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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附行为是土壤中最常见、最重要的物理、化学
现象之一。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土壤及不同组分对离

子吸附容量的大小、吸附形态、吸附动力学等。由于

测试手段的限制,关于被吸附态离子在土壤固相表

面的形貌少有报道。随着表面测试技术及纳米技术

的发展,原子力显微镜( AFM)被应用到土壤学领域。

此技术是通过测量物体表面和挠性针尖之间的原子

力来绘出表面图像。AFM是扫描隧道电镜( STM)的

主要拓展, 但与 STM 不同, AFM 不仅能观测导体与

非导体物质表面结构, 还可研究物质表面微观的反

应过程[ 1, 2]。不少学者利用 AFM 观察到蛇纹石、钠

长石、绿泥石和赤铁矿的表面原子分辨图像
[ 3~ 6]

,以

及白云母、蒙脱石等层状硅酸盐矿物与重金属离子

相互作用的微观过程[ 7~ 9]。本研究以土壤中常见的

原生矿物 ) ) ) 黑云母为材料, 探讨 Pb
2+
在其表面的

吸附形貌,进而分析黑云母表面电荷分布特点。

1  材料与方法

111  实验材料
供试样品为黑云母(购于中国地质大学)。

112  实验方法

用去离子水将黑云母表面洗净、烘干。称取三

份 1 g样品,放入 100 ml离心管中, 分别加入 50 ml

pH210的HNO3、1mmol L
- 1 Pb(NO3) 2 和10 mmol L- 1

Pb( NO3) 2,浸泡 24 h, 去除上清液,用去离子水清洗

样品表面残留的 Pb( NO3) 2,烘干备用。处理后的样

品一部分用作 AFM 观测; 另一部分用王水处理, 测

定其 Pb2+ 含量, 计算出黑云母表面对 Pb2+ 的吸附

量。Pb2+ 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Vista-MPX) 测

定。   
113  AFM测试条件

将不同处理后的黑云母置于白云母玻片上, 在

NANO-SCOPE Óa(美国 DI 公司生产)原子力显微镜

上观察。

2  结果与分析

211  黑云母对 Pb
2+ 的吸附量

由表1可知,当加入Pb2+ 的浓度为1和10 mmol

L- 1时,吸附量分别为315和419mmolkg- 1, 浓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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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黑云母对 Pb
2+
的吸附量

加入 Pb2+ 的浓度(mmol L- 1) 吸附量( mmol kg- 1) 1)

1 315

10 419

  1) 用王水处理吸附 Pb2+ 前后的黑云母,计算 Pb2+含量的差异,

再除以黑云母质量,即为黑云母对 Pb2+的吸附量

到10倍, 而吸附量增幅仅为 114 mmol kg- 1, 这表明

黑云母表面已趋于饱和吸附。

212  Pb
2+ 在黑云母表面的形貌

图1(见图版 Ñ )是经 pH210的稀 HNO3 处理的

黑云母表面形貌,表面起伏较小、比较平整, 表明酸

性介质对黑云母表面破坏作用较小。图 2a 和图 2b

(见图版 Ñ)是经 1 mmol L
- 1

Pb( NO3) 2 处理后的黑

云母表面形貌, 其表面有较多颗粒状突起, 起伏在

1~ 2 nm, 而经稀 HNO3 处理的表面比较平整, 说明

这些突起物可能为 Pb( NO3) 2的颗粒;图 3a 和图 3b

(见图版Ñ )是经 10 mmol L- 1 Pb(NO3) 2处理后的黑

云母表面形貌, 与图 2相比,其表面呈现出更多的颗

粒物, 起伏变化也在 1 ~ 2 nm。这种变化体系与

Pb2+ 浓度的增加而吸附量增加是相一致的。图 2和

图3的表面起伏都在 1~ 2 nm 之间变化, 平面尺度

大约为5~ 20 nm,可见黑云母表面吸附的 Pb2+ 以纳

米颗粒大小存在。

213  黑云母表面的电荷特点
矿物对离子具有吸附能力是由于其表面带有电

荷。黑云母为硅氧烷型表面, 带有永久负电荷,对阳

离子有一定的吸附能力。当 Pb
2+
与黑云母相互作

用时, Pb2+ 被吸附在黑云母表面, Pb2+ 便以颗粒状物

存在于黑云母表面, 颗粒越大, 表明此位点吸附的

Pb2+ 可能越多, 对 Pb2+ 的引力越强, 即所带的负电

荷量越多;反之颗粒越小,此位点所带的负电荷量越

少。由上述可知, 黑云母表面的颗粒状物呈非均态

分布,不同颗粒之间差异较大,可推测黑云母表面的

负电荷分布是不均匀的、不规则的,不同位点之间的

电荷量和电荷密度不同。我们知道黑云母是2B1层

状硅酸盐矿物,所带负电荷主要是硅氧四面体中的

Si( Ô)被Al
3+
或 Fe

3+
替代,这种电荷分布特点可能

与其离子间的同晶替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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