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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ＭＣ絮凝剂处理印染废水 

     蒋少军（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作者简介： 蒋少军（１９６３－ ），男，陕西省汉中人， 副教授， 纺织研究所所长， 从事相关纺织技术

的教学、科研及开发等工作 

     印染废水是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特点是污水量大和处理难度较大〔１〕，据估计，生产百米标准布平

均耗水量为２．５ ｍ３左右〔２〕且废水中成分复杂，色度高，同时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使其ＣＯＤｃ

ｒ值高，碱性大，难以处理〔３〕。目前，对纺织厂废水常采用生物处理法（ 如鼓风曝气贮留池）和活性污泥

法处理，这些处理方法对除去ＢＯＤ和ＳＳ有特效，然而对废水的脱色，效果不大〔４，去除色度和ＣＯＤｃｒ

值是治理印染废水的两大主要难题〔５〕。染整厂被排出的废水带有很深的颜色，目前对染色废水还比较难以处

理，脱色不完全，处理中有些染料容 

易除去，而有些则很难除去，特别是水溶性较强的染料（ 如活性染料）。使用活性炭吸附处理，虽然脱色效果

较好，但是活性炭的价格较高，再生困难，只能使用一次。有颜色的工业废水，许多染料对某些生物是有害的，

直接破坏水中的生物，失去自然平衡，常用絮凝剂进行凝聚、澄清、净化。常用的絮凝剂有ＦｅＣｌ３·６Ｈ２

Ｏ、  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Ａ１Ｃ１３、聚合氯化铝和聚合硫酸铁〔６〕，一般需要投人大量的药剂，费用较

高， 本实验应用新型絮凝剂ＦＭＣ， 对染整厂排出的有色废水， 进行脱色处理， 经过大量的实验积累了一些

经验与大家交流。 

     传统的脱色处理技术主要有吸附脱色、混凝脱色及化学脱色等。混凝脱色是目前染整厂常用的方法〔７〕，

它是利用混凝剂降低染料废水的色度，再借助于搅拌形成絮凝状物质，而促使悬浮杂质沉淀。具有镁离子的絮凝

是通过一些不同机理得到的。氯化镁（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ｎ Ｃｈｌｏｒｄｅ） 的化学式为ＭｇＣｌ２·６Ｈ２

Ｏ，也称卤盐， 在水溶液中离解为Ｍｇ２＋和Ｃ１－离子 （ 即ＭｇＣｌ２→Ｍｇ２＋＋２Ｃ１－）， 当加入

混浑水中，反应较为复杂。Ｍｇ２＋在水中生成Ｍｇ（ＯＨ）２沉淀胶状物，胶体颗粒集合， 产生了压缩双电

层的作用， 不断进行水解作用，生成Ｍｇ（ＯＨ）２沉淀而带正电荷的胶体，借助范德华引力相互聚拢形

成， 可以沉淀出较大胶体颗粒。与此同时生成的Ｍｇ（ＯＨ）２胶体，具有多孔性结构，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能够吸附其周围的污染物，使其自身质量增大而下降，从而将有色物和金属离子吸附（沉淀）下来被清除。Ｍｇ

２＋促进凝聚的机理是特殊化学物理上的相互作用及双重层压缩， 即使Ｍｇ２＋投入量很少（ＭｇＣｌ２ １６

￣３０ ｍｌ／Ｌ）， 也会引起Ｍｇ（ＯＨ）２沉淀构成胶体， 产生絮凝作用。 



    １ 试验 

    １．１ 试验材料 

    实验试剂： 染料、阳离子蓝Ｘ－ ＧＲＲＬ、酸性蓝，氯化镁， 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铁，石灰（ＣａＯ≥９

０％）； 

    实验仪器： ７２１型分光光度计； 实验用废水：染整厂排出的有色废水和人工合成有色废水样， 见表１。 

   

 



 

    ２．２ ＦＭＣ的回收与再循环利用 

     

    ３ 结论 

   （１）ＦＭＣ可以作为印染废水絮凝剂使用， 此方法的特点是ＦＭＣ价格低廉、用量少、沉淀快， 稳定性强

和脱色效果相当好， 且ＦＭＣ还可以回收与再循环使用。 

      （２） 对印染废水脱色的最佳工艺为： 处理液ｐＨ值１０.７， ＦＭＣ用量３０ ｍｌ／Ｌ， 脱色时间６

０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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