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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腐植酸"04#是土壤腐殖质的主要成分)含有多种功能基团,随着 04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

将具有反应活性和生物活性的 04引入到高吸水性树脂中)既能发挥 04改良土壤-增效化肥-刺激生长-增强

抗逆和改善品质的功效)又可改善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和耐盐性能)同时大幅度降低高吸水性树脂的制备成

本,本文综述了近年来 04高吸水性树脂的研究进展)内容主要包括 04高吸水性树脂的分类-04释放机理

和应用)同时展望了 04高吸水性树脂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关键词%腐植酸+高吸水性树脂+分类+04释放+应用

高吸水性树脂是一种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它能吸收并保持自身质量数百倍甚至上千倍的纯水或数
十倍的生理盐水)通常又称为高吸水性聚合物-吸水性高分子材料或者超强吸水树脂等)农用时俗称保水
剂,高吸水性树脂是一种亲水性高分子材料)通常采用含羧基-磺酸基-羟基-氨基等亲水性单体)在引发
剂和交联剂的作用下)发生聚合-水解-交联等化学反应)形成不溶于水)但在水中能高度溶胀的三维网状
聚合物,高吸水性树脂结构中含有大量亲水基团)遇水后水分子进入并保持在三维网络空间内使其迅速
膨胀)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吸水和保水性能,作为一种高效化学节水材料)高吸水性树脂在农业上被誉为
%微型水库&,施入土壤之后)对农作物的生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化肥-农药-杀虫剂及植物生
长助剂等也具有网络吸附作用)从而提高其使用效率,因此)高吸水性树脂成为节水-保水和土壤改良等
研究领域中最引人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

传统的高吸水性树脂可以分为淀粉系-纤维素系和合成树脂系,近年来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有
机!无机复合高吸水性树脂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所制备的产品具有成本低-保水能力强和耐盐碱性
能好等特性.!/)但这类高吸水性树脂仍存在功能单一的缺点)限制了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腐植酸"04#

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有机大分子化合物)是肥沃土壤中腐殖质的主要成分)占腐殖质的$*c"
/"c)在煤炭-沼泽-池塘-沟渠淤泥中大量存在,04分子结构中含有酚羟基-醇羟基-烯醇基-磺酸基-
氨基-醌基和羰基等多种功能基团"见图##)这些活性基团的存在赋予了 04酸性-亲水性-离子交换性
和络合性等功能性,目前)腐植酸类物质已广泛应用于农林-石油-建材-环保和医疗卫生等行业.(/,由
于04具有良好的化学活性和生物活性)将其作为合成高吸水性树脂的原料制备 04高吸水性树脂)既
能发挥04刺激植物生长发育-增加作物的抗逆性-改善植物营养的功效)又能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
力)同时还可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为此)本文综述了近年来04高吸水性树脂的研究进展)内容主要包
括04高吸水性树脂的分类-04释放机理和应用等)同时展望了 04高吸水性树脂的未来发展方向,

#!04高吸水性树脂的分类

04高吸水性树脂的制备方法主要通过自由基溶液聚合反应来实现,最常用的产生自由基的方法
是引发剂的受热分解或二组分引发剂的氧化还原分解反应)也可以用紫外线辐照-高能辐照和等离子体
引发等方法产生自由基,通常高吸水性树脂形成三维网络结构的机理如下*引发剂过硫酸铵"4GH#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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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4的结构示意图"?可代表烷基-芳基-芳烷基#.(/

U56;A1#!H>7129C5>@CA;>C;A1=J7;25>9>5B"?A13A1@1,C@9:MI:)9AI:=A9A9:MI:#

分解)产生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在反应过程中充当活性中心)引发乙烯类单体进行链增长反应,与此同
时)具有双乙烯基基团的交联剂如@)@B’亚甲基双丙烯酰胺"O<4#参与交联反应)使聚合物链相互连接
形成交联的三维网络结构.)/,在此过程中)部分04可以与烯类单体进行接枝反应)部分 04被形成的
三维网络所包埋,根据制备 04高吸水性树脂的主要原料来源)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聚丙烯酸(腐植酸高吸水性树脂

