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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试验结果表明，泥煤具有一定缓冲性，其以两种方式吸附镍：ｐＨ＞４时，以离子交
换吸附为主；ｐＨ＜４时，可能以物理吸附为主．溶液化学计算表明，虽然泥煤界面区域镍离子的
溶度积小于它在溶液中溶度积，但是由于泥煤界面区域镍离子浓度小于界面ｐＨ值所对应的形成
沉淀的最小浓度，镍离子在泥煤表面不能以沉淀形式被 “吸附”，而是继续以离子交换方式被泥

煤吸附．
关键词：镍；泥煤；吸附；ｐＨ；溶液化学
中图分类号：ＴＱ５２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２２３０７Ｓ０５）；东华理工学院博士基金资助项目 （ＤＨＢ０５０４）；核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 （０５１１０４）
　　作者简介：刘峙嵘 （１９６９－），男，江西莲花人，博士，副教授．Ｔｅｌ：０７９４－８２５１３６０，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ｚｈｉ－ｒｏｎｇ－ｏｙｘ＠ｓｏｈｕｃｏｍ

Ｎｉｃｋｅｌｉ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ｎｐｅａｔ

ＬＩＵＺｈｉｒｏｎｇ１，ＺＨＯＵＬｉｍｉｎ１，ＬＩＭｅｉ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ｕｚｈｏｕ　３４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Ｇｕｉｚｈｏ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ｎｉｃｋｅｌｏｎｔｏ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ｐｅａｔ．Ｔｈｅ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ｃｋｅｌｏｎｔｏｐｅａｔｗｈｅｎｐＨ＞４，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ｂｅｌｏｗｗｈｅｎ
ｐＨ＜４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ｎｉｃｋｅｌｉｏｎｉｎｐｅａ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ｚｏｎｅｉ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ｃｋｅｌｉｏｎｉｎｐｅａ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ｚ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ｐＨ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ｎｉｃｋｅｌｉｏｎｏｎｐｅａ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ｏｎ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ｔｔｌｉｎｇｍｅａｎ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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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煤，俗称草煤、泥炭，是一种具有较多羧基、酚羟基以及Ｎ－和Ｓ－结合点位的有机高分子聚合物，
对Ｃｒ，Ｃｕ，Ｐｂ，Ｚｎ重金属离子脱去率达９８％～９９％［１～３］，通常人们认为腐殖化泥煤主要以离子交换形式

吸附金属元素．ＨｏＹＳ等注意到更多镍负载到泥煤上，置换出羧基、羟基或苯酚基上更多氢离子，引起
平衡ｐＨ值下降［４］．本文采取试验不同泥煤在不同ｐＨ值下溶液ｐＨ值变化趋势、不同ｐＨ值下泥煤吸附镍
的高低，以及泥煤酸碱滴定行为，揭示泥煤不同酸度条件下吸附镍离子的可能机理．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验试剂
泥煤产地爱尔兰．泥煤先在１０５℃烘箱里放置２４ｈ，然后过１４目英制筛 （筛孔直径１２０４μ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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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泥煤红外光谱的特征吸收带归属［５］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ｂａｎｄｓｉｎ
Ｆｏｕｒｉｅ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ｐｅａｔ

吸收带位置／ｃｍ－１ 归　属

３３７７ ν（ＯＨ）ν（ＮＨ）酚羟基或醇羟基
２９２２，２８５４，
１４３３，１３７３

ν（ＣＨ３－）和ν（ＣＨ２－）甲基和亚甲基

１７１１ ν（Ｃ Ｏ）羧基或酮基

１６１３ ν（Ｃ Ｃ）苯环骨架

１２７０ ν（ＣＯＯ－）羧酸根
１０６３ δ（Ｃ－ＯＨ）醇

去固态非泥煤颗粒，这样预处理后泥煤比较均匀．泥
煤的元素组成 Ｃ，Ｈ，Ｏ，Ｎ的质量百分含量分别为
５４２７％，５６９％，３９３４％，０７０％．泥煤的元素组
成与其腐殖度、矿化度相关，ｎ（Ｈ）∶ｎ（Ｃ） ＝
１２６∶１００表明腐殖度偏低；ｎ（Ｃ）∶ｎ（Ｎ） ＝
９０４５∶１００表明矿化度偏高．泥煤红外光谱的特征
峰归属见表１．由表１可以看出，泥煤中含有羧基、
羟基和羰基等可参与离子交换或络合的活性官能团．
１２　试验步骤

