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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2同质多象体矿物表面差异性及其对有机

物吸附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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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是土壤和沉积物中的重要矿物组成部

分，前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表面基团和表面物

理化学性质进行了研究。事实上，石英（SiO2）

具有多种同质多象变体。即同是化学成分为 SiO2

的矿物，其晶体结构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也就形

成了晶形、物化性质不同的独立的相，这些相可

构成独立的同质多象体。矿物结构的多样性决定

了表面基团类型和表面作用的多样性。而且，同

质多象体表面性质的差异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等

表面作用的能力就会有不同。但迄今为止，同质

多象体矿物的表面结构差异对典型环境有机污染

物所引起的表面反应性差异仍不为人们所了解，

对由此而引发的表面吸附行为及其相关环境效应

也知之甚少。 

本研究主要针对 SiO2 的不同同质多象变体，

从矿物的表面结构差异出发，通过吸附实验等手

段来揭示 SiO2 同质多象变体的表面性质差异及其

与有机污染物吸附选择性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选取了其中 4 种有代表性的 SiO2 变

体：α-石英、α-方石英、α-鳞石英、蛋白石。其中， 
 
 

α-石英为取自贵州某地天然矿物样品，纯度较高；

α-方石英、α-鳞石英均可以用 α-石英加碱金属灼

烧法制备；蛋白石也可以通过人工合成的方法而

得到。 

吸附实验中，对样品粒度和 pH 等典型的吸附

制约因子进行了控制。样品粒度控制在 400 目和

4000 目两个差异明显的等级。初步研究表明，同

一粒度的不同变体对典型阳离子型染料（亚甲基

蓝、结晶紫）的吸附性能存在较大差异，且粒度

差异对样品的吸附效率也有显著的影响。此种结

果可能主要是由于矿物变体的表面结构（如表面

羟基的种类及数量）差异引起。进一步的分析可

以尝试从红外光谱、拉曼光谱以及魔角旋转核磁

共振谱等现代谱学分析测试方法入手。一般而言，

pH 也是影响矿物吸附性能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控制溶液的 pH 值，测

定吸附前后溶液的吸光度变化，pH 值对各变体的

吸附性能均有一定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各变体

间存在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