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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士壤腐殖盾在土壤形成及士壤肥力上的作用
,

已为部多研究者所阴明
。

关于土壤腐

脾盾本性的简鹿
,

砚在亦有比较一致的献融
,

即宅俩是一类特殊的高分子化合物 ; 不同土

类中的胡敏酸
,

具有特征相同的基本构造骨架
,

即它俩都有环状碳多聚物骨架和缝状碳多

聚物侧触
,

同时都含有氮素
。

但是链的长短和性盾以及分子拮构精合的程度刻各类土壤

中的胡敏酸又不一样
,

从灰化土到黑土
,

胡敏酸分子是愈趋复杂
,

而从黑丰到栗钙土
、

灰钙

土
,

胡敏酸分子又趋筒单
,

富里酸分子拮构的基本骨架可能和胡敏酸相同
,

但它俩的分子

更为筒单 ;灰化土和扛壤中的胡敏酸分子和富里酸相接近 18 一10]
。

黑士的腐殖盾合量高
。

关于黑士胡散酸的性盾
,

研究亦较多
。

草甸土及白浆士的表

层亦含有多量的腐殖盾
,

但对它俩的性盾还很少有研究
。

这里报告的是有关苏联深厚黑

士和我国暗色草甸土
、

白浆士腐殖盾性盾比梦研究的精果
。

(二)

苏联黑土的ffIJ 面采自康尔斯克中央黑士禁伐区 (K yp cK浦 玖eH T pa刀、 : , o- q e pHo se M o b滋

期 : ,o B e八H o K
)’. 斯脱速里茨卡亚草原(

“

CT pe几eu Ka ” cTe n b
, ’

)中央献酚站东豹 i 公里处
,

为淋

溶深厚黑士
,

地形平坦
,

黄土性母厦
。

剖面的发生层特征如下 :

A : 0一20 厘米
。

深灰近乎黑色的壤 =f=
。 0一 8 厘米层内根极多

,

形成草层
,
小团粒桔构

。

AJ : 20 一60 厘米
。

深黑灰色壤土
。

上部为小团粒精构
,

下部为小团块精构
。

有赘多毓蝴穴
,

根系

从上同下而减少
。

Al
l: 6 0一 76 厘米

。

暗揭色壤土
。

有呈深色斑块的动物穴
。
团块状精构

,

有卉多蛆躬!穴
,

根系比上

层少
。

B 1 76 一 10 2 厘米
。

颜色不均一
,

暗揭与揭色相混杂
,

向下颜色渐踢
。

略呈棱柱状团块精构
,

续土
,

根少
,

沿裂撼及蜕蝴穴积有腐殖厦
。

几 10 2一1 2斗厘米
。

颜色不均一
,

在暗棕的底色上杂有晤灰色斑块
。

绒土
,

沿蜕蝴穴积有腐随盾
。

自 1 2 斗厘米起开始有石灰反应
。

c : 12 , 一16 5 厘米
。

黄至谈黄色
,

有稀疏分布的灰色腐殖厦斑点
。

本层是碳酸钙积聚层
,

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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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假菌赫状
。

桔构不明显
,

维土
。

乌 16 5一 250 厘米
。

淡黄色缝土
。

碳酸钙积聚在此层内达到最高
,

呈假菌蒜状及白眼状
,

石灰反应

到 250 厦米处开始消失
。

-

D 25 。一3 00 厦米以下
。

淡黄色无石灰反应的黄土性物质
。

分析所用样品的层次及深度为 ; A :
(0 一10 厘米)

,

Al :
(30 一初 厘米)及 Bl (85 一 95 )厘

米
。

我国白浆士的剖面采自黑龙江省跪河县城西南 7 公里挽丘下部
,

母厦为第四耙河湖

粘土沉积物
,

地下水很深
,

估舒在 1 8一20 米以下
,

地表有微度倾斜 , 不积水
。

但土壤排水

不良
,

特别是戊 层以下几乎不透水
,

夏季雨水过多时有上层滞水
。

采剖面的地点为荒地
,

但植被受人为影响很大(如火烧
、

砍伐等 )
。

采剖面时植被为矮

小的蒙古柞
、

黑捧
、

紫校
、

擦子
、

胡枝子及林下的草甸草本植物
,

剖面特征如下 :

