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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束辐照处理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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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电子束辐照处理邻苯二甲酸酯类和甾体雌激素类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氯霉素类和左旋苯甘氨酸抗生素

类药物及其中间体、农药中的二氯吡啶酸，以及卤代芳香化合物的辐照降解特性和机理．结果表明，电子束辐照是处
理这些有机物污染物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羟基自由基和水合电子在有机污染物的降解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羟基自由基可以使有机污染物的苯环打开生成小分子物质，而水合电子可使有机污染物有效地脱卤，并且在
剂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使其最终被完全矿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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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是指被微生物分解时速度很
慢，且分解又不彻底的有机物．该类物质往往会对生
物产生毒害作用，并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特

性．基于此，世界各国对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处理研
究日益重视，如何对这些污染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处

理已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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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辐射技术显示出

了巨大的应用潜力．辐射技术是利用射线与物质间
的相互作用，电离和激发产生活化原子与活化分子，

并使之与物质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导致物质

的降解、聚合与交联改性的一种技术［１］．这一技术为
采用常规处理方法难以去除的某些污染物提供了新

的处理方法．与常规处理方法相比，辐射技术一般在
常温常压条件下进行，具有处理效率高、无需添加其

他化学试剂以及无二次污染等特点，尤其适用于常

规方法难以处理的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降解［２３］．此
外，辐射技术还广泛地应用于接枝共聚［４６］、碳纳米

棒、碳纳米晶和碳纳米管的制备以及改性等方

面［７１２］，其中应用于接技共聚时，不仅可以得到高纯

度的接枝聚合物，同时还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
已有许多科学工作者将先进的辐射技术应用在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处理中，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

成果．Ｚｈａｎｇ等［１３］和Ｃｈｅｎ等［１４］分别研究了酸性橙７
和甲基橙γ射线辐照降解，结果表明，辐射降解是处
理该类物质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Ｌｅｅ等［１５］利用

γ射线辐照降解三硝基甲苯（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ＴＮＴ），
结果表明，溶液中 Ｏ２的质量浓度越高，越有利于
ＴＮＴ的降解和矿化．Ｚｈａｎｇ等［１６］利用 γ射线研究了
微囊藻毒素的降解行为，发现微囊藻毒素ＬＲ在剂
量为８ｋＧｙ时的降解率可达９８．８％，而微囊藻毒素
ＲＲ在剂量为５ｋＧｙ时可以完全去除．

本课题组以环境内分泌干扰物中的邻苯二甲酸

酯类和甾体雌激素类、抗生素药物中的氯霉素类和

左旋苯甘氨酸、农药中的二氯吡啶酸，以及卤代芳香

化合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有机污染物的电子

束辐照降解特性及降解机理，为实际处理含有这些

有机污染物的废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电子束辐照降解
１．１　邻苯二甲酸酯类

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典型的环境内分泌干扰

物，具有明显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既可对脊

椎动物的性腺分泌和发育起到干扰作用，造成内分

泌失调，又可影响人类的生殖功能．本课题组以邻苯
二甲酸二甲酯（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ＤＭＰ）为对象，研
究了其在电子束辐照下的降解特性及降解机

理［１７１８］．结果表明，在相同的初始质量浓度下，ＤＭＰ
的降解率随辐照剂量的增大而增加；而在相同的辐

照剂量下，其降解率随初始质量浓度的增加而降低．

例如，当辐照剂量为１ｋＧｙ，ＤＭＰ的质量浓度为１０，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和３００ｍｇ／Ｌ时，其降解率分别为８９％，
７３％，６３％，４９％和 ４３％；而当 ＤＭＰ的质量浓度为
１００ｍｇ／Ｌ，辐照剂量为１和１５ｋＧｙ时，其降解率分
别为６３％和９９％．这说明电子束辐照是处理此类物
质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在溶液初始 ｐＨ＝９的条
件下，ＤＭＰ的降解率较高；而在ｐＨ＝４的条件下，降
解率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在碱性条件下羟自由基会
与ＯＨ－反应生成水合电子，使得溶液中水合电子的
产额增加，从而有利于 ＤＭＰ的降解．在酸性条件下
水合电子会与 Ｈ＋反应，将水合电子转化为氢自由
基，使得水合电子的产额减少，而水合电子在 ＤＭＰ
的辐射降解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采用离子色谱、ＧＣ／ＭＳ和 ＬＣ／ＭＳ对 ＤＭＰ经电
子束辐照后的溶液进行分析，发现经电子束辐照后

