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方程求得 的M 值与实测值非常接近
,

但相

关性差
。

实测和计算出的M值之所以不完全

一致
,

是因为 L a n g m iu r
方程是建立在固体表

面 的吸附力是均匀的 ; 分子是可以自由碰撞

的假设之上 的
,

而实际上 胶体表面 的吸附力

并不是均一 的
,

因此
,

吸附位的能障也各不

相 同
。

再者
,

体系 内溶液浓度也并不完全相

同
,

胶体表面离子的解吸也会引起溶液浓度

的改变
;
胶体表面原有离子与新吸附离子间

相互作用引起 L a n g m iu r
性线 的改变

,

从而

导致M值的偏离
。

用 0
.

I N H CI 溶液解吸高岭

土和膨润土胶体表面所吸附的 Z n “ +

的试验

结果表明
:

高岭土吸附 Z n “ +

的能力较强
,

不

易被 H
`

所取代
,

而膨润土则不然
,

这主要与

它们的电荷类型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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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润土是 以蒙脱石为主要成分 的 粘 土
,

高岭是 1 : 1 型的粘土矿物
,

这两种粘土矿物

同属层状硅酸盐
。

在工业和农业上应用较广
,

也是某些土壤和粘土 的重要组分之一
,

特别

是高岭土
,

在风化强度较高的红壤
、

砖红壤

中分布相当普遍
。

本文研究了膨 润土和高岭

土对 Z n “ +

的偏好和结合的牢固度
。

为某些土

壤制定农业措施和为此两种粘土矿物寻找新

的利用途径提供依据
。

研究结果表明
:

膨润

土和高岭土吸附 Z n “ 十

的量与其阳 离子交换

量呈正相关
。

一般而言
,

阳离子交换量愈高

吸附 Z n “ +

就愈多
。

但高岭土吸附 nz
“ +

量却

略高于它的阳离子交换量
,

这可能与其吸附

机理有关
。

膨润土对 Z n “ `

吸附主要由 于同

晶置换而产生的永久 电荷的静电引力而引起

的 ; 而高岭土除静电引力吸附外
,

还有部分

配位体与离子 的交换
,

属专性吸附范畴 ; 其

次
,

M g质膨润土和高岭土吸附 Z n “ +

量略高

于 C a
质的

,

这与离子的水化膜 厚 度 有关
。

M g Z +

水化半径略大于 C a “ ` 。

离子水 化 膜愈

厚
,

则距胶体表面吸附位愈远
,

而 C a Z 十

与吸附

位结合得较紧
,

故不易被 Z n “ +

取代
。

将试验

数据用 F r e u n d l i e h和 L a n g m u i r 方程处 理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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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强度对表面电荷

及磷酸和硫盐酸盐吸

附的影响

B ol
a n
等人将含不同矿物 的两种表土加

入不同量 的 C a C O 3
或H C I

,

在 20 ℃下培育 4

周后
,

研究不同浓度 N a C I时离子强度对 pH

表面 电荷以及磷酸盐和硫酸盐吸附的影响
。

对磷酸盐而言
,

在高于其特征性 p H 值时随离

子强度增大而增加
,

对硫酸盐而言则相反
。

吸

附主要依赖 于 p H
,

不论吸附面 电荷是正还是

负
,

磷酸盐均被吸附
,

而硫酸盐只有在 电位

五公式计算其相关性较 好
,

七

0
.

9 9 7
,

后者的 M 值偏低 ; 用

为正 时才被吸附
。

值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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