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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攘翰化酶活性的测定方法

苏业喻 徐声桓
(南 京 农 学 院 )

爵多研究者l1.2
,

3’4 ,5. 61 的工作指出
,

土壤酶的活性与土壤肥力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
。

例

如
,

M aIU Ta

KoB
、

K”aK oBc 撒
〔7 ]等的研究指出

,

土壤斡化酶的活性与燕麦的产量有道接关

系
,

酶活性越高
,

燕麦的产量也越高 ; 灿
e KCa H及PO IBa tsl 也欲为

,

土壤中的褥化酶活性与产

量有简接的关系
。

因此
,

侧定土壤中的各种酶类的活性
,

可能有助于我俩进一步的以动态

的观点去献藏土壤的养分与植物之简的供求关系
。

在土谈褥化酶活性侧定时
,

由于某些土壤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氮肥
、

腐殖厦以及其它色

素
,

常使待侧液混浊
,

并带有颜色
,

因而常用的旋光或比色等光学方法均不适用
。

我们用

H
.

T ry u er [1,1 的方法
,

并用同锢指示电子管仪代替一般的检流舒来进行侧定
,

得到了较满

意的拮果
。

一
、

测 定 方 法

(一 ) 试剂的配制

(1 ) 索氏碱性铜献剂(sox hle t R e a g e n t)[
‘61

索氏试剂 A :
称取 34

.

63 克合有枯晶水的硫酸铜(c us o ;
·

, 氏。 )冲稀至 50 0 毫升
。

索氏献剂 B: 溶解 1 7 3 克酒石酸钾纳与 50 克 N ao H 于蒸翎水 中
,

最后稀释至
1

,

0 0 0 毫升
。

使用之前
,

等量的混合
。

(z) 硫酸幼溶液
:
称取 N a声0 ;

39 .4 15 克
,

溶于少量蒸馏水中
,

最后稀 释至 1, 00 0 毫

升
。

(3 ) pH 4 .5 磷酸援冲溶液的 5 务蔗糖溶液
。

(二) 同闷指示电子管仪的装通 [9 一141 同制指示电子管仪的装置核路如图 1 。 其中

其空管 叭 是 6 E , ,

是敲仪器的主要部分
,

用来指示电位滴定的格点
‘。

其原理是
:当 阴极电

子冲击在蟹光屏上郎发椽色蟹光
,

其张弱可受棚极的稠节 ; 栩极是 由电极传递来的信号

趣 巩 (6s L 7心T )放大而传人
,

由于 6 E , 需在直流及稳压情况下工作
,

所以交流电需趣
v :

(5 Y 3一T )整流及 v
,

(v R 一1 5 0 G T )
、

v ,
(V R 一 9 0 )稳压后才能供拾 6 E , 所需的工作电源

,

R .
与 R u 是可变电阻

,

刹节与平衡同稠指示管仪
,

工作开始时
,

需将两电极〔A ]及【B1 短路
,

翻节 R :

与丸至电眼关阴后
,

再将两电极接通被侧液中的两个铜电极待侧
。

(三) 电极的准备 按 H
.

Tr ylle rtl s,1
6 1毅针的电极装置

。

在内管中加入索氏贰剂 B
、

硫酸纳溶液及蒸翩水 (比例为 1 : 1 : 4 ) 的混合液
,

浸清 2一 3 小时
,

在实脆前插入电极
。

另

外环挑在内管外围插入一根钝铜林做的阴极
,

郎可待侧
。

在每次实输后
,

懊电极冷却
,

用稀

雄酸溶液除去电极表面上所沉积的氧化亚铜沉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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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样品的处理[1.3 ] 称取 10 克土壤
,

