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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毒是酸性土壤上植物生长不良的主要限制因

素,铝的生物毒性与铝离子的化学形态有密切的关

系
[ 1, 2]

, 而铝的化学形态又受包括低分子量有机酸

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3, 4]。低分子量有机酸是土

壤中广泛存在的一类非常活泼的物质, 植物在生长

过程中其根系会不断分泌出各种有机酸, 植物残体

分解过程中和土壤微生物代谢过程中均会产生有机

酸
[ 5, 6]
。一些有机酸阴离子可以被可变电荷土壤吸

附,并影响土壤的某些表面化学性质;另一方面某些

有机酸阴离子能够与铝形成稳定的络合物从而改变

铝离子在溶液中的存在形态, 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可能对可变电荷土壤中铝的吸附产生影响。

关于铝在土壤和粘土矿物上的吸附问题,人们已

经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 7~ 10]。铝离子可以静电力吸

附在土壤表面的交换位上,也可被土壤强烈吸持或固

定。土壤对各种形态铝离子吸附能力的大小顺序是:

Al(OH) 2
+ > AlOH2+ > Al3+ [ 10] ,因此在各种形态铝离子

共存的情况下,土壤将优先吸附羟基铝离子。共存于

体系中的阴阳离子会对铝的吸附产生影响。Gibson等

的结果表明,硫酸根增加了铝的吸附量而氟离子减少

了铝的吸附量[ 7]。铝还可以A-l F络合物的形式为土壤

所吸附
[ 8]
。然而到目前为止,文献上很少有关于低分

子量有机酸对土壤,特别是对可变电荷土壤中铝吸附

影响的报道。本文研究了七种低分子量有机酸对可变

电荷土壤中铝吸附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 1 土壤和有机酸

分别采自广东徐闻、云南昆明和广州的三种可

变电荷土壤的底层土壤用于本研究中。土样经风干

磨细过 60目筛备用。供试土壤的基本性质见表 1。

表 1 供试土壤的基本性质

土壤 地点 pH 交换性铝(mmol kg- 1) 有机质( g kg- 1) 游离铁( g kg- 1) 主要粘土矿物

砖红壤 云南昆明 5. 40 0. 69 7. 2 211 高岭石,三水铝石和赤铁矿

砖红壤 广东徐闻 5. 44 0. 60 7. 0 156 高岭石,三水铝石和赤铁矿

赤红壤 广州石牌 5. 40 2. 31 4. 2 56. 5 高岭石,少量水云母和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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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用的有机酸为柠檬酸、丙二酸、苹果酸、乳

酸、酒石酸、水杨酸和草酸, 因为这些酸是土壤中自

然存在的。所用酸均为纯化学试剂。

1 2 溶液配制

用AlCl3 6H2O 配制 0. 01 mol L- 1的 Al标准溶

液,配制 0. 01 mmol L- 1的有机酸溶液, 再以这些溶

液配制成含不同浓度有机酸和 1. 0 mmol L- 1Al的混

合溶液,混合溶液中含 0. 01 mol L
- 1
醋酸/醋酸钠用

以缓冲体系pH。用 1 1的HCl和5 mol L- 1的NaOH

将混合溶液 pH调至所需值。

1 3 实验方法

称取 0. 5 g 土壤样品于 100 ml塑料离心管中,

将离心管和土样一起称重并将总重量记为W1( g)。

向离心管中加入 25 ml有机酸和铝的混合溶液,摇

匀后在恒温水浴振荡机上振荡 2 h( 25 1 ) , 放置

过夜后离心10 min( 3 000 r min- 1) ,然后将上清液过

滤,滤液留待测定铝并计算铝的吸附量。将倒出上

清液的离心管连同土样和残留溶液一起再次称重并

将总重量记为W2( g)。再向离心管中加入 25ml 1. 0

mol L- 1的 KCl溶液用以解吸吸附的 Al, 将溶液和土

样混合均匀后在恒温水浴振荡机上振荡 1 h( 25

1 ) ,离心 10 min( 3 000 r min- 1)后过滤, 滤液供测

铝并计算铝的解吸量。溶液中的铝用 8-羟基喹啉

比色法 ( pH 8. 3) 测定, 用醋酸丁酯做萃取剂[ 11]。

测定前用1 1HCl将滤液酸化至 pH1. 0并放置 1 h。

根据加入的总铝和吸附平衡液中铝的差值来计算铝

的吸附量。铝的解吸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Aldes( mmol kg
- 1
) = { [Al]KCl ( 25+ W2- W1)

