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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法测定土壤中硫酸根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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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抓化钡标准溶液电导滴定法确定终点
,

侧定土壤中硫酸根含 t
。

土样经水分敬后
,

用抓化钡标准溶液

滴定
,

不受溶液颜色
、

浊度的影响
,

不需指示剂 ;碱性土壤测定时要将水溶液调至州 = 5
,

O 一 7
.

仇测定时间仅需

数分钟 ;测定的准确度与硫酸钡重量法接近
。

关键词 土壤 ;硫酸根含童 ; 电导滴定
;
氛化钡

在远离工业区或离海很远的地区经常出现作物缺硫现象【̀1
。

土壤中各种形态的硫都要

氧化成硫酸根后才能被作物吸收
,

土壤溶液中的硫酸盐和吸收在土壤胶体上的硫酸盐是土壤

中的有效硫
。

测定土壤中硫酸根含量对作物的硫素营养和硫肥施用有重要意义
。

目前关于土壤中硫酸根离子的测定方法
,

首先要制备水浸提液
,

再分别采用硫酸钡重量

法
、

E DTA 容量法
、

阳离子交换法或硫酸钡比浊法测定 2[]
,

硫酸钡重量法准确度较高
,

但操作冗

长
,

后三种方法的测定准确度较低
。

我们将处理后的土样用蒸馏水分散后
,

采用氯化钡标准溶液电导滴定法确定终点
,

测定

其中硫酸根含量
,

准确度与硫酸钡重量法接近
。

本方法不要制取浸提液
,

不受样品溶液浊度
、

色度等影响
,

简便快速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仪器和药品

电导率的测定采用 DD S 一 12 A 型电导率仪和 2 16 型电导电极
。

锐化钡为分析纯试剂
,

配

成溶液后采用硫酸钡重量法标定其浓度
。

用半微量滴定管滴加标准溶液
。

1
.

2 供试土样

土样的采取采用蛇形取样法
,

在 s m x 10 m 的面积内
,

于 20 cm 深的土层取 20 个点
,

计 I K g

左右
,

烘干后磨碎过 18 目筛 (1 ~ 筛孔 )
。

1 号土样是灰潮土
,

采自盐都县郭猛乡 ;2 号土样是

储育土
,

采自盐都楼王镇 ; 3 号土样是潮盐土
,

采自盐城市新兴镇
。

1
.

3 实验方法和基本原理

称取适量土样于 100 而 烧杯中
,

加人蒸馏水 50 耐
,

在磁力搅拌器上搅拌 5而
n ,

用半微量滴

定管滴加氧化钡标准溶液
,

同时测定溶液的电导率
。

在搅拌过程中
,

土样中的硫酸根溶于水
,

滴加 B a
CI

:
溶液后生成 B a

OS
;
沉淀

:

B a C I: + 汉写
一

= B a

OS
;
令 + Z C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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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溶液中 Cr增加
,

S暖
一

减少
,

-1C 增加的摩

尔数近似等于 S咪
一

减少的摩尔数的 2 倍
,

溶

液的电导率变化很小
。

在化学计量点后
,

基本

无 B a

OS
`
沉淀生成

,

加人 aB lzC 溶液后 aBz
+

和 cr 都增加
,

溶液的电导率上升较快
,

如图

1
,

在化学计量点附近存在一个拐点
。

在化学

计量点附近等量加人 B a

lzC 标准溶液
,

采用二

次微商法s[] 确定终点
。

表 1 是用 0
.

1 0 0 3mo l/

L aB C狂溶液滴定 10
.

00 9 1号土样的实验数据

和结果
,

根据二次微商法确定的终点为 v 、 叭

二 1
.

18 血
,

硫酸根含量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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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导滴定曲线

表 1 电导滴定时的电导率和二次微商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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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

1 搅拌时间对结果的影响

搅拌时间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从土样中浸出以戈
.

的多少
,

我们比较了不同搅拌时间

的 1 号土样的测定结果
。

从以硫酸钡重量法的测定结果 ( 1
.

的 g / kg )为参考值计算的测定误差

(表 2) 看
,

以搅拌 4 一 5而
n
滴定较适宜

。

表 2 不同搅拌时间的测定结果和误差
,

搅拌时间 (面n) 10 3 0 60

对
一

含 t 平均值 ( g / k g ) ( 。 = 4 ) 0
.

5 5

绝对误差 (以k g ) 一 .0 24

相对误差(% ) 一
22

.

0

,

以硫酸钡重童法测定结果为参照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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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溶液 p H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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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的土壤性质不同
,

其水溶液的 pH 也不同
,

有的偏酸性
,

有的偏碱性
。

本实验中 1

号土样溶液的 pH 二 5
.

2
。

在测 定过程中用氢氧化钠或盐酸溶液调节水溶液的 p H 在 3
.

0 一

10
.

0 之间得到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3
,

并列出了以硫酸钡重量法的测定结果 ( 1
.

09 9 / k g )为参考

值计算的测定误差
。

从表 3 可见
,

当 p h < 4
.

0 时测定结果偏低
,

当户 > 8
,

o 后测定结果偏高
,

这是由于溶液的 p H 增大后
,

土壤溶液中的碳酸根主要以 C诱
·

的形式存在
,

它与 aBz
十

生成

aB Cq 沉淀
,

形成正误差
。

因此
,

本方法测定的适宜 p H 是 5
.

0 一 7
.

0
,

如果土样的水溶液偏碱

性
,

需调至中性或弱酸性
。

表 3 在不同 pH 值时的侧定和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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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硫酸钡重量法测定结果为参照的误差
。

2
·

3 结果处理的简化

采用二次微商法处理实结果时
,

需要计算从 /△,
和 犷 k/ △产

。

本方法在化学计量点前后

等量加人滴定剂
,

处理结果时由于 △v
相同

,

可用 犷k 代替 犷 k/ △产
,

简化结果处理
,

提高处理

速度
。

2
.

4 回收率的测定及与其它方法比较

添加不同体积的 0
.

l o 0 8 m g / L N a Z

so
; 于样品的水溶液中

,

使 S碳
一

含量增加一倍
,

测得的

回收率在 98 一 1 02 %之间
。

对 3 种土样用本方法平行测定 5 次
,

硫酸根的含量列于表 4
,

并与硫酸钡重量法的测定值

进行比较
,

相互之间很接近
。

本方法在测定过程中操作比硫酸钡重量法简单
,

从称样到测定结

束仅需数分钟
,

所需试剂少
,

干扰因素容易消除
。

表 4 电导法与硫酸钡重t 法测定结果的比较

土样

编号

电导法与硫酸钡重t 法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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