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卷

1 9 6 4 年

第 4 期
一1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O C E A N O L O G IA E T L IM N O L O G IA SIN IC A

V o l
,

6
,

N o
.

4

N o v em b e r ,

1 9 6 斗

河口硅酸盐物理化学过程研究

1
.

活性硅含量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因案的初步探封
*

李法西 吴喻端 王隆簧 陈译夏
(厦 阴 大 学 化 学 系) (华东海洋研究所)

河水中所含
“

活性硅
”
量(郎用硅朔黄法能测 出的硅酸根量

,

主要是单体和二聚体硅酸

离子 )较海水高得多 ;在河 口滨海区附近一带
,

活性硅含量的水平梯度往往很大
。

究竟河

水入海时
,

其中所含的大部分活性硅趣过什么变化 ? 向何处搏移 ? 各种物理
、

化学与生物

条件对这种变化的影响如何 ? 这些都是 目前国际上一些海洋化学家和海岸地厦学家所注

意而未解决的阴愚
,

.

它佣与河 口水的化学变化
、

初极生产力
、

硅酸盐沉积以及水系划分都

有关系
。

硅酸及其盐类 (就称
“

硅酸盐
”
或

“

二氧化硅 ,’) 在海水中以多种形式存在
:
包括单体硅

酸盐分子或离子
,

低聚分子或离子
,

高聚物或溶胶
,

胶状沉淀以及各种形式的固体硅酸盐

悬浮碎屑等等
。

研究海洋中任何一个有关硅的地球化学周题必填考虑到它以哪些形式为

主
,

各形式之简的关系如何?

关于采用硅朔黄法侧得硅酸根量所包括的是哪些形式的硅酸盐
,

这尚题已翘从多方

面研究过
。 G ot

。

与 o kur
a

[4] 曾敲明
: 如果在硅酸盐与胡酸按作用两分卸后比色

,

则所测

出硅酸盐舍量基本上只包括真溶液状态的硅酸盐
,

而不包括胶态硅酸盐
。

Al
c

xa nd er 及其

合作者 [2] 曾比较单体硅酸盐溶液和二聚体硅酸溶液同扣酸按起显色反应的速率
,

发现在

2 5℃
,

在两分钟内
,

98 一99 多单体显色
,

而只有 7 5一84 多二聚体显色
,

要到六分钟后
,

二

聚体才反应完全
。

这与 w eit z
等 [6] 的拮果大致相同

。

关于河 口附近活性硅合量与同水样的氯度之简的关系
,

过去有人研究过
。

Mae da 与

M ak im ot 。
等曾发现在 多一 1 7痴氯度之简

,

活性硅与氯度基本上保持直核关系
。

后来
,

Bi en

等 t3] 把氮度范围扩大到 0
.

1一21 瓜
,

nl] 发现就整个范围看并非直拔关系
,

在 3一 18 灿 之简
,

活性硅含量显然比值钱关系所要求的要低
。

这靓明在河 口附近活性硅含量降低
,

并不是

单钝由于海水对河水活性硅的冲稀作用
,

而且还同时进行着活性硅的其他蒋移过程
。

有些

科学家款为河 口海水中活性硅的褥移主要由于生物的吸收
,

无机反应为次
,

如 BPyeB皿〔’] ,

Kr au 众叩f[s ] 等
。

有些科学家nlJ 敲为主要由于无机反应
。

最初
,

多数地厦学家敲为河口海

水中活性硅主要通过电解盾对溶胶的聚沉作用蒋移到海底
,

但是究竟活性硅如何由真溶

液状态棘化为溶胶状态这简题并未解决
,

因此
,

这看法未得到充分征明
。

Bi en 等 [3] 一方

面根据硅藻吸收硅酸盐的实盼数据和河 口硅藻数量查料
,

初步估斜河 口活性硅的棘移最

本文曾于 19 6 3 年 10 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暨 1 9 63 年学术年会上宣覆过
,

会

后略有补充修改 ;

