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的纯化方法

1.蒸馏法，按蒸馏器皿可分为玻璃、石英蒸馏器，金属材质的有铜、不锈钢和白金蒸馏

器等。按蒸馏次数可分为一次、二次和多次蒸馏法。此外，为了去掉一些特出的杂质，还需

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例如预先加入一些高锰酸钾可除去易氧化物；加入少许磷酸可除去三

价铁；加入少许不挥发酸可制取无氨水等。蒸馏水可以满足普通分析实验室的用水要求。由

于很难排除二氧化碳的溶入。所以水的电阻率是很低的，达不到MΩ级。不能满足许多新技

术的需要。

2.离子交换法，主要有两种制备方式：

A. 复床式，即按阳床—阴床—阳床—阴床—混合床的方式连接并生产去离子水；早期多采

用这种方式，便于树脂再生。

B. 混床式（2-5级串联不等），混床去离子的效果好。但再生不方便。

离子交换法可以获得十几MΩ的去离子水。但有机物无法去掉，TOC和 COD值往往比原水

还高。这是因为树脂不好，或是树脂的预处理不彻底，树脂中所含的低聚物、单体、添加剂

等没有除尽，或树脂不稳定，不断地释放出分解产物。这一切都将以 TOC或 COD指标的

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当自来水的 COD值为 2mg/L时，经过去离子处理得到的去离子水的

COD值常在 5-10mg/L之间。当然，在使用好树脂时会得到好结果，否则就无法制备超纯水

了。

3.电渗析法，产生于 1950年[4]，由于其能耗低，常作为离子交换法的前处理步骤。它

在外加直流电场作用下，利用阴阳离子交换膜分别选择性的允许阴阳离子透过，使一部分离

子透过离子交换膜迁移到另一部分水中去，从而使一部分水纯化，另一部分水浓缩。这就是

电渗析的原理。电渗析是常用的脱盐技术之一。产出水的纯度能满足一写工业用水的需要。

例如,用电阻率为 1.6KΩ?cm(25°C)的原水可以获得 1.03MΩ?cm(25°C)的产出水。换言之，原

水的总硬度为 77mg/L时产出水的总硬度则为∽10mg/L.

4.反渗透法[5]，目前它是一种应用最广的脱盐技术。反渗透膜虽在 1977年 就有了，但

其规模化生产和广泛用于脱盐却是近几年的事情。反渗透膜能去除无机盐、有机物（分子量

>500）、细菌、热源、病毒、悬浊物（粒径>0.1μm）等。产出水的电阻率能较原水的电阻率

升高近 10倍。

常用的反渗透膜有：醋酸纤维素膜，聚酰胺膜和聚砜膜等。膜的孔径为 0.0001-0.001μm.

反渗透的动力依赖于压力差（10-100大气压）。去除杂质的能力由膜的性能好坏和进出水比



例决定。进出水的比例一般控制为 10：6或 10：7左右。这样杂质的去除率应在 95-99.7%

之间。例如，原水的电阻率为 1.6 KΩ?cm(25°C)时，产出水的电阻率约为 14 KΩ?cm.这样的

水现在大家都管它叫纯净水，也就是市场上出售的饮用纯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