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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效吸附剂是大气放射性氙取样分析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为提高探测灵敏度&需获得对大气中痕

量氙具有更高吸附性能的吸附剂'研究了
*)

种分子筛对痕量氙的动态吸附性能&利用氮气静态吸附对分子

筛的孔结构进行表征&分析了孔结构特征与分子筛动态吸附性能的关系'选择吸附量较高的分子筛&进一步

研究了原料气流量(吸附压力和氙浓度对动态吸附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A;

分子筛具有较适合的孔径&对

氙的动态吸附性能优于
*"G

分子筛!

LO]?A

分子筛可能因晶穴内极性较强和具有较适合的孔径&对氙的吸附

能力最强!痕量氙在
LO]?A

分子筛上的动态吸附系数随吸附压力的增加而线性增大&随流量增大先下降而后

趋于稳定&氙浓度在
@'Jh*)

`>

"

"')h*)

`E

7%&

)

\

范围内对其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分子筛!孔结构!痕量氙!动态吸附

中图分类号!

IJ!@="#

!!

文献标志码!

;

!!

文章编号!

)#A"?>>A)

#

#)#*

%

)#?)*J>?)@

"#$

!

*)=@A"E

)

66F=#)#)=KG=#)*>)@E

F

,

*'1$+0"4#9

2

.$#*K9#

2

)9.$)4#CQ9'+)!)*#*

#*I#()+3('9:$)&)4'*"Q/)$9:.93+.39)%/'9'+.)9$W'.$#*

WM;(NK5.?C6%.

D

*

&

#

&

LM;(NO62.

D

?3%.

D

*

&

"

&

WMB(L6/.?

:

5.

D

#

&

\RPO6,?

V

5/.

D

#

&

LM;(NO65?F,2

*

*=W65./R.8959,92%0;9%751B.2-

D:

&

a=I=U%F#@A

#

*#J

%&

U25

V

5.

D

*)#!*"

&

W65./

!

#=WQUQU25

V

5.

D

(/95%./& /̂9/W2.9-2/.3U25

V

5.

D

4/35%.,1&532\/X%-/9%-

:

&

U25

V

5.

D

*)))EA

&

W65./

064.9'+.

"

M5

D

6

<

2-0%-7/.12/38%-X2.98/-2%.2%09621%-21%7

<

%.2.98%0/./97%8

<

62-51

-/35%F2.%.8/7

<

&5.

D

/.3/./&

:

8588

:

8927=R.%-32-9%57

<

-%T29623292195%.82.8595T59

:

&

5958

.21288/-

:

9%%X9/5./38%-X2.98S59665

D

62-/38%-

<

95%.1/

<

/159

:

0%-9629-/12F2.%.5.962

/97%8

<

62-2=Q623

:

./751/38%-

<

95%.

<

-%

<

2-9528%09629-/12F2.%.%.*)Z5.38%07%&21,&/-

852T28S2-25.T2895

D

/923=Q62

<

%-289-,19,-2%07%&21,&/-852T28S/816/-/192-5C23X

:

89/951

.59-%

D

2./38%-

<

95%.=Q62-2&/95%.865

<

X29S22.962

<

%-289-,19,-2/.39623

:

./751/38%-

<

95%.

<

-%

<

2-9528%09627%&21,&/-852T28S/8/./&

:

C23=Q62200219%00&%S-/92%00223

D

/8

&

<

-288,-2

/.3F2.%.1%.12.9-/95%.%.3

:

./751/38%-

<

95%.

<

-%

<

2-9528%07%&21,&/-852T28S59665

D

62-

/38%-

<

95%.1/

<

/159

:

S/889,3523=Q62-28,&9886%S96/99623

:

./751/38%-

<

95%.

<

-%

<

2-9

:

%0

A;7%&21,&/-852T258X2992-96/.96/9%0*"G7%&21,&/-852T2X21/,82596/89628,59/X&2

<

%-2



85C2=LO]?A7%&21,&/-852T26/896265

D

6289/38%-

<

95%.1/

<

/159

:

0%-F2.%.X21/,82%08,59/X&2

<

%-285C2/.3/89-%.

D<

%&/-59

:

5.9621-

:

89/&6%&2=Q623

:

./751/38%-

<

95%.1%2005152.9%0962

9-/12F2.%.%.LO]?A7%&21,&/-852T25.1-2/828&5.2/-&

:

S5969625.1-2/82%0/38%-

<

95%.

