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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华明、唐爱东编著的《硅酸盐矿物精细化加工基础与技术》共分7章，第1～3章为硅酸盐矿物精细化
加工基础，分别介绍硅酸盐矿物的结构特征、应用开发和精细化加工现状，硅酸盐矿物的应用矿物学
，硅酸盐矿物的活化改型。
第4～7章为硅酸盐矿物精细化加工技术，重点介绍铝硅酸盐矿物制备聚合氯化铝、铝硅酸盐矿物制备
纳米氧化铝、硅酸盐尾渣制备白炭黑、硅酸盐矿物制备4A分子筛干燥剂。

《硅酸盐矿物精细化加工基础与技术》可作为矿物加工、矿物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专业的高年级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新材料、陶瓷、化工技术、环境工程等行业从事研发和生产
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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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6  高岭土的表面电性 2.6.1  硅酸盐矿物的表面荷电特性 矿物表面上，离子优先溶
解、吸附及解离，使表面荷电为了保持电中性，又吸附了反号离子，构成了固／液界面双电层；当带
电的矿物颗粒在电场中移动时，矿物表面的Zeta电位（表面热力学电位）为矿物表面与溶液之间的总
电位差，这是矿物最重要的表面性质之一。
矿物在溶液中，由于矿物表面离子在水中与极性水分子相互作用，发生溶解、解离或者吸附溶液中的
某种离子，使表面带上电荷，带电的矿物表面又吸附溶液中的反离子，在固／液界面构成双电层。
由于颗粒表面带有电荷，故借静电库仑引力和其他引力将一些反号的离子紧密吸附，构成紧密层，当
溶液中含有高价反离子（count—ion）或表面活性剂离子时，质点将对它们发生强的选择性吸附，此
吸附目前常称为特性吸附（specific adsorption），它部分地带有价电的性质。
在紧密层以外的范围内，溶液中的正离子和负离子，由于其与颗粒间的静电斥力和热运动这两种相反
作用抗衡的结果，呈现出一定的位置分布，这个范围便称为扩散层。
紧密层和扩散层之间的界面称为Stern层，这便构成了双电层。
 固体表面所吸附的水分子膜与紧密层离子的水化分子构成了固定层，固定层以外的范围称为可动层。
固定层和可动层之间的界面称为剪切面。
颗粒面相对于介质本体处的电位差称为表面电位，剪切面位置相对于介质本体处的电位差称为动电位
或Zeta电位。
也称之为ξ电位，它可以通过电泳仪或电位仪测出。
当一个矿物颗粒悬浮在水中时，一系列可以在颗粒表面产生电荷中心的酸性反应就发生了，反应平衡
时，颗粒表面的电荷呈中性，此时的pH值被称为零电荷点（point of zero charge，PZC）。
零电荷点对每一种氧化物都是唯一的。
ξ电势改变质点表面电荷符号（+、—）时的pH值，被定义为等电势点（the isoelectric point，IEP）。
在中性电解质的存在下（正负离子对颗粒表面具有相同的亲和力），零电荷点和等电势点是相等的。
颗粒带着固定层运动，故它运动时表现的是动电位，各颗粒都是带同号的动电位，即带同号的净电荷
，相互排斥，防止颗粒间的团聚，使颗粒保持分散状态。
可见颗粒的Zeta电位非常重要。
当颗粒Zet。
电位等于零时，颗粒间的吸引力大于双电层之间的排斥力，颗粒团聚而沉降。
当粒子表面电荷密度较高时，粒子具有较高的Zeta电位，粒子表面的高电荷密度使粒子间产生较大的
静电排斥力，结果使悬浮体保持较高的稳定性。
在高岭土晶粒表面，一面由硅氧四面体组成，而另一面由铝氧八面体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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