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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水溶性亚铁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保学明 于天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摘 要

应用固体电极伏安法
,

测定了土壤中亚铁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
土壤溶液的 值为

一斗 , ,
平均

。

溶液通气后
,

吻 值增大
。

亚铁络合物的 值比锰络合物者约大

单位
。

土壤中亚铁络合物的稳定性与铁的移动和对植物的有效性及毒性有密切的关系
。

过

去我们应用电位滴定法
〔幻 ,

测得有机物质的分解产物与亚铁的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玩
为 一

。

和  用离子交换平衡法
,

测得富味酸亚铁的  为

一 ” 近年来我们发展了一种固体电极伏安法
,

用以测定锰的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本

工作应用类似的原理
,

但记录亚铁的还原波
,

以测定土壤溶液中亚铁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

方 法 叮

使用富含有机质的表层土壤
。

标本风干过筛后加 水
,
在烧杯中室温培养一周

。
用压榨机将土

壤溶液压出
,

在氮气中用包有火棉胶膜的氢型离子交换树脂处理
。
在模拟试验中

,

将含 植物物质
、

土坡的悬液进行培养
,

过滤后用同法处理
。

测定络合物的 姐 时
,

在一定量亚铁的 的醋酸按溶液中加人不同量的土壤溶液
,

使用玻璃

碳电极连接极谱仪
,

测定
, , ‘

和
‘ ,

按 式用图解法计算
。

一

瑰盆
、

碑尘当

三
曰

序

‘

己,

一

曰

曾一的扣
十
灿峨

。

图  的图解法测定
‘ 尤 ‘ 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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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
一

式中 ‘ ,
为亚铁在络合剂存在时峰电位的变化 、。

为亚铁单独存在时的峰电流
‘

、 为亚铁在有

络合剂存在时的峰电流 为游离络合剂的浓度
, 万为络合物的平均配位数

。
因为在本法中络合剂的浓

,

度是以相当于亚铁的浓度 摩尔 升 表示’
,

所以 万应接近于
,

如图 所示
。

结 果 和 讨 论

表 示几种植物物质的分解产物的亚铁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

因为分解是在嫌气条件

衰 植物物质分解产物的亚铁络合物的稚定常数
‘  、  , ,。 一

扣

植植物物质质 处理 分解 天天 分解 天天

恤
一

原原原原液液 通气后后 原液液 通气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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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络合剂是还原性的【气 由表 1可见
,

溶液通气 1 小时后
,

l
o g

K 值增加
,

这表明氧化态的络合剂较还原态者具有更强的络合能力
。

当然
,

通气时某些易挥发性的

低分子量的物质被驱出
,

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

通气后溶液的 pH 升高 1一 2 单位
,

可能是

还原性物质氧化时消耗质子和某些有机酸挥发出去的共同结果
。

从表中还可见到
,

加土壤的处理
,

l
o

g K 值较小
,

特别是加人砖红壤者
。

可以设想
,

这

是由于络合能力较强的络合剂被土壤吸附所致
。

已经知道
,

土壤中的有机络合剂主要带

负电荷
‘2 .4]

。

由于砖红壤带大量正电荷
,

对络合剂的吸附力应该较强
。

表 2 示亚铁络合物和锰络合物的 log K 值的比较
。

可以看 出
,

无论是原来的土壤溶
一

液或通气后的溶液
,

前者较后者为大
。

这与简单络合剂的金属离子络合物的 Ir vin只一

w illi

-

一m s 序一致
。

从定量的角度看
,

二者的 lo g K 值之差平均为 0. 8 单位
。

由于还原条件下

土壤中亚铁的数量一般比亚锰多得多
,

所以再联系到表 2 的材料来考虑
,

自然条件下土壤

中的络合剂主要是与亚铁结合
,

而不是与锰结合
。

这一点在两种元素的移动和对植物的

有效性方面应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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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亚铁络合物和侣络合物的 ., 尤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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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的土壤是加水 20 务 后培养的
,

这时微生物的活动条件基本上是好气性的或仅

为弱度嫌气性的
。

但是从表看到
,

无论亚铁络合物或锰络合物
,

通气后溶液的 log K 值均

较原来溶液为大
。

这表明
,

原来溶液 中某些络合剂仍是以还原态存在
。

已经知道
『5] ,

中国

南方自然植被下的红黄壤表层的 E 汤值比下层低 100 一200 毫伏
,

并含有 0
.
5一5

.
0 x 10一 ’M

的还原性物质
。

我们应用本文所述的方法
,

侧定了一些南方土壤中亚铁络合物的稳定常数
。

某些代表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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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

性结果列于表 3。 表中也列出了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溶液的络合容量
。

络合容量的测

定方法见文献〔4 ]
。

可以看出
,

l
og K 值的变异范围为 2

.
6一4

.
5 ,

平均 3
.
6 ,

与用电位滴定

法
〔l]
得到的结果 2

.
4一4

.
8 一致

。

由于土壤溶液含有各种不同络合能力的络合剂
,

两三个

单位的 log K 值差异不足为奇
。

也应该指出
,

本工作中所测得的 log K 仅是一个表观的

平均数值
。

本工作中所测得的 log K 值
,

或许接近于自然条件下土壤 中的实际数值
。

显然
,

亚

铁与有机物质的络合作用在渍水土壤及有植被的自然土壤中铁的移动方面有重 要 意 义
。

已经知道
【刀 ,

这些土壤的表层的含铁量比其下层为低
。

还有理由设想
,

这也是某些植物仍

能在含有大量水溶性亚铁的土壤上正常生长
,

而且在植物受亚铁的毒害程度与水溶性亚

铁总浓度(它包括离子态和络合态)之间常没有直线相关的原 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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