K5等.*/合成了聚丙烯酸"G44#$腐植酸钠"H0#高吸水性树脂)具体方法如下*室温下将用D9-0溶
液部分中和的丙烯酸"44#投入三口瓶中)向其中加入H0形成分散溶液,在氮气保护下)加入交联剂

O<4)搅拌一定时间后)加入引发剂4GH)升温至."e)反应(7,反应结束后)将产物置入."e烘箱干
燥,结果显示)适量H0的引入可显著提高G44$H0高吸水性树脂在蒸馏水和生理盐水中的吸水倍率)

即使引入)"c的H0)所得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仍远高于G44高吸水性树脂,史俊等.&/以 04和

44为原料)4GH’O<4为引发交联体系)通过正交试验合成出了多孔型的 04高吸水性树脂)研究了多
种因素对04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同条件下所合成的G44高吸水性树脂相
比)04的引入提高了G44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速率)同时改善了树脂的耐盐和耐温能力,初茉等../以
风化褐煤为原料制备了 04)采用溶液聚合法合成了聚丙烯酸钠"GD94#高吸水性树脂)通过表面交联反
应将04与GD94复合)制得一种表面交联型GD94$04高吸水性树脂,研究发现)单纯的GD94高吸
水性树脂对去离子水和自来水的吸水倍率分别为.!"6$6和#$"6$6)当高吸水性树脂中含有#"c 04
时)GD94$04高吸水性树脂对去离子水和自来水的吸水倍率分别为.*"6$6和!&"6$6)这说明 04的
加入明显提高了高吸水性树脂对自来水的吸收能力)树脂的耐盐性能明显改善,贾振宇等.$/采用 04溶
液处理丙烯酸类高吸水性树脂颗粒)对丙烯酸类高吸水性树脂颗粒进行表面接枝改性)也得到类似的结
论,华水波等.//将H0引入到聚乙烯醇"G84#$聚丙烯酸"G84$G44#体系后发现)H0的引入不仅可以
大大提高所得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而且赋予高吸水性树脂更快的吸水速率,朱红等.#"/经悬浮聚
合制备了 04高吸水性树脂)该高吸水性树脂在经过!"次吸水后)吸水倍率仍高达*!&6$6,刘栋等.##/

则利用微波辐射法合成了G44$04高吸水性树脂)考察了原料配比-引发剂用量和丙烯酸中和度对树
脂吸水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波辐射可缩短制备高吸水性树脂的反应时间,

:=8!聚!丙烯酸W!"W丙烯酰胺"(腐植酸高吸水性树脂
邹静.#!/制备并比较了几种04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性能)包括聚丙烯酸钾$腐植酸"Gh4$04#-聚

"丙烯酸’:"’丙烯酰胺#$腐植酸"G"44’:"’4O#$04#-淀粉$聚丙烯酸$腐植酸"HC$G44$04#-羧甲基纤
维素$聚丙烯酸$腐植酸"\O\$G44$04#,结果发现)引入4O后高吸水性树脂具备较好的耐盐性,李
威等.#(/制备了一种 04高吸水性树脂)具体方法如下*向中和度为."c的顺丁烯二酸"O4#及一定量

4O混合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风化煤腐植酸钾"h4#,搅拌溶解均匀后)再加入一定量的4GH和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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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4O#j(i#,搅拌均匀后)于"$(n##e下反应!7)再经冷却-干燥-粉碎-筛分得到深棕黑色
的04高吸水性树脂,通过考察高吸水性树脂在溶液以及土壤环境中的性质)发现当 h4用量低于

