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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吸附净化法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1）常用于浓度低，毒性大的有害气体的净
化，但处理的气体量不宜过大。 （2）对有机溶剂蒸气具有较高的净化效率。 （3）当处理的气体量较
小时，用吸附法灵活方便。如防毒面具。 4.2.1吸附原理 吸附过程是用多孔固体（吸附剂）将流体（气
体或液体）混合物中一种或多种组分积聚或凝缩在表面达到分离目的的操作。被吸附到固体表面的物
质叫做吸附质，吸附质附着于其上的物质称为吸附剂。根据吸附剂表面与被吸附物质之间作用力不同
，将吸附分为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物理吸附是由固体吸附剂分子与气体分子间的静电力或范德华力
引起的，两者之间不发生化学作用，是一种可逆过程。化学吸附是由于固体表面与被吸附分子间的化
学键力所引起，两者之间结合牢固，不易脱附。该吸附需要一定的活化能，故又称活化吸附。 1.物理
吸附 物理吸附是由分子间范德华力（单层、双层）引起的。物理吸附的主要特征是：吸附质与吸附剂
间不发生化学反应，是一种可逆过程（吸附与脱附）；吸附过程极快，参加吸附的各相间常常瞬时即
达到平衡；吸附为放热反应；吸附剂与吸附质问的吸附力不强，当气体中吸附质降压或温度升高时，
被吸附的气体能很容易的从固体表面逸出，而不改变气体原来的性状。 2.化学吸附 化学吸附是由于固
体表面与吸附质间的化学键力起作用的结果。这一类型的吸附需一定的活化能。化学吸附的主要特征
有：化学吸附有很强的选择性，只能吸附参与化学反应的气体组分；吸附速率较慢，达到吸附平衡需
相当长时间；升高温度可提高吸附速率。 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吸附热
。物理吸附多为放热过程，其吸附热较小（102～103J／mol），与气体的液化热接近，而化学吸附的
吸附热很大（>42kJ／mol），与化学反应热相近；吸附热是区别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重要标准之一
。 （2）温度。物理吸附不需要活化能，吸附与脱附速率一般不受温度的影响，进行均较快，但低温
时吸附量较大，随着温度升高，被吸附质容易从固体表面脱附，利于吸附剂的再生和被吸附质的回收
；而化学吸附可以看成是一个表面化学过程，往往需要一定的活化能，吸附与脱附速度都较小，随着
温度升高，吸附和脱附速率都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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