凡 1一2 厘米厚之残落物层
。

A : 0一10 厘米
。

此层松软
,

植物根极多
,

土缝与有机厦之体积比豹 1 : 1 。 土为暗灰色粘缝盾
,
呈团

块状桔构
,

植物根盘精成层
,

并多呈水平方向分布
,

向下层过渡极明显
,
当掘开剖面时

,

此层象

地毯一样
,

可与气 层截然分开
。

此层显然受下面层次透水不良的影响
,
已呈泥炭化

。

凡 10 一37 厘米
。

湿润时淡草黄色
,

千后呈白色或灰白色
,

粉砂盾粘壤士
,

植物根极少
,

有大柱状

裂越
,

沿裂簇有根系分布
,

并有黑色腐殖厦的淋洗痕跻
。

’

坚硬紧实
,
向下过渡明显

,

透水很弱
,

有小型默子桔核
。

B : 37 厘米以下
。

暗棕色粘土
,

梭柱状精构
,

桔构体表面有胶膜
,
另有白色粉末

,

呈条状及斑块状分

布
,

紧突
,

植物提极少
,

透水极弱
,

为不透水层
,

夏季多雨时在此层以上形成上层滞水
。

.

分析所用样品的层次及深度为 : Al (0一10 厘米)
,

凡(20 一30 厘米) 及 B :
(朽一55 厘

米)
。

我国暗色草甸士剖面采 自黑龙江九三农锡
,

分析所用样品的层次深度为 。一20 厘米
、

4 0一 6 0 厘米及 7 5一 1 0 0 厘米
。

!飞!

(三)

对上述土壤
,

进行下列的分析mlJ 定 :士壤腐殖盾总量
,

士壤全氮量
,

土壤腐殖质中活动

性较大部分的粗成测定
,

土壤
“
递青

”
部分(指有机盾中能溶于酒精

~
笨混合液的部分)的测

定及性盾研究
,

胡敏酸及富里酸本性的研究
。

土壤腐殖盾总量
、

土壤全氮量、土壤
“
说青

, ’

合量及土维活动性腐殖盾的测定拮果 昆表
王及表 2

。

幸壤活动性腐殖盾是指用浓度为 0. IM 的焦磷酸幼溶液(声 8一 8. 幻提取的部

分
,

根据阿力克赛特洛娃 [41 的意觅
,

这样的溶液能够溶提游离的及与土壤矿物盾呈松弛拮

合的腐殖盾及其敛谁于腐殖盾化合物
。

这是王壤中活动性较大的腐殖厦部分
。

根据表 i 所列的分析拮果
,

三种士壤内白浆士是比较特别的
。

它的表层腐殖盾合量特

BlJ 高
,

达 2 4
.

40 多
,

而 A Z

及 B :

的腐殖盾含量又特别低
,

只 0
.

科多
,

这和白浆土的形成条件有

关系
,

白浆土有不透水层
,

因此植物根系不向下伸
,

拮集于表层中
,

而且 白浆土有上层滞

水
,

这种滞水呈侧向流动l1,z ] ,

因此 A : 层中的可溶性有机盾亦随这种侧向流水而洗失
,

造

成表层和下面层次中腐殖盾含量的蹂然不同
。

此外
,

根据
“
超青

, ,

含量所占腐殖盾的百分

率来看
,

白浆土 瓜
、

B ; 两层中的腐殖盾与表层中的显然有所不同
,

可惜我俩因为这两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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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2 用 0. IM 焦 磺酸 翻落液提取 份地 熨 的 分析枯 泉

士士奥及深度度 土奥全碳碳 溶 提 性 腐 殖 物 厦 的 量 及 粗 成成 活动性腐腐

((((( % ))))))))))))))))))))))))))))))))))))))))))))))))))))))))))))))))))))))))))))))))))))))) 植厦碳占占毫毫毫毫 克 / 1 00 克 土土 胡敏酸酸 胡 富富 土级全碳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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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总总碳量量 胡 敏 酸酸
.