叁加本研究的观测和实徽工作的还有: 庄栋法
、

郑淑
、

李文炳
、

瀑清泉
、

吴玉蔫
、

豁术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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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有其中 20 外为生物所吸收
,

而艳大多数是通过无机化学过程的
。

他佣得出初步桔

渝为
:
(l) 事先用滤膜过滤的河水与电解盾溶液或过滤海水混合

,

活性硅舍量并不下降 ;

(2 ) 必填电解厦与悬浮固体同时存在
,

才发现河水活性硅含量下降现象
,

尤以原来存在河

水中的悬浮物的作用更为显著
。

但 Bi en 等的工作中
,

定量研究和机理研究尚嫌不足
。

我们款为
,

要解决这个简题
,

(l) 必填重新观侧和比较一些河 口的现场分布情 况 ;

(2 ) 比较全面摸清各因素对河 口活性硅的影响
,

找出其主要影响因素 ; (3 ) 对主要 因素

的影响进行定量的实肺室研究
,

找出其挽律 ; (4 ) 对活性硅斡化为什么形式的硅
,

蒋移到

何处去进行研究
,

揭露其棘移机理
。

本文先报告我们在 (1 )(2 )两方面的工作
,

其中包括
:

(l) 九龙江口活性硅合量分布与氯度分布的关系 ; (2 ) 河水与无硅海水人工混合后活性

硅含量变化 ; (3 ) 各种电解厦与 p H 对硅酸盐溶液 中活性硅合量的影响 ; (劝 吸附剂影

响的初步实肺
。

一
、

测 定 方 法

活性硅测定方法及氛度
、

电解质种类与浓度
、

州 等对硅相黄消光值的影响 : 测定活性硅时
,

先取

10 毫升 10 % 扣酸铁溶液与 1 毫升允 % H 25 场 溶液配成混合液
,

移取混合液 1
.

1 毫升于已盛有 50 毫

升水样的容量瓶中
,

盖好后
,

立郎混合均匀 ;十分钟后
,

倒部分于比色槽中
,

放在 u n ica m sP 60 0 分光光

度舒上
,

在 们。毫微米处侧定其梢光植
,

用上海第一泡化碱厂 A
.

R
.

偏硅酸钠 N aZ si o ,
·

g H Zo 配制标

准溶液作标准曲筏以便比校
,

井以路酸钾
一

硼砂溶液作永久标准
。

必须指出
,

用硅钥黄法侧定海水中活性硅
,

其消光值受海水盐度影响所产生的盐度校正值
,

因所用

仪器与选择波长不同
,

其所得数值相差很大
。

例如 :

作 者 所用仪器 浏定波长 盐度校正值
R o b in so n & s p o o r

(x 9 3 6 ) 蒲氏光度舒 4 3 0 滤波片 2
.

1 ‘

Bpye B H。 (1 9 5 0 ) 目侧比色管 白光 1
.

6 6

周同惠与 R o b in s o n
(2 9 5 3 ) 分光光度舒 斗3 o m 拜 1 2 3

Iw a s a k i (1 9 5 3 ) 杜氏比色针 白光 1
.

0 9

M u llin & R Iley (1 9 多, ) 分光光度舒 sz Zm ” 1
.

1 0

我们的数据(外推到 19
.

O CI 义 ) 分光光度言十 长。m ” 1
,

12

郎使采用同一方法同一波长
,

如果仪器配件性能有所差异
,

譬如光电管光敏性能不同
,

也可能使数值不

同
。

除了氛度(盐度)对消光值的影响外
,
电解盾种类不同

,

其影响也会不同
。

因此
,

我们首先要作出不

同氯度
、

不同电解盾种类的各个不同浓度(人工加入 )以及不同 p H 值下的标准工作曲捞
,
而以下各实敏

中侧定活性硅时
,

均根据当时溶液的条件
,

选用适当的标准工作曲拢求得活性硅含量值
。

兹将各种因素

对消光值影响的百分率介貂如下 :

(l) 活性硅含量为 , m g
.

