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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钢渣的综合利用率，同时降低三维电催化技术中粒子电极的制备成本，利用钢渣制备出具有一定磁性的钢渣粒子电

极．利用扫描电镜和振动样品磁强计对钢渣粒子电极的磁性与表面形貌进行了定性和定量表征，其磁饱和强度为 １．６３８ ６ Ａ·ｍ２ ／ ｋｇ．
在设计好的三维电化学氧化系统中，研究其处理模拟印染废水的性能．结果表明：利用磁性钢渣粒子电极的三维电化学氧化系统降解

模拟印染废水中罗丹明 Ｂ 的最佳条件为初始质量浓度 ５ ｍｇ ／ Ｌ，槽电压 ５ Ｖ，初始 ｐＨ 为 ４，支持电解质投加浓度为 ０．１５ ｍｏｌ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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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钢渣多用于建筑材料或者烧结矿时的

助剂［１－２］，较少见将钢渣用于污水处理等环保领域的

报道．钢渣富含 Ｆｅ、Ｍｎ 等金属，同时含有大量的 ＣａＯ
和 ＭｇＯ［３－６］ ．钢渣中这些金属与金属氧化物的存在，
若遵从“以废治废”的理念，以钢渣为原料制备粒子电

极，用于三维电催化技术处理废水的实际工作中，既

能够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又能够解决大量钢渣作为废

料的安全隐患，提高钢渣的综合利用率．
电化学催化技术作为一种高级氧化技术，早已

证明对于水中有机物具有高效的去除作用，相对于

传统的物化、生化等污水处理方法，三维电催化技术

具有处理效率高、无二次污染、参数可控性强等优

势［７］，其特殊的单元结构又进一步弥补了传统电化

学催化技术存在的电流效率低、电极面积小等缺点．
过去的几十年中，三维电催化技术在化工废水［８］、
制药废水［９］、印染废水［１０］等不同类型有机废水的处

理中均有应用．在三维电催化技术中，粒子电极的选

择与制备是影响电催化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能作

为粒子电极的材料主要有炭材料［１１－１４］ 及负载的金

属或金属氧化物［１５－１７］ ．为了发挥三维电催化技术的



优势，选择粒子电极时应注重提高粒子电极的导电

性和催化性能，同时降低粒子电极的制备成本．钢渣

作为一种固体废弃物，很好地解决了其他粒子电极

材料成本高、制备过程复杂的问题．本实验以钢渣为

原料，制备出了具有磁性的钢渣粒子电极，对其表面

形貌与磁性进行了表征，并将制备出的粒子电极运

用到三维电化学氧化系统中进行模拟印染废水的处

理，研究了其处理模拟印染废水的影响因素．

１　 实　 验

１．１　 实验原料

实验所用原料为炼钢厂炼钢产生的废渣，钢渣

取自山东莱芜钢铁厂，取回实验室后先用蒸馏水进

行清洗，尽量洗去由于长时间堆放而附着在块状钢

渣表面的尘土以及石灰等杂质．实验用主要药品有

罗丹明 Ｂ、无水硫酸钠（分析纯，天津永大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冰醋酸（分析纯，天津富宇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氢氧化钠（天津欧博凯化工有限公司）．
１．２　 磁性粒子电极的制备