<

-28?

8,-2

&

/.3962T/&,2S5&&92.39%X289/X&2/092-321-2/82/89620&%S-/925.1-2/828=_62.962

F2.%.1%.12.9-/95%.58X29S22.@'Jh*)

`>

?"')h*)

`E

7%&

)

\

&

9623

:

./751/38%-

<

95%.1%2005?

152.9.2/-&

:

Z22

<

81%.89/.9=

;)

,

<#9"4

"

7%&21,&/-852T2

!

<

%-289-,19,-2

!

9-/12F2.%.

!

3

:

./751/38%-

<

95%.

!!

自
*>>J

年
>

月联合国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以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临时技术秘

书处一直在积极推进可监测全球范围核试验的国

际监测系统#

R]O

%建设'其中&大气放射性氙取

样分析系统是
R]O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可疑核事

件的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

+

'由于隐蔽核试验泄

漏的氙同位素极少&大气放射性氙取样分析系统

需具有极高的探测灵敏度才可实现有效监测'

中(美(俄(法及瑞典等国在持续进行高灵敏度氙

取样分析系统的研制工作&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筛

选和研制高性能吸附剂&以实现对大气中的痕量

氙高效吸附*

"?!

+

'

目前&常用的氙吸附剂主要有活性炭(活性碳

纤维(碳分子筛及分子筛'活性炭孔隙发达(比表

面积较大&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吸附剂&

R]O

早期

安装的氙取样分析系统及我国自主研制的固定式

氙取样器均采用活性炭作为吸附剂*

*

&

A

+

'受比表

面积及装填密度限制&活性炭吸附氙能力难有较

大幅度的提高'与活性炭相比&活性碳纤维具有

更发达的比表面积和较窄的孔径分布&对氙的吸

附能力较强'但活性碳纤维装填密度明显小于活

性炭&相同尺寸吸附柱的氙吸附量低于活性炭'

碳分子筛微孔特征介于沸石分子筛和活性炭之

间&但大部分对氙吸附能力很弱&少数碳分子筛的

吸附性能优于活性炭*

J?@

+

&可作为氙吸附剂'分子

筛因比表面积和孔容较小&对氙的吸附能力较弱&

国内在分子筛吸附氙方面的研究很少&国外

_/92-7/..

等*

E

+的研究表明&用银离子进行交换

后&分子筛吸附氙的能力明显增强'

为提高实验室对大气放射性氙监测水平&在

取样技术方面需开展高效吸附剂的筛选和研制工

作&深入了解对氙的吸附机理'分子筛孔径分布

窄(装填密度大&经过银离子交换可有效提高吸附

能力&是一种有潜力的氙吸附剂'本工作拟选择

"

类
*)

种分子筛进行结构表征和对氙的动态吸

附研究&分析其孔结构与动态吸附能力的关系&筛

选出性能较好的分子筛&为进一步研制高性能氙

吸附剂提供参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多采用

纯氙或较高浓度的氙混合气进行实验'大气中氙

的浓度约为
"'>h*)

`>

7%&

)

\

&为研究实际应用

条件下分子筛对氙的吸附性能&本工作采用痕量

氙混合气作为动态吸附研究的吸附质'

=

!

实验部分

=@=

!

仪器与试剂

+_?UH#))W

比表面及孔径分析仪&北京精微

高博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Wa#AÂ

十万分之一电

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集团!

@E>);?A>@AW

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

NW?]O

%&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

司!

[\*)?*)

空压机&瑞典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

W*)[

中空纤维膜&日本宇部公司!质量流量控制器

#

][W

%&北京堀场汇博隆精密仪器有限公司!高纯

氦气#纯度
>>'>>>j

%(高纯氮气#纯度
>>'>>>j

%&

北京海普气体有限公司'实验用分子筛包括
A;

(

*"G

及
LO]?A

三种类型&相关信息列于表
*

'其

中&

(H?*

硅铝比为
"E

&

(H?#

硅铝比为
"))

'

表
*

!

实验选用的分子筛样品

Q/X&2*

!

]%&21,&/-852T28/7

<

&28,823

5.

<

-282.92F

<

2-572.9

样品 类型 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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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N[?* A; #

"

"

天津

[f A; )'!

