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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木炭对东北黑土吸附猪粪沼液氮素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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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杨木炭对东北黑土吸附猪粪沼液氮素特性的影响，明晰其吸附机理，选取杨木炭和壤质、砂质两种黑

土，以活性炭作为标准比较炭，系统研究活性炭、杨木炭的粒径及添加比例、初始质量浓度、振荡时间、温度对黑土

吸附、解吸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特性的影响规律，并拟合等温吸附模型和吸附动力学模型。结果表明：黑土

对猪粪沼液氮素的吸附能力随着活性炭和杨木炭粒径的减小、添加比例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当粒径为 ０２５ｍｍ、添

加比例１０％时，添加杨木炭的黑壤土和黑砂土的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量为２２４８、１０７ｍｇ／ｋｇ和２１２４、１０４ｍｇ／ｋｇ，

比空白纯黑壤土和黑砂土提高 ３８８７％、２９６３％和 ４５３１３％、３３３３３％，比添加活性炭的黑壤土和黑砂土降低

１９７１％、１００８％和 １２３８％、７１４％，但添加杨木炭比添加活性炭对吸附平衡后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浓度变化影

响的差异均不超过 ２５％；添加活性炭黑土、杨木炭黑土、空白纯黑土和纯炭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的吸附过程为吸

热反应，而对硝态氮的吸附过程为放热反应，且所有吸附过程均经历快速、缓慢、趋于平衡 ３个阶段，硝态氮快速吸

附的时间更短；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和准二级模型均能较好描述其等温吸附过程和吸附动力学过程，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相对更优，吸附反应过程同时存在不均匀的多分子层表面物理吸附和均匀的单分

子层化学吸附；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量越大，解吸率也越大，但解吸量远小于有

效吸附量，添加杨木炭的黑壤土和黑砂土对氨态氮、硝态氮的有效吸附量比添加活性炭的黑壤土和黑砂土减少

１４５７％、９１９％和 ５３４％、５７４％。杨木炭在提高黑土对猪粪沼液氮素的吸附能力、减少猪粪沼液氮素损失方面

的效果优良，可为杨木炭和猪粪沼液在东北黑土改良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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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ｒｅ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ｂｕｔｔｈｅ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ａｃｋ
ｓｏｉｌｗｉｔｈｐｏｐｌａｒｗ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ｂｙ１４５７％，９１９％ （ｂｌａｃｋｌｏａｍｙｓｏｉｌ）ａｎｄ５３４％，５７４％ （ｂｌａｃｋｓａｎｄｙｓｏｉｌ）．
Ｐｏｐｌａｒｗ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ｗａ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ｂｌａｃｋ
ｓｏｉｌ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ｏｓｓｏｆｐｉｇｂｉｏｇａｓｓｌｕｒｒ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ｇｏｏｄ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ｂｙｕｓｉｎｇｐｏｐｌａｒｗ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ｎｄｐｉｇｂｉｏｇａｓｓｌｕｒ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ｐｌａｒｗ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ｐｉｇｂｉｏｇａｓｓｌｕｒｒｙ；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０　引言

厌氧发酵的副产物———沼液是一种优质的有机

肥料，其氮素主要为氨态氮、硝态氮，但极易溶于水，

施用于土壤后容易通过淋溶、挥发等途径大量流

失
［１－３］

，造成资源浪费，对地下水和大气也造成严重

污染，这成为制约沼气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发现，施用沼液狼尾草的氮素有效利用率仅为

１３３８％ ～３４７２％［４］
，施用猪粪沼液菜地的 ＮＨ３和

Ｎ２Ｏ挥发损失占总施氮量的２４７％ ～２７５％
［５］
。

生物炭是一种优良的土壤改良剂
［６－７］

。相关学

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均肯定了生物炭在提高土壤

对沼液氮素的吸附能力和减少沼液氮素损失方面的

效果
［８－１１］

。其中，热力学、动力学吸附方法能快速

表征生物炭对氮素的吸附特性，解析其吸附机理。

但仍存在３点问题：①生物炭对土壤吸附氮素的热
力学、动力学影响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由于生物

炭、土壤类型及试验条件的不同而导致吸附机理差

异较大
［８－１１］

。②针对实际沼液的研究较少，研究多

采用模拟沼液作为吸附质
［１２］
，且主要集中在氨态

氮，有关沼液硝态氮的研究甚少。③同时研究解吸
过程的很少，而解吸特性是表征生物炭有效吸附量

的重要指标。因此，系统研究生物炭对土壤吸附实

际沼液氨态氮、硝态氮的热力学、动力学机理具有重

要意义。生物炭对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分别为不

同的吸热、放热反应
［１３－１５］

，吸附过程中必然存在温

度的干扰。且沼液具有一定的粘度，成分混杂，生物

炭和土壤对沼液各种成分的吸附作用必然存在交换

吸附位的竞争干扰，是复杂的非线性动态过程
［１２］
。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养

殖基地。多年来的过度开发导致黑土逐渐板结、沙

化，有机质质量分数由 ８％ ～１０％下降到 ３％ ～
４％［１６］

。２０１５年黑龙江省规模化养殖场产生的粪
污量达３０９３５万 ｔ，处理养殖场粪污的规模沼气池
达２９２个，其中处理猪粪的沼气池达 １３３个［１７－１８］

。

因此，研究生物炭对黑土吸附猪粪沼液氮素特性的

影响、减少猪粪沼液氮素的损失尤为重要。

本文选取杨木炭和壤质、砂质两种黑土，以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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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作为标准比较炭，研究两种炭的粒径、添加比例、

