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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TAD modified bagasse was prepared through a simple way. Adsorption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capacities (qm) of the modified biomass for rhodamine B was 451.10 mg g−1. In order to reuse the modi-
fied biomass, a self-clean eluent: acid TiO2 hydrosols with different pH were prepared. Desorption experiment 
showed that hydrosol with pH 2 obtained the highest desorption rate, and the desorbed rhodamine B in 
hydrosol could be photodegraded under sunlight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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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温和的条件下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酐（EDTAD）对废弃甘蔗渣进行表面改性，实验表明改
性后甘蔗渣对罗丹明 B 的最大吸附容量为 451.10 mg g-1。使用过的吸附剂采用不同 pH 的自洁型洗脱
剂二氧化钛溶胶进行洗脱再生，洗脱结果表明 pH=2 的溶胶对吸附剂的洗脱效果最好，洗脱下来的罗
丹明 B 染料分子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可被溶胶直接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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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印染工业的发展，大量未经处理的染料废水

直接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其治理迫在眉睫。对废弃物

进行表面改性提高其处理废水的能力是近期研究的热

点。本文采用EDTAD对废弃甘蔗渣(SCB)表面进行修

饰改性，旨在提高其对阳离子染料的吸附容量。采用

简单温和的方法制备的酸性二氧化钛溶胶对吸附染料

的甘蔗渣进行洗脱，可以达到很好的洗脱效果。洗脱

后溶胶中的染料分子在光照下可以直接降解。酸性二

氧化钛溶胶作为一种自洁型的有机染料洗脱剂可反复

使用，大大降低了洗脱剂的用量[1]。 

2 实验部分 

2.1 表面修饰 

将 1.0 g 乙二胺四乙酸二酐溶于 50 mL 的 N，N－

二甲基甲酰胺中，完全溶解后加入 1.0 g 干燥的废弃甘

蔗渣，于 50 ℃反应 4 h 后，离心，依次用 N，N－二

甲基甲酰胺，0.1 mol L-1 NaOH 溶液，去离子水洗涤产

物数次，洗涤、离心后将修饰甘蔗渣置于烘箱中 50 ℃

干燥 12 h 得 EDTAD 修饰甘蔗渣[2]。 

2.2 吸附实验 

将0.01 g修饰及未修饰甘蔗渣加入到40.00 mL不

同浓度的罗丹明B，置于摇床中在室温下进行吸附反

应，反应毕，测定上层清液中染料的浓度[3]。 

2.3 解吸附实验 

将0.01 g饱和吸附染料的甘蔗渣加入到40 mL酸

性的二氧化钛溶胶中，避光进行解吸附2 h，离心，得

二氧化钛溶胶的染料溶液和再生后的甘蔗渣。 

2.4 光降解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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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部分解吸附后的二氧化钛溶胶的染料溶液置于

太阳光下日光照射,定时取样,测定 TiO2溶胶的光催

化效果。 

3 结果与讨论 

3.1 EDTAD修饰前后甘蔗渣对罗丹明B的等温吸

附曲线 

图 1 为修饰及未修饰甘蔗渣对不同浓度罗丹明 B

的等温吸附线。由图可知，修饰甘蔗渣对罗丹明 B 的

最大吸附容量为 451.1 mg g-1，未修饰的甘蔗渣的吸附

量为 43 mg g-1，提高了 10 倍，由此可见修饰后甘蔗

渣对罗丹明 B的吸附容量显著提高。 

 

 

Figure1. Adsorption isotherms of rhodamine B on the modified 

and unmodified bagasse 

图 1. 甘蔗渣对罗丹明 B 的等温吸附曲线 

 

3.2 EDTAD 修饰甘蔗渣的解吸附动力学曲线 

图 2 为不同 pH 值的二氧化钛溶胶对罗丹明 B 的

降解曲线图。由图可知，不同 pH 值的二氧化钛溶胶

对染料均有较好的降解。图 3 为饱和吸附染料的甘蔗

渣在不同酸度的二氧化钛溶胶中的解吸附动力学曲

线。由图可知，当 pH=2 时，解吸附效果最佳。 

3.3 罗丹明 B 的光降解曲线 

图 4 为降解吸附后 pH=2 的溶胶中罗丹明 B 的降解的

动力学曲线图。由图可知，经过太阳光照射后洗脱下

来的罗丹明 B 在 40 min 后可被完全降解。 

4 结论 

EDTAD 改性后甘蔗渣对染料的吸附容量显著提

高，酸性二氧化钛在甘蔗渣再生过程中作为一种自洁

性的有机染料洗脱剂明显优于常规的酸溶液洗脱剂。

可望用于染料废水的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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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2. Photodegradation experiment of rhodamine B by TiO2 

hydrosol with different pH 

图 2. 不同 pH 值的二氧化钛溶胶对罗丹明 B 的降解曲线图 

 

 

Figure3. Desorption kinetics of rhodamine B on the modified 

bagasse in TiO2 hydrosol with different pH  

图 3.饱和吸附染料的甘蔗渣在不同酸度的二氧化钛溶胶中的解吸

附动力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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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4. Photodegradation of rhodamine B under sunlight 

图 4. 罗丹明 B 的光降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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