)"c时)在环境30值为&".的条件下)04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明显高于不含h4的 O4’4O 型
高吸水性树脂,易菊珍等.#)/以过硫酸钾"hGH#为引发剂)O<4为交联剂)4O 和H0为原料)用溶液聚
合交联法合成了聚丙烯酰胺"G4O#$H0高吸水性树脂,结果表明)G4O$H0高吸水性树脂具有物理交
联和化学交联并存的致密网络结构和优良的吸水性能,+79,6等.#*/制备了聚"丙烯酸’:"’丙烯酰胺#$腐
植酸钠"G"44’:"’4O#$H0#高吸水性树脂,结果表明)当H0含量在""("c之间时)吸水倍率随H0
含量增加)由&.$6$6增至##$)6$6+当H0含量超过("c后)随含量增加吸水倍率逐渐降低,然而)即使
当H0含量为)"c时)G"44’:"’4O#$H0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仍大于$""6$6)远高于同条件下G
"44’:"’4O#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K5等.#&/考察了影响G"44’:"’4O#$h4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
率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当交联剂用量为"b))c""b.)c)引发剂用量为#b#!c"!b!!c)#"h-0#$

#"44#为"b*#""b.")单体浓度为#"b/*c"#!b*/c)反应温度为$(n#e)44$4Oj#b)!"!b(")h4
浓度为#.b*)c时)所得 04高吸水性树脂对去离子水-自来水-"b*c尿素溶液和"b/cD9\:溶液的吸
水倍率分别为.((".*&-#&#"!$)-.$&"$!*-.&"$(6$6,\7;等.#./研究发现)引入适量h4到G"44’
:"’4O#体系中)可以改善G"44’:"’4O#$h4高吸水性树脂的网络结构)使树脂表现出高的吸水倍率-
吸水速率和反复吸水性能)h4的引入还赋予树脂更好的耐盐性能,刘瑞凤等.#$/以44-4O和H0为原
料)采用水溶液聚合法合成了G"44’:"’4O#$H0高吸水性树脂)在对各种吸水保水性能测试的基础上)
进行了H0释放效果的评价,结果表明)G"44’:"’4O#$H0不仅具有良好的吸水保水性能)而且具有缓
释H0的功能,P5等.#//将H0和@’异丙基丙烯酰胺结合也得到一种 04高吸水性树脂,

:=>!聚丙烯酸(黏土(腐植酸复合高吸水性树脂
如何在保持基本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高吸水性树脂产品的成本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

黏土表面含有大量的活性硅烷醇基团)能够参与接枝共聚反应)可与有机聚合物网络交联形成均一的复
合物或纳米复合物,无机黏土的引入不仅可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能改善所得高吸水性树脂的凝
胶强度和耐盐性能,

K5等.!"/以 O<4为交联剂)4GH为引发剂)经溶液聚合制备了聚丙烯酸$凹凸棒土"4GT#$腐植酸钠
"G44$4GT$H0#高吸水性树脂,当 O<4用量为"b#*c)4GH用量为#b"c)4GT和H0 用量均为

!"c时)所得高吸水性树脂在蒸馏水中的吸水倍率为*$(6$6,周新华等.!#/以过硫酸钠’亚硫酸氢钠为引
发剂)O<4为交联剂)采用溶液聚合制备了G44$4GT$h4复合高吸水性树脂)研究了4GT-h4含量
对复合高吸水性树脂吸蒸馏水倍率-吸盐水倍率以及吸水速率的影响)并对比了各种复合高吸水性树脂
的吸液性能,结果表明)当4GT含量由*c增至)"c时)复合树脂吸蒸馏水和吸盐水倍率呈快’缓’快的
变化趋势)其中4GT含量由#"c增至!"c时)吸液倍率变化不大)复合树脂的吸水速率则先增大后下
降)4GT用量为#"c时)复合树脂的吸水速率最快,

:=?!聚!丙烯酸W!"W丙烯酰胺"(黏土(腐植酸复合高吸水性树脂

+79,6等.!!/制备了G"44’:"’4O#$4GT$H0高吸水性树脂)研究发现)当4GT含量小于!"c时)
吸水倍率随4GT含量增加略有提高,当H0 含量为""#"c时)树脂吸水倍率随H0 含量的增加)由