初始质量浓度、振荡时间、温度对黑土吸附、解吸猪

粪沼液氨态氮、硝态氮特性的影响规律，并进行模型

拟合，获得添加两种炭黑土吸附猪粪沼液氨态氮、硝

态氮的等温吸附特性和吸附动力学特性，明晰其吸

附机理，为杨木炭和猪粪沼液在东北黑土改良方面

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用黑壤土、黑砂土分别取自哈尔滨市东北

农业大学试验田和肇源县茂兴镇幸福村。采样深度

为０～２０ｃｍ，土样过 ２ｍｍ筛风干后备用。黑土的
砂粒（粒径大于 ００２ｍｍ）质量分数、粉砂粒（粒径
０００２～００２ｍｍ）质量分数、粘粒（粒径０～０００２ｍｍ）
质量分数、容重、有机质质量分数、ｐＨ值、氨态氮质
量分数、硝态氮质量分数分别为：黑壤土，（５０７７±
２４３）％、（３０１６±１６６）％、（１９０７±１１７）％、
（１２５±００６）ｇ／ｃｍ３、（３５３±０３２）％、７５０±
００２、（７４８×１０－４±６４×１０－５）％、（１６８８×１０－３±
３３×１０－５）％；黑砂土，（８７７３±１０５）％、（１１２１±
０３２）％、（１０６±０７３）％、（１３６±００５）ｇ／ｃｍ３、
（２０１±０１１）％、７９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１０－３ ±
２１０×１０－５）％、（１９８４×１０－３±５７０×１０－５）％。

试验用活性炭（原料为果壳）、杨木炭（制备温

度为 ６２０℃）分别购自山东朗净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和武汉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炭样均经研

磨分别过 ０２５、０５、１ｍｍ筛，１０５℃干燥备用。炭
的 ｐＨ值、比表面积、平均孔径、灰分质量分数分别
为：活性炭，７８３±００４、（２１４３３±２１６）ｍ２／ｇ、
（４７９±０２１）ｎｍ、（２３８±００１）％；杨木炭，９１７±
００５、（２０９１４±４３２）ｍ２／ｇ、（２６８±０２８）ｎｍ、
（２７１±００２）％。

试验用猪粪沼液取自哈尔滨市呼兰区鸿福集团生

猪养殖基地，发酵原料为纯猪粪。沼液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冷藏备用。沼液的 ｐＨ值、粘
度、氨态氮质量浓度、硝态氮质量浓度分别为 ７７２±
００２、（１７２±２）ｍＰａ·ｓ、（７０５２７±２１３５）ｍｇ／Ｌ、
（２４１５±０２３）ｍｇ／Ｌ。
１２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分为等温吸附试验、吸附动力学试验和解

吸试验３部分。活性炭为 Ｔ１、杨木炭为 Ｔ２、黑壤土为
Ｒ、黑砂土为Ｓ，炭粒径为 Ａ１（０２５ｍｍ）、Ａ２（０５ｍｍ）、
Ａ３（１ｍｍ），炭添加比例为 Ｂ０（０，纯土）、Ｂ１（２％）、
Ｂ２（５％）、Ｂ３（１０％）、Ｂ４（１００％，纯炭），将原猪粪沼
液不稀释和分别稀释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倍，获得沼液

中氨态氮和硝态氮的初始质量浓度为 ７０５２７、１４１、
７０６、４７、３５２、２３６ｍｇ／Ｌ和 ２４１５、４８３、２４２、
１６１、１２１、０９７ｍｇ／Ｌ，分别为 Ｃ０１、Ｃ０２、Ｃ０３、Ｃ０４、
Ｃ０５、Ｃ０６。
１２１　等温吸附试验

炭的粒径和添加比例对黑土吸附猪粪沼液中氨

态氮、硝态氮的影响试验中，称取 ３６组 ３ｇ炭土混
合物和６０ｍＬ沼液，沼液不稀释（Ｃ０１），振荡 ２４ｈ，
振荡温度３５℃。

沼液初始质量浓度对添加炭黑土吸附猪粪沼

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影响试验中，称取 ２４组 ３ｇ
炭土混合物和６０ｍＬ沼液，炭的粒径和添加比例分
别为 ０２５ｍｍ和 １０％，振荡 ２４ｈ，振荡温度为
３５℃。

温度对添加炭黑土吸附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

态氮的影响试验中，称取 １２组 ３ｇ炭土混合物和
６０ｍＬ沼液，炭粒径和添加比例分别为 ０２５ｍｍ和
１０％，沼液不稀释（Ｃ０１），振荡 ２４ｈ，振荡温度分别
为２５、３０、３５℃。
１２２　动力学吸附试验

称取３２组 ３ｇ炭土混合物和 ６０ｍＬ沼液，炭粒
径和添加比例分别为０２５ｍｍ和 １０％，沼液不稀释
（Ｃ０１），分别振荡５、１０、３０、６０ｍｉｎ和 ２、４、１２、２４ｈ，
振荡温度为３５℃。
１２３　解吸试验

称取４组３ｇ炭土混合物和６０ｍＬ沼液，炭粒径
和添加比例分别为 ０２５ｍｍ和 １０％，吸附、解吸振
荡时间均为２４ｈ，振荡温度为３５℃。

以上各组试验样品均分别放入 １００ｍＬ离心管
中混匀，然后放入温度控制振荡器中以１２０ｒ／ｍｉｎ按
设定的温度和时间振荡，再以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ｍｉｎ取上清液，经０４５μｍ滤膜过滤后测定。解吸
试验中，弃去离心后的上清液，仅剩余炭土固体混合

