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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土 作为 乳化 剂 的研 究

1
.

粘土悬液的 p H 值与乳浊液稳定性的关系
*

薛家醉 陈明伯
(南 京 农 学 院)

固体粉末可以作为乳化剂早在本世耙初就已发现 [ ’]。 由于所得的乳浊液一般地耕液

滴较粗
,

稳定性也差
,

因而长期以来很少被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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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系枕地检查了多种难溶无机化合物和粘土作为工业用和农业喷洒用乳化 剂 的 可能

性阳〕。 但对于粘土粉末作为乳化剂的条件没有深入研究
。

本文是研究一定 p H 范围内几

种本国粘土的乳化效能
。

实 脆 材 料

1
.

粘土 : 本实毅采用三种不同的粘土 : 黄褐土 (采于南京卫尚
,

深度为 1 , 一35 厘米
,

母厦系下蜀系黄土)
、

杠壤 (郎徐阴系砖杠壤性土壤
,

采子广东省徐背县石井圆村
,

深 20 一

弓。厘米
,

母屑为玄武岩)和出山店粘土(产于淮河流域出山店
,

系地厦部供拾)
。

原土取来后

用 10 拓过氧化氢除去有机盾
,

然后用带橡皮头的玻棒研磨分散
,

加蒸馏水制成泥浆
,

在

30 ℃ 下静置 24 小时
,

用虹吸法吸取上层 7 厘米的悬液
,

其中粘土颗粒音小于 1 微米 [4]
。

杠壤因不易分散
,

在研磨过程中加入少量 N a 0 H
。

制得的粘土悬液浓度分别为南京黄揭

土 0
.

7 0 1 克/ 1 0 0 毫升
、

徐简杠壤 1
.

4 6 克八0 0 毫升
、

出山店粘土 0
.

7 0 2克 / 1 0 0 毫升
。

2
.

油 : 所用的油是工业用煤油
,

先趣浓硫酸洗沮
,

再用 1 M N a 0 H 溶液洗灌
,

最后用

蒸翩水洗到中性
,

趣无水氛化钙干燥后备用
。

实 脆 方 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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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的侧定 : 所制得的粘土悬液用 H CI 和 N a O H 制节 pH 值
,

为了赴悬液有足够

的时简达到平衡
, pH 值是在铜节后隔一昼夜才用雷磁 24 型 酸度针以玻璃 电极侧 定

的
。

每次侧定前酸度针均用 pH 值为 3.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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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6 的标准援冲溶液校对

过
。

2
.

乳浊液的制备
:
用移液管吸取测定 p H 值后的粘土悬液 50 毫升

,

置一干燥大拭管

内
,

加入 1 0 毫升煤油
,

垂直剧烈振落 30 0 次
,

再加入煤油 10 毫升
,

再振落 4 00 次
,

把所制

得的乳浊液放入 巧℃ 的恒温槽内
,

翘过一定时简后
,

将截管取出
,

倾斜 4 5 “ ,

等上层成片

分出的油集中后
,

用一带橡皮帽的 1 毫升刻度吸管吸取并侧量分出油的体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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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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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脆 桔 果

乳浊液的破坏过程
,

一方面表现为油滴的平均值径增大
,

另一方面表现为油滴合并成

整片的油分出
。

对稳定性较差的乳浊液
,

后一现象较为显著
,

故可用分出油的体积来反映

乳浊液的破坏过程
。

用南京黄褐土作乳化剂
,

趣过不同时简后分出油的体积兄图 1 。

徐

背杠壤作乳化剂的桔果晃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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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京黄褐土作乳化剂不同时简后分出油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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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杠缝作乳化剂不同时简后分出油的体积

由图 1 、 2 可兄粘土悬液的 p H 值对所得乳浊液的稳定性影响很大
。

由于破坏过程在

最初几天内比较剧烈
,

我佣用制成立天后分出油的百分数作为稳定性的标志
,

精果兑表 1

和图 3 。

从表 1 可以看到
,

对每种粘土都有一个特征的 pH 值
,

只有在这个 pH 值以下
,

乳浊液

才德定
,

超过这个 pH 值
,

制得的乳蚀液告不稳定
。

这个特征 pH 值对南京黄揭土是 5
.

3 ,

徐阴献城为 7 .0
,

出山店粘土是 5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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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 二天后分出油的百分橄与 p H 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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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粘土作乳化剂二天后分出

油的百分数与 p H 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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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粉末作为乳化剂
,

一般告抓为是由于粉末集中到油水界面上
,

形成一具有相当机

械弦度的膜
,

因而阻止了油滴的合并
。

集中到油滴表面的原因是由于固体可以在相当程度

上被两种液体所润湿
。

至于粘土作为乳化剂
,

我俩孰为除了渭湿外
,

电荷也是使粉末集中

到油滴表面的一个因素
。

煤油分散在水内根据 C oe h。规RlJ 应敲是带食电荷的 [5]
。

我俩用

显微电泳法检查
,

油滴确实是带食电荷
。

粘土颗粒既带正电荷
,

又带食电荷
。

由于电荷简

的相互作用
,

正电荷促使粘土集中到油滴表面
,

从而有利于乳浊液的稳定
。

负电荷促使粘

土离开油滴表面
,

不利于乳浊液的稳定
。

而粘土所带正负电荷的数量是随 pH 而变的
,

随

着 pH 的升高
,

正电荷数量下降
,

食电荷数量增加
。

根据 sc ho fie ld 测定以伊利石为主的粘

土的桔果 [61
,

在 pH 3. 3 以下
,

正食电荷的数量变化不大
,

从 pH 3. 3 开始
,

声 增高
,

正电荷

数量下降
,

食电荷数量上升
。 pH 5. 5 以上正电荷数量接近零

,

食电荷数量急剧增加
。

南京

黄揭土的主要矿物祖成也是伊利石 [71
,

因此它作为乳化剂时
, pH 4 以下乳浊液是稳定的

,

4 到 5. 3 之简稳定性下降
。 pH 5. 3 以上很不稳定

。

杠壤所带电荷
,

根据 sc hofi el d 意兄 [8]
,

在声
3 以上正电荷数量下降

,

到 pH 7 等于

零
。

食电荷数最在 7 以下没有什么变化
, p H 7 以上开始升高

。

故以它为乳化剂时
,

从 pH 3

开始稳定性逐渐降低
,

到 pH 7 以上很不稳定
。

出山店粘土的主要矿物是蒙脱石 [91
,

Sc h of iel d 孰为蒙脱石不带正电荷
,

但在 pH S 以

下食电荷数量不变
, pH S 以上食电荷数量增加 t8]

。

故以 出山店粘土作为乳化剂
,

一方面

在 p H S 以下稳定性变化不大
,

超过 pH S 稳定性下降
。

另一方面郎使在 pH S 以下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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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正电荷
,

因此稳定性比上述两种土壤要差些
。

摘 要

粘土粉末作为煤油一水休系的乳化剂
,

所得乳浊液的稳定性受 p H 的影响很大
。

就研

究过的三种土壤来靓
,

各有一特征 pH 值
,

超过此值乳浊液告不稳定
。

这个特征州 值对

南京黄褐土是 5
.

3 ,

徐背杠壤是 7. 0 ,

出山店粘土是 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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