"

)'E

河南

\GK?* A; *'J

"

#'A

河南

Q\?* A; )'!

"

)'E

河南

Q\?# A; )'!

"

)'E

河南

N[?# *"G #

"

"

天津

\GK?# *"G )'A

"

*')

河南

\GK?" *"G *'J

"

#'A

河南

(H?* LO]?A #

"

"

天津

(H?# LO]?A #

"

"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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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筛的比表面积及孔结构分析

利用比表面及孔径分析仪分析分子筛的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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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孔结构特征'首先&称量一定量的分子筛&装

入样品管进行预处理&预处理温度设定为
!))g

&

时间约
#)6

'预处理完毕&在液氮温度下测量分

子筛的氮气吸附等温线&并据此计算比表面积及

孔结构数据'

=@?

!

分子筛动态吸附痕量氙性能研究

痕量氙动态吸附实验装置主要包括气源(质

量流量控制器#

][W

%(填充柱(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和阀门管件&示意于图
*

'气源由空压机和

中空纤维膜等组成&其功能是去除空气中的水(二

氧化碳及颗粒物等杂质&对空气中的氙进行浓缩&

为实验提供不同浓度和压力的痕量氙原料气'减

压阀和背压阀控制吸附过程中填充柱内的压力&

][W

控制吸附流量'填充柱尺寸为
"

*#'@77h

*)))77

&分别装填不同的分子筛进行动态吸附

实验'调节原料气的压力和浓度&设定
][W

的

流量&打开阀门进行吸附实验'调节背压阀&使填

充柱内压力稳定在目标值'间隔一定时间取
*

次

填充柱末端流出气体&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分析氙浓度&实验在常温条件下进行'在对
*)

种

分子筛动态吸附性能进行研究后&选择吸附量较

高的分子筛&按照前述方法&进行不同压力(流量

和氙浓度条件下的动态吸附实验&研究吸附因素

对动态吸附系数的影响'

>

!

结果与讨论

>@=

!

分子筛的孔结构特征

图
#

#

/

$

3

%为
*)

种分子筛的氮气吸附
?

脱附

等温线'由图
#

可知&在相对压力#

<

)

<)

%很低

时&氮气吸附量
Q

迅速增加&而经过拐点后增加缓

慢&说明分子筛以微孔为主'吸附等温线与脱附

等温线形成滞后环&说明分子筛含有一定量的介

图
*

!

动态吸附实验装置示意图

[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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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2.9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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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种分子筛氮气吸附
?

脱附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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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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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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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或大孔'吸附
?

脱附等温线在接近饱和气压时比

中压区有明显的上升&进一步说明吸附剂含有一定

量大孔'

LO]?A

分子筛#

(H?*

(

(H?#

%的微孔吸附

量最低&约为
@A7\

)

D

&说明其微孔孔容最小'

[f

和
Q\?*

的微孔吸附量最高&约为
*E)7\

)

D

'

分子筛的孔结构数据列于表
#

'从表
#

可以

看出&分子筛的比表面积及总孔容积较小&

[f

比

表面积最大&仅为
J>"7

#

)

D

&而性能较好的活性

炭和活性碳纤维比表面积可达到
#)))7

#

)

D

左

右*

>

+

'与此对应&分子筛的微孔比表面积和微孔

容积也较小'宏观上&体现为单位质量分子筛的

吸附能力低于活性炭和活性碳纤维'按照分子筛

类型分析&

A;

和
*"G

分子筛比表面积及总孔容

积较大&平均值分别为
A@!7

#

)

D

和
)'"!J7\

)

D

&

两种
LO]?A

分子筛的则较小&平均值分别为

#@>7

#

)

D

和
)'#@A7\

)

D

'根据表
#

中数据计算

可知&

A;

和
*"G

分子筛的微孔比表面积与比表

面积之比为
EAj

"

>>j

&微孔容积与总孔容积之比

为
A*j

"

@Jj

'

LO]?A

微孔容积与总孔容积的

比值在
!)j

左右&微孔比例较低'在总孔容积差

距约
#)j

的情况下&

LO]?A

的比表面积仅为
A;

和
*"G

分子筛的
A)j

左右&说明微孔对比表面积

的贡献占主要地位&微孔容积越大&比表面积越

大'除
N[?*

和
N[?#

的平均孔径在
"').7

左右(

LO]?A

的孔径约为
!').7

外&其余
J

种分子筛的

平均孔径均在
#')*

"

#'"A.7

之间'

A;

和

LO]?A

分子筛的微孔平均孔径为
)'!#

"

)'A>.7

&

*"G

分子筛的微孔平均孔径为
)'E)

"

)'EA.7

'

根据文献*

*)

+报道&氙在多孔材料上的吸附主要

为发生在微孔内的物理吸附&实验所用
*)

种分子

筛的微孔平均孔径均大于氙的分子直径#

)'!!.7

%&

可对氙进行有效吸附'

表
#

!

