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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静态实验得到了五氯苯酚在赤铁矿表面吸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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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温线!最大吸附量发生在
(

=

值
C&+

处!赤

铁矿等电点
(

=

值
)&?

处的吸附量为最大吸附量的
;<g

#通过
8ÛO

分析了赤铁矿吸附前后的变化!研究了

吸附时五氯苯酚"赤铁矿存在形态和比例!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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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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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处特征峰吸附前后未发生改变!

吸附发生在赤铁矿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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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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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B=

与水形成的氢键产生的伸缩振动峰
;D;).@

A<位

移到了
;D<F.@

A<

!

<CD;.@

A<表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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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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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弯曲振动峰由于络合反应发生明显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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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处的
8-

+

B=

键峰位移到了
"?+.@

A<且强度增加#五氯苯酚中的
<!<?.@

A<的
P

+

B

键伸缩振

动峰位移到
<<!!.@

A<

!两者之间作用以静电吸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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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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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B=

与水形成的氢键

产生的伸缩振动峰
;D;).@

A<位移到了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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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A<处弯曲振动峰由于氢键反应发生明显的减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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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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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弯曲振动峰位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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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且强度明显增加!两者之间主要是

氢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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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其具有持久性"高毒性"生物蓄积

性和半挥发性而倍受关注#氯酚是一类重要的有机化合物!

同时也是一类常见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世界各国均将其列

为优先控制污染物(

<

)

#氯酚类有机物是生物杀虫剂"木材防

腐剂"染料"除锈剂等产品的主要成分(

<

)

!在炼油"炼焦"造

纸"塑料"饮用水的消毒"市政垃圾处理和焚化等过程也会

产生!氯酚类的毒性随其芳环氯化度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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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Y

%氯代度高!毒性大!由于卤

代基强烈的吸电子作用!以及
YPY

的杀菌作用!使它不但难

为一般氧化剂所降解!同时也难于被水体"土壤中微生物所

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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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YPY

成为氯酚类化合物的典型代表之一#

铁$氢%氧化物矿物在地表土壤和水体沉积物中分布广

泛!比表面积巨大!表面氧化还原活性高!以及电子输运能

力强!因此铁矿物与
YPY

的表面作用对
YPY

的地球化学循

环"环境效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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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赤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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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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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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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机理!对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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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和水体沉积物中的

迁移"转化"降解及残留规律具有理论及实际意义#本文通

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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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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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性能分析!结合高灵敏

度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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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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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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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特征频率的变化!以期为了解两者之间的

作用机理提供有价值的结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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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氯苯酚含量测定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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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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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扫描!



最大吸收峰波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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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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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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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放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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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后的悬浮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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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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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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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样品同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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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行样并取平

均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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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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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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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蒸

馏水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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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然后将沉淀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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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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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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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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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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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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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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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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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

质子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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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表面静电吸附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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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通过氢

键作用!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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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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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中性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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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电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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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8-

!

B

;

处于电中性!表面的化合

态以
(

8-B=

为主!

YPY""&""g

以离子态
P

C

P%

?

B

A形式存

在!由吸附容量数据推测
YPY

在
)

*8-

!

B

;

表面的吸附机理主

要是式$

;

%氢键与表面络合吸附反应为主&由图
<

可见!此时

吸附量为最大吸附量的
;<g

!而最大吸附量时!表面的化合

态以
(

8-B=

S

!

为主!五氯苯酚分子态
P

C

P%

?

B=

仅为
D&"g

!

由吸附容量数据推测
YPY

在最大吸附量
(

=C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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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为表面静电吸附反应$

!

%式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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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
BJB

的红外光谱分析

图
;

中
>

曲线为
YPY

的红外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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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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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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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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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A<苯环中
%%

P P

共

轭双键伸缩振动吸收峰!

<!<?.@

A<为
P

+

B

键的伸缩振动

特征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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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
P

+

P%

振动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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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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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为
)

*

8-

!

B

;

的红外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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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处的宽峰是其表面
B

+

=

与水形成的氢键产生的伸缩振动!

<CD;.@

A<处的尖峰是

=

+

B

+

=

S的弯曲振动引起的!

?C?.@

A<处的峰是
)

*8-

!

B

;

内部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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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键的特征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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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

两曲线分别是
(

=C

和
)&?

条件下
)

*8-

!

B

;

吸附
YPY

后的红外光谱图#对比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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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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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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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键特征峰未发生变化!

因此认为吸附是由表面作用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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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曲线与
A

的不同之

处有
?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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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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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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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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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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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

面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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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形成的氢键产生的伸缩振动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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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

别红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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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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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吸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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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水合羟基之间形成了.氢键/形式的结合!使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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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水合羟基的缔合程度增高!波数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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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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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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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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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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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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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峰!在
6

曲线中由于峰强度弱没有显示!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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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中由于.氢键/效应强度增加!波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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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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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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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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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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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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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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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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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强烈的静电吸附反应!使得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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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力常数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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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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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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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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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原因在于等电点

的吸附量只有最大吸附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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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点时
)

*8-

!

B

;

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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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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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未出现#

!!

结合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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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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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吸附的作用主要是静电作用&等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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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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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

(

-./0:@$HYPY

$%

&

'F

!

)*+,-./%*0%.

&

1.-23.0421

5

/%2:

23BJB2:+,-./%/,./

5

QD'V

$%

&

'E

!

)*+,-./%*0%.

&

1.-23.0421

5

/%2:

23BJB2:+,-./%/,./

5

QX'E

;

!

结
!

语

!!

$

<

%

)

*8-

!

B

;

对
YPY

的吸附量随
(

=

值不同而变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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