Si /l
, p H 在 6

.

1一8
.

8 范围内
,

水样原来的 p H 对消光值的影响不到 l %
,

在实毅裸差范围之内
。

(2 ) 活性硅含量为 5 m g
.

Si /l
,
各不同氯度 (以无硅海水冲稀) 条件下

,

其梢光值 (助 比钝水条件下

消光值 (E0 )为低
,

降低百分率如下 :

氯度另 : 6
.

2 1 0
.

9 1 5
.

5

E 一 E n _ _

—
X I U U :

五0
一 5

。

7 一 8
。

一 1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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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活性硅含量为 弓m g
.

Si /l.
,

Na CI
,

M g C1
2 ,

或 N azS O 、
各不同侬度下

,

消光值 (脚都比碗水条
, ,

一
, . , ,

_
、 . , 、 _ ,

_ 、 、 , ,

一 . , . ,

一 _
, _

_ / E 一 石肠
_

、
,

一
今千 卜用拍 :范 ,且 又七。夕刀1线 , }年1找 白夕全华气- 一二刃一

X IU O 尹女口 卜 :
\ 己 0 /

浓度

0
.

1 4 N

0
.

2 8 N

0
.

5 6 N

N a (二l

一7
.

1

一 1 2
.

9

一 1 ,
.

7

M g C IZ

一 0
.

8

一 斗
。

3

一夕
.

1

N a ZSO 斗

一 斗
。

3

一 1 2
.

夕

一 2 乡
.

7

我们所侧活性硅含量值的裴差在 5 % 蚁内
。

氛度 : 用摩尔氏跟 量法侧定
。

镁钙总盘 : 用 E
.

D
.

T
.

A
.

格合滴定法
,

尽铬黑
’

f 和甲基杠为指示剂
。

硫酸根含量 : 加过量 Ba CI : 溶液于水样中
,

然后用 E
.

D
.

T
.

A
.

格合滴定法侧过量报和镁钙量
,

再根据已测族妈总量换算硫酸根含量
。

无硅海水的制备 : 用趣 80 0 ℃ 灼烧过的活性 A1
2O 3 过滤梅水

,

除去各种形式的硅和其他悬浮物
。

这种脱硅方法同热处理条件的关系很大
。

我俏曹径检阶: 袒处理过的海水
,

其含硅量已降至侧定换差

范围以下
。

二
、

观测与实睦桔果及甜箫

(一 ) 九龙江 口活性硅与氮度分布的现塌艰测

沿福建省九龙江 口
,

按图 1 站位分布取水样
,

浅水站只取表层水样
,

较深站Hlj 加取靠

近海底的深处水样
。

水样用氯仿固定以防业生物对活性硅的消耗
,

储于塑料瓶中
,

带回实

输室
,

测定其氯度
、

活性硅合量
、

镁钙总量和硫酸根含量
。

通过贰盼
,

发现在我们的实嗽时

简范围内
,

所取水样采用氯仿固定和采用 H gC1
2

固定
,

其拮果基本一致 ; 而用氟仿可避免

重金属 H g ++ 离子对化学过程的影响
。

图 1 九龙江 口采水站分布图

F ig
.

1 S ta t i
o , 1

1
()e往 t io l飞5 a t t h e n 飞o u t l、

(,
f Ji一l

o n g R i
v o r

·

两个航次取样观侧拮果分别 列于表 1 和表 2 ,

并作活性硅含量与氯度关系曲援(图 2 ,

3 ) 和镁钙总量
、

硫酸根舍量与氯度关系曲枝(图 4
,

的
。

第一次观测时简为 1 9 6 2 年 5 月 6一夕 日
。

其水文气象情况是
: 出海前几天多为暗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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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有小障雨 ; 出海日为大潮 日(阴唇初三
、

初四 )
,

涨潮时采水
。 6 日逆流循序取样

, 7 日从
A S 站顺流循序取样(兑表 1 )

。

表 l 九龙江 口 各站大潮时所采水样中氮度
、

活性硅含盆
水、

拱钙总皿和硫酸根含,

T a b le

. u lfa 七e

1
.

