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

机质和速效养分都有所提高(表 1 )
。

水早轮作
,

可采取三年一轮 (即两水一早 )的耕作制
。

( 三 )发展缘肥
,

增施有机肥 在白散泥 田中种植和施用绿肥
,

也是改良白散泥田的一种好

办法
。

可种植的绿肥有
:
红花草

、

红萍
、

细绿萍等
。

种植绿肥可增加土壤的氮素和有机质
,

改

良土壤结构
。

白散泥田发展绿肥和增施有机肥的改土效果列于表 2
。

表 2 有 机 肥 绿 肥 改 良 白 散 泥 田 的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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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注意调整 p H 值 对白散泥这种酸性土壤
,

如能使其 p H值接近中性
,

能降低铁的游

离作用
,

可减缓白散泥的形成
。

适当施用石灰并结合施用有机肥
,

有利白散泥田的改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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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可变电荷表面

对磷的吸附及其解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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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城 研究所 )

1
.

L a n g m u i r
,

F r e u n d l i e h和 T e m k i n方

程均可用来描述各试样对磷的吸附特征
。

根

据实验数据与吸附等温线的拟合状况
,

我们

认为
,

除无定形硅酸铝与 F er un dl i c h方程拟

合较好外
,

其余试样均符合L a n g m u ir 方程
,

其中砖红壤更符合票
=

典
.

其
十

奥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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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化学环境中磷的迁移
,

转化和固定

主要取决于磷在其中的吸附与解吸
,

沉淀与

溶解等物理化学平衡
。

研究土壤及其组分对

磷的吸附与解吸特性有助于揭示磷进入土壤

后的归趋
。

阐明磷与土壤反应的本质和机理
,

可为评估土坡供磷特性及非农业水域中磷的

富集状况提供理论依据
。

本文对具有可变电

荷表面的土壤与矿物胶体 (砖红壤
,

火山灰

土
,

高岭石
,

三水铝石
,

无定形硅酸铝及无

定形铁 ) 磷的吸附与解吸特性进行了初步研

究
,

结果表明
:

、
,

本禅 。 C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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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各供试样本的磷解吸量均 小 于 吸 附

量
,

解吸等温线与吸附等温线均有 2 一 3 个

转折
,

表明有不同吸附能态 的磷的存在
,

也可

能是试样以复粒存在
,

从而在磷被吸附之前

或同时存在扩散历程
。

各试样的解吸百分数

大小的顺序为
:

高岭石 > 砖红壤 > 无定形硅

酸铝 > 无定形铁 > 三水铝石 > 火山灰土
。

解

吸百分数与解吸液磷浓度的关系可用 L an g -

m u i r
方程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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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所有供试样本对磷的吸附与解吸动力

学均难以用一级反应或二级反应动力学公式

表征
。

抛物线扩散公式拟合较好
,

但仍不如修

改的E l vo i c h公式及双常数速率公式
,

尤以前

者为佳
。

双常数速率公式拟合下以

}洽}
解吸 /

}清}
吸附

之比作为吸附与解吸过程可逆程度的指标
,

则该值大小的次序为
:

无定形铁 ( 。
.

1 1 7) < 无

定形硅酸铝 ( 0
.

1 40 ) < 三水铝石 ( 0
.

1 96) < 火

山灰土 ( 0
.

1 9 8 ) < 砖红壤 ( 0
.

3 6 1 ) < 高岭石

( 0
.

4 4 6 )
。

以K 解吸 / K 吸附之比代表解吸程度

则其值大小的顺序为
:
高岭石 ( 4

.

47 ) > 无定

形硅酸铝 ( 1
.

42 )> 砖红壤 ( 1
.

04 ) > 火 山灰土

( 0
.

6 07) > 无定形铁 ( 0
.

3 8 6) > 三 水 铝 石

( 0
.

2 08 )
。

说明磷吸附不是可逆反应
。

磷的吸

附和解吸过程均由快速反应和缓 慢 反 应 组

成
,

其中快速反应一般可在 8 小时内完成
,

本质上相当磷与吸附剂表面的配位体起交换

反应
,

而缓慢反应则可持续 10 天以上
,

本质

上可能是磷与表面生成无定形沉淀与老化及

其溶解
。

4
.

先用 F 一其 次 用 O H 一
可 解 吸 大 多 数

( 62 %一 92 % )一吸附在三水铝石表面上的磷
,

但仍有一部分不能解吸
,

表明伴随着磷的吸

附还存在着化学沉淀作用
。

O H 一的解吸能力

明显大于 F 一 。

被 F 一借配位体交换方式解吸 的

磷量与吸附量呈极显著的直线相关
,

表明这

部分磷可能以单齿配合物形态存在
。

可变电

荷胶体表面对离子 的亲和力大小为
:

O H 一 >

F 一 > H
:
P O

` 一 。

5
.

随解吸剂的 p H上升
,

磷解吸量增加

高岭石
,

砖红壤及无定形硅酸铝在 p H 接 近

磷酸根的 p K 3
时

,

吸附的磷可完全解 吸
,

可

能有吸附复合体的分解作用存在
。

三水铝石

和高岭石开始随解吸剂 p H上升
,

磷解吸量反

而下降
,

这与吸附态磷在 p H变化时与铝起 沉

淀反应有关
。

在磷的吸附过程中
,

随吸附量增

加
,

溶液 p H上升
,

而在磷的解吸过程中
,

随

解吸量增 加
, p H 下 降

,

大 多 数 试 样 的

} d P H } * *
。 。 。 , 。 八 。 。 、 l’m L 中 , .

}沂
任

}值在
”

·

” ” `一 ”
.

0 08 之间
。

上述结果

表明
,

O H基参与了磷的吸附与解吸 平衡
。

每一单位磷解吸量增加引起的 p H 下降值比

每一单位磷吸附量增加引起的 p H 上升值大

得多
,

表明磷吸附过程中尚有 一 O H
Z

基等参

与
。

6
.

各试样的最大吸附量 ( M )的次序为
:

三

水铝石 ( 1 6 5 3微摩尔 /克 ) > 无定形铁 ( 1 0 7 2)

> 火山灰土 ( 8 1 0) > 无定形硅酸铝 ( 3 1 4 ) > 砖

红壤 ( 68
.

4) > 高岭石 ( 1 5
.

3 )
。

在磷的吸附过

程中
,

活性铝所起作用大于无定形铁
。

各试

样的磷缓冲容量均以在低磷浓度时较大
。

最

大吸附量和缓冲容量可为制订磷的环境容量

提供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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