粒子电极的制备方法［１８－１９］：经过清洗和浸泡的

块状钢渣在 １１０ ℃下烘干后，利用球磨机磨成粉末，
作为制备粒子电极的主要材料．随后，将钢渣粉末与

黏土、成孔剂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再滚制成粒径在

３～５ ｍｍ 的小球，然后在管式炉中以 １ ０００ ℃的高温

烧结 ３０ ｍｉｎ．经过 Ｘ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知，制备好的

钢渣粒子电极主要组成元素为 Ｓｉ、Ｆｅ、Ｃａ、Ｍｇ、Ｍｎ，
同时含有少量的 Ｐ、Ｓ、Ｎａ 等元素．
１．３　 实验装置

模拟印染废水的处理在如图 １ 所示的静态小型

电解池（长 ８０ ｍｍ，宽 ４０ ｍｍ，高 ３０ ｍｍ）中进行，电解

池中所用电极阳极为铂电极，阴极为不锈钢，电极阴

阳极间距为 ４ ｃｍ，电极面积铂电极为０．５ ｃｍ２，不锈钢

片为 ９．４ ｃｍ２ ．将制备好的磁性钢渣粒子电极 １５ ｇ 置

于阴极和阳极之间，保持粒子电极不与主电极直接接

触，外接一台可调式直流电源（ＨＹ１７１１－３Ｓ，淮安亚光

电子有限公司）．以罗丹明 Ｂ 与去离子水配制的模拟

印染废水 ５０ ｍＬ 作为处理目标物，以 Ｎａ２ＳＯ４为支持

电解质置于电解池中进行降解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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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阴极
2—阳极
3—钢渣粒子电极
4—直流电源
5—电解池

图 １　 反应装置示意

１．４　 表征方法

采用荷兰 ＦＥＩ 公司生产的 Ｑｕａｎｔａ ２００Ｆ 场发射环

境扫描电镜（ＳＥＭ）对磁性钢渣粒子电极的表面形貌

进行表征；采用美国 ｌａｋｅ ｓｈｏｒｅ 公司 生产的 ｌａｋｅ
ｓｈｏｒｅ７０４０ 型振动样品磁强计（ＶＳＭ）对钢渣粒子电极

的磁性进行定量分析；采用荷兰帕纳科公司生产的

Ａｘｉｏｓ⁃ｐｗ４４００ 型 Ｘ 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钢渣粒子电

极中主要元素成分；利用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

ＵＶ２５５０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５５４ ｎｍ下测定模

拟印染废水的吸光度，以确定罗丹明 Ｂ 的质量浓度，
从而监测对模拟印染废水的处理效果．
１．５　 影响因素实验方法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浓度为

１０－５ ｍｏｌ ／ Ｌ的模拟印染废水，以 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

为支持电解质，分别在 ３，４，５，６ Ｖ 的槽电压下进行电

化学降解实验 ６０ ｍｉｎ，每间隔 １０ ｍｉｎ 测定模拟印染废

水中罗丹明 Ｂ 的质量浓度，计算罗丹明 Ｂ 的降解率．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

浓度分别为 ５，１０，１５，２０ ｍｇ ／ Ｌ 的模拟印染废水，以
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为支持电解质，在槽电压为 ５ Ｖ
的条件下进行电化学降解实验 ６０ ｍｉｎ，每间隔

１０ ｍｉｎ测定模拟印染废水中罗丹明 Ｂ 的质量浓度，
计算罗丹明 Ｂ 的降解率．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浓度为

１０－５ ｍｏｌ ／ Ｌ 的模拟印染废水，以 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

为支持电解质，在 ５ Ｖ 的槽电压下，分别调解溶液的

初始 ｐＨ 为 ４，６，８ 进行电化学降解实验６０ ｍｉｎ，每间

隔 １０ ｍｉｎ 测定模拟印染废水中罗丹明 Ｂ 的质量浓

度，计算罗丹明 Ｂ 的降解率．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浓度为

１０－５ ｍｏｌ ／ Ｌ 的模拟印染废水，在 ５ Ｖ 的槽电压下，分
别以 ０．１，０．１５，０．２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为支持电解质进

行电化学降解实验 ６０ ｍｉｎ，每间隔 １０ ｍｉｎ 测定模拟

印染废水中罗丹明 Ｂ 的质量浓度，计算罗丹明 Ｂ 的

降解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粒子电极的表征

２．１．１　 光学照片与 ＳＥＭ 分析

制备好的钢渣粒子电极的光学照片如图 ２（ａ）
所示．可以看出，钢渣粒子电极为形状较规则的深色

小球，粒子直径在 ３～５ ｍｍ．图 ２（ｂ）为钢渣粒子电极

放大 ５００ 倍下的表面 ＳＥＭ 照片．可以看出，钢渣粒

子电极表面具有许多孔隙，这对于其作为粒子电极

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复极性粒子电极在三维电催化

去除有机物的过程是一个吸附—电解—再吸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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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的过程，本实验制备的钢渣粒子电极作为一种