富 里 酸酸 A坛0 ,, Fe , 0 。。
凡o aaaaaaaaaaa

酸 酸酸酸
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里酸酸酸酸酸酸酸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 0 .....碳碳碳碳碳量量
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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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土土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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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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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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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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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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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5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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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55

000一 1 0厘米米 3
.

斗666 67 斗斗 3 2 2
,

666 5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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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5 4 9
.

222 1 8 1
.

222 1 7 6
。

222 3 57
。

斗斗 1
.

0 555 3
。

1777 I Q
.

斗111

暗暗色草甸土土 1斗
.

1 555 17 2 888 1 1 8 888 2 13 888 6 19
。

777 1 3 0 111 56斗
.

000 1 9 6
.

000 7 6 000 1
.

6 444 3
.

2 111 1 2
.

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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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浆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OOOee 10厘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
根据胡敏酸

、

富里酸元素分析的材果
,

舒算由胡敏酸碳
、

畜里酸碳换算成腐植物厦应乘之系数而求得这

里的数值
。

的腐殖盾含量很低
,

没有进行腐殖厦的大量提取
,

因此未能对其腐殖盾的性盾作进一步的

研究
。

从表 1 可以看到 c / N 率和澳青在腐殖厦总量中所占百分率之 简有所联系
,

郎 c / N

率愈小
,

递青在腐殖厦总量中所占的百分率愈高
。

很青本身是不含氮的物盾
,

但它有防榭

怪
,

是否由于橙青的存在防止了一部分含氮物盾分解的拮果而发生这样的 相互关 系呢 ?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断言
,

但这一关系的存在是值得注意的
。

近来在土壤有机

厦的研究中往往因为通青部分本身的复杂性
,

屯对其他部分有机质的关系又不明确
,

所以

常删略不加注意 ;但是从这里所得桔果来看
,

握青和土壤有机盾的其他部分之简
,

是存在

着一定的关系
。

对通青部分的进一步研究
,

因此亦值得加以注意
。

我俩用焦磷酸钠溶液提取腐殖 盾的 分析拮果 与 阿力克赛特洛娃 所得的 桔果相一

致 I,1
。

三种土壤中均有活动性腐殖盾
,

它俩在腐殖盾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数以黑士和晤色

草甸士中者相接近
,

而以白浆土中者最低
。

若以这部分腐殖盾的三氧化铁招鲍和程度而

言
,

则暗色草甸土中者和自浆土中者相行似
,

黑土中者最低
。

但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
,

即

都是腐殖屑绍化合物超过腐殖盾敛化合物
,

只在暗色草甸土中的超过量不大
,

两者接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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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在白桨土中AlJ 绍化合物占艳对的优势
。

就这部分腐殖盾的成分而言
,

AlJ 都是以胡敏酸

为多
,

胡敏酸/ 富里酸的此率均大于 1 ,
在黑土中此值最大

,

达 2
.

150

我俩对士壤魂青部分曾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

郎将提取得的谈青
,

按照石油谬青的发光

一遥青分析方法Iu l进行系列分析 (s , 刀。朋时
a Ha刀“3 )及毛栩管 (色层)分析(Ka n助刀”p

·

11 曰益 aH a朋
3
)

,

对通青的发光颜色及亮度进行测定
。

桔果晃图 1 至 图 9 (色甜因制版困

难未附)
。

从图 i 至图 9 来看
,
黑土

、

暗色草甸士及白浆士各层中橙青的发光性盾基本上很相

似
,

无睑其毛栩管(色层)发光分析的拮果或发光亮度曲接都有相近似的翰廓
,

不过黑土中

的诱青
,

在发光亮度曲接上出现浓摩消光的浓度极限比其他土壤中略高一线黑土第二层
甚至在浓度为 。

.