有甲酸、乙酸和乙二酸３种有机脂肪酸以及邻苯二
甲酸单甲酯生成．经研究，ＤＭＰ水溶液经电子束辐
照的降解机理为：① 首先，作为典型亲核试剂的水
合电子与 ＤＭＰ发生反应，形成 ＤＭＰ的阴离子自由
基；② 接着，羟基自由基攻击所形成的 ＤＭＰ阴离子
自由基，脱去甲氧基形成中间产物邻苯二甲酸单甲

酯；③ 生成的邻苯二甲酸单甲酯经过水合电子的转
移和羟基自由基的攻击形成邻苯二甲酸，而甲氧基

则经过羟基自由基的氧化形成甲酸，一部分可继续

氧化最终被矿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另一部分可能经

进一步反应生成乙二酸；④ 由于邻苯二甲酸具有热
不稳定，很容易脱掉一个羧基形成更加稳定的化合

物———苯甲酸，羟基自由基攻击苯甲酸并取代羧基

形成苯酚；⑤ 苯酚在羟基自由基进一步攻击下形成
二苯酚，再通过结构互变作用形成苯醌类物质；

⑥ 这些苯醌类物质经过一系列的氧化反应形成开
环产物，如甲酸、乙酸、乙二酸等有机酸；⑦ 最终，这
些有机酸经过氧化作用被完全矿化，形成二氧化碳

和水．
研究还发现，当溶液中有氧气存在时，有机酸的

质量浓度增加，而且其矿化程度也增加，这说明氧气

促进了ＤＭＰ的开环过程．因此，在处理含有邻苯二
甲酸酯类物质的废水时，可以选择羟基自由基氧化

体系，并且提高废水中氧气的质量浓度，这更有利于

此类物质的降解．
１．２　甾体雌激素类

天然甾体雌激素，如雌酮（Ｅ１）、１７β雌二醇
（Ｅ２）和雌三醇（Ｅ３），或合成甾体类雌激素，如１７α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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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基雌二醇（ＥＥ２），因其具有甾族类环，相对于其
他内分泌干扰物，具有更强的内分泌干扰作用，在极

低质量浓度下就会对生物体造成危害．
本课题组以 Ｅ２和 ＥＥ２为对象，研究了其在电

子束辐照下的降解情况［１９］．结果发现，在相同剂量
下，Ｅ２和 ＥＥ２在乙腈／水（氧化体系）溶液中的降解
率远高于在乙醇／水（还原体系）溶液中．例如，当辐
照剂量为１０ｋＧｙ时，Ｅ２和ＥＥ２在乙腈／水溶液体系
中的降解率分别为７０．９％和６１．９％，而在乙醇／水
溶液体系中的降解率却分别只有１８．６％和１６．５％．
这表明水合电子和羟基自由基在 Ｅ２和 ＥＥ２的降解
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羟基

自由基．研究还发现，Ｅ２或 ＥＥ２在酸性或碱性环境
下的降解率明显高于中性环境下的降解率，其中在

碱性条件下的降解率最高；氧气的存在提高了Ｅ２和
ＥＥ２的降解效果．因此，使溶液保持碱性，并且提高
废水中氧气的质量浓度，将更有利于该类物质的

降解．

２　抗生素类药物的电子束辐照降解
２．１　氯霉素类

霉素类抗生素是一类具有１苯基２氨基１丙
醇的二氯乙酰胺衍生物，又称酰胺醇类．这类抗生素
主要包括氯霉素（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ＣＡＰ）及其衍生物
甲砜霉素（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ＴＨＡ）和氟甲砜霉素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ＦＬＯ）．ＣＡＰ又名左旋霉素，是一种价廉
的广谱抗生素，被广泛应用于人、畜多种传染性疾病

