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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FTIR”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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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测定一定重金属浓度梯度处理下水芹和黄
菖蒲根、茎、叶的红外光谱，并对这些红外光谱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植物
各组分吸附重金属前后的峰形基本不变，只有某些参与重金属吸附的官能团如羟基

(3 328～3 361 cm-1)、羧基(1 402～1 440 cm-1)、酰胺基(1 620～1 645 

cm-1)等的吸收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位移。两种水生植物根中与植物生理有关的化学

成分的特征峰大多数随重金属浓度增加而降低。水芹茎、叶在各浓度重金属处理下
与植物生理有关的化学成分的特征峰大多数都比对照低，黄菖蒲则相反。综合分

析，黄菖蒲对重金属废水的修复效果和耐受能力均强于水芹。采用FTIR法鉴别水生
植物对重金属的处理效果比常规方法更具代表性，为植物修复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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