T h e c h lo r in it乳 r e a e ti,
silie a te e o n te n t ,

M‘ (C
a
)

e o n te n t of 、犷a te r

一u一o n g

二
口。
讨

。 .

silie a te e o n te n t ,

M‘ (C
a
)

e o n te n t a n d

t a k e o at . tat ion
s a lo呀 the m o u th of

Ji ri 帕
r d u r i呵 t he s

树in ‘ t id e
.

‘一站 号
S ta t ! 0 1 1

采水深度(来)
d e p t l

,

(m )
氯 度 (%o)

e h lo r i
liity

活性硅 (
, n g

.

5 1/l)
r e a e tiv

e s ilie a t e

镁 钙 总 量

C o ll te ll t

(
: n g

M g (C

.

M g / l)
a
)

e o n t e n t

硫 酸 根
又 1 0 m g

.

5 0 ;

/ l)
s u lfa t e c o n t e n t

自曰一J凸曰

门�z

A 1

A 1

人 2

A 3

A 3

A 4

A 4

A 苏

八 6

A 7

A 3

A 9

A 1 0

A 1 1

A 1 1

1 0
。

4 0

14 9 8

9
。

8 6

1 1
.

2 1

12
.

7 0

8
.

4 f)

9
.

9 6

0
.

10

0
.

0 5

O
。

0 3

1
.

5 2

3 8 0

1 6
.

0 7

1 5
.

7 8

1 6
.

4 3

2
.

4

0
,

9

2
.

6

2
.

2

1
.

6

3
.

2

2
.

夕

7
.

弓

7
.

5

7
.

5

6 6

5
.

1

0
.

7

0 9

0
.

5

7 8 5

1 12 4

7 5斗

1 4 3

94 8

63 8

7月8

2 3

6
.

8

4
.

5

1 1 8

2 8 5

12 0 9

1 17 9

1 2 3 3

19 6

15 3

16 6

1 1苏

13 1

7
.

5

6
.

5

2 2

2 8

5 6

2 13

2 0 4

2 18

测定活性硅时
,

水样未趣过滤即进行化学分析
。

第二次观侧时简为 19 6 2 年 6 月 2 2一23 日
。

其水文气象情况是
: 出海前半个月全是

阴雨天
,

出海时为晴天
,

在小潮时期 (阴唇廿一
、

廿二 )
,

低潮时前后采水
。 2 2 日逆流循序

s r ~ 一一勺一一- 一尸一一一, -
司

一
.

尸-

- r 一一一- 尸一一一一, - 一, - 一,
~
一一,

、

、从
月,,j,‘

归u。脚目。�。1月��一�的
钊卜喇脚�.。��一\�的

.

切。口崛如似攀想

O匕一一一‘一- 一上一一一山一一一土一一肠一
一- ‘

~

一
一上一一一一“一一与以一岛一J

0 2 4 6 8 10 12 1斗 16 18 2 0

氨度
e h l

o r i ll it y (C I%
。

)

图 2 第一次观测时
,

河口天然混合过程活性硅含量与氛度关系

Fi g
‘

2 R e la ti o
li

b e tw e e n r e a e t iv e s ilie a te e o n te n t a :i
d e h lo r i n i ry b y n a tu r a l

,n i x i n g a t t h e r i v e r ; n o u th
,

( I ) M a y 6一7
,

19 6 2
.



斗 期 李法西等 : 河 口硅酸盐物理化学过程研究 3 1 5

表 2 九龙江口 各站小潮时所采水样中氮度
、

活性硅含皿
* 、

拱钙总且和硫酸棍含l

T a ble 2
.