&*)6$6增至//&6$6+即使当H0含量为("c时)G"44’:"’4O#$4GT$H0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仍
高达$""6$6)远高于同条件下G"44’:"’4O#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在高吸水性树脂中同时引入

4GT和H0)二者可产生协同作用)使树脂吸水性能进一步提高,4GT和H0总加入量可达*"c)极大
降低了制备成本)同时赋予材料更好的功能性,在该体系中)将 4GT 用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0[TO4<A#有机改性)所得 04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速率-耐盐性和重复使用性能可进一步得到
提高.!(/,

+71,6等.!)/将膨润土"OOT#和H0引入到G"44’:"’4O#体系中)制备得到了一系列 04高吸水
性树脂,研究发现)所得G"44’:"’4O#$OOT$H0复合高吸水性树脂在蒸馏水和生理盐水中均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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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水倍率,在该高吸水性树脂中)OOT片层剥落)均匀分散于高吸水性树脂的网络结构中,以

0[TO4<A对 OOT进行有机化)并将有机化 OOT"-’OOT#引入到G"44’:"’4O#$H0体系中)所得
复合高吸水性树脂G"44’:"’4O#$-’OOT$H0表面形貌呈现较松散结构)使其不仅具备较高的吸水速
率-吸水倍率)也同时拥有较好的耐盐性能.!*/,将 OOT经不同价态阳离子交换后)在!"cOOT和

("cH0条件下所得的G"44’:"’4O#$OOT$H0 复合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分别为&($6$6"D9’
OOT#-.!(6$6"K5’OOT#-&$!6$6"\9’OOT#和(&(6$6"4:’OOT#,由此可见)OOT经不同阳离子交
换后)对所得复合高吸水性树脂的性能产生一定影响)其中4:’OOT可以在高吸水性树脂中起到辅助交
联剂的作用.!&/)因而有较低的吸水倍率,

锂皂石"K93=,5C1#是一种合成层状硅酸盐)具有纳米结构片层和非常高的比表面-阳离子交换容量
和亲水性)并带有大量负电荷,易菊珍等.!./以 hGH为引发剂-O<4为交联剂-4O 和H0-K93=,5C1为
原料)用溶液聚合交联法合成了G4O$K93=,5C1$H0系列高吸水性树脂,扫描电镜显示G4O$K93=,5C1$

H0高吸水性树脂有完整交联网络结构但网孔大小不均+加入的K93=,5C1均匀分散并紧附在聚合物骨架
上)从而提高了高吸水性树脂的力学强度,吸水性测试表明)加入K93=,5C1的系列高吸水性树脂具有优
良的吸水性能,流变性测试表明)加入K93=,5C1后高吸水性树脂为致密的化学交联网络弹性体)黏土在
高吸水性树脂中没有相分离,华水波等.!$/以 O<4为交联剂-4GH为引发剂)采用水溶液聚合法合成了

G"44’:"’4O#$高岭土"hK#$H0多功能复合高吸水性树脂,结果表明)与单独引进H0或hK相比)在

G"44’:"’4O#体系中同时引入H0和hK所制备的多功能高吸水性树脂)不仅具有较好的吸水性能)而
且具有较快的吸水速率,在H0ihKj!i(时高吸水性树脂具有最高的吸水倍率)其吸蒸馏水和"b/c
D9\:溶液分别达到)*"6$6和(/6$6)但加入同量的hK)吸水倍率明显低于4GT制备的复合高吸水性
树脂.!!/,

:=@!天然高分子接枝聚丙烯酸(腐植酸高吸水性树脂
随着人们环保和资源意识的不断增强)研究开发环境友好材料引起了各国研究者的关注,利用可再

生资源替代日益枯竭的石油资源)合成可降解或易降解的绿色高吸水性树脂)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高吸
水性树脂的研究热点,K5;等.!//在水溶液中通过壳聚糖"\TH#-44和H0接枝共聚反应)制备了\TH’

