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镐在土壤上的吸附和解吸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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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木文研究了土壤对镐的吸附及其解吸特性
,

结果表明 红壤
、

黄徐壤
、

黄纽壤 吸 附漏的

等温线竹合 方程 吸附常数 瓦为 黄红埃 黄棕壤 红壤
, 与土壤基本性 质

、

有机质和 毛定型铁
、

锰含量 呈正相关 土壤吸附锡的丫 解吸率为 红 壤 一引 ,

黄棕壤 一 黄红壤 几 一抓
。

焚潮 土 一朽
,

乡百
, 人

为 黄 潮土 一 黄 红 壤 一 黄棕壤 一工 红 埃

一 土壤对锅的吸附以离子交换为主
,

兼有络合或沉淀 如果添加石 灰
、

树 脂

及葡萄糖
,

会显著影响土澳对 的吸附和解吸状况

锅对所有活的生 物 体 几 乎都有毒性
,

且对生物休不具各有用的功能 虽然土壤中

的背景值较低
,

然而 由于污水灌溉
、

工业三废排放
、

施用污泥和 磷 肥 等
,

使 对土

壤的污染 间 题变得 日益 突 出 从土壤系统以外输入的 在土壤中处于 吸 附和解吸的

动态平衡中 在土壤上的吸附和解吸拄刽了 从地表迁移及其在生物链中的传递自 〕,

所以
,

研究土壤对 的吸附和解吸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就此项研究 为初 步结果 总结

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供试土壤

供试土壤采用第四纪红色粘土发 了价红壤 江西进贤
,

仇下蜀黄土发育的黄你壤

江苏南京
,

长江冲积物上发育赵黄红壤 江苏高淳 和黄泛区冲积物上 发育 为黄潮

土 江苏铜山 表 所示为供试土凝 为基本理化性质

试验方法

的吸附等温线测定

本文采用一次平衡法 肠 ℃恒温振荡愁粉进行 灼吸附试验 用 沮 可 。

作

支持 电解质
,

系列溶液中 论深度范弱为 。
。

, 一 二
,

土 液
,

土壤 的吸附量

根据投 加的 和平衡液中 为派度差减求获
,

灼解吸测定

将 仁述研究吸附等温线所用吸附 街子今艺
一

滚
,

址离心
,

水洗
,

然后加 沮 全龟

冲 洽液父 ,

振荡油
。

再离心
,

测 万解吸液 ￡“ 讨 绪
。

这种解吸锁 尔为离子交换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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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供试土壤的理化性质
一

一之兰一三
‘

一 土 壤 卜
’ ’

认 让
’

「三一
, ’

一 一 丫
’

一之二 红 ‘ 黄 棕 壤 黄 红 壤 黄 潮 土

。 干 一

一厂 不 , 厂一不丁一
有机质 ’ 。

·

‘
·

‘
·

。‘ ”
·

无定型铁‘ , 】 ‘ ‘“。‘
】

’ ‘

查雯招煲 峪 , ’ “ , ‘,

研禺谈又鞠 ’ ”
· · · ·

游离锰‘ , ” ”
’

。

叱 、 月 , ,

一
‘ ‘

物理性粘粒
· ·

”
·

”
·

结合态锡 留下土样再用去离子水水洗
,

继用
,

振

荡 后
,

离心
,

测定 。 解吸的 量
,

这种铜称为络合态福

土壤 的吸附
、

解吸影响因子试验

在
,

部 浓度下
,

分别投加 的
、

苯 乙烯型 阳离子交换树

脂和葡萄糖
,

研究红壤对 的吸附及解吸状况
,

方法同前文所述

所有试验的 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结 果 和 讨 论

土壤对 的吸附特性

计方程式在土壤吸附特性的研究中
,

应用较为广泛 与 方程比较
,

“
、。 一 , , 、 。 、 、 卜 , 、 , ,

, 、 ’

一 ,
卜 ,

」一。
, ,

一
, 、

一 , , 、 、 ,

等温吸附模式本身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脚 方程的直线形 式 为长一、 , ’