物后，再加入６０ｍＬ去离子水，以 １２０ｒ／ｍｉｎ继续振
荡，再以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ｍｉｎ取上清液，经
０４５μｍ滤膜过滤后测定。每组做３次重复。
１２４　试验方法

氨态氮、硝态氮含量采用连续流动注射分析仪

（Ｓｋａｌａｒ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测定；总固体含量采用（１０５±
５）℃干燥法测定［３］

；土壤机械组成采用比重计法测

定
［１８］
；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烧失法测定（ＲＪＭ

２８ １０型）［８，１９］；土壤田间持水量采用威尔科克斯
法测定

［２０］
；土壤 ｐＨ值采用电位法测定（ＰＨＳ ３Ｃ

型），土水比为 １∶２５［２１］；炭 ｐＨ 值采用 ＧＢ／Ｔ
７７０２１６—１９９７标准测定方法，炭水比为 １∶１０［２２］；
灰分含量采用 ＧＢ／Ｔ１２４９６３—１９９９标准测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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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２３］
；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采用比表面积和微孔分

析仪（ＪＷ ＢＫ１１２Ｔ型）测定；沼液粘度采用 ＮＤＪ
９Ｓ型数显粘度计测定。
１２５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Ｏｒｉｇｉｎ９１整理数据
和绘图，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分析相关性及显著性。
１３　计算方法

土壤对氨态氮／硝态氮的单位吸附量为

Ｑ＝
Ｖｉ（Ｃ０－Ｃｉ）

Ｍ
（１）

土壤对氨态氮／硝态氮的单位解吸量为

Ｑ１＝
ＣＶｉ
Ｍ

（２）

土壤对氨态氮／硝态氮的有效吸附量为
Ｑ２＝Ｑ－Ｑ１ （３）

土壤对氨态氮／硝态氮的解吸率为

ｘ＝
Ｑ１
Ｑ
×１００％ （４）

式中　Ｑ———吸附平衡时氨态氮／硝态氮的单位吸
附量，ｍｇ／ｋｇ

Ｑ１———解吸平衡时氨态氮／硝态氮的单位解
吸量，ｍｇ／ｋｇ

Ｑ２———吸附平衡时氨态氮／硝态氮的有效吸
附量，ｍｇ／ｋｇ

Ｃ０———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初始质量浓
度，ｍｇ／Ｌ

Ｃｉ———吸附平衡时溶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
质量浓度，ｍｇ／Ｌ

Ｃ———解吸平衡时溶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
质量浓度，ｍｇ／Ｌ

Ｖｉ———吸附平衡溶液的体积，取６０ｍＬ
Ｍ———炭土混合物质量，取３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氮素的吸附特性分析
２１１　炭粒径和添加比例的影响

活性炭、杨木炭的粒径和添加比例对黑土吸附

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影响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以看出，黑土对沼液氨态氮、硝态氮的

吸附量均随着活性炭、杨木炭添加比例的增加而显

著增加（Ｐ＜００１），纯活性炭、纯杨木炭的吸附量显
著高于其他各黑土组（Ｐ＜０００１）。当活性炭、杨木
炭添加比例为２％时，各黑土组的吸附量增加最快，
当添加比例为 ５％和 １０％时，虽然吸附量仍在迅速
增加，但吸附量的增加幅度略有降低，因为沼液中氨

态氮、硝态氮的初始质量浓度相同，炭的比例增加

时，活性位点和比表面积随之增加，但表面活性位点

变化反而减小，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的增加幅度反

而有所降低
［２４－２５］

。０２５ｍｍ粒径的炭显著好于其
他粒径（Ｐ＜０００１），０５ｍｍ粒径其次，１ｍｍ粒径炭
的影响效果最差。比表面积是影响炭吸附特性的重

要指标，而炭的比表面积随着粒径的减小而增

大
［２４－２６］

，当假设吸附速率完全依赖于比表面积时，

较小的炭粒径会缩短扩散路径，因为它们提供了更

好的机会让吸附离子穿透其内部孔隙结构
［２７－２８］

。

当炭粒径和添加比例相同时，活性炭的吸附效果略

优于杨木炭，因为活性炭是一种经活化、洗涤后的

炭，其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均大于杨木炭，添加到黑

土中更能增加黑土的孔隙度和比表面积。本试验

中，当两种炭的粒径为 ０２５ｍｍ、添加比例为 １０％
时，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量均达

到最大值。此时，添加杨木炭黑壤土和黑砂土的氨

态氮、硝态氮吸附量为 ２２４８、１０７ｍｇ／ｋｇ和 ２１２４、
１０４ｍｇ／ｋｇ，与空白纯黑壤土和纯黑砂土相比提高
３８８７％、２９６３％ 和 ４５３１３％、３３３３３％ （Ｐ ＜
０００１），与添加活性炭的黑壤土和黑砂土相比降低
１９７１％、１００８％和 １２３８％、７１４％。而纯活性炭
和纯杨木炭的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为 １０１５２、
４６２ｍｇ／ｋｇ和 ９７８３、４４７ｍｇ／ｋｇ。可见，杨木炭对黑
土吸附氨态氮的提高幅度更大，但其提高黑土对硝

态氮的吸附效果更接近于活性炭，说明未经活化、洗

涤的杨木炭在改善东北黑土氮素的持留能力、减少

沼液氮素的损失方面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

黑壤土的吸附效果均优于黑砂土，因为黑壤土的粘

粒含量大于黑砂土，同质量土壤中黑壤土的颗粒更

细、比表面积更大
［８］
。此外，在粒径 ０２５ｍｍ、添加

比例１０％条件下，吸附反应平衡后，添加杨木炭的
黑壤土组和黑砂土组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质量

