炭所具备的导电

性，先充分发挥活性炭的吸附作用，在成功将水中的有

机物、无机物去除掉之后，再借助活性炭的导电作用，

将活性炭作为电极然后运用电解作用将水中的杂质氧化

降解掉。活性炭所具备的强吸附作用可以有效的提升氧

化性产物的利用效率。因此，近些年来，随着活性炭吸

附处理技术在水处理中应用越来越频繁，活性炭电解法

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除了以上活性炭组合工艺之外，在实际的水处理 

中，结合水处理的需求特点，以及活性炭吸附技术本身

的优点，也诞生了诸多新技术与新方法，比如说负载活

性炭催化氧化法、活性炭 - 反渗透等工艺，这些工艺的

应用和发展，进一步有效发挥了活性炭吸附技术的优势

作用，水处理效果不断提升。

总之，活性炭吸附技术作为水处理的一种常用技术，

其具有成本低，应用范围广泛等优点，为了更好的发挥

活性炭吸附技术的作用与优势，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对

相关技术以及工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然后保证相

关技术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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