$’G44$H0高吸水性树脂,当反应温度为$"e)44与\TH的重量比为.b!)4GH和 O<4的用量分别
为(b"c)H0用量为#"c时)\TH’$’G44$H0表现出最优的吸水倍率,0;9等.("/通过淀粉"HC#-44和

H0接枝共聚反应制备了HC’$’G44$H0高吸水性树脂,结果表明)当反应温度为."e)44与HC的重
量比为.)4GH的用量为(b"c)H0含量为.b.c时)HC’$’G44$H0高吸水性树脂具有最优的吸水倍率

##""6$6,此外)将海藻酸钠"H4#引入到高吸水性树脂中)发现在H4’$’G44$H0体系中引入#"cH0)
可将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水倍率从$)"6$6提高到#($"6$6.(#/,R9,6等.(!)((/通过瓜尔胶"EE#-D94和

H0共聚得到EE’$’GD94$H0高吸水性树脂,红外光谱证明EE)D94和H0 之间发生了接枝共聚反
应)过量的H0物理填充在聚合物网络中,扫描电镜分析表明)引入H0后高吸水性树脂的表面变得粗
糙多孔)而不含H0的高吸水性树脂仅显示致密光滑的表面,H0的引入不仅可以显著提高高吸水性树
脂在蒸馏水-生理盐水和电解质溶液中的吸水倍率)而且赋予材料缓释H0的功能,

复合化是改进高吸水性树脂吸水性能和强度的新方法,+79,6等.()/将4GT引入到\TH’$’G44$

H0体系中)得到一种复合04高吸水性树脂)该高吸水性树脂有更好的吸水性能)并可用于对重金属离
子的吸附,

:=M!其它
将粉煤灰与04一起引入到高吸水性树脂中)可使所得高吸水性树脂具有保水-固沙-沃土-促进植

物生长的综合生态效应,同时)对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有一定的帮助)还可以节约成本)控制环境污染)

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黎关超等.(*/以新疆哈密褐煤为原料提取 04)以44和4O 为单体)采用
溶液聚合法)合成了含粉煤灰和04的高吸水性树脂)所得高吸水性树脂的保水性-耐寒性均较好)并且
能促进植物生长)改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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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在高吸水性树脂中的复合和释放机理

8=:!S"在高吸水性树脂中的复合机理

04中含有一定量的半醌自由基和高含量的酚羟基,在 04与44聚合形成高吸水性树脂时)首先
是44自聚)之后04与G44侧链间进行交联)形成不溶于水的网络结构)主要反应如下.#"/*

!H!-$!%!!!!H-)
%0

?0gO !!!?O0

!?O0gO!!!?O’O0

04-0g?O’O0!!!04’-’O’O?
式中)O代表44单体)04代表腐植酸,

为了验证 04与44发生了聚合反应)对G44与04合成产品进行红外光谱分析,红外光谱显示

G44$04产品的谱图在波数#!$">2%#处出现属于烷芳基醚的吸收峰.(&/)而此峰在G44和 04中并未
出现)这说明 04与 44之间可能发生了接枝反应)生成了醚键,+71,6和 R9,6比较分析了H0-G
"44’:"’4O#$\9’OOT和G"44’:"’4O#$\9’OOT$H0的红外谱图)发现经聚合反应后)#."&>2%#处

H0中\j-的伸缩振动峰消失)#!)">2%#处H0中酚\!-伸缩振动峰明显降低)与此同时)在G"44’

:"’4O#\9’OOT$H0中出现了#!$#>2%#处归属于烷芳基醚的新特征峰.(./,这些信息表明在聚合过程
中)确实发生了反应物间的接枝反应,由于04分子结构复杂)更精细的复合机理还有待在今后的工作
中深入研究,

8=8!S"在高吸水性树脂中的释放机理
目前)04高吸水性树脂中04的释放性能是以04在水中的溶出量来评价的)具体过程如下*室温

下)将"b!"604高吸水性样品置于)""2K蒸馏水中,每隔一定时间)取*b""2K浸泡液于#"2K试管
中,加入(b"2K精确标定的h!\A!-. 溶液和#*2K浓硫酸)#""e反应("25,"见式##,剩余h!\A!-.
用"b#2=:$K"D0)#!U1"H-)#! 溶液反滴定"见式!#,04在水中的溶出量以浸泡液中的碳浓度表示"见
式(#*