（１）缓冲性能试验　将泥煤加至用稀盐酸或稀
氢氧化钠调节好溶液起始 ｐＨ值 （记作 ｐＨ（起始））
的锥形瓶内，室温下放置５０ｒ／ｍｉｎ振荡器中振荡２ｈ，然后测定溶液最终ｐＨ值 （记作ｐＨ（最终））．

（２）吸附性能试验　将泥煤样品加入盛有一定６３Ｎｉ储备液浓度 （已知起始 ｐＨ）的锥形瓶中，锥形瓶
放置在已经设置好温度的恒温振荡器上振荡，吸附平衡后，液闪法 （Ｌｉｑｕｉｄ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简写为
ＬＳＣ）［６］分析６３Ｎｉ平衡浓度，酸度计测定溶液最终ｐＨ值，计算泥煤对镍的吸附率．

２　结果与讨论

图１　泥煤缓冲性能曲线
Ｆｉｇ１　Ｂ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ｅａｔ

２１　不同质量泥煤对不同ｐＨ溶液的影响
变化固相泥煤质量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ｇ泥煤），

按照１２中试验步骤 （１），试验结果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泥煤具有一定的酸性和缓冲能力；不同量泥

煤起始 ｐＨ≈４２时，ｐＨ值保持不变 （即 ｐＨ （起始） －ｐＨ
（最终） ＝０）；ｐＨ＝３～８之间泥煤会离解出氢离子，ｐＨ值有
所下降；ｐＨ＝２～３之间泥煤会质子化或消耗过多的氢离子，
ｐＨ值有所上升．０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ｇ泥煤从 ｐＨ＝４～８范围内
（而０１０００ｇ泥煤在 ｐＨ＝４～６范围内），ｐＨ（最终） －ｐＨ
（起始）与ｐＨ（起始）之间呈斜率为－１、截距约４２的直线
关系，ｐＨ＝４２是图１曲线系列共有的分界点，０１０００ｇ泥煤线性方程：ｙ＝－１００９５ｘ＋４２０８７，Ｒ２＝
０９９８６；０２０００ｇ泥煤的线性方程：ｙ＝－１００８６ｘ＋４２９８４，Ｒ２＝０９９７６；０４０００ｇ泥煤的线性方
程：ｙ＝－１００８７ｘ＋４１９０３，Ｒ２＝０９９６２．其中ｙ为ｐＨ（最终） －ｐＨ（起始）；ｘ为 ｐＨ（起始）．方
程化简：ｐＨ（最终） －ｐＨ（起始） ＝－ｐＨ（起始） ＋４２，ｐＨ（最终） ＝４２＝ｐＫａ．ｙ和 ｘ的理论关系
推导如下：

幈幇Ｐｅａｔ－ＯＨ Ｐｅａｔ－Ｏ－＋Ｈ＋，

Ｋａ＝
［Ｈ＋］［Ｐｅａｔ－Ｏ－］
［Ｐｅａｔ－ＯＨ］ ，

［Ｈ＋］＝Ｋａ
［Ｐｅａｔ－ＯＨ］
［Ｐｅａｔ－Ｏ－］

，

ｐＨ（最终）＝ｐＫａ－ｌｇ
［Ｐｅａｔ－ＯＨ］
［Ｐｅａｔ－Ｏ－］

，

［Ｐｅａｔ－ＯＨ］≈［Ｐｅａｔ－Ｏ－］，
ｐＨ（最终）≈ｐＫａ．

２２　酸度对泥煤吸附镍的影响
由图２可以看出，泥煤吸附镍的能力随着ｐＨ值的增加而增加，在ｐＨ＝４以上泥煤对镍的附着能力接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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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ｐＨ值对泥煤吸附镍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Ｈ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ｃｋｅｌｆｏｒｐｅａｔ