分子筛样品的孔结构参数

Q/X&2#

!

a%-289-,19,-2

<

/-/7292-8%07%&21,&/-852T28/7

<

&28

样品 类型
比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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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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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孔比表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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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D

`*

%

总孔容积

,

9

)#

7\

.

D

`*

%

微孔容积

,

751-%

)#

7\

.

D

`*

%

平均孔径

7

7

9

)

.7

微孔平均孔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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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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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为
J

种不同分子筛的微孔孔径分布图'

由图
"

可知"

\GK?*

分子筛的微孔孔径分布比较

集中&主要分布在
)'"

"

)'@.7

之间!

[f

分子筛

的微孔孔径分布范围较宽&在
)'!

"

*'".7

之

间!

N[?#

分子筛的微孔孔径分布在
)'J

"

*'".7

之间!

(H?*

和
(H?#

分子筛的微孔孔径分布基本

相同&主要在
)'"

"

)'@.7

之间&但分布曲线基本

成单峰&表明孔径分布更集中!

\GK?#

分子筛的微

孔孔径主要分布在
)'E

"

*').7

之间&平均孔径略

小于
N[?#

分子筛'

>@>

!

痕量氙在分子筛上的动态吸附性能

*

%不同分子筛的动态吸附性能

在气体动态吸附过程中&通常用动态吸附系

数表征吸附剂动态吸附能力的大小'氙在分子筛

样品上的动态吸附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3

#

R3

)'A

)

5

#

*

%

式中"

%

3

为动态吸附系数&

7\

)

D

!

R

为原料气流

量&

7\

)

75.

#标况%!

3

)'A

为氙的半穿透时间&

75.

!

5

为分子筛质量&

D

'

实验之前&利用氮气吹扫(加热再生分子筛填充

柱'再生后&将填充柱安装在实验装置中进行动态

吸附实验'

A;

和
*"G

分子筛吸附时的原料气流量

设定为
#))7\

)

75.

&

LO]?A

分子筛吸附时的原料气

流量设定为
*)))7\

)

75.

'减压阀调整至
"'!h

*)

A

a/

&背压阀调整至
"')h*)

A

a/

&保持吸附过程中

填充柱内气体压力稳定&实验所用原料气中氙浓度

#

4

#

G2

%%约
*'#h*)

È

7%&

)

\

'对
*)

种分子筛进行

动态吸附研究&计算动态吸附系数&结果示于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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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微孔孔容&

7

为微孔孔径

图
"

!

分子筛微孔孔径分布

[5

D

="

!

]51-%

<

%-285C23589-5X,95%.%07%&21,&/-852T28/7

<

&28

图
!

!

氙在分子筛上的动态吸附系数

[5

D

=!

!

^

:

./751/38%-

<

95%.1%2005152.98

%0G25.7%&21,&/-852T28

由图
!

可知&

(H?*

分子筛对氙的动态吸附

系数最高&达到
!!"7\

)

D

!其次为
(H?#

分子筛'

分析结果表明&

LO]?A

分子筛性能显著优于
A;

和
*"G

分子筛&虽然
LO]?A

分子筛的微孔容积小

于其余两类分子筛&对氙的动态吸附系数却大数

倍'

A;

和
*"G

分子筛对氙的动态吸附系数平均

值约为
**A7\

)

D

&除
N[?*

和
N[?#

外&其余
J

种

分子筛的吸附性能差别较小&说明这两种类型分

子筛对氙吸附能力接近'对于同一系列分子筛&

如
N[?*

和
N[?#

(

\GK?*

和
\GK?#

&

A;

分子筛的

动态吸附系数均大于
*"G

分子筛'

A

种
A;