T h e c h lo r in it叭 re
a ct i,

silic a te e

on te n t ,

M g (C
a
) co

n te n t a n d

. u lf a te c o n te n t of w a te r s a m p le s ta k e n a t sta tio n . a lon g t he m ou th of
Jiu

一
lo n g r iv e r d u ri n g th e n e a p tid e

.

硫l(站 号 (%
。

)
S ta tl o 几

采水深度(米 )
d ep t h (

1、1

)
氯 度

eh l
()r In lty

活性硅 (m g
.

5 1/l)
r e a e t iv e s ilie a te 纂梦急房

M g (C
a

)
e o lit e n t

酸 根
m g

.

5 0 ‘
/ l)

C0 ll te fl t s u lfa te e o n t e n t

1弓l

J3 1

资士2

B 3

l亏3

B 斗

B 斗

B 多

B ;

B 6

}弓石

13 7

I; 3

B 8

B 9

B 9

B 1 0

B 1 1

131 1

B 12

B 1 2

B 1 3

3
.

5 5

1 4
.

5 4

2
.

5 8

1
.

8 8

l () 7 2

3
.

4 多

7
.

; 斗

0 0 牛

()
.

0 多

0
.

()3

0
.

()3

2
.

16

多
.

9 9

10
.

斗5

9 9 8

1 1
.

4 5

1 2
,

0 1

1 0
,

1 5

13
.

1 5

6
.

()O

13
.

2 1

1 5
.

7 3

3
.

9

0
.

5

多
.

0

;
.

1

2
.

1

4
.

0

3
.

0

7
.

9

7
. ‘〕

7
.

9

夕 9

5 2

3 5

2
.

2

2
.

3

1
.

6

1
.

8

2
.

4

1
.

2

3
.

6

1 1

0
.

4

2夕l

1《)6 7

1夕8

14 5

8 0 9

2 6 0

5 66

6
.

1

斗
.

4

3
.

8

3
.

7

1 59

斗多6

7 8 5

7 4 6

86 4

‘夕0 6

7 62

‘)7 1

4 56

1 , O

4斗

4 1

14 9

弓6

1 1 1

O

(〕

〔少

()

6 三

12 5

1 19

l斗7

14 5

12 6

16 2

丁9

1 1 7 2 1 89

测定活性硅时
,

水样均先挫滤抵过滤然后进行化学分析
。

色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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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观测时
,

河口天然混合过程活性硅含量与氧度关系

R e
la ti o n b e tw e e n r e a e ti v e si li e a t e e o n t e n t a n d e hlo r i n i ty b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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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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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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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河口天然混合过程镁钙总量与氛度关系

l‘19
.

斗 R e la t io n b e t w e e n M g ( C
a
)

e o n t e n t a n d e h lo r in i ty b y

n a t u r a l rn i x i
flg a r th

e r iv c r m o u t h
.