浓度分别为初始沼液质量浓度的 ９８４１％、７７８５％
和９８４９％、７８４７％，与添加活性炭各组的差异均
不超过２５％，进一步证明了杨木炭在提高黑土吸
附沼液氨态氮、硝态氮方面的效果优良。

２１２　沼液初始质量浓度的影响
沼液初始质量浓度对添加两种炭的黑土吸附猪

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影响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以看出，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初始

质量浓度与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的氨态氮、硝态

氮吸附量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在各个质量浓
度下，添加两种炭的各黑土组均显著大于空白纯黑

土（Ｐ＜０００１），且沼液初始质量浓度越高，其吸附
量相对空白纯黑土吸附量的增加幅度越大，纯活性

炭、纯杨木炭的吸附量最大。因为在低质量浓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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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炭粒径和添加比例对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ｓａ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ｌａｒｗｏｏｄｂｉｏｃｈａｒ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图 ２　沼液初始质量浓度对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ｏｇａｓｓｌｕｒｒｙ

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离子的质量流量很低，炭有过多未被占用的活性位

点
［２９］
，平衡时吸附量较少，但随着质量浓度的增加，

离子向活性位点的质量流量相应增加
［３０］
，更多的

ＮＨ＋
４ 和 ＮＯ

－
３、ＮＯ

－
２ 包围在炭的表面，与沼液中的

ＮＨ＋
４、ＮＯ

－
３、ＮＯ

－
２ 形成较大的浓度差，增大对炭内部

迁移的动力
［２６，３１］

，平衡时的吸附量也随之增加。在

实际应用中，沼液通常作为液体肥料直接施用或稀

释后施用于土壤中，本试验采用原始沼液及稀释后

沼液作为吸附质，避免外加氮源对吸附反应过程的

干扰，虽然氨态氮、硝态氮的质量浓度不是饱和状

态，吸附反应还没有达到吸附的最大容量，但可以表

征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实际猪粪沼液中氮素

吸附特性的影响规律。本试验中，在各个初始质量浓

度下，添加杨木炭黑壤土和黑砂土的氨态氮、硝态氮吸

附量比添加活性炭的各组降低均不超过 ２０２６％、
１１６７％和１２８２％、１０７１％，黑壤土均优于黑砂土。
２１３　振荡时间的影响

振荡时间对添加两种炭的黑土吸附猪粪沼液中

氨态氮、硝态氮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图 ３　振荡时间对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由图 ３可以看出，添加炭黑土、空白纯黑土、纯

炭对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过程均经历快速吸附、缓

慢吸附、趋于平衡 ３个阶段［３２］
。０～６０ｍｉｎ，各对比

组的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快速增加，添加活性炭、

杨木炭黑土的吸附速率均显著高于空白纯黑土

（Ｐ＜０００１），而前３０ｍｉｎ硝态氮吸附量的增加更迅
速（Ｐ＜０００１）；１～６ｈ增加缓慢；６ｈ以后基本稳
定。有关生物炭吸附动力学过程３阶段的一般解释
如下：首先，初始阶段的快速吸附是一个物理过程，

主要基于固液相间离子浓度梯度的传质行为而发

生
［３３］
；　然后吸附开始变缓，标志着物理吸附的结束，

９９２第 ３期　　　　　　　　　　　王丽丽 等：杨木炭对东北黑土吸附猪粪沼液氮素特性的影响



随着固液相间的离子平衡，伴有物理结合的 ＮＨ＋
４、

ＮＯ－３、ＮＯ
－
２ 离子发生轻微的解吸，吸附愈加缓慢；之

后开始第 ３阶段的化学吸附和一定程度的内部扩
散，持续到活性位点饱和达到平衡，但由于不同吸附

剂和吸附质的初始质量浓度的差异，各个阶段吸附

平衡的时间也存在差异
［１２，３４］

。本试验中，添加杨木

炭黑壤土和黑砂土的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的增加

幅度比添加活性炭的各组降低 ８３５％、７２５％和
９０９％、４５５％。
２１４　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添加两种炭的黑土吸附猪粪沼液中氨态

氮、硝态氮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图 ４　温度对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由图 ４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添加炭黑
土、空白纯黑土、纯炭对氨态氮的吸附量均呈现升高

趋势，且升高的幅度随着温度、炭和土壤类型的不同

而差异显著（Ｐ＜０００１）。ＫＩＺＩＴＯ等［１２］
研究 １５～

４５℃时杂木炭和稻壳炭对沼液氨态氮的吸附规律得
出，温度高于 ２５℃时，炭对氨态氮的吸附才具有研
究意义。ＺＨＵ等［１４］

和 ＬＯＮＧ等［２５］
研究均得出，在

较高温度下，ＮＨ＋
４ 与炭表面的反应速率较高，吸附

离子从外层流层向炭微孔的扩散率较大。与此相

似，本试验中，温度从 ２５℃到 ３０℃时，添加活性炭、
杨木炭黑土和纯黑土的氨态氮吸附增量均大于

１０％，纯活性炭、纯杨木炭的吸附量虽然最大，但其

吸附增量只有 ２０３％、２６１％；温度从 ３０℃到 ３５℃
时，各对比组氨态氮的吸附增量反而降低，均在

０６５％ ～２１％之间。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ＮＨ＋
４

的动能增大，ＮＨ＋
４ 越容易进入炭的孔隙中，氨态氮

的吸附增量则越大；当 ＮＨ＋
４ 的动能逐渐接近上限，

氨态氮的吸附增量反而逐渐减小
［３２］
。该结果说明，

在沼液中其他不同离子干扰的条件下，添加活性炭、

杨木炭黑土对沼液氨态氮的吸附过程仍为吸热反

应
［１２］
，且不同温度下，添加活性炭、杨木炭的黑土显

著高于空白纯黑土（Ｐ＜０００１），黑壤土优于黑砂土，
活性炭优于杨木炭，添加杨木炭各组与活性炭各组对

氨态氮吸附增量的差异均不超过１％。
由图４还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各对比组

的硝态氮吸附量逐渐降低，纯黑土的降低幅度最大，

而纯炭的降低幅度最小。温度为 ２５℃时，添加活性
炭和杨木炭黑壤土、黑砂土的硝态氮吸附量比 ３５℃
时提高５８８％、６２５％和 ６５４％、６７３％，说明添加
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沼液硝态氮的吸附过程仍为