01 克 /毫升时肯未出现浓度消光现氛
”

从发光的颇色来看
,

土壤趁青的主买成分有类似油厦怪青 (Ma c朋HH cT 仪众 6盯yM闭
、

胶质说青(oc M助芭HH 时 6 u T yM曰)及胶厦地提青厦遇侧
eM邸He: o

一
a e中a五、咒H帕时 6“竹M以)

三种
,

在紫外光下
,

屯们呈现不同的旗色
,

例如油厦通青随着浓度的增加
,

呈现 : 白, 黄白

‘湖蓝白、糊蓝种蓝叶绿蓝叶撇色 ;胶厦姆青呈砚 : 黄‘橙叶浅揭带黄色 ; 胶厦地说青盾

诱青呈现 : 污浊的糠揭色叶黑褐, 黑色
。

邃青的分子愈复杂
,

其在紫外光下所呈现的旗色

愈深
。

根据分析拮果
,

黑士表层及暗色草甸土各层的递青成分此被近似
,

但黑士第二
、

第兰

层的诬青发光颇色较浅 ; 白浆士诬青成分最复杂
,

发光荫色较深部分增加而浅色部分仍不

t发光失度1发光天度t发光丸魔

趁青浓度一

图 1 。一10 通 米 层

涯‘浓度一

图 2 3 0-
.

4。且 来 层

J Z J 一 ts

理衡浓度一

图 3 8弓we g , 通 米 层

图 1一3 黑士中趁青的发光度曲极

!发光晓度
!光亮发度t发光亮度

释青浓度一
图 4 1 0一2 0 厘 来 层

涯 胃浓 德一 户

图 , 舰卜石O厘 米 层

谬铸浓度一

图 6 7 5一 10 0 厘 米 层

图牛- 6 暗色草甸土提青的发光度曲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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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亮度!发亮度光

证 青浓度 一

图 7 oes 1 0 厘 来 层

谣有浓度一

图 8
’

2 0一3 。厘 来 层

!发光亮度

提青浓度 一

图 9 朽一55 厘 来 层

图 7翩, 白浆土提青的发光度曲减

·

少
,

所以它的逻青粗成中由筒单到复杂的成分都有存在
。

根据胡敏酸碳所占腐殖盾碳百

分率的青料l) 及下面表 3 的元素分析拮果来看
,

似乎士壤腐殖盾愈复杂
,

其握青部分剧愈

筒单
。

例如黑土的腐殖盾是最复杂的
,

而它的诬青部分却较筒单
,

黑土第二
、

第三层的邂

青发光颜色最浅
,

它仍几乎没有胶盾地橙青厦逻青
。

根据它俩的发光亮度曲枝中亮度及

消光极限浓度都较高来看
,

亦得到同样的推渝
。

发光一诬青分析在石油地厦学方面的应用
,

虽然只有很短的历史
,

但是已握得到普遍

的注意并取得了一定地位
。

这个方法在土壤有机盾的研究上
,

却还没有得到注意
,

但是根

据初步研究桔果
,

献为它是值得进一步尝献的
。

因为士壤诬青部分和腐殖盾其他粗成之

简
,

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
,

如果能够利用滩青一发光分析的拮果来视明土壤腐殖盾的粗成

及性盾
,

RlJ 比 目前应用的研究土壤腐殖盾的方法
,

将要筒捷得多
。

l) 胡教酸碳占腐植盾碳的百分率如下 :

黑士 。- 10 厘米层 招
·

斗%
3 0

目

一斗0 厘米层 5 1
·

3%
习卜- 95 月米层 60

·

斗%

暗色草甸土 、20 厘
:

森
白桨土 。

. - 1 0通米层

朽
.

斗%
3 7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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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胡敏酸及富里酸的本性及性盾
,

我俩从表层土壤中提取并耗制出较大量的

玻 3 胡艘酸及 , 里酸的元案抽成
. . . . . . . . . . . . . . . .

} 元素祖成
,

% (按无灰制品箭勤 }
酸 及 来 源 卜一, - 二一一一一- 厂~ 尸- - 下- - - 一 } c/ H

.

_
.

_
~

.

} c.
.

}
.

移
.

!
.

。 } N !

罗
土

气气}
5 9 一

草⋯
4

.

小
.

。

}
2

.

10

⋯
13 一

暗色草甸 士中的 }
”7

·

7斗
}

5
·

’3
1 抖

·

8 3
1

2
·

3 0
}

1‘
·

3

飞
‘

童
中

犷{
’‘

’

9‘

}
5

’

‘’

{
3“’8

{
”’6

}
”

’

‘

黑
.

