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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大，我

国的淡水资源质量需求及储存量将面临更大的困境，污

水净化回用是应对谈水资源不足问题的重要对策。现时

期最为实用并且效果最佳的污水净化物理法便是薄膜

法，而且薄膜结构能够采用工艺来进行控制。对于薄膜

来说，可按其孔径大小来进行划分，具体分为超滤膜、

渗透膜、纳滤膜、微滤膜，可针对净水要求来实现预期

过滤效果。采用薄膜法来实施污水净化其效率非常好，

能够有效的清除水内胶体、有机物、胶体、无机盐及悬

浮物等物质。然而薄膜净化污水这种方法的投资与操作

所需费用较大，所以到现在也没能得到广泛应用。因此，

采用相对经济的纤维过滤材料来替代薄膜实施水体净化

操作，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1 纤维过滤材料使用方式分类

不同加工方式制备下纺织过滤材料具体特点。

1.1 机织加工方式制备下的过滤材料

在工业废水处理中，常用机织过滤材料，在使用过

程中常与隔板相结合构成压滤机，废水在经过沉淀后，

再经过水泵冲击会在织物上实现过滤。机织滤布强度非

常高，其所承受水压强度完全由滤布使用纱线品种与滤

布密度来决定。机织物属于一种二维过滤材料，过滤形

式主要以表层过滤为主。机织物特点限制了总孔隙率，

孔隙率不高只达到了 30%-40%，除此孔隙也非常大，

内部通道直通。在过滤的初期阶段，对于直径不大的颗

粒较易穿透滤布，所以捕集效率并不高。伴随过滤的操

作的开展，在滤布表面、内部均会产生滤渣层，这时滤

渣层同样也一同参与过滤，由此提升整体过滤效率。然

而伴随滤渣层的不断增加，流体阻力也会随着增大，在

阻力增大到一定极限时，颗粒会因压力作用而穿过滤材，

这时过滤操作将无法正常进行，必须要先清理滤渣之后

在继续过滤操作 [1]。

在工业废水处理中，因颜料废水中含有较大黏性的

物质，这样便会堵塞过滤布，而且滤渣还会在滤布表面

形成固结，很难将其剥落，因此致使整块滤布不能再使

用。所以提高滤布表面性能极有可能会降低堵塞，最终

造成滤布失效。如想保证滤布表面性能，可使用表面性

能佳的纤维滤布，可通过覆膜和涂层法来提高滤布表面

性能。覆膜滤料指的是在针织和机织或是非织造过滤材

料表面涂上一层薄膜而构成的复合过滤材料，经过滤布

覆膜后可提升整体过滤效率，以此增强滤布表面性能，

保证滤布表面光滑度，并同时增强滤布抗堵塞能力及滤

料剥离性，同时延长滤布使用寿命。

1.2 非织造加工方式制备下的过滤材料

非织造材料属于具备一定厚度的纤维集合体，这种

材料的过滤单元是一种单根纤维，主要包含的加工法有

化学黏合法、热黏合法、水刺法、熔喷法、针刺法、纺

粘法等。因为纤维在滤材当中，会随机分布，纤维层以

三维网络状结构呈现，流体通道曲折复杂没有秩序性，

单根纤维被当作过滤单元对纤维本身尤其是多孔和异形

纤维过滤优势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因此悬浮颗料具有

更多契机与纤维产生碰撞与吸附，促进捕集效率提升。

并且非织造材料总孔率非常高，所以非织造材料过滤效

率要比机织材料高。相比与别的方式，非织造材料工艺

流程会更短，加工成本较经济。然而普通非织造过滤材

料其在使用中却存在脱饼、滤渣清理难及无法循环利用

等问题 [2]。

1.3 复合过滤加工方式制备下的过滤材料

复合过滤材料是指把两种或是多种组分过滤材料利

用黏合、针刺及熔喷等相结合的方式，构建高适应性、

高过滤性、多功能性的过滤材料。其相比与普通机织或

是非织造过滤材料具备力学性高、过滤效果佳的特点，

可超越某些过滤境况下普通机织或非织造过滤材料使用

局限性。

2 各种复合型过滤材料

2.1 加基布加工方式制备下复合过滤材料

针刺过滤毡是加基布非织造过滤材料，这种材料使

用的是非织造布加基布的工艺，在紧度小的机织布的两

面刺入单根纤维，所构成的绒层通常都在 16 到 32 层。

此类针刺毡主要采用机织物来当作加强材料，这样可满

足过滤期间高压负荷对滤材强力与伸力等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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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毡中结合了机织布和非织造布优势，让其同时具备