分子筛微孔孔径的平均值约为

)'A#.7

&

"

种
*"G

分子筛的微孔孔径的平均值约

为
)'E".7

'分析表
#

数据可知&

*"G

分子筛的微

孔比表面积和微孔容积均大于对应的
A;

分子筛&

但其对氙的动态吸附系数却小于
A;

分子筛&说明

对氙的吸附能力不与微孔比表面积和微孔容积成

正比关系&即不是所有微孔对氙的吸附作用都相

同'

A;

分子筛的微孔容积平均值与
*"G

分子筛的

接近&对氙的平均动态吸附系数却比其大
")j

&说

明孔径为
)'A#.7

左右的微孔对氙的吸附能力更

强'氙分子进入微孔时&与组成吸附剂孔壁的原子

通过范德华力发生吸附作用&作用力与两者间的距

离负相关'微孔孔径接近氙分子直径#

)'!!77

%&

微孔内的氙分子能有效接受四周微孔表面叠加的

吸附力场&更有利于氙的吸附*

>?*)

+

'通过微孔吸附

数据计算得到
\GK?*

分子筛和
[f

分子筛在
)'!A

"

)'JA.7

孔径范围内微孔的孔容分别为
)'*)7\

)

D

和
)')@7\

)

D

&而动态吸附系数分别为
*JA7\

)

D

和

*#!7\

)

D

'两者的微孔容积之比与动态吸附系

数之比接近&说明在此范围内的微孔对氙的吸

附起主要作用&微孔容积越大&对氙的吸附能力

越强'

*"G

分子筛的微孔主要集中在
)'E".7

左右&对氙的吸附作用较弱&所以吸附能力低于

A;

分子筛'

LO]?A

分子筛的微孔平均孔径约为
)'A#.7

&

通过微孔吸附数据计算得到
(H?*

分子筛和

(H?#

分子筛在
)'!A

"

)'JA.7

孔径范围内微孔

的孔容分别为
)')E7\

)

D

和
)')@7\

)

D

'

LO]?A

分子筛的微孔容积为
A;

分子筛的
A)j

左右&孔

径在
)'!A

"

)'JA.7

范围内的微孔的孔容却与

之接近&说明该分子筛具有更集中的孔径分布&

因而对氙进行有效吸附的微孔比例更大'根据

孔径在
)'!A

"

)'JA.7

范围内的微孔容积分

析&

LO]?A

分子筛对氙的动态吸附系数应与

\GK?*

分子筛和
[f

分子筛的动态吸附系数接

"@*

第
#

期
!!

常印忠等"分子筛的结构表征及对痕量氙的动态吸附性能



近&但实验结果显示前者可达后者的
#

"

"

倍&

说明有其它因素对
LO]?A

分子筛的吸附性能产

生显著影响'沸石分子筛晶穴内有较强的极

性&能通过诱导氙分子使其极化从而增强吸附

作用'

LO]?A

分子筛对氙的动态吸附系数大于

A;

分子筛的&可能是因为其晶穴内的极性强于

A;

分子筛(对氙产生更强的诱导作用(增强了

对氙的吸附能力所致'根据实验结果可知&在

三类分子筛中&

LO]?A

更适合作为氙吸附剂'

4

#

G2

%

:

*'#h*)

`E

7%&

)

\

&

(H?#

分子筛

图
A

!

氙的动态吸附系数随原料气流量的变化

[5

D

=A

!

$/-529

:

%03

:

./751/38%-

<

95%.1%2005152.98

%0G2S5960&%S-/92%00223

D

/8

#

%原料气流量对动态吸附能力的影响

原料气流量是氙动态吸附过程中的重要参数&

流量增大&氙半穿透时间会减小'在其它因素与

#'#

节
*

%相同条件下&选择
(H?#

分子筛进行不同

原料气流量下的动态吸附实验&研究原料气流量
R

对动态吸附系数
%

3

和半穿透时间
3

)'A

的影响&结果

示于图
A

和图
J

'由图
A

可知&当
R

%

A))7\

)

75.

时&动态吸附系数变化较小&即原料气流量对动态

吸附系数没有明显影响!当
RbA))

"

@A)7\

)

75.

时&动态吸附系数迅速下降!

R

6

@A)7\

)

75.

