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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除草剂草甘膦在 种土壤中的吸附行为 观察了  和离子强度等因素对吸附的影响 结果表明 草甘膦在 种

土壤中的吸附过程均符合一级动力学规律 吸附等温线均为直线 吸附常数 Κ 1 ∗ 1随着离子强度的降

低 草甘膦在 种土壤中的吸附量明显增大 随着  ∗ 逐渐减小 草甘膦在呼和浩特特市土壤和东胜土壤中的吸附量

增大 在杭锦 号土中的吸附量先增大 在   时达到最大值   时开始下降 下降到 时的吸附量与   时的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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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δσ:

  草甘膦是除草活性最强的有机磷农药 它杀草

谱广 能有效控制危害最大的杂草 种 它杀草力

强 能防除一些其它除草剂难以杀灭的多年生深根

恶性杂草 因而被誉为现代农药史上的一个重大发

现 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 除草剂的大量使用 一方

面对保证我国农业高产丰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

一方面对地表和地下水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人们对

用于土壤中的除草剂进行过广泛的研究≈ ∗  但对

草甘膦在土壤中的吸附行为研究较少 特别是除草

剂草甘膦的吸附量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因此 笔者

取了 种不同类型的土壤 它们分别取自内蒙古地

区的呼和浩特市南郊菜地 东胜南部农田 杭锦旗

锡泥镇地表十米以下的杭锦 号土 杭锦 号土为

目前国内所发现陆相湖盆沉积形成的巨厚层的富含

稀土元素和稀有元素的土壤 已有研究机构对杭锦

号土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改性和加工后的杭

锦 号土在处理化工和农药生产废水中有良好活

性 本文研究了草甘膦在上述 种土壤中的吸附行

为 并探讨了环境条件如离子强度及  的改变对

吸附行为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1  仪器与材料

型分光光度计  ƒ 型电子天平 

2型数显精密酸度计 ≥ 2水浴恒温振荡器 

⁄2自动高速离心机以及高压灭菌锅 市售  

草甘膦水剂  ° !≥ !钼酸铵和抗坏血均

为分析纯 样品的采集与概况见表  

112  测定条件的选择

有机磷农药草甘膦浓度的测定采用的是磁钼蓝

分光度法≈ 选择的最大吸收波长是  制作

了标准曲线 由含磷量为 1的标准

溶液分别取 1 1 , ,1定容在 

容量瓶中 显色测其吸光度 制作浓度 ) 吸光度标

准曲线 标准曲线略 显色时间选择在  显色

温度为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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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壤样品概况

×  

土壤

编号
采样地理位置 采样时间



 ς

Β ς  Β

样品概况 矿物类型
粘粒

# 

有机质

# 

≤∞≤

  # 

 1ββ∞   黄褐色 黄土母质    

内蒙古东胜 22
 1β β∞   黑褐色 冲积洪积母质    

呼和浩特市东瓦窑乡 22
  β β∞ 由内蒙古师大杭   砖红色 风沙土质    

内蒙古杭锦旗锡泥镇 锦 号土研究所提供

113  草甘膦浓度的测定

将草甘膦分步稀释至所需浓度 加入一定量的

氧化剂 ≥ 溶液 混合后置于高压分解瓶中 

扎紧塞子放入高压灭菌锅中加热 达  ε 后 保

持 待草甘膦冷却后即转化为无机磷酸

盐≈ 取出加入显色剂显色测其吸光度 待测样品

的测定条件同标准曲线一致 

根据测得的草甘膦的含磷量 进而可计算出草

甘膦的浓度 设置 个平行样 每批样品均作试剂

空白 并从测定结果中扣除空白值 经标定草甘膦

浓度为 1含磷量为 1 测定 

次相对标准偏差为 1  测定下限为 1Λ

在 1 ∗ Λ范围内完全符合比尔

定律   

114  吸附等温线的测定

取 土样于碘量瓶中 分别加入不同量已知

浓度的草甘膦水溶液 密封后在  ε 时恒温

振荡 离心分离 然后取上

清液按本文   所述的实验步骤进行 同时作

水土壤体系空白并减去空白值 得到液相草

甘膦的平衡浓度 χΛ 差减法可计算出土

壤对草甘膦的吸附量 χΛ 

χ = (χ − χ) ς/ Ω ()