自发的放热反应，温度的升高，并不利于吸附反应的

进行，黑土对硝态氮的吸附速率反而降低
［１５－１６］

。与

此相似，ＭＩＺＵＴＡ等［１５］
提出，低温有利于活性炭和

毛竹炭对硝酸盐氮的吸附反应。ＢＨＡＴＮＡＧＡＲ
等

［３５］
发现，２５℃时 ＮＯ－３ 吸附量显著大于 ４５℃。

ＭＩＳＨＲＡ等［３６］
研究 １５～２８℃时小麦秸秆炭和芥菜

秸秆炭对硝酸盐的吸附特性，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２２　添加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等
温吸附模型分析

采用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２６］、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２６］、Ｔｅｍｋｉｎ［３２］３种
标准等温吸附模型研究添加活性炭、杨木炭的黑土

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等温吸附过程，拟合

参数如表１所示，表中 ｋ为吸附容量，ｎ为与温度相
关的常数，ｑ为最大吸附量，Ｋ为吸附表面强度的常
数，Ａ为平衡吸附常数，Ｂ为与吸附相关的常数。

由表 １可以看出，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和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添加活性炭、杨木炭的黑土吸

附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过程，决定系数均大

于０９９９，但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相对更优，Ｔｅｍｋｉｎ模型
的模拟效果最差。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是假设吸附剂在
非均匀表面上进行不均匀的多分子层物理吸附，更

适于液体吸附
［３２，３７］

。而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则假设吸附
是表面均匀的单分子层化学吸附。根据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模型结果可知，纯活性炭、纯杨木炭的氨态氮、硝态

氮的 ｎ值和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硝态氮的 ｎ值
均大于１，纯黑土和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氨态氮
的 ｎ值均在１附近，说明吸附均比较容易进行，且活
性炭、杨木炭对黑土吸附硝态氮的促进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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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等温吸附参数

Ｔａｂ．１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ａｄｄ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ｌａｒｗｏｏ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ｄｓｏｒｂｉｎｇ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ｐｉｇｂｉｏｇａｓｓｌｕｒｒｙ

等温吸附模型 土壤 参数 氨态氮 硝态氮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纯黑壤土

纯黑砂土

纯活性炭

纯杨木炭

活性炭 ＋黑壤土

活性炭 ＋黑砂土

杨木炭 ＋黑壤土

杨木炭 ＋黑砂土

ｋ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１１６

ｎ ０９７５２ ０９８８５

Ｒ２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９９

ｋ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０９９

ｎ ０９７４２ ０９８４９

Ｒ２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９９

ｋ ０８９７１ ０１１２３

ｎ １１０３２ １１００９

Ｒ２ ０９９９８ ０９９９９

ｋ ０８２１７ ０１００９

ｎ １０９８９ １０９８７

Ｒ２ ０９９９６ ０９９９９

ｋ ０５６５４ ００５１９

ｎ ０９７５４ １００６９

Ｒ２ ０９９９８ ０９９９９

ｋ ０４２９１ ００４８８

ｎ ０９７８８ １００１２

Ｒ２ ０９９９６ ０９９９９

ｋ ０３９７４ ００４６２

ｎ ０９８３９ １０００７

Ｒ２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９９

ｋ ０３５３６ ００４３８

ｎ ０９８８９ １０００４

Ｒ２ ０９９９６ ０９９９９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纯黑壤土

纯黑砂土

纯活性炭

纯杨木炭

ｑ／（ｍｇ·ｋｇ－１） １３２０９６９ ５２０２３４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９６

Ｒ２ ０９９９５ ０９９９９

ｑ／（ｍｇ·ｋｇ－１） １６３０２４０ ４８１５５４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７６

Ｒ２ ０９９９４ ０９９９９

ｑ／（ｍｇ·ｋｇ－１）３０２０３２４０ ２４６５８３２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３５４

Ｒ２ ０９９９８ ０９９９９

ｑ／（ｍｇ·ｋｇ－１）２９８６０３３０ ２４４９０２１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９９

Ｒ２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９９

等温吸附模型 土壤 参数 氨态氮 硝态氮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活性炭 ＋黑壤土

活性炭 ＋黑砂土

杨木炭 ＋黑壤土

杨木炭 ＋黑砂土

ｑ／（ｍｇ·ｋｇ－１）１０９２３０００ １４９０４１７６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８７

Ｒ２ ０９９９６ ０９９９９

ｑ／（ｍｇ·ｋｇ－１）１２４６７０００ １３５３４８１６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７３

Ｒ２ ０９９９２ ０９９９９

ｑ／（ｍｇ·ｋｇ－１）１７８８５７００ １２３５５５４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５５