的治疗，其作用机制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生物合成，

从而抑制细菌的繁殖和生长．研究发现，ＣＡＰ对人体
的造血系统、消化系统具有严重的毒性反应，长期摄

入会诱发致病菌的耐药性，引起机体正常菌群失调，

使人们容易感染各种疾病．ＴＨＡ和ＦＬＯ被广泛用于
治疗猪、牛、禽及水产养殖动物的细菌性疾病，对动

物具有胚胎毒性及较强的免疫抑制作用．
本课题组研究发现［２０］，当辐照剂量为１５ｋＧｙ时，

ＣＡＰ，ＴＨＡ和ＦＬＯ在Ｎ２Ｏ饱和、Ｎ２饱和加特丁醇，以
及Ｎ２Ｏ饱和加特丁醇３种体系中的降解率都已达到
９０％以上，而且在 Ｎ２Ｏ饱和体系中，３种抗生素的降
解效果最好．这说明电子束辐照是降解此类物质的
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羟基自由基、水合电子和氢自

由基在此类物质的降解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但起主要作用的是羟基自由基．因此，在实际废
水处理中可以考虑加入过氧化氢等物质，以增加溶

液中羟基自由基的质量浓度，从而提高降解效果．
采用离子色谱对３种抗生素经电子束辐照后产

生的阴离子进行检测，结果发现，经电子束辐照后，

ＣＡＰ产生了 Ｃｌ－和 ＮＯ－３，ＴＨＡ产生了 Ｃｌ
－和 ＳＯ２－４ ，

ＦＬＯ产生了Ｃｌ－，ＳＯ２－４ 和Ｆ
－．进一步研究发现，辐照

过程中 ＣＡＰ，ＴＨＡ和 ＦＬＯ均先生成了小分子碎片，
再经过进一步的转化达到降解．３种物质经电子束
辐照后的产物通过 ＧＣ／ＭＳ进行分析．由 ＧＣ／ＭＳ图
谱可知，这３种抗生素在辐照过程中产生了多种中
间产物，包括苯醇、醛、羧酸类化合物，这些中间产物

经过进一步氧化、被矿化，从而达到降解的目的．
综合以上结果分析可得，羟基自由基在反应过

程中起主导作用，其次是水合电子和氢自由基，无机

离子以游离态脱除，而在有机降解部分，则先生成有

机小分子．
２．２　左旋苯甘氨酸

左旋苯甘氨酸是合成苯甘氨酰胺类抗生素、青
霉素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重要中间体，一般采用

如下方法进行合成：首先使苯甲醛与氰化钠和碳酸

氢铵作用生成苯乙内酰脲，然后将苯乙内酰脲用碱

加压水解，最后酸化制得．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
该方法需要使用剧毒的氰化物并且排出大量含左

旋苯甘氨酸的废水，如果不处理会给环境造成
污染．

本课题组研究发现［２１］，含左旋苯甘氨酸的实
际工业废水在稀释 ２０倍的情况下，当辐照剂量为
７０ｋＧｙ时，其化学耗氧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
ＣＯＤ）从原来的１８０２．５ｍｇ／Ｌ下降到１４７２．５ｍｇ／Ｌ，
有机物去除率为 １８．３１％；当辐照剂量为 ５６０ｋＧｙ
时，ＣＯＤ值为 ２９７．５ｍｇ／Ｌ，有机物去除率可达
８３．５％．当辐照剂量为７０ｋＧｙ时，废水的颜色从原
来的无色透明液体变为金黄色透明液体，并且随着

