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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纳米材料z 粉在土壤全氮 · 厂 

测枣中的催化作用 
安蕾 妄i —：2 }— 安 i董 工幕 

擅 l 以蚋米材辩五 糟为催化捌代警井氏法■全氯中的lqSO,．c_a~so,．Se巍台催化捌．111~11 

定后筮理．其僵化教果明量．所■全氟戢据均膏于由巍台僵化捌洧煮后的舅定擅．且平行舅定戢据尊定．t理性 

了加速这一反应并使之完全，所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加入催化剂。目前广泛使用由 S04、Cu． 

S04、Se以100：10：1混合而成的催化剂【lJ，它较其它催化剂具有分解完全，消煮时问短的优 

点，但使用这种催化剂，在消煮过程中，因Se和H2SQI柞用产生的 Se有剧毒．所以要求实 

验室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对消煮的时问也有较严格的要求：时间不足，土样中的有机氮分解 

不完全；时间过长，则会引起氮的损失。纳米材料以其比表面积丈、具有较高的化学活性而被 

用柞化工和核反应中的催化剂 ，本实验以纳米材料zr02粉为催化剂，探讨其在全氮的测定 

中的催化作用．使纳米材料这一高科技技术也能在农业领域得到应用。 

1 实验材料和研究方法 

1．1 材料 

(1) 纳米ZrO2傲粉D=5 rm【3】 

(2) 土样分 崃 自安徽合肥郊区的黄褐土、安徽歙县的水稻田土及安徽宣城的红壤土， 

测其有关性质如表1。 衰1 三种嗣试土壤的有美性质 

1．2 试剂与仪器 

比重1．84分析纯 SQI；lOmol／LNaOH 

溶液；2％H3B 吸收指示液；0．2143n~ L标 

准 SO4溶液；开氏瓶、0．8k'w电炉、定氮仅。 
1．3 研究内窖： (1)l：1木土 pH畦度计舅定；(2)重．箐畦押容量法 

f3)开氏法。 

(1) 对比测定：准确称取三种土样各0．5000g放人lOOml开氏瓶中．分别加人0．1O00g 

纳米ZrO2粉，加小量水湿润后再加5ral浓H q，置0．8kw电炉上消煮90min后取下(期间 

摇动数次)冷却后．在定氮仪同开氏法一样铡定全氮含量。 

(2) 时间的影响：消煮时间分别控制为15rain、30rain、45min、60rain、90min、120rnill'土 

样及其它方法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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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纳米zro,粉量的影响：加入纳米粉的量分别$70．O010g、0．0500g、0．1000g、 

0．1500g、0．2000g、0 3000g，土样及其它方法同(1)。 

2 结果和分析 

(1) 以纳米z~o2．粉为催化剂测定三种土样(n=8)全氨含量。结果如下： 

合肥郊区黄褐土(gkgI1)：1．064+0．0028；歙县水稻土(gkgI1)：1．476+0．0029；宣城红 

壤土(gkgI1)：0．8150+O．0032。 

可以看出三个样品测定8次结果计算标准偏差均在误差要求范围0．05％之内．误差范围 

窄，重现性好，且数据比较稳定。并可见由纳米zr 为催化剂消煮后测出来的全氮含量均高 

于由混合催化剂消煮后测出的全氮含量(见表1)，且对三种土壤的催化功能基本相同，即催化 

作用不受土壤类别的影响。由此可以证明：纳米五O2粉在土样全氮的测定中确实具有催化效 

果且效果较好。 

(2) 在以纳米zr 粉为催化剂的条件下，消煮时间不同其全氮测定值如表2。 

表2 不同消煮时间下三种土壤全氯测定值 【g1曙一 )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纳米ZrO2粉为催化剂，消煮时间在45min以内随着时间增加其测全 

氮量增加，在45—90rain,全氮测定量为一定值。而到90rain后，全氮测定值减少。从反应过 

程观察．我们分析是因为消煮时间加长，温度提高，反应变得剧烈，从而使开氏瓶内的液体向外 

藏跳．造成全氮置的损失所致。从实验结果看，在纳米Zr 粉为0．1O00g的条件下．消煮时间 

在50—60min为宜。 

(3) 当时间为60rain时，不同纳米zr 粉加入量，全氮测定值结果如表3。 

表3不同的纳米Zr 粉量条件下三种土壤全氮测定值 (gkg一 ) 

由所得结果可以看出：在0．001Og_-0．1000g范围内，全氮测定值随著加入纳米zrO2粉置 

的增加而增加，而在0．1000g一0．3000g的范围内，全氮铡定值不变。说明加人纳米粉的量以 

0．1000g为宣。在消煮过程中同时也发现随着加人纳米ZrQ 粉量的增加，其反应速度加快， 

因此在增加纳米粉量的情况下，可适当的缩短ifi煮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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