复极性的粒子电极，这样的孔状结构会有利于粒子

对水中有机物的吸附．图 ２（ｃ）为放大 １０ ０００ 倍以后

的粒子电极表面 ＳＥＭ 照片，粒子表面的孔隙不再明

显，但仍可见，说明钢渣粒子电极属于大孔材料，其
表面的孔隙直径大小在微米级别．

(a)光学照片 (b)放大500倍 (c)放大10000倍

图 ２　 钢渣粒子电极的光学照片以及放大 ５００ 倍与 １０ ０００ 倍的 ＳＥＭ 照片

２．１．２　 钢渣粒子电极的磁性分析

如图 ３ 所示 ，称取 １０ ｇ 钢渣粒子电极置于桌

面，用一表面钢渣粒子电极扣住，再用一块磁铁靠近

表面皿底部时，钢渣粒子迅速被吸引到磁铁靠近的

部位．由此可见，用钢渣制备的粒子电极具有一定的

磁性，产生的磁性吸引力可以克服重力的作用．具有

磁性的钢渣粒子作为粒子电极使用完毕后，可以利

用其磁性，用磁铁将其从水中回收，这对于将该种粒

子电极在水处理中的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图 ４ 为利用振动样品磁强计得出的钢渣粒子

电极的磁力回归线，由于钢渣本身是多种金属与

金属氧化物的混合物，加之后期在制备钢渣粒子电

极时又加入了黏土与成孔剂等物质，所得粒子电极

的组分更加复杂，无法像单一组成的材料一样通过

剩磁与矫顽力判断其属于何种磁性．通过图 ４ 依然

可以看出，钢渣制备的粒子电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

磁性，其磁饱和强度 Ｍｓ ＝ １．６３８ ９ Ａ·ｍ２ ／ ｋｇ．作为一

种以实际工业生产废渣为原料制备、且未经过任何

人工磁化的水处理材料，这一磁饱和强度已经较高．

(a) (b)

图 ３　 钢渣粒子电极的磁性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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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钢渣粒子电极的 ＶＳＭ 分析

２．２　 三维电化学氧化系统处理模拟印染废水的影

响因素

２．２．１　 槽电压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浓度为

１０－５ ｍｏｌ ／ Ｌ的模拟印染废水，以 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

为支持电解质，分别在 ３、４、５、６ Ｖ 的槽电压下进行

电化学降解实验 ６０ ｍｉｎ，结果如图 ５ 所示．可以看

出，在 ３、４、５、６ Ｖ 的槽电压下，钢渣粒子电极的三维

电化学氧化系统对模拟印染废水中罗丹明 Ｂ 的去

除率在６０ ｍｉｎ分别达 ６５． ４５％、７３． ４５％、８２． ２６％和

８３．２９％．这一现象说明槽电压对于此反应体系的作

用效率具有较大的影响．当槽电压低于 ５ Ｖ 时，增加

槽电压，反应体系在 ６０ ｍｉｎ 内对罗丹明 Ｂ 的去除效

果显著提高；当槽电压在 ５ Ｖ 以上时，随着槽电压的

增加，反应体系 ６０ ｍｉｎ 内对罗丹明 Ｂ 的去除效率提

高不明显，维持在 ８３％左右，这是因为伴随槽电压

的升高，电解水等副反应开始发生．另外，如果调节

槽电压过高，电极还可能存在被击穿的风险．因此，
结合考虑节省电能等多方面因素，利用钢渣粒子电

极的三维电化学氧化系统去除罗丹明 Ｂ 的最适宜

槽电压为 ５ Ｖ．
２．２．２　 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浓度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