辐照剂量的增加，废水中出现大量黄褐色沉淀物质，

增加了废水的浊度，减小了废水的色度．当辐照剂量
大于４２０ｋＧｙ时，废水的色度变为０，恢复了辐照以
前废水的色度值．经过测量发现，废水的 ｐＨ值也随
着辐照时间的增加而减小，其主要原因为：由于废水

呈酸性，因此废水中有大量的氢离子，经过辐照后，

废水中主要产生氢自由基和水合电子，并且发生还

原反应，水中的氢离子被大量消耗，与此同时废水中

也发生了氧化反应，氧化水中的有机物质改变其原

有的结构．当辐照剂量小于４２０ｋＧｙ时，废水中的氧
化反应多于还原反应，ｐＨ值下降；当辐照剂量大于

１５５



　　　　 上 海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第１７卷　

４２０ｋＧｙ时，废水中氧化反应与还原反应相当，废水
的ｐＨ值不再下降．

研究还发现，当废水质量浓度仅为原废水质量

浓度的２％时，经过辐照后，废水中有机物的降解率
为７７．１８％，并且随着废水质量浓度的增加，有机物
的降解率不断下降．同时，随着废水质量浓度的增
加，其浊度也呈下降趋势，而色度则随着质量浓度的

增加而增加，且废水经过辐照后的 ｐＨ值减小．废水
的浊度和色度随着废水 ｐＨ值的增加而减小．当调
节废水ｐＨ值为３．６８时，废水呈酸性，以聚合反应为
主，废水中有沉淀产生，浊度较大．随着废水 ｐＨ值
的增加，废水的浊度和色度快速下降，此时废水不再

以还原反应为主，而是以氧化反应为主，废水中的有

机物质被氧化为无机物质，其ＣＯＤ值的下降也反映
了废水中有机物含量的减少．

研究表明，在电子束辐照处理含左旋苯甘氨酸
的实际工业废水时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在不加入其他
化学试剂的情况下，当吸收剂量率为５６０ｋＧｙ时，废水
中的ＣＯＤ值从１８０２．５ｍｇ／Ｌ下降到２９７．５ｍｇ／Ｌ，废
水中有机物的去除率高达８３．５％．如果废水质量浓
度降低到原质量浓度的２％，并适当提高其 ｐＨ值到
８．４３，将更有利于废水中有机物的降解．

３　二氯吡啶酸的电子束辐照降解
二氯吡啶酸是一种吡啶类除草剂，于１９７０年由

陶氏化学公司研发并被广泛使用．由于二氯吡啶酸
生物难降解（几乎在太阳光下不降解），且其半衰期

最长可达２８０ｄ，因此本课题组采用电子束辐照法研
究其降解特性［２２］．

研究发现，当辐照剂量为５ｋＧｙ，初始质量浓度
为１００～４００ｍｇ／Ｌ时，７０％以上的源物质可以得到
有效降解．在 ３０ｋＧｙ辐照下，初始质量浓度为
４００ｍｇ／Ｌ的二氯吡啶酸的降解率可达９９．９％．这说
明电子束辐照是降解二氯吡啶酸的一种十分有效的

手段．在碱性条件下的降解效果要好于酸性和中性
条件，可能是由于二氯吡啶酸作为一种弱酸，在碱性

条件下是以离子形态存在，有助于分解，并且在碱性

条件下，部分水合电子转化为羟基自由基，对二氯吡

啶酸的降解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说明羟基自由基

在降解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研究还发现，添加适量的
过氧化氢对二氯吡啶酸的电子束辐照降解具有促进

作用，但是当过氧化氢添加过量后，多余的过氧化氢

会和羟基自由基反应使羟基自由基含量减少，不利

于降解反应的发生．因此，在实际处理含有二氯吡啶
酸的废水时，可以考虑调节废水的 ｐＨ值呈碱性并
添加适量的过氧化氢等来提高废水的处理效率．

利用离子色谱对二氯吡啶酸经电子束辐照后的

阴、阳离子进行检测，发现有甲酸、乙酸和乙二酸等

有机酸以及氯离子、铵离子和硝酸根离子的生成．这
表明，二氯吡啶酸经电子束辐照后在羟基自由基和

水合电子的共同作用下会降解成小分子的物质，而

这些小分子物质在羟基自由基的进一步氧化作用下

被完全矿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４　卤代芳香化合物的电子束辐照降解
４．１　氯苯类

