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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海泡石的研制及吸附Ｃｒ（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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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海泡石原土吸附Ｃｒ（Ⅵ）性能，解决粉末状海泡石应用中与所处理溶液难以分离的问题，采
用化学共沉淀法合成磁性海泡石，利用扫描电镜（ＳＥＭ）、比表面积和孔径分析仪（ＢＥＴ）、Ｘ射线衍射（ＸＲＤ）、
傅里叶红外光谱（ＩＲ）、振动样品磁强计（ＶＳＭ）对附磁前后海泡石进行表征，并考察了磁性海泡石吸附除
Ｃｒ（Ⅵ）的特性．结果表明，附磁后海泡石表面粗糙多孔，附着明显颗粒物，比表面积由３７． ５３４ ｍ２·ｇ －１提高到
１６０ ３６６ ｍ２·ｇ －１，ＸＲＤ谱图显示存在Ｆｅ３Ｏ４晶体，含铁量０． ２８（质量分数）的磁性海泡石磁化率为２４． ３９２ ｅｍｕ·ｇ －１；
磁性海泡石投加量１０ ｇ·Ｌ －１，ｐＨ ６． ０，吸附时间９０ ｍｉｎ，初始Ｃｒ（Ⅵ）浓度５０ ｍｇ·Ｌ －１，温度３５ ℃条件下，
Ｃｒ（Ⅵ）平衡吸附量达３． ６ ｍｇ·ｇ －１，高于海泡石原土；ｐＨ值对其吸附除Ｃｒ（Ⅵ）性能影响较大；磁性海泡石对
Ｃｒ（Ⅵ）的吸附规律符合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式；改性后海泡石比表面积增加，孔容增大及表面铁羟基的形成
是其吸附除Ｃｒ（Ⅵ）能力增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海泡石，磁性，Ｆｅ３Ｏ４，共沉淀．

海泡石是天然的纤维状富镁硅酸盐粘土矿物，理想的化学结构式是［Ｍｇ８ Ｓｉ１２Ｏ３０（ＯＨ）４·４Ｈ２Ｏ］·ｎＨ２Ｏ．
其晶体结构具有层状和链状结构的过渡型特征，在两层硅氧四面体片间夹一层镁氧八面体，四面体的顶
层是连续的，每六个硅氧四面体顶角相反，形成由２∶１的层状结构单元上下层相间排列的与键平行的孔
道，水分子和可交换阳离子位于其中［１３］．由于海泡石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独特的孔结构，表现出良
好的吸附性能及离子交换能力．已有研究表明［４８］，提纯或改性海泡石对含重金属、有机物、染料、放射
性元素等废水都有很好的处理效果．湖南的海泡石资源丰富，用作廉价水处理剂前景广阔．然而，由于粉
末状海泡石具有极强的吸水性，吸水后粘度大，过滤性能差［９］，在实际应用中很难与作用体系分离，虽然
成型海泡石解决了分离难题，但吸附性能又不及粉末状海泡石［１０１１］．

磁性材料因其特有的磁响应性，可在外加磁场作用下迅速定向移动，如能将磁性微粒附载于具有交
换吸附性能、比表面积大的海泡石颗粒中制备出磁性海泡石，即可利用外加磁场在吸附反应后的悬浮液
中实现有效分离．为此，本文将探讨磁性海泡石粉末的制备及其吸附除Ｃｒ（Ⅵ）的性能．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剂及仪器

海泡石原矿由九华碳素公司提供，海泡石含量２０％，其化学成分如表１所示；氯化铁、氯化亚铁、重
铬酸钾、二苯碳酰二肼及其它实验用化学药品和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一次蒸馏水．主要仪器：气
浴恒温振荡器（ＺＤ８５），分光光度计（ＵＶ １１００），ｐＨ计（ＰＨＳ３Ｃ），扫描电子显微镜（ＪＳＭ１５６００ＬＶ），比
表面积和孔径分析仪（ＮＯＶＡ１０００ｅ），红外光谱仪ＦＴＩＲ（ＮＩＣＯＬＥＴ ３８０），Ｘ射线衍射仪（Ｄ８ＡＤＶＡＮＣＥ），振
动样品磁强计（ＨＨ１５）．
１． ２　 磁性海泡石的制备