近最大，ｐＨ＝４～９酸度范围内镍吸附百分数基本一致，
原因可能是经过泥煤缓冲后水相酸度基本一致，保持

ｐＨ＝４左右 （图１）．镍的水合离子空间构型、离子电位及
其离子半径决定了它很容易到达离子交换作用的主要位

点．在ｐＨ＝４以下，泥煤吸附镍的机理由物理吸附转向离
子交换，泥煤吸附能力迅速下降．研究表明，泥煤吸附镍
由ｐＨ值决定．在低 ｐＨ值环境下一些官能团质子化，加
上Ｈ＋的竞争，并且低 ｐＨ值条件下—ＣＯＯＨ，—ＯＨ等官
能团也会阻碍镍的吸附，泥煤电荷零点 ｐＨ（ｐＨｐｚｃ）≈４，

图３　泥煤滴定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ｅａｔ

溶液ｐＨ＞４时泥煤表面呈负电荷而通过离子交换大量吸附
镍，但是 溶液ｐＨ＜４时泥煤表面呈正电荷而排斥镍离子，
镍只能以物理吸附方式被泥煤吸附．

ζ电位即固液相对移动的剪切面与溶液内部的电位差，
其数值的正负和大小决定于固体表面属性、介质属性、固

液界面的Ｓｔｅｒｎ层和溶剂化层中离子的性质，当 ζ电位为
零时所对应的 ｐＨ值称为等电点 （ｐＨｐｚｃ，ＰｏｉｎｔｏｆＺｅｒｏ
Ｃｈａｒｇｅ）．打开超级恒温槽及搅拌系统，调节使之搅拌均
匀，加入定量泥煤，用微量碱式滴定管多次加入定量的氢

氧化钠，每加一次，记录下 ｐＨ值，直至 ｐＨ＝１２，ｐＨ值
随加入氢氧化钠体积Ｖ而变化，并且发生突变点，借此求
出泥煤的等电点．泥煤滴定试验如图３所示．
　　对滴定曲线突变数据组进行数学拟合，得

ｐＫ＝－２３９３０５Ｖ４＋２９５７０２８７Ｖ３－１３６９８８２１９６Ｖ２＋２８１９８５５５８８６Ｖ－２１７６２２９２３１９４．
　　对上式求二次导数得

ｄ２ｐＫ
ｄＶ２

＝－２８７１６６Ｖ２＋１７４４２１７２Ｖ－２７３９７６４３９．

　　令一元二次方程等于０，求解后将方程的根代回上式得到：ｐＫ＝４０６＝ｐＨｐｚｃ与事先推断完全一致．ζ
电位随着ｐＨ值的增大而减小，并且由正变负，而后绝对值逐步增大的过程．ｐＨ＞ｐＨｐｚｃ后均为负值，说明
泥煤的表面电荷呈负电荷，随着溶液中Ｈ＋浓度的减小，泥煤表面Ｓｔｅｒｎ层和扩散层中的Ｈ＋逐步减小，双
电层变厚，ζ电位的绝对值因此变大．

由于在泥煤－水界面区域存在电场，介质的介电常数远低于溶液中的介电常数，镍离子在界面区域和
溶液中形成氢氧化物沉淀的条件将存在较大的差异，界面区域的 ｐＨ值和界面离子浓度 Ｃｉ，ｓ分别与溶液中
ｐＨ值和溶液离子浓度Ｃｉ，ｂ也相差很大．在溶液中：