取样
,

23 日从 B 7 站顺流循序取样(见表 2 )
。

由镁钙总量 (其中钙按等当量的镁重量针算 ) 与氯度关系看来
,

二者在整个氯度范 围

内保持很好的直核关系
,

而硫酸根含量与氯度的关系
,

虽因侧定方法较不精密
,

但除小部

分数据外一般亦保持直枝关系
。

可见
,

在河 口地带河水与海水的复杂混合分布过程中
,

保

守成分都能按照混合比例保持很好的值钱关系
,

并不受潮汐的影响
。

因此
,

可以靓
,

硅酸

盐从河流入海
,

如果不起化合形式的变化
,

不被生物吸收
,

而单钝为低硅海水所冲稀
,

刻话

性硅含量与氯度亦应保持直核关系
。

观侧拮果
,

在九龙江口两种不同水文气象条件下
,

活性硅与氯度都出现中段活性硅合

量较直拔偏低的曲换关系
,

靓明在九龙江 口 同样发生活性硅与海水混合过程中不断斡化

与斡移的现象
,

而裤化与搏移的数量随水文气象条件而有所不同
。

第二次观测 因在雨季

之后进行
,

表层海水实际上挫过河水
、

海水和雨水三者的混合过程
,

而雨水含硅量很低
,

因

此
,

混合后活性硅含量会更为下降
。

有一点必须提出
,

郎无萧把混合过程看成外海高盐水

(殷为 19 CI 痴 ) 与河水的混合
,

还是看成氯度较低 ( 17 CI 殉 左右 ) 的低硅海水与河水的混

合
,

其理想冲稀关系直核 ( 图 2
,

3 中的虚直钱与实值钱 )总是和实测硅一氯关系钱有相当

大的差异
,

后者并非直拔关系
。

这和 Bi en 等的拮果是一致的
。

过去曹有人建栽利用河口 话性硅含量分布来划分淡水和海水两个水系
。

由于河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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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河口天然混合过程中硫酸根含量与氧度关系

1
.

第一次观测 2
.

第二次观测

F ig
.

5 R e la t io n b e t w e e n su r〔a e e e o n t e n t

n a tu r al m ix i n g a t tl一e r i v c r

a n (1 e h !o r i n i ty b y

rn o u th
.

性硅含量此海水高得多
,

在河口水平梯度很大
,

利用它来划分河水和海水两个水系是可能

和方便的 ; 而且
,

海水氯度往往会 因降雨和融冰而下降
,

影响用氯度划分河水和海水两水

系的准确度
。

但是
,

根据上述硅一氯关系曲拔可以看出
,

由于各种水样中活性硅含量均较

理想冲稀值为低
,

HlJ 按照活性硅分布所得水系分界面必然会比真正分界面偏近河 r1l 一边
,

必镇加以一定校正
。

具体情况可以图 6 的两个类型为例来税明
。

图 6 (A ) 假定在表层河水和海水交混地区
,

氯度随沿流距离
一

而稳定
_

上升 ; 图 6 ( B )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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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以活性硅为指标划分河口水系引起簇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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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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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河 口氯度分布特点画出
,

0l] 在河水与海水交接处一般 出现氯度从书〕2一3 痴 跃增

到 7一 8痴 左右
,

梯度突然很大
,

然后再稳定
_
L升

。

图上虚钱是假役活性硅并不蒋移的理

想冲稀分布曲妆
,

应恰好同氯度分布曲钱成上下对称 ;然后根据图 2 , 3 及 B王en 等的图钱
,

可以估爵出各点活性硅实际含量
,

作出活性硅实际分布曲拔
。
由图可以看 出

,

如果只按活

性硅分布划分水系
。

其分界面应在 M 点
,

而从氯度分布曲拔看来
,

则分界面显然应在 M
’

点 ; MM
‘

郎为按活性硅分布划分所引起的筷差
。

当然
,

簇差的大小随不同河 口
、

不同季节

的具体水文情况的不同而会有一定的变化
。

(二 ) 河水与无硅海水人工混合后活性硅含量变化

取较大量的九龙江河水 (0
.

oCI 殉 )
,

趣用氯仿
“

固定
”

后储于涂石腊大玻璃瓶中并挫常

将瓶口盖紧
。

其中一部分未握过滤郎按不同比例与无硅海水混合
,

另一部分刻先翘 3 号

玻璃糊孔漏斗过滤后按不同比例与无硅海水混合
。

每握一定时简后
,

各取样测定其活性

硅含量
。

桔果未翘过滤的河水与海水混合后
,

活性硅合量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

且时简越久

下降越多(兄图 7 )
,

而握过过滤的河水与海水混合后
,

到 工68 小时一般仍无明显变化
。
由

图 7 可看出
,

虽翘儿十小时
,

河水中活性硅含量井无多大变化
,

可兑握氯仿处理后如妥为

封存
,

生物活动并不显著
。

本实盼税明
:
河水与海水混合后

,

活性硅含量的下降和河水中

悬浮物的存在有直接关系
。

这一点佐征了 Bi 。 等的看法
。

l

一O ‘~ ~ ~ - ‘‘~ ~ ~ 一日‘-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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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未耀过滤的河水与无硅梅水混合后活性硅与氯度关系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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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t e r 斗8 h r s

.

