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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蒙古高庙子地区的膨润土蒙脱石含量

高&且具有渗透性低*膨胀性高及导热性良好等特

性&因此&作为我国高放废物处置中缓冲回填材料

之一被加以广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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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C

S.

是核反应堆运

行*核武器试验以及核设施的退役等活动过程当

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关键高放废物核素&它寿命

长*活度高*毒性大&因此&开展(!C

S.

在缓冲回填

材料%%%膨润土中的吸附特征研究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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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对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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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冲回填材料%%%膨

润土中的研究较少&且参考依据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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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下对高庙子膨润土的静态吸附特征&为我国高

放废物处置库地下实验室的建造提供基础实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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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铁*无水乙醇*氢氧化钠*硝酸均为市售分析

纯试剂!膨润土采自中国内蒙古高庙子地区&其成

分列于表
*

)

9;:

!

实验原理与方法

静态吸附法是国际公认的测定吸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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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方法)吸附分配系数为核素固相中浓度

与液相中浓度之比&膨润土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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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附能力常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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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往离心管#内壁经二氯二甲基硅烷

预处理$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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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指定值!本实验均在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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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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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吸附平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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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

上吸附的影响结果示于图
*

)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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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出&随

着
QM

(\

!

浓度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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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吸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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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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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水溶液介质中

与(!C

S.

发生配合反应&生成配合物&吸附在膨润土

固体颗粒表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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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小于
)&))+9$%

+

I

时&对膨润土的吸附作用基本没有影响)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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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增加可以阻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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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介质上

)C*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

第
!"

卷



的吸附)经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后&得出拟合曲线为

指数拟合曲线&拟合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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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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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实验数据拟合良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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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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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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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

使测得的实验结果略小于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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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吸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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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对(!C

S.

在膨润土上吸附达平衡

后的影响结果示于图
(

)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

拟合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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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拟合曲线为指数拟合曲线)

从图
(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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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吸附分配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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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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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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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吸附在膨润土固体颗粒表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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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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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吸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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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不变&对膨润土的吸附无太大影响)实验过程中

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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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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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升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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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对实验结果会产生影响&使测得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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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吸附平衡后

的影响结果示于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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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吸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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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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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度的增大而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对实验

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拟合系数
%

( 良好)

实验结果表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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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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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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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可以阻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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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

介质中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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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膨润土溶液中的部

分阳离子发生共沉淀反应&堵塞了膨润土固体

颗粒间的空隙&阻碍了膨润土对(!C

S.

吸附行为

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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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吸附平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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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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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吸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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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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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增大而减小&最终趋向于平缓)通过最小

二乘法拟合&拟合结果良好&数据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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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

吸附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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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示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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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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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在膨润

土上的吸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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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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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增大

而减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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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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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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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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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吸附分配系

数下降很快&表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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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可以有效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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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吸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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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吸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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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变化较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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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的吸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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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拟合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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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实验数据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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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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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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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润土上

的吸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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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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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增大而急

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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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膨润土溶液中的多种阴离子发

生反应&生成大颗粒物质&覆盖在膨润土固体颗粒

表面及填充在颗粒空隙中&阻碍了膨润土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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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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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结果良好)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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