土
_

中 的 }
3 8

·

吕8
’

}
7

·

‘6
}
”o

·

3 9
1

2
·

5 7
}

”
·

呼

暗色草甸 土中的 {
斗2

·

7 6
}

7
·

3 9
}
斗7 : 0 9

}
2

·

7 6
}

5
·

8

白 浆 土 中 的 1 朽
·

8 6 ! 6
·

1 1 } 斗5
·

60 1 2 污2 } 7
·

5

*

这个数值似乎偏低了一些
。

土胡桩.

色草甸士胡敏酸

荣上胡扭咬
上畜里咬
色章何土富里映
架士鑫里城

胡敏酸及富里酸
。

胡敏酸的大遥

提取是按照一般应用的方法
,

富

里酸BlJ 用沉淀胡敏酸后的酸液通

过活性碳柱吸收的方法来浓精制

取 [.] 。

两种酸都趣过渗析种 制
,

J

仑俩的元素粗成如表 3 。

腐殖盾元素粗成分析 的 桔

果
,

不萧按合碳量或c / H 率来耕
,

都表明黑土中的胡敏酸最 复 杂
,

暗色草甸士的次之
,

白浆士的最

筒单
。

而富里酸的情形却相反
,

白

浆士中的最复杂
,

黑土中的最筒

单
。

趾褚光 学密度的 研究青料
,

亦得同样的拮果
。

胡敏酸的光学密度大于富里

酸
,

其中黑士及暗色草甸土胡敏

酸的光学密度相接近
,

它佣的富

,光学密度

确朋 5阅 脚 70a 75 0

浪长 (
酬 )

图 10 腐殖质的光学密度曲极

一致的
。

看来土壤腐殖盾中胡敏酸愈商单
,

里酸的光学密度亦相近似
,

而和
‘

白浆土的不同
。

白浆土胡敏酸的

光学密度比其他土壤 的 胡敏酸

小
,

而白浆土富里酸的光学密度

又此其他土滚的富里酸大
。

这个

现象和矛素分析的拮果是完全相

其富里酸却愈复杂 ; 胡敏酸愈复杂
,

刻富里酸

愈筒单
,

换句韶靛
,

在胡敏酸较筒单的士壤里
,

其胡敏酸和富里酸此较接近
,

而在胡敏酸愈

复杂的土壤里
,

AlJ 其胡敏酸与富里酸之简的差别愈大
。

这是因为土壤腐殖厦既是一系列

具有共同特征基本拮构骨架的高分子化合物
,

胡敏酸和富里酸不过是这一系列中繁筒两

端的代表
,

那末在有利于分子高度精合的条件下
,

例如黑士中
,

精合程度中等的腐殖厦很

容易进一步稼合成为复杂的胡敏酸
,

只留下初生的较筒单的代表及高度精合的代表
J

所以

胡敏酸和富里酸简的差别大
。

而在有播水砚象的白浆土中
,

刻不利于分子的高度箱合
,

所

以分子简繁筒程度的分化弱
,

胡敏酸和富里酸之简的差slJ 小
。

x- 射钱测定的拮果(冕照片 1一6 及表 4 )
,

与康豁涂娃所得者相一致 [0] ,

即表征环状

碳多聚物网的 00 2 光带在黑土的胡敏酸中表现最明显
,

其次为暗色草甸土及白浆土中的

胡敏酸
。

在所有富里酸中
,

则均很微弱
,

西表征幼状举多聚物的 下光带
,

则在黑士及增色

草甸士的胡敏酸中极弱
,

在白浆土的胡敏酸及所有富里酸中均较明显
。

用忽外光谱法所得的拮桌(兑图 1 1二12 )和卡陡托井金所得的相似 171 ,

即所有胡敏酸

及富里酸均表现有芳香族本性的 c H (在 3. 3 微米处 )
、

脂肪族本性的 c 玩(3
.