!h!\A!-.g(\g$0!H-) 3!h!H-)g!\A!"H-)#(g(\-!g$0!- "##

h!\A!-.g.0!H-)g&U1H-) 3h!H-)g\A!"H-)#(g(U1!"H-)#(g.0!- "!#

\"26$*2K#j#!b"#\U1!g"8"%8##$) "(#

式中)\U1!g*"D0)#!U1"H-)#! 溶液中U1!g浓度)2=:$K+8"*滴定空白溶液中剩余 h!\A!-. 所消耗的
"D0)#!U1"H-)#! 溶液体积)2K+R#*滴定浸泡液中剩余h!\A!-. 所消耗的"D0)#!U1"H-)#! 溶液体积)

2K+#!b"#*碳的摩尔质量)6$2=:+)*由式"##和"!#得出的U1!g与碳物质的量之比,

!!+79,6等.($/考察了G"44’:"’4O#$H0 体系中H0 的释放情况,由图!可见))$7时H0 含量为

*c-#"c和("c的高吸水性树脂浸泡液中碳浓度分别为"b"/.-"b#.!和"b)$(26$*2K,从释放曲线可
以看出))$7时内 04的释放速度较快)这主要是物理填充于高吸水性树脂的 04释放,随时间延长)

04释放速度逐渐降低,在(&B时)H0含量为*c-#"c和("c的树脂浸泡液中碳浓度分别为"b#()-

"b!)(和"b..!26$*2K,这段时间内04释放速度减慢)这是化学键合在树脂网络上 04的释放,

+71,6等.(./考察了H0释放前后G"44’:"’4O#$OOT$H0高吸水性树脂的红外谱图)发现G"44’
:"’4O#$OOT$H0红外谱图上归属于 H0 中酚 \!- 伸缩振动峰)经释放后消失+而新出现的

#!$#>2%#吸收峰则随着H0的进一步释放变宽,H0释放之后)H0与一些功能基团"如!\--%#间作

用力减弱)引起#*&/>2%#处!\--%的反对称伸缩振动吸收峰增强,此外)H0释放前高吸水性树脂的
表面密实平滑)而释放后的高吸水性树脂表面则较为粗糙)H0释放&"B之后)高吸水性树脂表面伴有微
孔出现"见图(#,表观形貌的变化进一步印证了H0 的释放过程存在快速释放和缓慢释放两个阶段
"见图)#,

0!)0 !!!!!!!高!!分!!子!!通!!报 !"##年$月!



图!!G"44’:"J4O#$H0在蒸馏水中的释放曲线.(//

U56;A1!!H0A1:19@1>;AW1=JG"44’:"’4O#$H0@;31A9V@=AV1,C5,B5@C5::1B‘9C1A

图(!H0释放前"9#和释放后"V’*B)>’("B)B’&"B#高吸水性树脂的HZO照片.($/

U56;A1(!HZOJ=A@;31A9V@=AV1,CJA1@7:I3A139A1B"9#9,B@;31A9V@=AV1,C9JC1AH0A1:19@1
"V’*B9I@)>’("B9I@)B’&"B9I@#

(!04高吸水性树脂的应用

04中含有多种活性功能基团)使 04高吸水性树脂同时具有离子型亲水基团!\--0-!H-(0
和非离子型亲水基团!D0!-!D0!\-!等,离子型亲水基团使高吸水性树脂对去离子水的吸收能力
增加)而非离子型亲水基团使其耐盐能力提高,04的引入使高吸水性树脂表面的基团多样化)从而产
生协同作用)提高所得高吸水性树脂吸蒸馏水和生理盐水的性能,目前)04高吸水性树脂在以下方面
得到了应用,

