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光 谱 学 与 光 谱 分 析
aFJ$%"

$

0F$""

$

11

'("#2'("&

#*#"

年
""

月
!!!!!!!!!!! !

4

1

CILBF=IF

1P

,HO4

1

CILB,J;H,J

P

=9= 0FGC-ECB

$

#*#"

!

杭锦
A

"土的光谱特征及非均相
)/9529

反应机理

刘正江"

!张前程#

!马惠言#

"

!刘聚明#

"Q

内蒙古工业大学轻工与纺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

*"**)*

#Q

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

*"**("

摘
!

要
!

杭锦
#

.土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地区发现的层状含铁天然矿物$利用
Z

射线衍射(吡啶吸附红

外光谱及
Z

射线光电子能谱技术对样品的性质进行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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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光电子能谱表明杭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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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骨架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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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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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结合能与标准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八面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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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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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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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H=LCO

酸位$且杭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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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中杭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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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生成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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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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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应速率慢且难以循环'酸活化后杭锦

#

.土中
49

和
;J

的结合能进一步增加$铁物种部分转变为非结构铁并以
YC

'd与
YC

#d转移到样品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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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线光电子能谱(吡啶红外和氨气程序升温表征表明酸活化杭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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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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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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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HLFH

反应中$酸活化杭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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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反应$不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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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能够提供质子将
<

#

W

#

包围$抑制其分解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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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氧化法$如
YCHLFH

氧化(化学氧化(光催化氧化(

电催化氧化等因对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处理彻底而备受关注'

其中
YCHLFH

氧化因操作简单(氧化能力强被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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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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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污染

物进行降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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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消耗量大(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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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实际应用中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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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研究者将目光转向非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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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中
W

!

"*

"可拟合为
('#$(%

和
('"$()Ca

处的两个峰%图

#

!

I

"&$

('#$(%Ca

处为
49

+

W

+

49

和
49

+

W

+

<

的混合吸收

峰$

('"$()Ca

为杭锦
#

. 土中
49

+

W

+

;J

的特征吸收峰$

49

+

W

+

<

的存在表明杭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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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

活化前后杭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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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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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元素 峰位置 峰面积

杭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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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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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杭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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