浓度分别为 ５、１０、１５、２０ ｍｇ ／ Ｌ 的模拟印染废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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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为支持电解质，在槽电压为 ５ Ｖ
的条件下进行电化学降解实验 ６０ ｍｉｎ，结果如图 ６
所示．可以看出，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浓度分别为 ５、
１０、１５、 ２０ ｍｇ ／ Ｌ 的模拟印染废水在反应体系中

６０ ｍｉｎ时的罗丹明 Ｂ 降解率分别达 ８４％、８２．３２％、
７７．９１％和 ６０． ３１％．当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浓度为

５ ｍｇ ／ Ｌ时，反应体系在 ６０ ｍｉｎ 内对模拟印染废水的

处理效果最佳． 当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浓度增至

１０ ｍｇ ／ Ｌ时，去除效果略有下降，但去除率仍维持在

８０％以上．此后随着罗丹明 Ｂ 的初始质量浓度的增

加，去除率开始大幅下降，至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浓

度为 ２０ ｍｇ ／ Ｌ 时，去除率下降到 ６０％左右．因此，为
了保持本实验中三维电化学氧化体系对罗丹明 Ｂ
的高去除效率，最适宜的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浓度应

维持在 ５ ｍｇ ／ Ｌ 左右，不能超过 １０ ｍｇ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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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槽电压对反应体系作用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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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罗丹明 Ｂ 初始质量浓度对反应体系作用效果的影响

２．２．３　 初始 ｐＨ 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浓度为

１０－５ ｍｏｌ ／ Ｌ 的模拟印染废水，以 ０．１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

为支持电解质，在 ５ Ｖ 的槽电压下，分别调解溶液的

初始 ｐＨ 为 ４、６、８ 进行电化学降解实验６０ ｍｉｎ，结果

如图 ７ 所示．可以看出，当初始 ｐＨ 分别为 ４、６、８ 时，
６０ ｍｉｎ 内反应体系对罗丹明 Ｂ 的去除率分别达

８６．５％、８５．９８％和 ７７．５３％．钢渣粒子电极的三维电化

学氧化体系对罗丹明 Ｂ 的去除效率随着 ｐＨ 的增加

而逐渐降低．对于电化学氧化反应，增加 ｐＨ 可能会

导致析氧副反应的发生，从而与本身的降解反应产

生竞争，导致罗丹明 Ｂ 去除效率的下降．
鉴于本实验所采用的磁性钢渣粒子电极是一种

特殊的材料，又经过上文 Ｘ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可
以确定钢渣粒子电极中有相当量的铁元素存在，并
且可以推测铁元素是以铁和铁的氧化物的形式存

在，因此，在酸性条件下，随着铁与铁氧化物中铁元

素的离子化，有可能产生电芬顿反应［２０］：
Ｈ２Ｏ２ ＋ Ｆｅ２＋ → Ｆｅ３＋ ＋·ＯＨ ＋ ＯＨ － ．

　 　 芬顿反应所需要的 Ｈ２Ｏ２由溶液中的溶解氧与

电解产生的 Ｈ＋生成，其反应过程如下：
Ｏ２ ＋ ２Ｈ ＋ ＋ ２ｅ → Ｈ２Ｏ２ ．

　 　 芬顿反应所需的 Ｆｅ２＋由粒子中的铁在酸性条件

下离子化产生，其反应过程如下：
Ｆｅ３＋ ＋ ｅ → Ｆｅ２＋，
Ｆｅ → Ｆｅ２＋ ＋ ２ｅ ．

　 　 若电芬顿反应与电解反应同时发生，则可以达

到提高罗丹明 Ｂ 去除效率的效果．而随着 ｐＨ 的升

高，电芬顿反应的发生受到阻碍，只剩下三维电催化

系统的电解反应，因此，罗丹明 Ｂ 去除效率下降．本
实验所用的磁性钢渣粒子电极的三维电化学氧化体

系中，最适宜的初始 ｐＨ 选择弱酸性条件的 ４ 左右．
然而关于电芬顿作用的存在这一机理，在本研究中

只是一种推测，尚未做进一步的实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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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初始 ｐＨ 对反应体系作用效果的影响