式中 χ为水相草甘膦的初始浓度Λ  ς为

液相体积  Ω为所加土壤重量 

 !离子强度对吸附等温线的影响 吸附动力

学实验的方法与步骤与此类似 只是吸附动力学实

验按一定时间间隔取出液相 取出液为  

2  结果分析

211  草甘膦在 种土壤上吸附的吸附动力学

吸附动力学的实验结果表明 开始 之内 

草甘膦在杭锦 号土上的吸附量达到吸附平衡量的

  呼和浩特市土壤   东胜土壤   以上 

然后变化趋于平缓 即草甘膦在土壤上的吸附可分

为 个阶段 快速吸附阶段和慢吸附阶段 在 之

内 种土壤吸附草甘膦的量均达到了稳定值 快速

吸附阶段完成 这种吸附是一种表面吸附所需时间

较短 接着的慢吸附阶段则是草甘膦向土壤中的有

机质和矿物质结构中迁移和扩散≈ 这一过程需要

较长的时间即 到 如图  吸附基本达到平

衡 

对草甘膦的吸附过程进行分析 由一级动力学

方程 δχ/ δτ   κχ  积分得 

χ  χ   κτ χ

式中 χ为土壤吸附草甘膦的饱和吸附量 

以 χ  χ对 τ 作图可得一条直线如图

 其回归方程和拟合动力学方程如表  

表 2  草甘膦在不同土壤上吸附的 λν(χµ − χσ)2τ关系

×  χ  χ√τ  

土壤名称 回归方程 Ρ 拟合动力学方程 平衡时间

呼和浩特市土壤 χ  χ    τ      χ      τ 

东胜土壤 χ  χ    τ      χ      τ 

杭锦 号土 χ  χ    τ      χ      τ 

  由图  !图 和表 可以看出 草甘膦在 种土

壤上的吸附均符合均一级动力学规律 杭锦 号土

达吸附平衡的时间最短 在 之内吸附量就迅速

达到了稳定值 这一是由于杭锦  号土是从地表

以下开采出来的 未受到环境污染 表面吸附

活性位置多 二是杭锦 号土表面与草甘膦之间存

在较强的作用力≈ 吸附量顺序为 呼和浩特市土

壤 东胜土壤 杭锦 号土 吸附量大的土壤表明

净化能力强 综合土壤的性质见表  种土壤中

呼和浩特市土壤的保肥力缓冲力较好 其顺序为 

呼和浩特市土壤 东胜土壤 杭锦 号土 这一顺

序与吸附量顺序一致 但是 由于呼和浩特市土壤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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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呼和浩特市南郊东瓦窑乡蔬菜大田 长期施用化

肥农药 其现状值含磷量高为 1是东胜

土壤和杭锦 号土的  ∗ 倍 近年来关于农田

磷素的形态 土2水释放以及流失风险的研究报道甚

多≈ ∗  刘远金等对菜地磷素积累的研究认为 菜

地富磷化程度高 溶解性磷负荷大 是农业非点源污

染控制的优先对象 因此 对于呼和浩特市土壤 通

过农业生产措施来调节含磷化肥农药的施用 控制

向其排放磷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图 1  草甘膦吸附速率曲线

ƒ   ∏√

212  草甘膦吸附等温线形式的确立

图 2  草甘膦 λν(χµ − χσ)2τ关系图

ƒ  ≤∏√χ  χ2τ 

  用 ∞× ∏ƒ∏及线性等温线方

程对实验数据进行拟合 并且比较相关系数 回归

结果列表  

线性吸附等温线方程为 

χ = Κχ ()

  由实验数据绘制的吸附等温线示于图  由图

可见其吸附等温线呈直线型 从表 可以看出 

实验数据用线性方程式拟合的 Ρ 值总大于用

∞× ∏ ƒ∏方程回归的 Ρ 值 表

明该除草剂草甘膦在 种土壤上等温吸附用线性吸

表 3  草甘膦在土壤上等温吸附数据的不同等温方程拟合结果比较

×  ≤  ∏  

土壤名称 线性吸附等温式 ƒ∏吸附等温式 ∏吸附等温式 ∞× 吸附等温式

Κ Ρ Κ  Ρ Ρ Ρ

呼和浩特市土壤              

东胜土壤              

杭锦 号土              

图 3  草甘膦吸附等温线

ƒ   ∏√

附等温方程式描述相对合理 这时分配常数 Κ等

于吸附常数 Κ 草甘膦在土壤上得分配常数 Κ因

各实验所用土壤的性质不同也各不相同从 1

∗ 1

图 4  草甘膦 χσ与 πΗ关系图

ƒ  ≤∏√ χ√ 

213  吸附机理

关于非离子型有机磷农药在土壤上的吸附规律

有研究表明 对非离子有机化合物其吸附等温线常

常为线性≈ ∗   ≤∏≈ 等认为线性等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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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热量小 吸附质间无竞争是分配吸附的重要特征 