以Ｆｅ２ ＋与Ｆｅ３ ＋物质的量之比为１∶ ２称取ＦｅＣｌ２·４Ｈ２Ｏ和ＦｅＣｌ３·６Ｈ２Ｏ配制成总铁浓度为０． ７ ｍｏｌ·Ｌ －１的
混合溶液１００ ｍＬ．称取１０ ｇ海泡石原土加入配好的铁溶液中，３５ ℃下搅拌１ ｈ，逐滴加入浓氨水，调节
ｐＨ值至９． ０左右，继续搅拌１ ｈ，３５ ℃下陈化２ ｈ后，用蒸馏水洗涤数次，过滤，再于６０ ℃干燥箱内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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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ｈ后研磨，过１００目筛，制得磁性海泡石．
表１　 海泡石原矿化学组成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成分 含量／ ％ 成分 含量／ ％ 成分 含量／ ％ 成分 含量／ ％ 成分 含量／ ％
ＳｉＯ２ ４３． １１—７３． ９５ Ｓ ０． ００６—０． ０４ Ｋ２Ｏ ０． ０６—１． ３０ ＭｎＯ ０． ０１４—０． ２２ Ｐ２Ｏ５ ０． ０１—０． ６８
Ｎａ２Ｏ ０． ０３—１． １９ Ｐ ０． ００９—０． ２８ ＦｅＯ ０． ０２—０． ７０ ＣＯ２ ０． ２４—１５． １０ ＴｉＯ２ ０． ０２—１． ６０
ＣａＯ ０． １３—１５． ５１ Ｈ２Ｏ ＋ ３． ７２—９． １６ Ｎ２Ｏ ０． ０３—０． １５ Ｈ２Ｏ － ２． ２３—１５． ０３
Ａｌ２Ｏ３ ０． ０５—９． ３７ ＭｇＯ １０． １５—３０． ２２ ＳＯ２ ０． ２０ Ｆｅ２Ｏ３ ０． １５—２． ５３

１． ３　 吸附实验
采用重铬酸钾和蒸馏水配制１００ ｍｇ·Ｌ －１含Ｃｒ（Ⅵ）母液，不同浓度含Ｃｒ（Ⅵ）废水皆由母液与蒸馏水

配制，移取５０ ｍＬ含Ｃｒ（Ⅵ）废水于２５０ ｍＬ具塞锥形瓶中，调节ｐＨ值，置于恒温气浴振荡器中，待温度
达到指定值，加入一定量磁性海泡石，按不同的实验要求，改变实验条件，进行振荡吸附（１２０ ｒ·ｍｉｎ －１），
反应后磁分离，取上清液测定Ｃｒ（Ⅵ）浓度，并根据吸附前后溶液中的离子浓度计算吸附剂的单位吸附
量ｑ（ｍｇ·ｇ －１）．

ｑ ＝ Ｖ（Ｃ ｉ － Ｃ ｆ）／ ｍ
式中，Ｖ为吸附液的体积，Ｌ；Ｃ ｉ、Ｃ ｆ为吸附始、末Ｃｒ（Ⅵ）的浓度，ｍｇ·Ｌ －１；ｍ为吸附剂用量，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磁性海泡石样品的表征
２． １． １　 ＸＲＤ分析

图１分别是提纯海泡石和附磁后海泡石的ＸＲＤ图谱．由图１可知，海泡石原土的成分复杂，主要包
括石英、方解石、滑石等．海泡石的特征峰为２θ ＝ １２． １２°、４． ４１°、２． ５８°，含量约为２０％ ．附磁后，方解石在
２θ ＝ ３． ８６°、３． ０４°、２． ８４°、２． ４９°、２． ２８°、２． ０９°、１． ９３°、１． ９１°、１． ８７°、１． ６２°、１． ６０°、１． ５２°、１． ５１°、１ ４７°、
１ ４４°、１． ４２°处的特征峰消失，滑石与石英的特征峰也有所减弱，这主要是因为附磁过程中铁溶液的特
有酸性去除了海泡石中的部分杂质． ２θ ＝ ２． ９７°、２． ５２°、２． １０°、１． ６１°、１． ４８°处出现了Ｆｅ３Ｏ４晶体的衍射
峰，而无其它铁氧化物杂峰．这说明，此方法可制得负载较纯净Ｆｅ３Ｏ４晶体的海泡石．