&动

态吸附系数趋于稳定'研究结果表明&动态吸附

系数随原料气流量改变而发生规律性变化'

Q6/&&/

<

/&&

:

*

**

+

(冯淑娟等*

J

+研究表明&在较低气

体流速下&氙在活性炭上的动态吸附系数不受流

速影响'本工作结果与文献*

J

&

**

+不一致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原料气流量高时&气体经过吸附柱时

间较短&氙分子向吸附剂微孔内扩散的量减少所

致'由图
J

可知&氙的半穿透时间随原料气流量

增大呈负指数下降&其拐点基本与动态吸附系数

的下降区间对应'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得到流

量与半穿透时间之间的函数'利用该函数&可计

算得到某一流量对应的半穿透时间'

"

%吸附压力#

<

%对动态吸附能力的影响

在原料气流量为
@A)7\

)

75.

(原料气中氙

浓度约
*'#h*)

`E

7%&

)

\

条件下&研究
(H?#

分

子筛在不同吸附压力下对氙的吸附行为规律&结

果示于图
@

'图
@

结果表明&在
*'!h*)

A

"

J')h

*)

A

a/

范围内&氙在
(H?#

分子筛上的动态吸附系

数随吸附压力增加而线性增大'吸附压力增加

"'"

倍时&动态吸附系数增加了
#'*

倍&说明提高吸

附压力可以有效提高分子筛对氙的吸附能力'在

实验过程中利用质量流量控制器控制流量&当吸附

压力升高时&工况线流速相应降低'据图
A

可知&

原料气流量为
@A)7\

)

75.

时&线流速降低可增大

分子筛对氙的动态吸附系数'因此&吸附压力增大

过程中&动态吸附系数的增加可能包括线流速降低

的贡献'

4

#

G2

%

:

*'#h*)

`E

7%&

)

\

&

(H?#

分子筛

图
J

!

氙的半穿透时间随原料气流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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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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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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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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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8

原料气流量
@A)7\

)

75.

&

4

#

G2

%

:

*'#h*)

`E

7%&

)

\

&

(H?#

分子筛

图
@

!

氙的动态吸附系数随吸附压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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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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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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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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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气中氙浓度对动态吸附能力的影响

在原料气流量为
@A)7\

)

75.

(压力为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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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条件下&研究原料气中氙浓度对氙在
(H?#

分子筛上动态吸附的影响&结果示于图
E

'由图
E

可知&随着氙浓度增大&动态吸附系数仅在较小范围

内波动&说明原料气中氙浓度在
@'Jh*)

>̀

"

"')h

*)

`E

7%&

)

\

之间变化时&分子筛对氙的动态吸附

系数基本不受影响'王红侠等*

*#

+研究了氙在活

性炭上的动态吸附&当氙浓度在
*)

@̀

"

*)

J̀

7%&

)

\

之间变化时&动态吸附系数也表现出一致性'上

述结果表明&氙在不同吸附剂上吸附时&较低的氙

浓度对吸附能力均无明显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两

者的吸附机理相似'

原料气流量
@A)7\

)

75.

&

吸附压力
"h*)

A

a/

&

(H?#

分子筛

图
E

!

氙的动态吸附系数随氙浓度的变化规律

[5

D

=E

!

$/-529

:

%03

:

./751/38%-

<

95%.1%2005152.98

%0G2S5961%.12.9-/95%.%0G2

?

!

结
!

论

#

*

%对
"

类
*)

种分子筛进行了孔结构特征

分析&研究了不同分子筛对痕量氙的动态吸附性

能&分析了动态吸附系数与孔结构的关系'

LO]?A

分子筛在三类分子筛中对氙的吸附能力最强&

可能是因其晶穴内极性较强和具有较适当的孔

径分布'

#

#

%痕量氙在分子筛上的动态吸附系数随流

量增大先下降而后趋于稳定!随吸附压力增加而

线性增大!在
@'Jh*)

`>

"

"')h*)

`E

7%&

)

\

范围

内&氙浓度对动态吸附系数无明显影响!通过增加

吸附压力&可显著提高分子筛对氙的吸附能力'

#

"

%

LO]?A

分子筛对氙的吸附能力弱于性能

较好的活性炭和碳分子筛'但其具有孔径分布范

围窄(装填密度大等优点&若经过银离子交换能够

显著提高动态吸附能力&

LO]?A

可成为理想的氙

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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