良好的力学性能和过滤效率。

采用水刺法构建机织物和非织造布的复合材料，同

时对其力学性能实施测试与分析。此材料以机织物当作

框架，超细超短纤维湿法的非织造布可以为上层和下层

材料借助水刺法来进行复合。复合后的非织造布和机织

物形成紧密的结合。很多研发机构研发出一种由熔体静

电纺丝、纺粘法的非织造布所构成的聚合物，此聚合物

主要是由两层非织造布所组成，分别是过滤层和稳定层，

借助激光法来固定两层非织造布。过滤层主要是由小于

600mm 直径的亚微米纤维经纺粘法设备，稳定层使用的

是纺粘法制备，之所以采用这两种制备主要是保证过滤

与清洁过滤层的稳定性。保证过滤效果的重点与所用黏

合技术同样也有较大的关系，所以一定要基于过滤层完

整的前提下，把过滤层良好的固定于稳定层中 [3]。

2.2 双组分非织造加工方式制备下复合型过滤材料

双组分纺粘法这种非织造材料属于高过滤性的一种

非织造过滤材料。而双组分是指一根纤维内包含两种不

同成分。相比与单组分非织造过滤材料，双组分非织造

的过滤材料具备非常明显的优势性。双组分纤维纤度能

够达到普通单组分纤维千分之一滤值，较大程度提升滤

布过滤效果。因为双组分纺粘法的非织造布纤维非常细，

因此质地较密实，能够达到更大的力学强度。在过滤领

域中所使用的双组分非织造材料主要有海岛型、橘瓣型，

其中海岛型原理主要是利用海岛型纤维在采用非织造工

艺来加工非织造布，之后再采用甲苯萃取或是利用减低

碱量来处理，把一种组分溶去，以此生成超细纤维非织

造布。橘瓣型大多与水刺工艺相结合，橘瓣式短纤或是

长丝经过熔体纺丝加工后成网，利用水刺工艺的高压水

流作用引导纤维开裂生成超细纤维，通过这样获取超细

纤维非织造布 [4]。

2.3 活性碳纤维加工方式制备下复合过滤材料

活性炭纤维是一种具备高发达度的微孔高吸附材

料，在各有机废水净化中得到广泛应用，经常被加工成

布状或毡状。主要是以碱性木质元素原料制作生成活性

炭纤维，对此纤维比表面积与孔径分布进行分析，同时

借助此纤维来制作丙酮、甲醇、甲苯废水静态吸附试验。

试验结果证明此活性炭纤维对这三种废水都有吸附作

用。

ACF 的有效比表面积是判断活性炭纤维吸附效果的

主要标志。以聚丙烯腈为原料来进行研究，利用聚丙腈

来制成高比表面积的活性炭纤维毡，聚丙烯腈材料其活

性炭纤维比表面积通常都低于 1500m2/g，但是这种高比

表面积的活性炭，可有效降低活性炭生产过程中对资源

的不必要消耗，而且还可循环利用浒苔废物，所制出的

活性炭比表面积与孔容可以达到 1374m2/g、1150m2/g。

ACF 因为其表面结构与分子间存在强相互作用，同

时还具备催化性能。基于 ACF 负载二氧化钛所制成的复

合材料能够有效应对活性炭吸附饱和问题，以此促进有

机物能够得到充分的降解，除此还可处理好催化剂颗粒

小和表面活性大，分散废水中无法回收的一些问题 [5]。

通过对 ACF 与低温等离子技术、二氧化钛光催技术、芬

顿技术、臭氧氧化技术、电化学氧化技术组合应用过程

中对水体净化机理和净化效果的研究可以发现，ACF 被

当作催化剂吸附载体存在突出的优势性。

在与高级氧化技术组合应用中，选用 ACF 为催化剂

载体把有机物吸附于催化剂表面或是毗邻域，能够提升

催化剂周回老家有机物浓度，使有机物与氧化基团碰撞

机率得到提升，通过这样加快降解效率。采用浸渍法来

把掺铁二氧化钛将其溶胶负载于活性炭上，由此制成复

合光催化剂，同时对其结构、吸附性、可见光的光催化

活性及再生性进行探究。在此过程中采用这种材料来过

滤甲基蓝溶液，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材料具备良好的光

催化活性与吸附性，同时通过再生处理以后，在多次应

用以后依旧具备非常好的性能。

3 结语

总体来说，复合纺织过滤材料汇聚了多种过滤材料

优势，相比与以往所用的普通纺织过滤材料，过滤效果

更加突出，具有更强的力学性和多功能性，有效降低使

用环境上的限制。在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低价并

且高效的复合纺织过滤材料其市场发展前景更宽广。尽

管现时期对于复合纺织过滤材料的研究非常多，然而所

研究出的过滤材料却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过滤效率

和高效过滤膜相比仍旧存在一定差异，所使用的材料大

多是不易自然降解的涤纶、丙纶和尼龙，如此便会产生

二次污染。所以还应对复合纺织过滤材料其使用寿命、

过滤性能、可降解和可回收程度进行不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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