图１　 海泡石原土及磁性海泡石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 １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２． １． ２　 比表面积分析
改性后的海泡石比表面由３７． ５３４ ｍ２·ｇ －１提高到１６０． ３６６ ｍ２·ｇ －１，孔容由０． １０４ ｍＬ·ｇ －１增加到

０． ２６５ ｍＬ·ｇ －１ ，平均孔径由３． ７６９ ｎｍ减小为２． １５６ ｎｍ（表２）．海泡石原土的平均孔径主要分布在
２—５０ ｎｍ之间，存在部分微孔和大孔，改性后磁性海泡石的孔径分布曲线没有明显变化，但在整个孔径
范围内磁性海泡石的孔体积对孔径的微分（图２）比海泡石原土的都大，这与磁性海泡石的比表面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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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符．这一方面是因为附磁过程中含Ｆｅ３ ＋溶液特有的酸性使海泡石中碳酸盐部分分解产生新的微细
孔道，连通了海泡石晶体内部分通道；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泡石表面沉积了Ｆｅ３Ｏ４微细颗粒，使得其比表
面积升高，孔容增大．

表２　 海泡石附磁前后的物理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吸附剂 孔容／（ｍＬ·ｇ － １） 平均孔径／ ｎｍ 比表面积／（ｍ２·ｇ － １）
海泡石原土 ０． １０４ ３． ７６９ ３７． ５３４

磁性海泡石 ０． ２６５ ２． １５６ １６０． ３６６

图２　 海泡石原土及磁性海泡石的孔径分布
Ｆｉｇ． ２　 Ｐｏｒ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２． １． ３　 红外光谱分析
图３是改性前后海泡石的ＦＴＩＲ图谱．磁性海泡石在１０２６． ９６ ｃｍ －１、７９５． ３６ ｃｍ －１、６６８． ８１ ｃｍ －１、

４６４． ８１ ｃｍ －１处显示了明显的Ｓｉ—Ｏ结构骨架；５９７． ０３ ｃｍ －１处出现了Ｆｅ３ Ｏ４的特征峰；３４０３． ６０ ｃｍ －１、
１１１２． ３５ ｃｍ －１处羟基结构主要是Ｓｉ—ＯＨ和Ｆｅ—ＯＨ；１４０１． １４ ｃｍ －１处的出峰归因于磁性海泡石中未洗
净的ＮＨ ＋４ ．相对于海泡石原土，磁性海泡石的出峰减少，是因为附磁过程中铁溶液溶出了海泡石原土中
的Ｃａ２ ＋、Ｍｇ２ ＋等金属离子．

图３　 改性前后海泡石的ＦＴＩＲ图谱
Ｆｉｇ． ３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１． ４　 ＳＥＭ分析
采用扫描电镜观察附磁前后海泡石的表面形态，见图４．由图４（ａ）、（ｃ）可见，海泡石原土表面纤维

结构清晰；附磁后海泡石如图４（ｂ）、（ｄ）所示，纤维束被剥离，表面沉积铁氧化物微细颗粒，孔结构明
显，这对海泡石表面性质产生重要影响，使其比表面积和孔容增加，为污染物的去除提供更多的吸附活
性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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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样品的ＳＥＭ照片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ＥＭ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 １． ５　 磁性能分析
图５是磁性海泡石和合成的Ｆｅ３Ｏ４的室温磁化曲线．由图５可知，磁性海泡石和合成的Ｆｅ３Ｏ４的磁

化率分别为２４． ３９２和５０． ７１５ ｅｍｕ·ｇ －１；磁化过程中Ｆｅ３Ｏ４及磁性海泡石的磁化强度均随外加磁场强度
的增大而增大，最终趋于饱和；当外加磁场强度逐渐降低至零时，样品磁化强度也趋近于零；反向施加磁
场，样品磁化强度反向趋于饱和，样品的磁滞回线接近重合的Ｓ型曲线，矫顽力和剩余磁化强度较小，可
以认为样品具有良好的超顺磁性．样品具有一定的剩磁和矫顽力的原因可能是样品中存在个别大粒子，
可能大于样品的超顺磁临界尺寸［１２］．