一 一
’ ‘ , 、 一

”
一

”
’ ‘ 、

一‘ 、 ‘ ’

‘

一 “ 一
’ ’ 曰 一

‘ , 曰 , ’

护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言 与
止

充 方
,

式中‘为单位土壤的吸附量
,

为平衡液浓度
,

为最大吸附量
,

是与

吸附表面吸附强度有关的常数
,

表征土壤对吸附离子的 键 合 强 度 表 为 实 验 数 据

用
,

方程拟合的有关参数及相关系数 从表 可以看出
、

红壤
、

黄棕壤
、

黄红壤对 的吸附均符合 方程和 方程
,

土壤对 的吸附能力为黄红

壤 黄棕壤 红壤
,

方程中的吸附常数 和土壤性质有 一 定 的 相 关 性
,

有机质
,

无定型铁
,

无定型锰
,

游离锰 〕 ,

即土壤对 的吸附

随 升高
,

有机质
、

无定型铁
、

锰含量增多而增强
,

这个结果和不少研究者的 报 道 较

为吻合〔‘一 ”〕黄潮土对 的吸附有其特殊性
,

在投加系列浓度 下
,

被全 部吸持
,

这可能

是在此 条件下
,

和黄潮土中的
。
组分反应生成

。 沉淀之故 〔 〕报道

在 时
,

石灰性土壤所生成的 仇控制溶液中的
’ 卜

浓度
,

从
。
的溶度积

也可佐证以上假说
。

土壤 的解吸特性

土壤 的解吸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

因为解吸量的多少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对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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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土壤 吸附方程的参数及相关系数