Ｒ２ ０９９９５ ０９９９９

ｑ／（ｍｇ·ｋｇ－１）１１０３１９００１１９２４５１５

Ｋ ０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５３

Ｒ２ ０９９９３ ０９９９８

Ｔｅｍｋｉｎ

纯黑壤土

纯黑砂土

纯活性炭

纯杨木炭

活性炭 ＋黑壤土

活性炭 ＋黑砂土

杨木炭 ＋黑壤土

杨木炭 ＋黑砂土

Ａ／（Ｌ·ｍｇ－１） ００２９７ ０８１０３

Ｂ １３３８０１ ００７９９

Ｒ２ ０８４４５ ０８５７１

Ａ／（Ｌ·ｍｇ－１） ００２９４ ０８０４

Ｂ １１１６８１ ００７１１

Ｒ２ ０８４４４ ０８５４２

Ａ／（Ｌ·ｍｇ－１） ０１８７６ １７２４５

Ｂ １９７０８３ １２１５７

Ｒ２ ０８６７９ ０８４１２

Ａ／（Ｌ·ｍｇ－１） ０１６７４ １６８７７

Ｂ １８２４５５ １１８７９

Ｒ２ ０８５０４ ０８０９９

Ａ／（Ｌ·ｍｇ－１） ００４３９ ０８３９８

Ｂ ８３６４２７ ０３５２５

Ｒ２ ０８５５９ ０８５５７

Ａ／（Ｌ·ｍｇ－１） ００３９６ ０８３７７

Ｂ ７２９４３７ ０３３１７

Ｒ２ ０８６０４ ０８５５７

Ａ／（Ｌ·ｍｇ－１） ００３９１ ０８３４７

Ｂ ６６９９２７ ０３１６９

Ｒ２ ０８５４ ０８５５

Ａ／（Ｌ·ｍｇ－１） ００３７６ ０８３１５

Ｂ ６３６１４３ ０３０７４

Ｒ２ ０８５６９ ０８４９１

　　注：表示 Ｐ＜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１，下同。

同时，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容量 ｋ值的大小顺序与
上述各对比组吸附能力的强弱规律一致，ｋ值越大，
吸附容量越大，吸附速率则越快。同时，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
型中的最大吸附量 ｑ值和吸附表面强度Ｋ值也表现
出相似的规律。因此，本试验中，添加活性炭、杨木

炭的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等温吸附

过程同时存在不均匀的多分子层表面物理吸附和均

匀的单分子层化学吸附。与此相似，ＫＩＺＩＴＯ等［１２］

发现，杂木炭和稻壳炭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的等温

吸附过程符合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而杜衍红等［３２］
得出，

稻壳 炭 对 水 中 氨 态 氮 的 等 温 吸 附 过 程 符 合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ＣＨＩＮＴＡＬＡ等［３８］
、王荣荣等

［３９］
均

证明，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能更好地模拟生物炭对硝态氮
的等温吸附过程。

２３　添加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吸附
的动力学模型分析

采用准一级
［１２］
、准二级

［１２］
、Ｅｌｏｖｉｃｈ［３２］、颗粒内

部扩散方程
［３２］４种标准吸附动力学模型研究添加

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

吸附动力学过程，拟合参数如表２所示，表中ｋ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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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吸附的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２　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ｌａｃｋｓｏｉｌａｄｄ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ｌａｒｗｏｏ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ｄｓｏｒｂｉｎｇ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ｐｉｇｂｉｏｇａｓｓｌｕｒｒｙ

动力学

模型
土壤 参数 氨态氮 硝态氮

准一级

吸附模

型

纯黑壤土

纯黑砂土

纯活性炭

纯杨木炭

活性炭 ＋黑

壤土

活性炭 ＋黑

砂土

杨木炭 ＋黑

壤土

杨木炭 ＋黑

砂土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０３ ０２５９１

Ｑ／（ｍｇ·ｋｇ－１） ４４６１７２ ２２９４６

Ｒ２ ０９５８２ ０８２７４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０３０６ ０２３１２

Ｑ／（ｍｇ·ｋｇ－１） ３７２８３２ ２０６１８

Ｒ２ ０９７８５ ０８３９６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１２ ０９８６５

Ｑ／（ｍｇ·ｋｇ－１） １０１３４７５ ４５９９７２３

Ｒ２ ０９６１４ ０８８７３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１１ ０９６３２

Ｑ／（ｍｇ·ｋｇ－１） ９７２２２９ ４４３４２１

Ｒ２ ０９５１ ０８１３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１２９ １１６５８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７１８５０３ １１１５６１

Ｒ２ ０８０７６ ０８６１１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０６３１ １１０１２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３６６１７４ １０２０９

Ｒ２ ０８３６６ ０８６３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０４３１ １０５５４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２４８０９９ ９９９４５

Ｒ２ ０８９９９ ０８７６２

ｋ１／ｍｉｎ
－１ ００４１４ １０１７１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０９４７９７ ９６８２２

Ｒ２ ０９０３ ０８６８６

准二级

吸附模

型

纯黑壤土

纯黑砂土

纯活性炭

纯杨木炭

活性炭＋

黑壤土

活性炭＋

黑砂土

杨木炭＋

黑壤土

杨木炭＋

黑砂土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３

Ｑ／（ｍｇ·ｋｇ－１） ４８３３２９ ２７４８

Ｒ２ ０９５０４ ０９６０６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Ｑ／（ｍｇ·ｋｇ－１） ４０４９０１ ２４６４８

Ｒ２ ０９５７７ ０９５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６

Ｑ／（ｍｇ·ｋｇ－１） １０１６４８８ ４６３１１２

Ｒ２ ０９５９ ０９６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２

Ｑ／（ｍｇ·ｋｇ－１） ９７９９ ４４８２０１

Ｒ２ ０９６７ ０９５２１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４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８４１９５７ １２０５６

