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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材料是人类社会
进步的物质基础，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环境材料是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科学技术
的进步而发展派生出来的新的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是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和重
要保障。近年来，大量的具有特殊功能的新材料不断出现并用于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取得了常规材料
和工艺难以达到的效果。由于环境材料是近年来衍生的新的交叉学科，涉及化学化工、材料学、矿物
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专家学者对环境材料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并不统一，所
以至今尚没有一个为广大学者共同接受的定义和分类。环境材料与传统材料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它赋
予了传统的结构材料或功能材料以优异的环境协调性及净化、修复等功能。本书立足环境工程，内容
主要选择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和环境修复过程中广泛使用的环境污染治理材料和药剂，其中也包含了编
著者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陕西省和西安市工业攻关等科研项目的部分研究
成果及近年来关于环境污染治理材料领域的最新成果，故定名为《环境污染治理材料》。本书是在编
著者多年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该讲义和课程先后被评为西安科技大学研究生优
秀讲义和精品课程并获得西安科技大学研究生教材建设立项。全书共分10章，第1、2、3、7、10章由
刘转年教授编写；第4章由刘转年教授和张蕾副教授编写；第5、6章由刘转年教授和程爱华副教授编写
；第8章由程爱华副教授编写；第9章由张蕾副教授编写。全书由刘转年教授组织和最终统稿。在本书
编写过程中，韩晓刚、蔡倩倩、陈亮、张万松、宋叶静、张小雪、张江丽等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付出
了辛勤劳动。书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文献和部分网络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感谢西安
科技大学为本书出版提供的经费资助。化学工业出版社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也
一并表示感谢。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准确无误，但由于内容涉及学科较多，编著者的水平有限，加之时
间仓促，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刘转年2013年1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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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1.2胶体的结构 把一种物质分散在另一种物质中所形成的体系被称为分散系，前者
称为分散质，后者称为分散剂。根据颗粒的大小，水和水中分布的颗粒所组成的分散体系可分为三类
。 ①悬浮液：颗粒直径大于100nm； ②胶体溶液：颗粒直径在1～100nm； ③真溶液：颗粒直径小
于1nm。 根据上述界定，当微粒的粒径处于1～100nm的范围时，体系属于胶体分散系。 根据研究，胶
体微粒都带有电荷。天然水体中的黏土类胶体微粒以及污水中的胶态蛋白质和淀粉微粒等都带有负电
荷，其结构示意图见3—1。它的中心称为胶核。其表面选择性地吸附了一层带有同号电荷的离子，这
些离子可以是胶核的组成物直接电离而产生的，也可以是水中选择吸附H+或OH—而造成的。这层离
子称为胶体微粒的电位离子，它决定了胶体电荷的大小和符号。由于电位离子的静电引力，在其周围
又吸附了大量的异号离子，离电位离子较远，受到的引力较弱，不能随胶核一起运动，并有向水中扩
散的趋势，形成了扩散层。固定的离子层与扩散层之间的交界面称为滑动面。滑动面以内的部分称为
胶粒，胶粒与扩散层之间，有一个电位差。此电位称为胶体的电动电位，常称为zeta（ζ）电位。而
胶核表面的电位离子与溶液之间的电位差称为总电位或φ电位。 胶粒在水中受几方面的影响：由于上
述的胶粒带电现象，带相同电荷的胶粒产生静电斥力，而且r电位越高，胶粒间的静电斥力越大；受水
分子热运动的撞击，在水中做不规则的运动，即“布朗运动”；胶粒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引力——范德
华引力。范德华引力的大小与胶粒间距的2次方成反比，当间距较大时，此引力略去不计。 一般水中
的胶粒，ζ电位较高。其互相间斥力不仅与ζ电位有关，还与胶粒的间距有关，距离越近，反力越大
。而布朗运动的动能不足以将两颗胶粒推进到使范德华引力发挥作用的距离。因此，胶体微粒不能相
互聚结而长期保持稳定的分散状态。 使胶体微粒不能互相聚结的另一个因素是水化作用。由于胶粒带
电，将极性水分子吸引到它的周围形成一层水化膜。水化膜同样能阻止胶粒间相互接触。但是，水化
膜是伴随胶粒带电而产生的，如果胶粒的ζ电位消除或减弱，水化膜也就随之消失或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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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环境污染治理材料》是在编著者多年讲授的研究生课程讲义的基础
上编写而成，该讲义和课程先后被评为西安科技大学研究生优秀讲义和精品课程并获得西安科技大学
研究生教材建设立项。《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环境污染治理材料》可作为环境科学、环境
工程、环境生态工程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类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供从事
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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