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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土壤粘粒对锌和铜的吸附

和固定
:

选择性溶解的效应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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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v a l l a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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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B ri d e
用纽

约酸性土坡的两个代表性土层中分离出来的

粘粒部分进行铜和锌的吸附和 固 定的研究
。

他们发现 3 2一9 5 %吸 附 的 C u
和 Zn

不 能被

C a

CI
:

反复交换下来
,

而是非 交 换性吸附
,

决定于平衡溶液的 p H
。

粘粒部 分对 C u 和 Z n

的吸附
、

固定分别在 p H 4 一 6 和 p H S 一 7 范

围内迅速增加
。

p H较高时 Z n
的非交 换性吸

附的百分数增加可能与金属水解态具有较强

的结合能力有关
。

用草酸盐和柠 檬 酸盐
一连

二亚硫酸盐提取法除去氧化 物 后
,

Z n
和 C u

的吸附和固定减弱很多
,

指示氧化物在金属

吸留中起有重要的作用
。

在减弱锌的吸附和

固定作用方面
,

柠檬酸盐
一
连二亚 硫 酸盐提

取法较草酸盐法更为有效
,

暗示结晶差的氧

化物在 Z n 的吸附中是重要的
。

结果还 表明
,

用这些提取法去除铁和铝的氧化 物 对 Z n
的

吸附
、

固定的影响较 C 。
者为大

。

粘粒 用次抓

酸盐处理去掉有机物质
,

对于 A层样品 C u
和

Z n的吸附和固定有所增加
,

这似乎与处理后

粘粒和氧化物的有效分散而暴露出较多的吸

附点位有关 , 对于 B层样 品则几乎没有影响
。

可以得出结论
: 土壤粘粒部分中微晶态和非

晶态氧化物 (其重量不 到粘粒的 20 % )提供了

对 C u和 Z n
进行化学吸附的反应性表面

。

在低

p H时
,

这些表面的吸附可能是 重金属 固定

的主要机理
,

特别在心土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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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同一合适比例而绝对量不同时
,

对水稻的吸收与产量有何影响
,

也不甚清楚
,

这都有

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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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微生物在森林土壤剖面中的作用
,

森林土

镶酸化及金属元素溶解度等课题均有深入研

究
,

并取得不少新的进展
。

所有这些研究
,

特

别是关于森林生产力与森林土壤发生特性的

研究
,

值得我们借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