氯苯类有机污染物基本上不能被生物降解或尚

未发现可被生物降解．氯苯类中的氯苯、邻二氯苯、
间二氯苯、对二氯苯、１，２，４三氯苯是毒性很高的化
合物，其中氯苯已被确证为致癌物质，它在地面水中

的限定质量浓度为２０μｇ／Ｌ，而邻二氯苯为２μｇ／Ｌ．
本课题组采用电子束辐照法对氯苯类物质进行了研

究［２３］，结果表明，随着辐照剂量的不断增加，氯苯质

量浓度不断降低．当辐照剂量为２１０ｋＧｙ时，其降解
率为５１．５％，并且随着氯苯质量浓度的不断降低，
氯离子质量浓度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而增加，这说

明氯苯因发生辐照降解而脱氯．
同样，二氯苯和三氯苯的质量浓度随辐照剂量

的增加不断降低，并且在辐照过程中，氯离子质量浓

度不断增加，说明二氯苯和三氯苯经电子束辐照后，

不断地发生脱氯反应．例如，当辐照剂量为１０５ｋＧｙ
时，三氯苯已完全降解．由此可见，电子束辐照对二
氯苯和三氯苯的降解也十分有效．

研究还发现，测得溶液中氯离子的质量浓度小

于理论值．例如，当辐照剂量达到１０５ｋＧｙ时，三氯
苯已经基本降解完全，如果三氯苯中全部的氯转变

为氯离子，则氯离子质量浓度的理论值应为

１１７．４ｍｇ／Ｌ，但是实际测得的氯离子质量浓度为
８４．５ｍｇ／Ｌ．只有当辐照剂量继续增加达到２１０ｋＧｙ
时，氯离子质量浓度才接近理论值．这说明氯苯在降
解过程中生成了小分子的氯代烷烃，当辐照剂量继

续增加时，氯代烷烃继续降解，并释放氯离子．
对比３类氯苯的降解效果可知，电子束对氯苯

类化合物都起到了有效的降解作用，其中三氯苯的

降解效果最好．当辐照剂量达到３４ｋＧｙ时，其降解
率就达到了 ５０％；当辐照剂量为 ９０ｋＧｙ时，已有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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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的三氯苯降解．相同剂量下三氯苯、二氯苯、氯
苯的降解率依次减小．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氯苯、
二氯苯、１，２，４三氯苯溶液中氯离子的质量浓度不
断增加，氯苯类化合物经电子束辐照后，不断地发生

脱氯反应．比较氯苯、二氯苯和三氯苯的降解情况和
脱氯效果可知，除氯苯降解率偏低外，氯离子质量浓

度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氯离子质量浓度随辐照剂

量的增加而增加；当氯苯类化合物完全降解时，氯离

子质量浓度远远小于理论值；当辐照剂量增加时，氯

离子的质量浓度仍会继续增加．
４．２　溴苯类

溴苯类化合物作为环境荷尔蒙类物质，对皮肤、

粘膜的刺激性比氯苯更强，并可抑制动物的生长．通
过研究溴苯经电子束辐照后的降解特性发现［２４］，随

着吸收剂量的增加，溴苯的质量浓度呈减小趋势，脱

溴率则呈增加趋势；但在相同吸收剂量时，乙醇水溶

液中的溴苯降解效果要好于在乙腈水溶液中．当吸
收剂量为３．５ｋＧｙ时，乙醇水溶液中溴苯的降解率
为９０．１％，脱溴率为２０．５％，而乙腈水溶液中溴苯
的降解率为８６．７％，脱溴率为１７．９％．这表明，电子
束辐照可以有效地对溴苯废水进行处理，废水中活