Ｒ２ ０９５３５ ０９５２２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４９８６５７ １１３０６８

Ｒ２ ０９５３７ ０９５６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３９０６９２ １０８３８１

Ｒ２ ０９６２５ ０９５０４

ｋ２／（ｋｇ·ｍｇ
－１·ｍｉｎ－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Ｑ／（ｍｇ·ｋｇ－１） ２２２９７０８ １０４５

Ｒ２ ０９６４８ ０９５５９

动力学

模型
土壤 参数 氨态氮 硝态氮

Ｅｌｏｖｉｃｈ

动力学

方程

纯黑壤土

纯黑砂土

纯活性炭

纯杨木炭

活性炭＋

黑壤土

活性炭＋

黑砂土

杨木炭＋

黑壤土

杨木炭＋

黑砂土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８２１７３ ６４７１６

β／（ｋｇ·ｍｇ－１） ０１３６５ ００３３４

Ｒ２ ０８６７３ ０６３８４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５８３８５ ２６５９６

β／（ｋｇ·ｍｇ－１） ０１５７２ ００３３９

Ｒ２ ０８６２４ ０６１５９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２１４６３１０３ ８２０５２５５

β／（ｋｇ·ｍｇ－１） ０６１３３ ００９８８

Ｒ２ ０６４３３ ０４２４１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１９２７２０９９ ８００９１０９１

β／（ｋｇ·ｍｇ－１） ０５９３３ ００７７１

Ｒ２ ０７６７ ０４４２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１０３２０３１１ ５３０６９５３

β／（ｋｇ·ｍｇ－１）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１５４

Ｒ２ ０６４９４ ０４２４１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３６３９９５６ ５１５０１０７

β／（ｋｇ·ｍｇ－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５

Ｒ２ ０７７４４ ０４２１５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１０７６０８８ ４７５１９２１

β／（ｋｇ·ｍｇ－１）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１８２

Ｒ２ ０７６４４ ０４１５３

α／（ｍｇ·ｋｇ－１·ｍｉｎ－１） ９３５２７６ ３７０６２０７

β／（ｋｇ·ｍｇ－１）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１８６

Ｒ２ ０７９７３ ０４００７

颗粒内

部扩散

方程

纯黑壤土

纯黑砂土

纯活性炭

纯杨木炭

活性炭＋

黑壤土

活性炭＋

黑砂土

杨木炭＋

黑壤土

杨木炭＋

黑砂土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１８６６７ １１５

Ｒ２ ００２２９ －１０１５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１５５５５ １０１７

Ｒ２ ００９８６ －０６８４６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３４２３１ １０２３４

Ｒ２ ００５６８ －０８７７５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３３１１１ ９１８９

Ｒ２ ００８２１ －０６３２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１２１８３７ ５２４２

Ｒ２ －３２９４９ －６６８３１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１０３３６１ ４９３７

Ｒ２ －１２７７２ －６４５８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９５３８８ ００４７３

Ｒ２ －０６６７９ －６３７６７

ｋｐ／（ｍｇ·ｋｇ
－１·ｍｉｎ－０５） ８９１０２ ４５７

Ｒ２ －０５６９７ －６０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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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吸附速率常数，ｋ２为准二级吸附速率常数，α为
初始吸附速率常数，β为解吸吸附速率常数，ｋｐ为颗
粒内部扩散速率常数。

由表２中 Ｒ２可以看出，准二级模型的模拟效果
最好；准一级模型和 Ｅｌｏｖｉｃｈ动力学方程效果较差；
颗粒内部扩散方程的模拟曲线并不是直线，说明颗

粒内扩散不是限制吸附速率的唯一步骤，无法描述

本试验的吸附过程。同时，准一级模型的最大吸附

量 Ｑ均小于实际试验值，而准二级模型的 Ｑ均略高
于试验值，进一步证明准二级模型更适于描述添加

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

吸附动力学过程
［１２］
。根据准二级模型结果可知，添

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的 Ｑ均显著高于空白纯黑
土，但仍远小于纯活性炭、纯杨木炭；添加同种炭时，

氨态氮的 Ｑ大于硝态氮，该结果与上述试验结果均
相符。与此相似，ＫＩＺＩＴＯ等［１２］

、马锋锋等
［４０］
得出，

生物炭对水中氨态氮的吸附过程符合准二级模型。

李三姗等
［２６］
、ＢＨＡＴＮＡＧＡＲ等［３５］

研究表明，改性的

水生植物炭、ＺｎＣｌ２活化的活性炭对水中硝态氮的吸
附过程也符合准二级模型。准二级模型能够表征吸

附的所有过程，如外部液膜扩散吸附、表面吸附和颗

粒内部扩散等。目前相关国内外研究均将符合准二

级模型的吸附过程解释为以化学吸附为主。ＣＨＯ
等

［４１］
在改性活性炭吸附硝酸盐氮的试验中发现，

ｐＨ值大于６时，随着 ｐＨ值升高，负电荷浓度增大，
发生了以离子交换为主要化学反应的吸附过程。本

试验中，黑土和沼液均呈 ｐＨ值大于 ７５的弱碱性，
氨态氮在沼液中以ＮＨ３·Ｈ２Ｏ为主要存在形式，吸附

过程中需要克服原离子间的相互作用，使ＮＨ＋
４ 化学

键断裂，被炭土吸附重新结合，形成新的化学键。由

于该吸附过程为吸热反应，说明被炭吸附后释放的

能量少于化学键断裂时所吸收的能量，不利于氨态

氮的吸附，需要通过提高温度来获得化学反应所需

要的活化能。而在碱性条件下，碱性炭的含氧官能

团对 ＮＯ－３ 具有更强的离子交换作用，被炭土吸附后
释放的能量多于化学键断裂时所吸收的能量，呈放

热反应
［４１－４２］

。综合分析等温吸附和动力学吸附的

模拟结果得出，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

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过程同时存在物理吸附和

化学吸附，符合吸附动力学过程 ３阶段的一般解
释

［１２，３４］
。

２４　添加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解
吸特性分析

解吸过程是吸附的逆过程，解吸率是量化杨木

炭提高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氮素有效吸附特性的重要

指标。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吸附平衡

后的解吸率和有效吸附量如图 ５（图中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０１））所示。

图 ５　氨态氮、硝态氮的解吸率和有效吸附量

Ｆｉｇ．５　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ｔｏ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由图５可以看出，活性炭、杨木炭均显著提高了

