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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氧化铁样品吸持铜离子性能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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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铁
,

铜离子

众所周知
,

重金属进人土壤后
,

其活性受到土壤诸多因素的影响和控制
,

例如 p H
、

温

度
、

E h
、

有机质
、

粘土矿物以及金属氧化物等
,

其中金属氧化物吸持重金属的性能对重金

属的环境效应有着特殊的意义 川
。

我国南方土壤含有一定数量的金属氧化物
,

其中氧化

铁是相当普遍的
,

而且有不同类型的氧化铁存在 [2]
。

因此
,

研究不同形态氧化铁对铜离子

的吸持性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

1 样品

本试验所用的金属氧化物样品为三种人工合成的氧化铁 : 水铁矿
、

针铁矿和赤铁矿均为 H 质的氧化

铁样品
,

)o

2 结果

用一次平衡法 比较三种氧化铁从 C u SO 4
溶液中吸持铜离子的能力

,

结果见图 1
,

由

图可见
,

三种氧化铁吸持铜离子的能力大小次序为
:
水铁矿 > 针铁矿 》赤铁矿

。

这种次

序与它们的活性及老化程度是一致的
。

为了探讨它们吸持铜的机制可能不完全一样
,

本

试验采用电导测定法检测吸持过程中体系电导率的变化情况
。

实验结果见图 2
。

一般来说
,

胶体一重金属的吸附体系的电导率变化是相当复杂的
,

体系电导由体系中

所有带电粒子共同贡献的l3]
。

一方面因氧化铁吸持了溶液中的离子而使体系电导率降

低
,

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吸持上去的离子重新置换出其他离子 (H
+

或 O H
一

)进人溶液而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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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种氧化铁吸持铜离子能力的比较

系电导率有所增加
。

因此
,

通过测定体系电

导率的变化可以大致上反映出胶体表面与溶

液间的离子分配情况
。

本文测定了三种 H 质氧化铁样品在去

离子水的悬液体系的电导率是极小的
,

说明

氧化铁表面并未向去离子水中释放出离子
。

由图 2 可见
,

三种氧化铁都因吸持了铜离子

后使体系的电导率降低
,

其中赤铁矿降低的

幅度小
,

另二种氧化铁则降低的幅度较大
,

值

得注意的是
,

根据图 1 所示的结果
,

应该水铁

矿降低的幅度比针铁矿要大
,

但电导变化的

情况并非如此
。

由此可 以推测
,

水铁矿在吸

�次�哥冬叠

持铜离子过程中
,

可能置换出更多的表面离子进人溶液
,

使电导有所增加
。

这就说明
,

水

铁矿与针铁矿吸附铜的机制可能有所不同
。

这一结果为进一步探讨它们的吸持机制提供

了有用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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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种氧化铁吸持铜离子的比较 (电导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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