２．２．４　 支持电解质投加浓度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在反应装置中加入 ５０ ｍＬ 罗丹明 Ｂ 浓度为

１０－５ ｍｏｌ ／ Ｌ的模拟印染废水，在 ５ Ｖ 的槽电压下，分
别以 ０．１、０．１５、０．２ ｍｏｌ ／ Ｌ 的 Ｎａ２ＳＯ４为支持电解质进

行电化学降解实验 ６０ ｍｉｎ，结果如图 ８ 所示．当支持

电解质的投加量分别为 ０．１、０．１５、０．２ ｍｏｌ ／ Ｌ 时，反
应体系在 ６０ ｍｉｎ 内对罗丹明 Ｂ 的去除率分别达

８２．２６％、８６．６２％、８７． １４％．当支持电解质投加量由

０．１ ｍｏｌ ／ Ｌ增至 ０．１５ ｍｏｌ ／ Ｌ 时，反应体系对罗丹明 Ｂ
的去除率有一个较明显的提升．而当支持电解质浓

度由 ０．１５ ｍｏｌ ／ Ｌ 增至 ０．２ ｍｏｌ ／ Ｌ 时，对罗丹明 Ｂ 的

去除效果提高不再明显．这是因为提高电解质的投

加浓度，可以提高反应体系的传质速率，从而提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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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明 Ｂ 的去除速率．但当电解质浓度增加到一定程

度时，决定罗丹明 Ｂ 去除速率的关键因素变成电化

学氧化反应速率，而电解质浓度过高会导致电解水

等副反应发生，降低电化学氧化反应效率．因此，本
反应体系中最适宜的支持电解质投加浓度为

０．１５ ｍｏｌ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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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支持电解质投加浓度对反应体系作用效果的影响

３　 结　 论

１）利用炼钢厂产生的废渣为主要原料，制备出

具有表面孔隙结构的粒子，其粒径在 ３～５ ｍｍ，该粒

子能够作为三维电化学氧化系统中的复极性粒子电

极使用．
２）通过对钢渣粒子电极进行磁性的定性与定

量分析可知，钢渣粒子电极材料的饱和磁强度为

１．６３８ ６ Ａ·ｍ２ ／ ｋｇ，钢渣粒子电极具有一定的磁性，
可以利用磁铁对其进行回收，这对钢渣粒子电极在

水处理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３）设计了钢渣粒子电极的三维电化学氧化系

统．该体系去除模拟印染废水中罗丹明 Ｂ 的最适宜

槽电压为 ５ Ｖ，最适宜初始 ｐＨ 为 ４，最适宜初始罗丹

明 Ｂ 质量浓度为５ ｍｇ ／ Ｌ，最适宜电解质投加浓度为

０．１５ ｍｏｌ ／ Ｌ．

参考文献

［１］ 赵立华，苍大强，刘璞，等．ＣａＯ－ＭｇＯ－ＳｉＯ２ 体系钢渣陶瓷

材料制备与微观结构分析 ［ Ｊ］．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３３（８）：９９５－１０００．

［２］ 魏群，马小兰，张海明，等．安钢烧结配用钢渣的生产实

践［Ｊ］．河南冶金，２０１１， １９（３）：３２－３４．
［ ３ ］ ＭＡＲＧＨＵＳＳＩＡＮ Ｖ Ｋ， ＤＡＹＩ Ｎ Ｍ 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Ｏ－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ＭｇＯ （Ｆｅ２Ｏ３－Ｎａ２Ｏ－Ｋ２Ｏ）
ｇｌａｓｓ⁃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Ｊ］． Ｊ Ｅｕｒ Ｃｅｒａｍ Ｓｏｃ，１９９５，１５：３４３－３４８．

［４］ ＳＨＡＮＫＡＲ Ｋ， ＰＡＵＬＯＳＥ Ｍ， ＭＯＲ Ｇ Ｋ， ｅｔ 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ａｓｓ⁃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ｅｌ ｓｌａｇ ｗａｓｔｅ［Ｊ］． 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２，４２： １９８－２０３．