图５　 磁性海泡石和Ｆｅ３Ｏ４的室温磁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２． ２　 磁性海泡石对Ｃｒ（Ⅵ）的吸附性能
２． ２． １　 磁性海泡石与海泡石原土吸附性能比较

在ｐＨ ６． ０，吸附时间９０ ｍｉｎ，初始Ｃｒ（Ⅵ）浓度５０ ｍｇ·Ｌ －１，温度３５ ℃条件下，考察投加量分别为
２ ５、５、７． ５、１０、１２． ５、１５ ｇ·Ｌ －１时，附磁前后海泡石吸附除Ｃｒ（Ⅵ）的性能，结果如图６所示．附磁后海泡
石吸附除Ｃｒ（Ⅵ）性能提高，投加量１０ ｇ·Ｌ －１时，Ｃｒ（Ⅵ）平衡吸附量达３． ６ ｍｇ·ｇ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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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初始ｐＨ值对吸附的影响
在吸附时间９０ ｍｉｎ，初始Ｃｒ（Ⅵ）浓度５０ ｍｇ·Ｌ －１，磁性海泡石投加量１０ ｇ·Ｌ －１，温度３５ ℃条件下，

考察ｐＨ对Ｃｒ（Ⅵ）吸附的影响，结果如图７所示．实验发现，初始ｐＨ值对Ｃｒ（Ⅵ）吸附量有较大的影响，
溶液的初始ｐＨ值在２． ０—１０． ０范围时，磁性海泡石对Ｃｒ（Ⅵ）的吸附量随ｐＨ值的降低而升高，而当初
始ｐＨ降到２． ０以下，吸附量转而减小．

图６　 改性前后海泡石吸附除Ｃｒ（Ⅵ）性能
Ｆｉｇ． ６　 Ｃｒ（Ⅵ）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７　 初始ｐＨ对改性海泡石吸附Ｃｒ（Ⅵ）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 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Ⅵ）

Ｃｒ（Ⅵ）在溶液中的存在形态受ｐＨ值的影响． ｐＨ ＜ ２． ０时，溶液中Ｃｒ２Ｏ２ －７ 占优势；ｐＨ ＝ ３． ０—４． ０，
溶液中存在ＨＣｒＯ －４ 和Ｃｒ２Ｏ２ －７ 两种形态；ｐＨ ＝５． ０—６． ０，主要是ＨＣｒＯ －４ 和ＣｒＯ２ －４ 两种形态；ｐＨ ＞ ７． ０时，
主要是ＣｒＯ２ －４ ．由于带相同电荷的Ｃｒ２ Ｏ２ －７ 中的Ｃｒ（Ⅵ）比ＣｒＯ２ －４ 中的多一倍，因此ｐＨ值的降低会使
Ｃｒ（Ⅵ）的吸附量增加［１３］．但酸性强度过大时，海泡石中的阳离子及负载的部分Ｆｅ３Ｏ４开始溶出，使晶体
结构发生塌陷，孔隙率及比表面积减小，不利于Ｃｒ（Ⅵ）的吸附．
２． ２． ３　 温度对吸附的影响

描述水溶液中吸附过程等温式通常用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程或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方程．实验在吸附时间９０ ｍｉｎ，磁
性海泡石投加量１０ ｇ·Ｌ －１，ｐＨ值６． ０的条件下，考察了３个温度下磁性海泡石对Ｃｒ（Ⅵ）的平衡吸附容
量；将数据带入公式，得到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式拟合结果，见图８、９．

从图８可以看出，磁性海泡石对Ｃｒ（Ⅵ）的吸附量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在３种温度下，实验
数据均与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式有较好的拟合（Ｒ２ ＞ ０． ９８）（表３），根据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式假定，可
初步推测磁性海泡石对Ｃｒ（Ⅵ）呈多层吸附特点，ＫＦ和ｎ为与材料吸附容量和吸附性能有关的参数，ＫＦ
越大，吸附效果越好；１ ／ ｎ介于０． １—０． ５，则容易吸附；而１ ／ ｎ ＞ ２的物质，则难以吸附［１４］．从１ ／ ｎ ＜ ０． ５
可知，磁性海泡石对Ｃｒ（Ⅵ）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图８　 温度对Ｃｒ（Ⅵ）吸附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ｒ（Ⅵ）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图９　 线性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 ９　 Ｌｉｎｅａ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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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等温吸附式参数随温度的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度／ ℃ 方程 ＫＦ １ ／ ｎ Ｒ２