方 程

土 壤

方 程

相 关 系数卜
吸附常数兀 相 关 系 数 ,

一一一
一 一 间

一
。

。

。

。 。

。 。

。 。

壤壤壤

棕红

红黄黄

水
、

土壤生物以及作物吸收 的潜在影响 解吸的 被认为是粘土

矿物
、

铁锰氧化物
、

有机质等土壤主要组分吸附的 中可以被阳离子交换的部分
,

这部

分 离子处于固液界面双电层的扩散层中
,

活性较高
,

该提取剂 已广泛用于土壤重金属

形态的研究〔“〕 解吸的是以络合态吸附的
,

对于石灰

性土壤
,

在此 条件下可能有部分碳酸钙结合态 溶解出来
,

这部分 活性相对较低

用 解吸的 与 。 解吸的 的比值反映土壤吸附 交换位和 络 合 位 的 分

配〔 〕 表 为土壤 解吸试验的结果

表 土 壤 解 吸 试 验 结 果

认

、 土壤及项 目
, ,

役仁 最

红 壤 黄 棕 壤

拜
总吸附
拼只 只

交换态
〔 〕

络合态
〔 〕

〔 〕

〔 〕

总吸附 交换态 络合态 二生王
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月雌一仲了甲口八乙

⋯
月了产一,山自丹了了﹃了向了汀才

心,曰几
廿

⋯
任任左唯上︵”︸丫一﹄,目一乙丹矛,曰,自

⋯
孟,︸月任︸

工,

廿
壤““ 目

一一髯一牛一华一
投 量 总吸附 交换态 络 合态 些 』‘

林 拼 〔 〕 〔“ 〕 〔“ 〕

黄 潮 土

总吸附
拜 又

交换态
〔 〕

络合态 二 王
〔“ 〕 〔 〕

。

,曰而

⋯
刁工‘上书几,且,孟

八“几,工

⋯
‘︺产八“勺自八咋几口占工口︸

⋯
通︸︹九

﹄

左月气改月,几」曰斤矛八六上眨口比

⋯
山八,,自

,,臼月任︸口

口口一脚了,口一

⋯
亡︸任﹄︵七﹄﹄一

口刊了亡」

⋯
,自立山‘任

。

。

。

。

。

。 。

。

。

。

。

。

。

,‘几﹃︸行才月了

⋯⋯
自,刃乙,生,

从表 可以看出
,

低吸附量下 的解吸率 交换态 为红壤 黄 棕 壤 黄

红壤 黄潮土
,

即随着土壤 的升高
,

解吸率递减 然而在高吸 附 量 时
,

红 壤

的解吸率减低
,

这可能与红壤较高的游离态铁有关 “ 的解吸率 络合态



期 邵孝侯等 福在土壤上的吸附和解吸特性研究 拍

则为黄潮土 黄红壤 黄棕壤 红壤
,

与土壤 呈正 相 关 除 红 壤 外
,

土 壤
、

的解吸率与土壤 的吸附量大小关系不大
,

即解吸 率不随土壤 的

吸附量而变化 与 解吸量的比值为红壤 黄棕壤 黄红壤 黄潮土 土

壤对 的吸附除了主要是通过离子交换吸附外
,

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通过络合 或 沉 淀

而吸附
,

不 同土壤这二部分的比率是不 同的 同时
,

土壤离子交 换 与络合 的比率

随 吸附量的增大而升高
,

表明随着吸附的增加
,

离子交换吸 附比络合吸附更为重要
。

。

添加石灰
、

树脂
、

葡萄糖对 吸附和解吸的影响

施用石灰提高了土壤
,

的吸附增强
,

另外还可使 离子生成 仇沉淀 , 添

加有机物或树脂促进土壤对 的 吸附和提高 自净能力 表 为实验结果

表 添加石灰
、

树脂
、

葡萄糖对红壤 吸附和解吸的影响
,

添加 拼 添加
。

拼

‘飞了、一组八八口一主一西匕勺
、
落凡一丹乙平衡液 吸附率

拌 解吸率
平衡液 吸附 量

拌 吸率

︸仙月一

⋯
组廿一﹄材门了‘吐凌一

僻一

⋯乃‘︺,几

⋯
通﹃占

,曰‘上

内任一勺曰,︸,上任八”

⋯
任占。

。

血一六了,
,︼交︸︸﹄︸

创
们酬一

,自甲口一﹄甲」甲‘八舀乙

⋯
,︸︸一﹄︸工任任,工,占甘台﹄

⋯
九任通︸对照

加

加树脂

加葡萄糖

研究表明 加入 仇后
,

红壤吸附反应平衡液 由原来的 增加至
,

红壤

对 的吸附量显著增加 添加树脂亦增加红壤对 的吸附
,

这是因为树 脂竞 争和络合

吸附 的结果 , 加入葡萄糖后
,

红壤对 的吸附则减少
,

其原因是葡萄糖溶 于 水
,

把

土壤中的一部分 络合进入溶液
,

看来有机物可以影响土壤 的活性 至于施用 有机物

是提高还是降低土壤 的活性
,

取决于添加有机物料的性质及其腐殖化程度 从解吸情况

看
,

添加 和树脂后
,

土壤 的 解吸率较原土壤低
,

然而施用 土壤

的 解吸率较高
,

说明这部分 可能是碳酸钙结合态
,

添加树脂 的

解吸率较低
,

表明树脂对 的固定能力较强
,

有 助于指导 污染土壤的治理

小 结

在 一 浓度范围内
,

土壤对 的吸附等温线符合 方程
,

其吸附

常数 有黄红壤 黄棕壤 红壤
,

与土壤
、

有机质及无定型铁
、

锰呈正 相 关 土 壤

对 的吸附以离子交换为主
,

兼有络合或沉淀
。

土壤吸附 的 解吸率为石灰性土壤 黄潮土 大于酸性
、

微酸性土壤 红

壤
、

黄棕壤
、

黄红壤
, 。 的解吸率则反之

,

土壤离子交换 与络合 的比值

有红壤 黄棕壤 黄红壤 黄潮土
,

且随土壤 吸附量的增大而递减

添加
、

树脂明显提高红壤对 的吸附
,

而 的解吸率降 低
,

解吸的降低

程度树脂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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