［５］ 郭家林．复钢渣综合利用技术综述及建议［ Ｊ］． 中国冶

金，２００９，１９（２）：３５－３８．
［６］ ＳＨＥＮ Ｗ， ＺＨＯＵ Ｍ， ＭＡ Ｗ，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Ｓ⁃ｆｌｙ ａｓｈ⁃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ｙｐｓｕｍ 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ｓ ｒｏａｄ ｂａ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Ｊ］． 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０９， １６４：
９９－１０４．

［７］ ＷＥＩ Ｊ， ＦＥＮＧ Ｙ， ＳＵＮ Ｘ，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ｔｉｌａｃｈｌｏｒ
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Ｊ］． 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１，１８９： ８４－９１．

［８］ 陈武．三维电极处理几种模拟有机废水研究［Ｄ］．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００７．

［９］ 辛岳红，魏刚，魏云鹏，等．沸石负载复合氧化物粒子电

极的制备及其电催化活性［Ｊ］．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７（２）：５４－５８．

［１０］刘会娟，曲久辉，雷鹏举．锰砂催化电化学方法对染料

ＫＺＧ 脱色效果的研究［Ｊ］．环境化学，２００２，２１（ｌ）：６８－７１．
［１１］ＸＩＯＮＧ Ｙ， ＨＥ Ｃ，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Ｈ Ｔ，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Ｄ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
［Ｊ］．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３，５０：１３１－１３６．

［１２］ＷＵ Ｘ， ＹＡＮＧ Ｘ， ＷＵ 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ｅｒｏｇｅｌ 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ＢＲＸ ｄｙ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Ｊ］． Ｃｈｅｍ
Ｅｎｇ Ｊ，２００８，１３８：４７－５４．

［１３］ＲＡＯ Ｎ， ＲＯＨＩＴ Ｍ， ＮＩＴＩＮ Ｇ．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ｆｉｌｌ ｌｅａｃｈａｔｅ ｉｎ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ｏｒ ［ Ｊ ］．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９， ７６：
１２０６－１２１２．

［１４］ＨＥＡＬＹ Ａ Ｊ， ＡＳＨ Ｐ Ａ， ＬＥＮＺ Ｏ， ｅｔ ａｌ．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ｔ 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ｕ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ｅｄｏｘ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 ［ＮｉＦ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 Ｃｈｅｍ Ｐｈｙｓ，２０１３，１５：
７０５５－７０５９．

［１５］徐海青， 刘 秀 宁， 王 育 乔， 等． 复 合 金 属 氧 化 物

Ｓｎ－Ｓｂ－Ｍｎ ／陶瓷粒子电极体系的电催化性能［Ｊ］． 物理

化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５）：８４０－８４６．
［１６］ＳＨＡＲＩＦＩＮＡ Ｈ， ＫＩＫＲ Ｄ Ｗ．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Ｊ］． 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 Ｓｏｃ，１９８６，１３３：９２１－９２４．
［１７］ＧＵＮＮＡＲ Ｒ 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 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ｅｂｏｎｅｘ ａｎｄ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ａｎｄ ｎｉｃｋ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 Ａｃｔａ，１９９８，４４： ４３７－４４４．

［１８］ＷＡＮＧ Ｚ， ＱＩ Ｊ， ＦＥ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Ｊ］． Ｃａ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４，４６：１６５－１６８．

［１９］ＷＡＮＧ Ｚ， ＱＩ Ｊ， ＦＥ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ｅｌ ｓｌａ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Ｊ
Ｉｎｄ Ｅｎｇ Ｃｈｅｍ，２０１４，２０：３６７２－３６７７．

［２０］ＱＩＡＮＧ Ｚ， ＣＨＡＮＧ Ｊ， ＨＵＡＮＧ Ｃ．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２＋ ｉｎ Ｆｅｎｔｏ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３，３７：１３０８－１３１９． （编辑　 刘　 彤）

·２４·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７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