黑土对氨态氮、硝态氮的解吸率（Ｐ＜０００１），添加
杨木炭黑壤土和黑砂土的氨态氮、硝态氮的解吸率

为１８６８％、５７９％和１６４８％、５２８％，比空白纯黑
壤土和纯黑砂土提高 ２６３９％、９１０９％和 ３７５６％、
８０８２％，比添加活性炭的黑壤土和黑砂土减少
２０７５％、１３８４％和 ２７３７％、２１０８％。纯杨木炭
氨态氮、硝态氮的解吸率为 ３２１７％、１０９４％，比纯
活性炭减少 ３６８％、２５％。各对比组氨态氮、硝态
氮解吸率的大小顺序与吸附量相一致，表明吸附量

越大，解吸量也越多。因为物理吸附过程中吸附质

和吸附剂之间的吸附力相较于化学吸附略弱，且氨

态氮、硝态氮均极易溶于水，因此会有一部分氨态

氮、硝态氮被解吸。本试验中，添加杨木炭黑壤土和

黑砂土的氨态氮、硝态氮的有效吸附量为 １８２８、
１００８ｍｇ／ｋｇ和１７７４、９８５ｍｇ／ｋｇ，比空白纯黑壤土
和黑砂土提高 ３６６３３％、２８５０３％ 和 ４２４８５％、
３２２７５％，比添加活性炭的各组减 少 １４５７％、
９１９％和 ５３４％、５７４％。纯活性炭和纯杨木炭的
氨态氮、硝态氮的有效吸附量为６７６１２、４１０１６ｍｇ／ｋｇ
和 ６６３５８、３９８０９ｍｇ／ｋｇ。各对比组有效吸附量的
大小顺序与吸附量仍保持一致，但解吸量远小于有

效吸附量，进一步证明了添加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

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效果良好，且吸附过程中

同时存在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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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
量随活性炭、杨木炭粒径的减小、添加比例的增加而

显著增加；当粒径为 ０２５ｍｍ、添加比例为 １０％时，
添加杨木炭的黑壤土和黑砂土的氨态氮、硝态氮的

吸附量比空白纯黑壤土和纯黑砂土提高 ３８８７％、
２９６３％和 ４５３１３％、３３３３３％，比添加活性炭的各
组降低 １９７１％、１００８％和 １２３８％、７１４％；杨木
炭对黑土吸附氨态氮的提高幅度更大，但其对黑土

吸附硝态氮的提高效果更接近于活性炭；添加杨木

炭比添加活性炭对吸附平衡后沼液氨态氮、硝态氮

质量浓度变化影响的差异均不超过 ２５％，杨木炭
在提高黑土吸附沼液氮素的能力、减少沼液氮素损

失方面效果良好。

（２）添加活性炭、杨木炭的黑土对沼液中氨态
氮、硝态氮的吸附量与沼液初始质量浓度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且初始质量浓度越高，其吸附量相对空白

纯黑土的增加幅度越大；在各个质量浓度下，添加杨

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量比

添加活性炭的各组降低均不超过２０２６％。
（３）在沼液中多种离子干扰的条件下，添加活

性炭黑土、杨木炭黑土、空白纯黑土和纯炭对猪粪沼

液中氨态氮的吸附过程为吸热反应，而对硝态氮的

吸附过程为放热反应；２５～３０℃时氨态氮的吸附增
量均大于１０％，而３０～３５℃时均不超过２１％，杨木
炭各组与活性炭各组对氨态氮吸附增量的差异均不

超过１％；２５℃时，添加活性炭和杨木炭的黑壤土、
黑砂土的硝态氮的吸附量比 ３５℃时提高 ５８８％、
６２５％ 和 ６５４％、６７３％。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模 型 和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添加活性炭、杨木炭
黑土对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等温吸附过程，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模型相对更优，等温吸附过程中同时存在
不均匀的多分子层表面物理吸附和均匀的单分子层

化学吸附。

（４）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空白纯黑土、纯
炭对猪粪沼液中氨态氮、硝态氮的吸附过程均经历

快速、缓慢、趋于平衡 ３个阶段，硝态氮快速吸附的
时间更短；前６０ｍｉｎ，添加杨木炭黑壤土和黑砂土的
氨态氮、硝态氮吸附量的增加幅度比添加活性炭的

各组降低８３５％、７２５％和９０９％、４５５％；准二级模型
更适于描述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

态氮、硝态氮的吸附动力学过程，以化学吸附为主。

（５）添加活性炭、杨木炭黑土对猪粪沼液中氨
态氮、硝态氮的吸附量越大，解吸率也越大，但解吸

量远小于有效吸附量，添加杨木炭黑壤土和黑砂土

的氨态氮、硝态氮的有效吸附量比添加活性炭的各

组减少１４５７％、９１９％和５３４％、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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