(三 ) 各种电解厦浓度以及 p H 对硅酸盐溶液中活性硅含量的影响

为了更确切地敲实单钝靠海水中的电解盾并不能使活性硅棘化
,

我俐分别贰嗽 N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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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a ZSO ; ,
M gCI

:

三种电解厦在三种不同浓度 (0
.

1斗N
,

o
.

28 N
,

0
.

% N )下对活性硅合量的影

响
。

拮果发现
,

不渝是握过过滤的河水中的活性硅
,

还是以 A
.

R
.

偏硅酸纳配制的硅酸掀

溶液中的活性硅
,

在所有上述浓度的三种电解质溶液中
,

翘过 48 小时都没有超过实喻靓

差 (5 % ) 的变化
。

我们还进一步贰输 p H 对过滤河水活性硅以及配制硅酸纳溶液活性硅的影响
,

发现

在 p H 入 0一 9. 0 范 围内
,

握过 48 小时后
,

活性硅合量也没有超过实睑程差的变化
。

(四 ) 吸附剂影响的初步实敬

上述甜实睑进一步征实了 Bi en 等的初步拮渝
,

郎悬浮物和电解厦的同时存在是活性

硅蒋化与蚌移的条件
。

然而
,

活性硅同悬浮物和电解盾起什么反应 ? 活性硅是否被吸附

在悬浮物表面上 ? 什么类型悬浮物起主要作用 ? 其吸附量受制于什么因素 ? 是什么类型

的吸附 ? 吸附后发生什么变化 ? 这是我们所采取的进一步探索途径
。

我们曾进行河 口悬浮物的定性光糟分析
,

发现悬浮物主要元素粗成以 Si ,

Al
, F e ,

M n ,

N a ,

M g 为最多
。

此外
,

还进行了 F e Zo 3 、

A 12O 3 、

M n O Z 、

高11令士
、

C a C O 3
等固体粉末对溶液

中活性硅吸附能力的定性实硫比较
,

发现 A1
20 3

吸附最大
,

其次是 F c 20 3。 因此
,

在本实盼

中先初步侧定 Fe (O H )
; 胶体沉淀对活性硅的吸附

,

并与 Al (O H )
3 胶体沉淀比较

。

所用胶体吸附剂是以 Fe C1
3

(或 AI C1
3

)溶液与 N
a o H 溶液先后加入镇先放有一定量

的偏硅酸纳溶液的一定氯度的无硅海水或钝水中
,

使在水样中新生成胶体 F e

(以l)
; (或

Al (o H )
3

) 沉淀(如系钝水
,

Rl] 不聚沉 )
,

然后在空气
J

阻温箱中震摇 2 小时(未完全到达叭附

平衡)
,

取出用定量滤抵过滤 (如系钝水
,

则须加少量 N aC I溶液
—

豹达 0. 3 N -

一促使聚

沉
,

然后立却过滤 )
,

侧定滤液 pH 和活性硅合量(郎
“

平衡
”

浓度 C )并舒算单位重量吸附

剂(按 F e
(O H )

3

或 Al (o H )
3

分子式舒算 )所吸附的活性硅量
。

实喻拮果以图 8 表示
。

鉴于 Kr atl sk oP f 与 Bi en 等用吸附百分数比较海水中吸附剂对各种微量成分的吸 附

程度
,

由于吸附百分数道接受到吸附剂用量和吸附厦起始浓度大小的影响
,

如用量与起始

浓度不同
,

Hl] 各不同条件(如吸附剂种类
、

温度
、

p H
、

Cl 灿 等 )的实输就不能相互比较
.

我

, _
,
_

. 卜,

一
, , ,

一
,

_ 。, , :

_ _ , .