本文研究草甘膦在内蒙地区 种土壤上的吸附等温

线均呈直线型 说明它在土壤上的吸附可能与其在

土壤有机质中的分配作用有关 其原因是非离子型

有机磷农药草甘膦易溶于土壤有机质 当其在水2土

壤体系中分配时 服从溶解平衡原理 溶质的吸附等

温线不会有变化所以呈线性关系 表 表明 草甘

膦在 种土壤上的分配常数 Κ为 1 ∗

1变化不大 本实验的 Κ值与 ⁄

和 ≤≈估计的 Κ  1 ∗ 1比较接

近 但比 ≈的 Κ  1大一个数量

级 

214  土壤的性质及改变水2土壤体系的  对吸附

草甘膦的影响

当土壤有机碳含量大于   时 土壤有机质

在土壤吸附非离子型有机化合物中占主导地位≈ 

对草甘膦在 种土壤中的分配系数 Κ分别与土壤

的有机质 粘粒 !≤∞≤ 及实验的  进行分析 结果

发现 分配系数 Κ与上述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性 分

配作用通常与土壤有机质密切相关 另外 土壤对草

甘膦的吸附强弱次序同土壤的  有关 如表  

高  Κ大 

改变水2土壤体系的  对土壤吸附草甘膦有

重要的影响 而且土壤类型不同影响也不同 图 

表明 呼和浩特特市土壤和东胜土壤的吸附量随着

 增 大 而 减 小  草 甘 膦 的 化 学 结 构 式 为

 °≤ ≤ ≤   其分子中含有  个

可电离的活性氢 各级电离常数分别为   1 

  1   1≈ 在实验的  ∗ 值

范围内 随着  值的增大 水溶液中草甘膦的离子

形态比例增加 而离子形态具有较高的亲水性 不容

易被吸附 当  大于 时土壤表面以   为主 

草甘膦负离子与土壤表面所带负离子形成相斥的作

用力 造成草甘膦在土壤颗粒物上的吸附进一步减

小 杭锦 号土的吸附量随着  增大先增大 在

  时达到最大值 直到   时吸附量开始下

降 下降到   时的吸附量与   时的相等 

这一方面是静电作用和伦敦2范德华疏水力共同作

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杭锦 号土当水土比为 Β时

  1 自然条件下的杭锦 号土活性偏低见表

 Κ 1 但酸化以后活性增加 实验

表明 在弱酸性条件下   ∗  杭锦 号土吸

附草甘膦的活性最大 

215  离子强度对吸附的影响

图  !图 和图 可以看出 不同浓度 ≤为

电解质条件下草甘膦的吸附情况 随着离子强度的

增大草甘膦的吸附量降低 原因是 随着离子强度的

增大 从土壤中脱附而进入液相的表面活性剂增多 

从而使土壤吸附能力下降 同时进入液相的表面活

性剂增大了草甘膦在水中的溶解 造成其在固相的

吸附量进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水2土体系

中土壤矿物质除吸附离子型物质外 还与水分子发

生偶极作用 它们几乎占据了剩余的全部位置 使草

甘膦很难吸附在矿物质表面的吸附位上 从而使其

与土壤表面作用力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 提高离子

强度使得电解质离子与草甘膦竞争表面活性 土壤

表面对电解质离子存在专属吸附现象 从而导致在

离子强度增加时吸附量明显减小 此外 种浓度

≤对 种土壤吸附草甘膦的影响还有一个共同

点 即水2土体系达吸附平衡后 平衡液浓度

       

图 5  不同离子强度的草甘膦吸附等温线

ƒ   ∏√

 

图 6  不同离子强度的草甘膦吸附曲线

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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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大约分别为 呼Λ !东 Λ!

杭 Λ对应的 χ有最小值 与未加 ≤

的吸附相比 是一条曲线 

图 7  不同离子强度的草甘膦吸附等温线

ƒ   

 

3  结论

除草剂草甘膦在 种土壤上的吸附均为一级动

力学规律 吸附等温线均符合线性方程 在土壤上得

分配常数 Κ为 1 ∗ 1呼和

浩特市土壤吸附量最大 但它富磷化程度高 有必要

通过调节含磷化肥农药的施用 控制向其排放磷 通

过研究分析发现 影响草甘膦在土壤中的吸附行为

的主要因素除原土壤的有机质 !粘粒 !≤∞≤ 和 

外 改变水土体系的  和离子强度是影响草甘膦

在 种土壤中吸附的重要因素 草甘膦在 种土壤

中吸附量均随离子强度的降低明显增大 随着 

逐渐减小 草甘膦在呼和浩特特市土壤和东胜土壤

的吸附量增大 在杭锦 号土中的吸附量先增大后

减小 在弱酸性条件下   ∗  杭锦 号吸附

草甘膦的活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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