>=:!农用和生态修复

04是地球碳循环的重要物质)本身具有改良土壤-稳氨固碳和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将 04引入
到高吸水性树脂中)不仅为节水农业提供了新材料)而且为改良土壤和缓释肥料提供了可能,张荣明
等.(//研究发现)04高吸水性树脂在土壤中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和保水性)同时还可降低土壤容重)调节
空气及热量分布)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生长耐干旱性能,朱书全等.)"/为验证 04高吸水性树脂在农林
业中的应用效果)在西北地区对玉米-马铃薯-油松-沙棘-柠条-紫穗槐-沙地云杉进行了系统的种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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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44’:"’4O#$H0的结构示意图

"9#干态)"V#溶胀状)">#物理填充H0的释放)"B#化学键合H0的释放.($/

U56;A1)!H>7129C5>@CA;>C;A1@=JG"44’:"’4O#$H0@;31A9V@=AV1,C*"9#5,C71[AIHC9C1)

"V#5,C71@‘=::1,@C9C1)">#;3=,A1:19@1=JH0JA11:I5,>=A3=A9C1B5,C713=:I21A5>,1C‘=AM)9,B
"B#;3=,A1:19@1=JH0V=,B1B‘5C7C713=:I21A5>,1C‘=AM

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施用 04高吸水性树脂使玉米-马铃薯分别增产了#)b"c和!"b&c)总体上
使油松-沙棘-柠条-紫穗槐-沙地云杉*种树种成活率提高了#!b)c"##$b!c,李淑琴等.(&/对GD94$

H0高吸水性树脂进行了植物生长和节水效应的实验,结果表明)04高吸水性树脂不仅具有吸水保水
的功效)还能有效促进植物生长)促进植物光合作用和提高植物水分利用效率)并且无论高水和低水条件
下)都能改善植物的叶片水势)提高植物的生物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张翠荣.)#/研究结果表明)04高吸
水性树脂对土壤具有良好的膨胀性)能减少蒸发)增加土壤有效水)提高地温)对促进作物出苗作用尤为
突出,加入 04高吸水性树脂后)西红柿的成活率从(.b*"c提高到$(b((c,当高吸水性树脂用量为

#""6$株和!""6$株时)葡萄产量较对照分别增产#!b*/c和!*b!/c)含糖量较对照分别增加$b/!c和

&b"#c,在葡萄果实膨大期干旱胁迫时"正常灌水量.*c的条件下#)较对照分别增产($b)&c和

&&b&!c,李金贵等.)!/研究发现)应用 04高吸水性树脂)可提高土壤含水量!"c左右)提高玉米种子的
出苗率)b.c"##b&c,促进幼苗根系生长)增加根冠比)加强玉米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能
提高玉米叶绿素和可溶性糖含量)增产#"b/c"!(b&c,

表:!不同聚合物吸附剂对重金属离子吸附性能比较

)ABCD:!;1LEAFH61J1G7QDAI61FE7H1JKAEAKH7HD61GQDAROLD7AC61JIHGGDFDJ7E1COLDFAI61FBDJ76

4B@=AV1,C 4B@=A3C5=,>=,B5C5=,@ 4B@=A3C5=,>939>5C51@"26$6#

HC’$’G44$*cH0.))/ *"26$!*2K)#"25,)!"2O \;"%#)#.$b!

HC’$’G44.))/ *"26$!*2K)("25,)!"2O \;"%#)#.&b&

\TH’$’G44.)*/ #""26$!*2K)30j*b*)&"25,)#!""26$K \;"%#)!&!b!

G"44’:"’4O#$OOT$H0.)&))./
\B*#""26$!*2K)30j$)("25,)!"2O \B"%#)#/.b(

GV*#""26$!*2K)30j&)#*25,)#"2O GV"%#)(&)b"

4,5:5,1’4’@;:J=371,I:1,1B5925,1 GV*&7)*2O GV"%#)#&#b&

>=3=:I21A.)$/ 06*!)7)*2O 06"%#))/.b.