_
, ,

, _ 二 _ ,’ ~
_ _ ,

_ ,

~ 二 。
_

~
。 , ,

。 / X 、一
、

, ~ 、 “

一 ,
. , ,

~ ~
俏秋循叹阿+ 衡服从刁

一

体杀四网捆住夙明佩理
,

叹用毕1止以阿夏 、不7 匀浴限 十街 挑及

(C ) 来表示
,

并作吸附等温袋
。

这样
,

才能够确切揭示其吸附能力
,

以便于比较
。

虽然
,

在

我们的实肺中
,

吸附平衡尚未完全达到
,

但只要震摇条件与时简一致并加标明
,

相对靓来

还是可行的
。

在实输过程中发现
,

吸附剂的制备条件很大地影响吸附剂的性能
,

在水样中新生成的

(与况踢情况接近 )和先制成干吸附剂后加入的
,

二者拮果大不相同 ;而同样在水样中新生

成的
,

每次实喻精果也因胶体形成对环境条件极为敏感而有较大的簇差
。

所以
,

图 8 桔果

只能作为半定量的脊料
。

然而
,

从这个初步拮果郎可看出
: (l) 氯度提高

, F e

(O H )3 对

活性硅的吸附量也提高
,

而到 gCI 痴 以上则基本上达到一稳定值
。

这砚明了海水促进悬

浮物对活性硅的吸附 ;它可能是河 口活性硅棘移的第一个步蹂
。

(2 ) Al (O H )
3 与h (O H )

3

比较起来
,

无渝吸附剂以克为单位或以克当 量 为单位
,

A1 (o H )3 的 单位 吸 附量总 比

F e

(o H )3 为大
。

但是
,

本实输还有儿个圈题没有解决
: 溶液中所减少的活性硅是全部吸附在胶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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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呢
。

还是有一部分由于新生成氧化物胶体而被包藏在胶团之中 ? 不同氯度吸附量之大

小是由于电解厦浓度的影响呢
,

还是由于实翰时同时发生 p H 变化的影响 ? 这些还需要

粕致的研究
。

本文所报告还只是 由粗而韧逐步分析简愚的第一步
,

至于进一步定量研究

以及褥化
一

与裤移机理的研究 nl1 尚在进行中
。

三
、

枯 藉

1
.

在福建省九龙江 口取样观测
,

同样发现活性硅与氯度简 出现中段活性硅舍量较值

楼偏低的曲钱关系
,

征明活性硅在河 口并非单钝进行冲稀过程
,

而发生一定程度的搏化与

裤移过程
,

与 Bi en 等的精果基本一致
。

据此推希
,

如采用活性硅作为划分河口淡水与海

水两水系的指标
,

所得分界面一般会偏近河口一边
,

填进行一定的校正
。

2
.

未翘过滤的河水与无硅海水混合后
,

活性硅舍量逐渐下降
,

先翘过滤的河水与无硅

海水混合
,

虽握 1 68 小时
,

一般仍无明显变化 ;这靓明了河 口活性硅的斡化与褥移值接同

悬浮物的存在有关
,

佐靓了 Bi en 等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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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如无悬浮物存在
,

电解质和 p H 主要对活性硅比色测定的消光值有影响
,

对活性硅

合量并无明显的影响
。

4
.

Fe (o H )
3

和 Al (o H )
;

胶体沉淀对活性硅有很大的吸附力
。

如吸附平衡时简为两

小时
,

当
“

平衡
”

浓度为 lm g
.

si /1 时(豹相当于 14 cl 灿 河 口海水的活性硅合量 )
,

每克

Fe (O H )
; 能吸附 30 m g

.

si 以上的活性硅
,

时简更久吸附量还会增大
。

Al (O H )
3 胶体比

Fe (0 1于)
3 胶体更能吸附

。 F e

(O H )
,

胶休吸附力随海水氯度的增加而显著地增大
。

可能
,

河水入海后由于氯度增大和 p H 提高
,

一方面不断生成 F e

(O H )
,

胶体和 A1 (O H )
,

胶休
,

一方面促使活性硅更大量地吸附在这些悬浮物表面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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