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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典

本文研究了三种带可变电荷的红壤在恒定 和
一

离子存 在 条 件 下 对 印二
一

的 吸

附
。
三种红坡的

一
释放量分别仅占 万明

一
吸附量的

,

“ 和
。

砖红坡在

, 。 时的电荷变化占所吸附的 叫
一

的 “一
。

作者认为大部分 川
一
以置换水合荃的方

式被吸附
。

关于土壤对 才
一

的吸附的研究
,

过去的工作着重于各种土壤或土壤物质吸附的数

重
,

而对吸附机理的探讨较少
。

氏 , 用合成的水合氧化铝和水铝英石对 侧
一

吸附

时引起的 释放及表面电荷的变化
,

作过定量的测定和计算 但在土壤研究中
,

尚未见

有定量的结果
。

上壤的组成和性质比单一的矿物复杂得多
。

土壤中
一 的吸附特点可能 与单一的

矿物不同
。

本工作是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我国几种代表性可变电荷土壤对 圣
一

的吸附所

引起的土壤性质的变化
,

并从配位交换的机理
,

讨论土壤吸附 若
一

的特点
。

‘

一
、

方 法

工作中选用了由江西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城
、

广州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城和广东徐闻玄武岩发

育的砖红壤
。

标本均采用底上
,
以电渗析法制成氢

、

铝质土坡
。

取土坡标本 克
,
以土 液为 加人 。 溶液

。

调至一定的声 值后加人
。

溶液
,

反

应半小时后
,

取其上清液
,
用安培滴定法,,, 测定溶液中 叱

一
的含

。

反应是在恒定的 条件下进行
。

用一自
‘

动滴定装置随时自动加人 以中和反应过程中释放的
一 ,

并据以计算 。 一
的吸附所引

起的
一

的释放最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
,

红壤对 才
一

的吸附量随 伏
一
加人量的增加而增加

。

三种土城比较起

来
,

砖红壤吸附 弼
一

的能力较强
。

可变电荷土壤对 诀
一

的吸附量受 的强烈影响
。

由图 可见
,

随着 的降低
,

三种红壤吸附的 老
一
量均增多

。

由于土壤吸附的 爱一 与氧化物表面的经基进行配位交换
,

径基由土壤表面进人溶

液
,

由图 可见
,

随着 爱
一

加人量的增加
, 一

的释放量也增加
,

其中砖红壤的

释放量最大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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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卜
。

对 。 一
吸附 的影响 每 克土加

毫克当 叱
一

正 拍  二

里一 一 ,

了加入胜 闪
‘

川

以 济

图 三种土壤的
一

释放里

犷 一
  一 ,

值得注意的是释放的
一

量与吸附的 创
一

量的比值很小
。

由表 可见
,

三种土

壤的。
一

圣
一

比基本不随 聋
一

的吸附量而变
,

红壤平均为
,

赤红壤平均为
,

砖

红壤平均为
。

 
, ”
报道人工制备的水合氧化铝的 。 。 从吸附

创
一

微克当量 克时的 增加到 微克当量 克时的
,

人工合成的和天然的水

铝英石的
一

弼
一

值分别为 和
。

可见
,

供试土壤的
一

孟
一

比值较用水合

氧化铝和水铝英石得到的结果小得多
。

农 三种土滚吸附 诀
一

后的
一

代
一

位
一 二一 孟

一 , ,
,

一

二
孟
一

加人最 毫克当量 。克
篇
一 ‘ 、 一 ,

红坡 赤红墩

·

。
” ’

” 。
·

,
”

”
·

‘

。 。 。

。

弓
。

平均

一一止二生一一—
二上一一一

。 。

可变电荷土壤吸附 孟
一

后可以有
一

基的释放
,

也可以有表面电荷的改变
〔, 。

测

定 了富含铁铝氧化物的砖红壤在 时吸附不同量的
,

牙
一

后有关性质 的 变 化 表
。

虽然砖红壤的 为
,

但其所含的铁
、

铝氧化物的 应该高于 pH S
,

所 以

在 州5时每百克土壤仍带有约 1 毫克当量的正电荷
。

从表 2 可见
,

随 50 1
一

吸附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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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正电荷减少
,

负电荷增加
。

总电荷变化占 50孟
一

吸附量的 64一 82 沁
,

大大超过了 o H -

的释放量(12一 15肠)
。

表 2 砖红城吸附 s。二
一
后土城性质的变化(毫克当t 八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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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铝氧化物的表面上
,

5 0 牙一 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配位交换
,

置换 o H
一

或H 刃
.
在

各种可能的机理中
,

有的有 。H 一
的释放

,

同时也有电荷的变化 ;有的没有 O H 一

的释放
,

但有电荷的变化
。

从本工作的结果看
,

可能大部分 S以
一 是以置换水合基的方式被吸附

。

这是土壤中

O H 一
/ 5 0 于

一

比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

还应该注意到
,

表 2 中的
“

合计一栏中的数字不等于 100 肠
,

即土壤吸附 S氏
一
后释

放的 O H 一

与电荷变化量之和较吸附的 50圣
一

量为小
。

这可能是由于在土壤表面带有正

电荷时有一部分 S氏
一
离子存在于双电层中(虽然在实验中有大量 C1

一
离子存在)

,

也可能

是 S创
一

与土壤表面上的硅酸根配位交换所致
。

本工作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一个是

,

土壤对 s以
一

的吸附情况与纯氧化铁

铝不同
,

因此根据对后者的研究结果提 出的关于 S侧
一

与表面配体置换
,

形成双核桥接配

合物 (Fe o sq 0 Fe ) 的模式
,

不一定适用于土壤
。

因为两类物质的各种基团的密度及其

活动度
,

都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

另一个是
,

红壤类土壤吸附 50 圣
一

时引起的土壤性质的变

化
,

主要是表面电荷的变化
。

这个现象在可变电荷土壤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
,

现在还难

说
,

如果具有普遍性
,

则从某种意义上看
,

对于这类负 电荷数量偏少的土壤来说
,

吸附 s以
-

后负电荷的增加在提高土壤的保持养分阳离子的能力方面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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