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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作为生物吸附剂的进一步开

发和利用 更影响了高性能 !高选

择性吸附剂的开发和利用 ∀因而这

方面需要开展更深入 !更细致的工

作 ∀

主要研究手段

因为研究的目的不同 研究者

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同 ∀表 对

最近几年来机理研究的主要手段

做一总结 ∀

吸附模型

对于吸附现象 ∏ 早在

本世纪初就研究过并提出了著名

的 ∏ 方程 ∀许多实验证明

该方程能很好地拟合吸附过程≈ ∀

近年来吸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人

们提出很多新吸附模型 ∀

年等通过实验总结认为反应

中 金属离子的扩散是个快速的过

程 可以忽略 因而以反应控制模

型来描述吸附过程 ∀相反 ≤ 等

年认为扩散才是速控步骤 因

而以扩散控制模型来描述吸附过

程 ∀这些模型在研究者特定的实验

条件下 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拟合

结果 但是都不能就环境因素 如

离子强度等 对吸附的影响作

出预测 ∀ ≠ ∏ 和 ×
≈ 建立了

一个新的吸附模型 即 ∞± 模

型 ∀这个模型不仅可以解决反应控

制过程和扩散控制吸附过程的平

衡问题 而且可以解决其动力学问

题 ∀在 ≤ 等的实验中 通过实验

数据和模型预测结果的对照 验证

了 ∞± 模型可以很成功地预测

对金属离子吸附的影响 ∀

前景展望

利用藻类吸附回收废水中金属

离子的技术作为一种生物吸附方

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目前国外

研究较多一种处理重金属污染的

新方法 因其特有的优点而十分值

得推广应用 ∀自 年代开始 世界

少数国家如美 !俄 !日等国 采用生

物吸附法处理电镀废水 已取得成

效 并开始在工业上初步应用 ∀藻

类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除可用来

处理废水和应用水中的金属外 还

可以用来处理有机污染物及放射

性废水 甚至可以用来处理回收海

水中的金属 ∀所以 对藻类吸附及

回收工业废水中的金属的研究 不

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还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 ∀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无疑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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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沈志良

长江和长江口氮的生物地球

化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早在 年代就开展了

长江口氮的地球化学研究 顾宏堪等 ∀自

年代以来 有关氮和其他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

学研究更为频繁 ∀ 年 月 对长江下游南京至河

口江段及其长江口附近海域进行调查研究 沈志良

等 年 月至 年 月 结合三峡工

程影响的预测研究 对长江河口海门以下江段及长

江口海区进行了 个航次的调查 沈志良 沈

志良等 沈志良 沈志良 ≥

年 月和 年 月 对长江武汉江段

进行了 个航次的调查研究 年 月 从长江重

庆至河口共设 个站 年 月从金沙江渡口至

武汉共设 个站 进行了 个航次长江干流的调查研

究 ∀沈志良 ∀近几年来 在中国科学院和

国家基金委员会等的资助下又开展了长江口氮的收

支动力学 中科院重点项目 2 2 号 和无机

氮控制机制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号 对长江和长江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

查研究 至今已完成了 个航次的野外调查 取得了

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成果正在整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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