性自由基的不同对处理效果有影响，其中溶剂化电

子的处理效果比较好．脱溴率要远低于溴苯降解率，
说明溴苯中的溴元素没有全部转变为离子状态，而

是形成了溴化有机物质．
对不同初始质量浓度的溴苯溶液进行研究发

现，随着初始质量浓度减小，相同吸收剂量下的溴苯

质量浓度呈减小趋势．但是，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
溴苯质量浓度低于１０ｍｇ／Ｌ时，降解率增加不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在低质量浓度时，可以看作有机物稀

水体系，脱溴后以开环为主，需消耗较多能量，所以

降解效率低；在高质量浓度时，脱溴后自由基碰撞几

率较高，容易发生聚合形成大分子化合物，并通过沉

淀从溶液中析出，消耗的能量比较少，所以降解效率

高．研究还发现，在较低的吸收剂量下，ｐＨ值对溴
苯降解率有很大的影响．当吸收剂量为７ｋＧｙ时，溴
苯的降解率均可达到９０％以上．这说明适当提高吸
收剂量，电子束辐照降解溴苯废水的 ｐＨ适用范围
也在变大．然而，溴离子质量浓度随吸收剂量的增大
而增大这一特性，在酸性和碱性环境中差异很大，而

且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大，酸碱体系中溴离子质量浓

度的差值也变大．
对溴苯经电子束辐照后的溶液进行 ＧＣ／ＭＳ分

析，结果发现，溴苯在一定的吸收剂量下，苯环被有

效地打开，生成一些直链饱和或不饱和烃类、含氧有

机物等中间产物，而且在剂量足够大时，这些中间产

物会最终被完全矿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５　结 束 语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电子束辐照技术是处理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特别适

用于其他传统方法难以处理的污染物，是难降解有

机污染物处理方法的一种有效选择或综合补充．由
于各种化合物的结构不同，达到最佳处理效果的条

件也不同，因此，在实际处理中要尽量设计工艺以保

证得到最佳的处理效果．例如，有些有机污染物在氧
气存在的条件下，降解效率会明显提高，可以在实际

废水处理中保持较高的溶解氧水平．另外，可以将辐
射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先用辐射技术降解成可

生物降解的中间产物，再进行生物降解．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辐照设备的成本显著降低，辐射处理技术

初期投资明显减少，因此，辐射技术的应用前景会更

加光辉灿烂．

参考文献：

［１］　吴明红，包伯荣．辐射技术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Ｍ］．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９０．

［２］　ＳＡＫＵＭＯＴＯＡ，ＭＩＹＡＴＡ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ｂｙ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ｒａｄｉａｉｔ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Ｊ］．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８４，２４（１）：
９９１１５．

［３］　ＺＨＡＮＧＳＪ，ＹＵＨＱ．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３８（２）：３０９３１６．

［４］　ＺＵＪＨ，ＷＵ Ｍ Ｈ，ＺＨＡＮＧ ＪＱ，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ｏｆａｃｒ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ｓｏｄｉｕｍ ｓｔｙｒｅｎｅ
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ｏｎｔｏ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ｓ—
（Ⅰ）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９９：３４０１３４０５．

［５］　ＺＵＪＨ，ＹＵＣＨ，ＷＵＭＨ，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ｏｆａｃｒ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ｓｏｄｉｕｍｓｔｙｒ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ｏｎｔｏ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ｓ—（Ⅱ）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９９：３３９６３４００．

［６］　ＣＨＥＮＪ，ＹＡＮＧＬＭ，ＣＨＥＮＬＱ，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ＥＢｐｒ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ｆｉｌｍ
［Ｊ］．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６９：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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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７］　ＺＨＡＮＧＨＪ，ＬＩＵＧ，ＷＡＮＸＪ，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ＣｄＳ ｎａｎｏｒｏｄ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ｇａｍｍａ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２４（１）：２２７２３６．