- [Al] ad ( W2- W1) } / 0. 5- Alex

[Al] KCl和 [ Al] ad分别为解吸平衡液和吸附平衡

液中铝的浓度 ( mmol L
- 1
) , Alex是土壤交换性铝的

量( mmol kg- 1)。

文中所有结果均为两次重复的平均值, 并在图

中标出了测定结果的标准差。由于两次重复的结果

很接近,所以图中的多数误差线为图标所隐盖。

2 结果和讨论

2 1 有机酸浓度对铝吸附和解吸的影响

选择苹果酸和柠檬酸来研究有机酸浓度对铝吸

附和解吸的影响( pH 4. 3) , 结果如图 1所示。Al的

吸附量先随有机酸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然后逐渐减

小。这说明有机酸在低浓度下可以增加土壤对铝的

吸附量,而在高浓度下则减小铝的吸附量。在此条

件下,有机酸主要通过两种相反的机制来影响铝的

吸附,一是低有机酸浓度下土壤对有机酸阴离子的

吸附并使土壤表面的负电荷增加和正电荷减少, 从

而增加铝的吸附量;另一机制是高有机酸浓度下,溶

液中的有机酸通过与铝形成有机铝络合物来减小铝

的吸附量。虽然在高有机酸浓度下,有机酸同样通

过自身的吸附来改变土壤的表面电荷,但本文结果

说明在此条件下第二种机制在影响铝吸附中起主导

作用。比较图 1中两种酸的结果, 由于柠檬酸与铝

形成的络合物稳定常数( 7. 98)大于苹果酸的( 5. 4) ,

所以前者对铝吸附的阻碍作用明显大于后者。图 1

中铝的解吸结果表明,在苹果酸体系中铝的解吸量

随有机酸浓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在柠檬酸体系中,铝

的解吸量先随有机酸浓度增加而增加,然后逐渐减

小。由于解吸液不含有机酸, 所以铝解吸的结果反

映了有机酸对吸附性铝形态的影响。结果说明有机

酸的存在使Al3+ 在吸附性铝中所占比例增加, 而羟

基铝所占比例减小。因为Al3+ 比羟基铝易于为KCl

所取代。尽管在高有机酸浓度下, 由于柠檬酸体系

中铝的吸附量明显减小导致解吸量减小, 但铝的解

吸率仍高于对照者。

图 1 有机酸浓度对铝吸附和解吸的影响( pH 4. 3)