G=:I";’371,I:1,1B5925,1#.)// *"26$!*2K)30j*)!)7 GV"%#)!*(b!

G=:I"4’371,I:1,1B5925,1#.)// *"26$!*2K)30j*)!)7 GV"%#)!)!b.

G=:I"9,5:5,1’:"’*’@;:J=,5>’!’9,5@5B5,1#.*"/ *"26$!*2K)’$)7)#"$*2O 06"%#)!"&(

K=,69,@71::.*#/ (""26$!*2K)!7)30j*)""!*2O G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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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金属离子吸附

04高吸水性树脂中存在多种功能基团)这些基团的存在不仅赋予其良好的吸水保水性能)且当有
多价金属离子存在时)也能与其螯合-吸附或者发生离子交换作用,因此)04高吸水性树脂可有效去除
废水中的多价金属离子)也可回收贵金属和过渡金属离子.)(/,表#对比了 04高吸水性树脂和其它一
些聚合物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由表可见)高吸水性树脂对重金属离子不仅有高的吸附量)而且有
快的吸附速率,由于对水具有强烈的亲和性)高吸水性树脂在重金属离子溶液中能够快速溶胀)减小吸
附过程中的传质阻力)从而使吸附体系很快达到吸附平衡,

>=>!染料吸附
在众多的印染废水治理材料开发中)近年来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亲水凝胶材料受到了关注,P5等

将H0和@’异丙基丙烯酰胺结合得到一种高吸水性树脂)该树脂对阳离子染料亚甲基兰的最大吸附量
为#"b$26$6)适量H0的引入有利于对亚甲基兰的吸附和脱附.#//,

)!展望

在国际上)高吸水性树脂被称为继化肥-农药-地膜之后最有希望被农民接受的农用化学制品)但在
我国并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其主要原因一是价格太高+二是产品性能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三是产品本身
功能单一)无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04及其盐是构成土壤营养成分的重要物质)具有刺激植物生
长发育-增加作物的抗逆性-改善植物营养状况的功效)并能提高土壤的保肥-保水能力,利用丙烯酸等
亲水性单体与 04主链活性中心发生接枝共聚反应)得到的 04高吸水性树脂近年来取得了一定进展)
所有研究工作以国内为主)基本代表了目前国际在该方面的研究现状)但在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仍存
在复合机理不明晰和实际土壤 04释放评价工作较少等不足,为此)04高吸水性树脂今后需加强以下
研究工作*

"##采用现代分析测试手段)加强 04高吸水性树脂的表征工作)进一步揭示 04的什么功能基团
参与了接枝聚合反应,由于 04来源不同和制备方法不同)在同样制备条件下)合成的 04高吸水性树
脂的吸水倍率和吸水速率有很大差异,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不同来源04分子结构和功能基团差异的
研究)为制备更好性能的04高吸水性树脂奠定原料基础+

"!#04高吸水性树脂中04的释放可以通过聚合过程中交联剂来加以控制)但目前有关这方面的
研究工作还较少)同时从已报道的文献看)交联剂也比较单一)进一步拓展交联剂的种类)实现 04的可
控释放)仍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04具有反应活性和生物活性)但04在土壤中的实际评价工作滞后于应用)需要不同学科的联
动开展有关工作)选择有代表性的土壤)研究土壤中所含物质的种类对04的释放影响)为最终精细使用
量的确定提供依据+

")#近几年来)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亲水凝胶材料在吸附方面的应用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传
统吸附剂"活性炭和黏土等#相比)三维网络吸附材料具有吸附容量大-吸附速率快和可回收再生使用等
明显优势,04的多功能基团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有很好的吸附性能)但04三维网络吸附材料的研究
工作才刚刚起步)需要拓展在各种污染物处理的应用研究工作,与此同时)目前三维网络吸附材料主要
是采用溶液聚合法制备)所合成的胶体要经过预烘干-造粒和烘干等步骤才能得到产品)过程能耗较高)
处理程序繁杂,如何实现聚合结束后得到粒状产品也是未来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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