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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汞污染及其控制》

前言

煤炭作为历史悠久的非清洁化石燃料，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
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人类。当前国内工业界对S02、NOx等污染物关注较多，而对其中微量有害元素的大
气污染研究不足，特别是对氟、汞等挥发性元素的大气环境污染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汞污染物具有挥
发性高、化学性质稳定等特点，在自然环境和生物有机体中具有累积性，其污染控制受到人们的普遍
关注。但是汞污染物具有独特的物理及化学性质，使得其在污染控制方面的检测和捕获的难度较大。
由于人类的普遍重视和不断努力，化工制造和金属冶炼工业的汞排放量已得到大幅度缩减。目前人们
的关注重点已转向化石燃料燃烧和固体垃圾焚烧方面，在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这两方面就占整个
人为汞污染物排放量的85％，其中燃煤电厂每年向大气排放77t汞。由燃煤而引起的汞危害主要表现在
两方面。在煤炭燃烧过程中，由于高温的作用，赋存于煤中的绝大部分汞会伴随其他微量元素，以气
相形式释放。气相汞经过烟气净化装置的处理，部分被飞灰颗粒组分吸附而进入燃煤固体产物流中，
其余则直接进入大气层。排入大气中的汞会成为大气层污染物，进入燃煤飞灰的汞会在飞灰的利用和
处理过程中产生潜在的危害。在现阶段，人们的关注目光主要集中在燃煤汞污染的大气危害，而对燃
煤产物中的汞危害研究还极少涉及。本书前半部分讲述了燃煤汞污染物形成及演化规律，并系统介绍
目前主流的燃煤烟气汞污染控制技术及其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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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燃煤汞污染及其控制》在介绍当今世界流行的燃煤脱汞技术的基础上，论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残炭
吸附脱汞技术以解决相关的燃煤汞污染问题。《燃煤汞污染及其控制》前半部分讲述了燃煤汞污染物
形成及演化规律，并系统介绍了目前主流的燃煤烟气汞污染控制技术及使用效果。《燃煤汞污染及其
控制》后半部分介绍了作者研究的一套新型的闭路处理系统，该系统可使资源循环利用，并变废为利
，此工艺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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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汞可同一些金属发生独特反应（汞齐反应），如汞一银、汞一金等汞齐反应。汞可同很多有机化合物
反应生成有机汞化合物，如在空气和水中均很稳定的甲基汞，其对自然环境和人体有较大毒性。2．1
．6毒理学和危害汞在常温下蒸气压显著，其蒸气无色无味，比空气重7倍。汞及其化合物毒性都很大
，可通过呼吸道、皮肤或消化道等不同途径侵入人体。汞中毒会引起肾功能衰竭，并损害神经系统而
使人体运动失调、听觉损害和语言障碍等。汞与铅或锰同时存在有加重毒性的作用。汞毒性具有积累
性，往往需几年或十几年才有表现。金属汞由于具有高度扩散性和脂溶性，因此其一旦进入血液中，
很容易蓄积在脑组织中，并造成脑部的严重伤害。汞进人人体后，主要集聚于肝、肾、大脑、心脏和
骨髓等部位，造成神经性中毒和深部组织病变，所以金属汞中毒主要在临床上表现为神经性病变。无
机汞化合物如属于难溶性汞化合物，则较难被人体吸收，若属于可溶性汞化合物，则很容易在肾脏和
肝脏中蓄积造成病变。甲基汞可以迅速进入血液而到达脑部，并对于大脑皮层和小脑造成严重伤害。
所以有机汞的毒性比元素汞的毒性更大。汞与机体蛋白SH基发生牢固结合，从而抑制其活性。而且汞
的生物浓缩，对于处于食物链终端的人类有重大影响。2000年8月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通过对自然环境
中汞污染物的人体危害研究，得出每天每千克体重汞的摄人量超过0．1ug将会对婴幼儿的神经和发育
造成显著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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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燃煤汞污染及其控制》可供相关专业科技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研究生及
本科高年级学生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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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了解材料合适，深入度不够
2、印刷质量挺好的，正版
3、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前半部
4、语言表达流利通畅
5、靠。。。豆瓣儿还真有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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