松一3. 5沁
,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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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6 白 浆 土 的 富 里 酸

班 4 土 且 价 抽 直 的 X ~
射跳 圈 . 特 徽

光 带 的 猫 度 和 特 征
腐 植 厦 及 来 源

0 0 2 光 带 7 光

弱弱

中中中描

极极胡 敏 酸
,

13
。

8

1 1
。

3

富 里 酸
,

黑 土 中 的

暗色草甸土中的

白 浆 土 中 的

黑 土 中 的

暗色草甸土中的

白 浆 土 中 的

弦(窄)

弦(扩散
,

冤)

中(扩散
,

冤)

极弱(扩散
,

冤)

极弱(扩散
,

宽 )

极弱(扩散
,

冤 )

朝的
、

芳香族本性的 c = c (6. 2一 6
.

3 川及梭基中的 c = 0 原子团 (5
.

8一 5
.

9 川
。

此外
,

在

7
.

2一7
.

3 之简各制品均有 c H 3 的吸妆带f31。 在 8一 10 产 之简的吸收光谱
,

各制品很不一

致
,

一般来看
,

富里酸在此区的吸收此胡敏酸较张
,

这里的吸收带是由于芳香族化合物上

有各种不同取代的桔果
,

虽然根据只拉米[’] 的意晃
,

献为这一区的研究还不够
,

这些吸收

带亦此较不适宜于作分析检定之用
,

但从曲技所表现的翰廓来看
,

可以推想到胡敏酸与富

里酸在芳香族核上的取代不同
。

(四 )

以上分析的三个士竣
,

都含有较高的腐殖盾
,

但这三种土竣中腐殖盾的积累过程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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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1 胡敏嗽 吸

收
/ 尸一

、

了 !

黑土西里酸

吸叹!

暗色草甸土胡敏‘
黑
!

暗色草甸土畜里酸

吸叹!

溯
土胡
“ 凌

{
吸收
1

‘o , o , 刀 , o 那夕
、

反畏 (微水 )

图 n 叙外光区吸收光藉(胡敏酸)

巨 J -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L

_
l

_
一‘一一 _ , _

匆 ” ‘口 ‘口 却 , o

抑 娜巴声

涯反 (徽术 )

图 12 叙外光区吸收光藉(富里酸)

不一样的 (虽然草甸土和白桨土中的积累都和水分多有关系
,

但在前者是由于地下水位

高
,

后者HlJ 是由于季节性的上层滞水)
,

对这三种士壤中腐殖盾的研究拮果表明
:黑土的胡

敏酸最复杂
,

暗色草甸土的次之
,

白浆土的最筒单
。

而各土富里酸之简的关系则
J

哈好与此

相反
,

黑土中的最商单
,

白浆土 中的最复杂
。

从胡敏酸本性研究的拮果看
,

白浆士胡敏酸

接近于灰化士及生草灰化土的胡敏酸
。

以上拮果亦表 明
,

不同土壤中的胡敏酸或富里酸具有基本的共同性
,

但又不完全一

样
。

它例具有共同特征的基本构造骨架
,

但分子的缩合程度和桔构骨架上的取代lllJ 不相

同
,

因此它俩一方面具有共同的性盾
,

一方面这些性盾的表现又不相同
。

例如它俩在可兑

光区的光学密度
,

都是在波长短的部分(蓝色)高
,

波长长的部分(杠色 )低 ; 但具体的光学

密度曲技
,

又各个不同
。

从胡敏酸到富里酸之简
,

这些性厦的变异亦没有糠然的盾的不同

界梭
,

有呈速搜的趋向
。

我俩的查料还表明胡敏酸分子从黑土到暗色草甸土到 白浆土而

变商单
,

富里酸分子又从黑土到暗色草甸土到白浆土而变复杂
。

这充分视明土壤腐殖盾
,

包括胡敏酸
、

富里酸在一起
,

为一系列分子复杂程度不同的
、

具有共同基本特性的高分子

化合物
,

富里酸为其筒单一端的代表
,

胡敏酸为其复杂一端的代表
。

各士壤之简腐殖盾的

区别在于其分子的复杂筒单程度
,

而这种程度RlJ 决定于士壤形成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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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通青分析法的用于土墩腐殖盾研究是一个新的尝拭
,

根据初步所得资料
,

认为有

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

杠外光糟法用于土壤腐殖盾的研究
,

亦仅是最近的事
,

估针它在研究士壤腐殖厦枯构

方面
,

将得到更广泛的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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