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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在土壤粒度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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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粗悬移质泥沙和耕种黄绵土为样品
,

通过逃行不同功率
、

不同分散时间的超声波

分散与煮沸分散试验
,

分析 比较了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

分散能力及效果
,

得出 以 下 结 果
:

1
、

超声波法较煮沸法分散完全
,

分散效果是煮沸法的1 1 3一 1 23 % ; 2
、

超声波分散法省时
、

省电 , 3
、

同频率下不同时间分散力不同
。
以频率1 7

。
5午赫芝

、

电压 2 20 伏
、

电流5的毫安超

声2 5分钟
,

或以电流7 00 毫安
、

超声巧分钟
,

均可达到理想的分 散效果
。

土壤粒度是研究土壤特性的重要参数
,

它的分析对于研究水土流失中泥沙运移及不同粒级携

带的营养元素和污染体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泥沙粒度分析
,

牙贯上采用司笃克斯沉降法
,

其精

度取决于样品的分散和悬液的制氛 以往我们采用的经典煮沸法
,

在煮沸过程中经常因泥沙样品

中较粗颗粒易沉杯底和受热不均
,

致使部分样品外溅或发生瓶裂多 对一些粘粒含量多的土壤样品不

能充分分散
,

给分析结果带来误差
。

为此我们应用超声波分散以代替经典的煮沸法
。

一
、

试验材料及方法

试验样品为无定河白家川水文站的粗悬移质泥沙和长武耕种黄绵土
。

试验方法有
:

煮沸法
。

称取土样 1 0克置于的。毫升三角瓶中
,
加水20 0毫升浸泡

,

再加 0. SN (N a P O
3

)
。

10 毫

升
,

静置过夜
。

接着加热并微沸一小时
,

然后按吸管法进行测定
口

超声波法
。

称取土样 10 克置于2 50 毫升高型烧杯中
,

加水10 。毫升
,

再加 0
.

S N (N a P O
。 )

。

10 毫

升
,

静置过夜后用频率为 17
.

5千赫芝
、

电压 2 20 伏
、

电流5 00 毫安或 7 00 毫 安 的 C S F一5 00 一 2 型

超声波发生器进行超声分散
,

分散时间分别为 10
产 、

15
产 、

2 0 ‘、

25
’ ,

冷却后用吸管法分析
。

试验

均重复 3 次
。

二
、

试验结果分析

(一) 不同处理时间对样品分散的影晌
。

超声波分散法主要是利用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

用 。
这种空化作用是在强烈的超声波作用下

,

液体分子时而受拉
、

时而受压
,

形成一个个微小的

空腔
。

由于空腔内外力相差较悬殊
,

空腔破裂时具栩良大的冲击力
,

被分散的土粒表面受到这个

冲击时
,

其相互粘结的复粒将被分开
,

特别是一些附在较粗颗粒表面的细颗粒就被剥落
,

从而使

土粒分散
。

超声波的这种作用使不同时间的超声处理
,
其分散能力及效果不同

。

从长武县黄绵土

分析结果 (表 1 ) 看
,

不同分散时间
,

其< 0
.

00 1毫米的粘粒含量不同
,

在 1 0一25 分钟的时 段 呈

递增趋势
,

< 。
.

00 1毫米的含量由1 8
.

82 笼增加到 20
.

1 5 %
。
当超声时间增加到 15 分钟时

,

其粘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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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处理的累积曲线都在煮沸法之上
。

超声波法的分散结果物理性粘粒含量较煮沸法高 3 一 5 %
,

超声

波分散效果是煮沸法的1 13 一1 23 %
,

说明超声波法的分散比煮沸法完全
。

超声波分散的时间 比 煮 沸 法 ( 1 小

时 ) 短
,

无论黄土或泥沙
,

用超声波

分散时
,

电流 5 00 毫安需分散25 分钟
,

7 00 毫安只需 15 分钟
,

因此超声 波 是

一种理 想的 分散方法
,

在粒度分析中

值得推广
。

小于某直径之土重百分数�肠�

三
、

结 语

0
.

1 0
.

0 5 0
.

0 1 0
.

0 0 5 0
.

0 01
牡径( 毫米 )

田2 50 。奄安超声波法与煮沸法分散的沙泥顺拉果积曲线

通过以上分析
,

我 们认为
:

1
、

超声波法 较煮沸法 分 散 完

全
,

前者 的分散效果是后者 的 1 13 一

1 2 3 %
。

表 4 超声波分散与索沸分散结果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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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超声波分散省时
、

省电
,

是一种理想的分散方法
。

3
、

频率相同而时间不同
,

则分散力亦不同
,

以频率 17
.

5千赫芝
、

电压2 20 伏时
,

用电流50 0

毫安超声25 分钟
,

或以电流7 00 毫安超声 15 分钟
,

均可达到理想的分散效果
。

( 蒋集华 同志参加 了部分分析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