２５ ｙ ＝ ０． ２３１５ｘ ＋ ０． ３１９４ ２． ０８６４ ０． ２３１５ ０． ９９６２

３５ ｙ ＝ ０． ２４４２ｘ ＋ ０． ２５０５ １． ７８０３ ０． ２４４２ ０． ９９５１

４５ ｙ ＝ ０． ２７８６ｘ ＋ ０． １５９４ １． ４４３４ ０． ２７８６ ０． ９８９９

２． ３　 吸附机理初探
海泡石对水中Ｃｒ（Ⅵ）的吸附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物理吸附，即由于海泡石自身具有结构单位层，

而且结构单位层间孔道开阔，具备吸附离子和一些有机物的条件；另一种是化学吸附，水溶液中的
Ｃｒ（Ⅵ）与海泡石中的某些基团发生化学作用，达到除Ｃｒ（Ⅵ）的目的．

由磁性海泡石的ＢＥＴ、ＳＥＭ分析可知改性后的海泡石表面粗糙多孔，附着明显颗粒物，比表面积由
３７． ５３４ ｍ２·ｇ －１提高到１６０． ３６６ ｍ２·ｇ －１，孔容由０． １０４ ｍＬ·ｇ －１增加到０． ２６５ ｍＬ·ｇ －１，从而为污染物的去除
提供了更多的吸附活性位．

对比吸附前后磁性海泡石的ＸＲＤ谱图（图１、图１０）可知，吸附前后ＸＲＤ谱图特征峰一致，表明吸
附Ｃｒ（Ⅵ）后磁性海泡石的结构未发生改变．由图１１可知，５９７． ０３ ｃｍ －１处的Ｆｅ３Ｏ４特征峰、１１１２． ３５ ｃｍ －１
处的铁羟基峰减弱，推断铁羟基在Ｃｒ（Ⅵ）的去除中发挥作用，使磁性海泡石失去表面羟基而将Ｃｒ（Ⅵ）
吸附于表面．

图１０　 吸附Ｃｒ（Ⅵ）后磁性海泡石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 １０　 ＸＲ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图１１　 吸附Ｃｒ（Ⅵ）前后磁性海泡石的ＦＴＩＲ图谱
Ｆｉｇ． １１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３　 结论
多种分析测试仪器表征结果表明，附磁后海泡石表面沉积铁氧化物微细颗粒，孔结构明显，比表面

由３７． ５３４ ｍ２·ｇ －１提高到１６０． ３６６ ｍ２·ｇ －１，孔容由０． １０４ ｍＬ·ｇ －１增加到０． ２６５ ｍＬ·ｇ －１，平均孔径由
３． ７６９ ｎｍ减小为２． １５６ ｎｍ．由磁化曲线可知磁性海泡石的磁化率为２４． ３９２ ｅｍｕ·ｇ －１，在废水处理应用
中可通过磁选的方法分离． ＸＲＤ和ＦＴＩＲ图谱证实磁性相为Ｆｅ３Ｏ４ ．

磁性海泡石投加量１０ ｇ·Ｌ －１，ｐＨ ６． ０，吸附时间９０ ｍｉｎ，初始Ｃｒ（Ⅵ）浓度５０ ｍｇ·Ｌ －１，温度３５ ℃条
件下，Ｃｒ（Ⅵ）平衡吸附量达３． ６ ｍｇ·ｇ －１，高于海泡石原土；ｐＨ值对其吸附除Ｃｒ（Ⅵ）性能影响较大；磁性
海泡石对Ｃｒ（Ⅵ）的吸附规律符合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吸附等温式．初步推断，改性后海泡石比表面积增加，孔容
增大是其吸附除Ｃｒ（Ⅵ）能力增强的主要原因；磁性海泡石表面铁羟基的形成对Ｃｒ（Ⅵ）吸附效率的提高
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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