Ｎｉ（ＯＨ）２（Ｓ 幈幇） Ｎｉ２＋ ＋２ＯＨ－，
Ｋｓｐ ＝αＮｉ２＋α

２
ＯＨ－，

ΔＧ０ ＝－ＲＴｌｎＫｓｐ，
式中，Ｋｓｐ为镍在溶液中形成氢氧化物的溶度积；ΔＧ

０为氢氧化物解离平衡的标准自由能变化．
在界面区域：

－ΔＧ０ｓ＝－（Ｇ０Ｎｉ２＋＋Ｇ′Ｎｉ２＋＋Ｇ
０
ＯＨ－＋Ｇ′ＯＨ－－Ｇ

０
Ｎｉ（ＯＨ）２（ｓ）－Ｇ′Ｎｉ（ＯＨ）２（ｓ））．

　　Ｇ′是电场对标准自由能的贡献，由于电场对带电离子比对中性或极性物质作用强，忽略 Ｇ′Ｎｉ（ＯＨ）２（ｓ），

因而－ΔＧ０ｓ＝－ΔＧ０－（Ｇ′Ｎｉ２＋＋Ｇ′ＯＨ－）．Ｋ
ｓ
ｓｐ为金属氢氧化物表面沉淀物的溶度积，则 －ΔＧ０ｓ＝ＲＴｌｎＫｓｓｐ．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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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上 式，得 ｌｇ（Ｋｓｐ／Ｋ
ｓ
ｓｐ） ＝ （Ｇ′Ｎｉ２＋ ＋Ｇ′ＯＨ－）／２３０３ＲＴ．根 据 Ｊａｍｅｓ的 研 究［７］，有 Ｇ′＝

（ｚｅ）２Ｎ
８π（ｒｉ＋２ｒｗ）ε０

１
εｓ
－１
ε( )
ｂ
ｇ（θ），其中Ｇ′为界面自由能；Ｇ０ｓ为界面标准自由能；ｚ为离子价数；ｅ为电子电

荷；Ｎ为阿佛加德罗常数；ｒｉ为离子半径；ｒｗ为水分子半径；ε０为自由空间介电常数；εｓ为界面区域的
介电常数；εｂ为溶液中的介电常数；ｇ（θ）为几何因子．

由于εｓ＜εｂ，其它各项为正，所以Ｇ′＞０，则ｌｇ（Ｋｓｐ／Ｋ
ｓ
ｓｐ）＞０　 （Ｋｓｐ ＞Ｋ

ｓ
ｓｐ）．

　　这就是说，金属氢氧化物在界面的溶度积小于它在溶液中的溶度积，镍离子在溶液和泥煤界面区域的
溶度积比值ｌｇ（Ｋｓｐ／Ｋ

ｓ
ｓｐ） ＝１５８，所以Ｋｓｐ＝１０

－１５２０，Ｋｓｓｐ＝１０
－１６７８．在泥煤表面镍将比在溶液中优先发生

氢氧化镍沉淀．镍离子在界面吸附与溶液达到平衡时，镍离子在溶液和界面的电化学位应该相等．界面区
域的ｐＨ值和Ｃｉ，ｓ分别为

Ｃｉ，ｓ＝Ｃｉ，ｂｅｘｐ
μｓ－μｂ( )ＲＴ

，ｐＨｓ＝ｐＨｂ＋
ｅφｄ

２３０３ＲＴ，

式中，ｐＨｓ为界面的ｐＨ值；ｐＨｂ为溶液中的ｐＨ值；Ｃｉ，ｓ为界面的离子浓度，ｍｏｌ／Ｌ；Ｃｉ，ｂ为溶液的离子浓
度，ｍｏｌ／Ｌ；φｄ为表面电位，ｍＶ；μｓ，μｂ为镍离子在界面和溶液中的化学势．

镍离子在水中可以发生一系列的水解反应，水解过程和水解产物均随溶液 ｐＨ值的变化而变化．在
ｐＨ＜９范围内水溶液镍离子绝大部分以游离离子形式存在，这种存在形式有利于离子压缩泥煤周围双电子
结构内层，ｐＨ＞９，溶液中开始出现一羟基络合物，直至出现二羟基络合物，即氢氧化镍沉淀．溶液化学
计算表明，虽然泥煤界面区域镍离子的 Ｋｓｓｐ＜Ｋｓｐ，但是由于 Ｃｉ，ｓ＜ｐＨｓ所对应的形成沉淀的最小浓度，因
此镍离子在泥煤表面不能以表面沉淀形式被 “吸附”，而是继续以离子交换方式被泥煤吸附，吸附率仍然

持续上升，没有在某一ｐＨｂ处有一个跃迁．

３　结　　论

泥煤具有一定的缓冲能力，试验结果表明，泥煤吸附镍存在离子交换与表面物理吸附等两种方式：当

ｐＨ＞４时以离子交换吸附机理为主，ｐＨ＜４时以表面物理吸附作用为主．溶液化学计算得出镍离子在泥煤
表面不能以表面沉淀形式被 “吸附”，而是继续以离子交换吸附方式被泥煤吸附．

感谢英国拉夫堡大学化学系主任彼特教授和尼克博士对试验方案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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