2 2 不同有机酸对铝吸附影响的比较

图2是四种有机酸在低浓度( 0. 25 mmol L
- 1
)和

不同 pH下对铝吸附的影响的结果, 在所有体系中铝

的吸附量均随 pH 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这是因为随

pH的增加, 铝的水解作用增强,羟基铝量增加,土壤

对羟基铝比对Al3+ 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导致土壤对铝

吸附量增加。另一方面, 随 pH增加可变电荷土壤表

面负电荷增加,对阳离子的吸附作用也增加。四种有

机酸对铝吸附的影响有不同的表现,乳酸与铝形成的

络合物的稳定常数很小( 2. 41) , 它在整个研究的 pH

1期 徐仁扣等: 低分子量有机酸对可变电荷土壤中铝吸附的影响 145



范围内对铝吸附的影响均很小。丙二酸在 pH 4. 0~

5. 0之间使铝的吸附量有所减小。柠檬酸和苹果酸在

约pH 4. 5以下使铝的吸附量增加, 而且这种增加作

用随pH 的减小而增强。而在较高 pH下两种酸有减

小铝吸附的趋势,但影响不明显。

表2比较了 7种有机酸对铝吸附的影响, 在 pH

3. 9和有机酸浓度为 0. 25 mmol L- 1情况下,除柠檬酸

和苹果酸外, 酒石酸也明显增加了土壤对铝的吸附

量。草酸与丙二酸相似,对铝吸附的影响很小,水杨

酸基本无影响。在 pH 5. 0 和有机酸 浓度为

0. 5 mmol L
- 1
的情况下,几种有机酸均不同程度的减

小了土壤对铝的吸附, 其影响的大小顺序为:柠檬酸

> 丙二酸> 水杨酸> 草酸> 苹果酸> 酒石酸> 乳酸。

上述结果表明有机酸仅在低 pH 和低浓度下增

图 2 不同 pH 下有机酸对铝吸附的影响

表 2 不同有机酸对铝吸附的影响( mmol kg- 1)

对照 乳酸 苹果酸 酒石酸 草酸 水杨酸 丙二酸 柠檬酸

pH 3. 91) 11. 07 12. 07 16. 96 18. 13 11. 95 10. 97 11. 81 21. 26

pH 5. 02) 49. 25 48. 85 47. 33 47. 92 45. 69 44. 56 43. 93 38. 57

1) 有机酸浓度 0. 25 mmol L- 1; 2) 有机酸浓度 0. 5 mmol L- 1

加可变电荷土壤对铝的吸附量,而且只有那些既带

有羧基又带羟基并能与铝形成稳定络合物的脂肪族

有机酸才对铝吸附有明显的增加作用。仅带羧基的

有机酸对铝吸附的增加作用不大,芳香族有机酸对

铝吸附无增加作用。有机酸主要通过增加土壤表面

负电荷或减小表面正电荷来增加铝的吸附量, 实验

结果表明, 有机酸的存在增加了表面负电荷的量并

减小了表面正电荷的量, 而且柠檬酸和苹果酸对电

荷的影响明显大于草酸 (数据未列出) , 与它们对铝

吸附影响的结果一致。高 pH 下有机酸主要通过与

溶液中铝形成络合物来抑制土壤对铝的吸附, 因为

在此条件下有机酸对铝吸附影响的大小顺序与这些

有机酸与铝形成络合物稳定常数的大小顺序基本一

致。络合物稳定常数的大小顺序为: 水杨酸> 柠檬

酸> 草酸> 酒石酸> 苹果酸 丙二酸> 乳酸, 仅水

杨酸和丙二酸的 K稳与它们对铝吸附的影响顺序不

一致。

2 3 有机酸对不同土壤中铝吸附影响结果的比较

上述结果均是用采自广东徐闻的砖红壤获得

的,为了验证低 pH 下有机酸对铝吸附的影响是否

具有普遍性,我们又用另外两种可变电荷土壤进行

了研究,并把三种土壤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表 3所

示)。结果表明四种有机酸对三种土壤铝吸附的影

响趋势完全一致,即柠檬酸和苹果酸明显增加了土

壤对铝的吸附量,并且柠檬酸对铝吸附的增加作用

大于苹果酸。丙二酸和乳酸对三种土壤铝吸附的增

加作用很小。

表 3 有机酸对三种土壤中铝吸附的影响( mmol kg- 1)

有机酸 徐闻砖红壤 昆明砖红壤 广州赤红壤

对照 11. 07 10. 82 5. 96

乳酸 12. 07 10. 30 6. 40

丙二酸 11. 81 11. 51 7. 10

苹果酸 16. 96 15. 52 9. 34

柠檬酸 21. 26 20. 04 12. 83

3 结 论

有机酸对可变电荷土壤中铝吸附的影响主要决定

于pH、有机酸种类及其浓度。在低 pH和低有机酸浓

度下,柠檬酸、苹果酸和酒石酸明显增加了铝的吸附,

而乳酸、丙二酸、草酸和水杨酸对铝吸附的影响很小。

在较高pH或较高有机酸浓度下,有机酸均抑制土壤对

铝的吸附。有机酸对铝吸附的增加作用主要通过有机

酸在土壤表面的吸附使表面负电荷增加和正电荷减少

来实现的,而对铝吸附的抑制作用则是通过形成有机

铝络合物使更多的铝保留在土壤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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