［８］　ＺＨＡＯＢ，ＷＡＮＧＹＬ，ＺＨＡＮＧＨＪ，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ＣｄＳｎａｎｏｒｏｄｓｉｎｓｏｆｔ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ｇａｍｍａ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
９（２）：１３１２１３１５．

［９］　ＬＩＺ，ＷＵＣ，ＬＩＵＹ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ｂＳｅ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ｅａｍ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１（６）：８２５８２９．

［１０］　ＷＵＭＨ，ＺＨＯＮＧＨＪ，ＪＩＡＯＺ，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ＰｂＳ
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ｔｅｓ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ｏｌｌ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０８，３１３：３５３９．

［１１］　ＬＩＺ，ＪＩＡＯ Ｚ，ＷＵ Ｍ Ｈ，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ｎ（Ⅱ）ｓｅｌｅｎｉｄｅ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ｅａｍ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０８，３１３：４０４２．

［１２］　ＺＨＡＮＧＨ Ｊ，ＷＡＮ ＸＪ，ＧＵＯ Ｈ Ｊ，ｅｔａｌ．Ｃｏ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ｗａｌｌ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ｗｉｔｈ ＣｄＳ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ａ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９：２０８８２０９１．

［１３］　ＺＨＡＮＧＳＪ，ＹＵＨＱ，ＬＩＱＲ．Ｒａｄｉｏｌｙｔｉｃ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ｃｉｄｏｒａｎｇｅ７：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５，６１（７）：１００３１０１１．

［１４］　ＣＨＥＮＹＰ，ＬＩＵＳＹ，ＹＵＨＱ，ｅｔ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ｏｒａｎｇｅ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０８，７２（４）：５３２５３６．

［１５］　ＬＥＥＢ，ＬＥＥＭ．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２，４，６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ＴＮＴ） ｂｙｇａｍｍａ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９（２３）：９２７８９２８５．

［１６］　ＺＨＡＮＧＪＢ，ＺＨＥＮＧＺ，ＹＡＮＧＧＪ，ｅ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ｂｙ ｇａｍｍａ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Ｊ］．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Ａ：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５８０（１）：６８７６８９．

［１７］　ＷＵ Ｍ Ｈ，ＬＩＵ Ｎ，ＸＵ Ｇ，ｅｔ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ｂｙｐｕｌｓｅｒａｄｉ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ｅａｍ
ｒａｄｉｏｌｙｓｉｓ［Ｊ］．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
８０：４２０４２５．

［１８］　ＬＩＵＮ，ＸＵ Ｇ，ＭＡ Ｊ，ｅｔａｌ．Ｅｂｅａｍ ｒａｄｉｏｌｙｓｉｓ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２０１１，２２：３３０３３３．

［１９］　ＲＥＮＬＴ，ＷＵ Ｍ Ｈ，ＸＵ Ｇ，ｅ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ｅａｍ
ｒａｄｉ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１：１４．

［２０］　ＺＨＯＵＪＸ，ＷＵＭＨ，ＸＵＧ，ｅｔａｌ．Ｅｂｅａｍ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ａｎｄ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Ｊ］．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２０１０，２１：３３４３３８．

［２１］　吴明红，施文彦，顾建忠，等．电子束辐照降解左旋苯
甘氨酸废水的研究［Ｃ］∥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研讨
会．２００５：６１１．

［２２］　ＸＵＧ，ＢＵＴＴ，ＷＵＭＨ，ｅ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ｅａｍ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ｐｙｒａｌｉｄ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ｄｉ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１，
２８８（３）：７５９７６４．

［２３］　王艳丽，吴明红，焦正，等．电子束辐照降解氯苯类废
水［Ｊ］．精细化工，２００５，２２：５３５５．

［２４］　ＷＵＭＨ，ＳＨＩＷ Ｙ，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ａｌｏｇｅｎａｔｅｄ 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３０（２）：１９１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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