加入甲苯 1 毫升
,

然后加入 pH 4. 5 磷酸援

冲液配制的 5 多蔗糖溶液 50 毫升
,

加塞保温于 3 , ℃ 24 小时 (或 4 8 小时 )后
,

加入 0. ZN

N aO H 溶液 10 毫升
,

固定酶的作用
,

过滤
,

将滤液装入滴定管待侧
。

(玉) 滴定步赚 取索氏拭剂 A 及 B 各 5 毫升于一烧杯中
,

混合后
,

由滴定管中先

加入 10 毫升待测液
,

放入电极
,

速接已翻节好零点的同刹指示管仪
,

当待侧液与拭剂在盘

沸的情况下
,

由滴定管惭渐放入待侧液
,

每加 1 毫升煮沸 10 秒钟左右
,

至电眼朗合时郎为

漏定的格点
。

若同翎指示管仪与电极联通后
,

电眼不张开
,

是电极接反
,

或者是待测液浓

度太高
,

需稀释后再侧定
。

若待侧液用去的毫升数超过 50 毫升
,

需要改变电极中混合液

的配制此例(索氏拭剂 B 、

硫酸钠
、

蒸招水比为 1 : 1 :
s)

。

当待测液用去的毫升数为 15 一50

毫升时
,

其枯果最为满意
。

(六 ) 枯果的针茸 [17] 用不同浓度的标准糖溶液来滴定 10 毫升索氏碱性铜拭剂
,

箱制标准曲核
,

然后再查出待侧液的浓度
。

另外亦可用 l朋
。 ,

Eyn on [1s] 的换算系数宜接针算出糖的浓度
。

其舒算公式 :

换算系数
滴定数值

x 10 0 ~ 每 100
‘

毫升中所含糖的毫克数

二
、

桔果 与 肘兹

首取菜园地中青菜根系附近的土城
,

阴干后
,

分别加入不同的 无机 盐 (N H ,
)
Zsq

,

N a

尹Pq
,

凡5 0 。,

混匀
,

放置两天
。

然后再按上法测定土壤神化酶的活性
,

枯果列于表 1

中
。

表 1 中样品 1 和样品 2 ,

系同一块菜园地上两个不同取样点的样品
。

由表 1 的拮果中

看出
,

用含氮的无机盐以及配合使用磷
、

钾处理土壤时
,

士壤中斡化酶的活性都有所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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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I N
、
P

、

K 对土恤拉化醉活性的形喊还原糖
,

毫克/克土)

飞飞
~

淤芝飞飞
原 土土 原士 + NNN 原土 + N + PPP 原士 + N + KKK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植))) (平均值)))

样样样 根果左侧的土奥样品品 5 3
。

111 10 4
。

666 1 1斗
.

777 8 6
.

000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nnn 口口 ,, 5斗

.

666 10 9
.

000 1 1 7
.

999 8 1
.

888
lllll 根系右侧的土魔样品品品品品品

样样样 根系左侧的土奥样品品 5 5
。

444 8 9
。

222 89
.

222 1 0 0
.

666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口口nnn

根系右侧的土奥样品品 5 6
。

666 8 8
。

666 8 8
.

333 1 0 1
.

000
222222222222222

种植不同作物的土壤中
,

表土层和亚表土层褥化酶活性的侧定枯果 (表 2 )表明
,

虽然

同一块田中不同取样点搏化酶的活性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异
,

但现种植小麦或洋葱的土壤
,

每一取样点表土层中
,

酶的活性恒比亚表土层中者高
。

现种植山芋的土壤
,

上下土层中酶

的活性没有差异
,

看来是由于敲块田曾被深耕过的糠故
。

软 2 不同土层中娜化醉的活性 (还原糖
,

落克/克土 )

一一一一了一一一一 土层深度‘ , 王
、、 0一2 0 *** 2 0一3 0 ***

‘‘ 样

一
一

~

一竺竺址址址址
小小麦根系土壤**

***

样品 l * *** 7 2
。

444 5 4
.

1 888

样样样品 222 8 7
.

4 222 5 2
.

3 888

样样样品 333 5 7
.

3 0
··

5 2
。

9 555

山山芋块根附近的土缓**
***

样品 lll 5 3
。

8 555 5 3
.

6 444

样样样品 222 5 5
.

8 555 5 5
.

8 333

样样样品 333 5 5
.

8 999 4 7
.

7 999

泽泽葱块根附近的土奥奥 样品 111 8 2
。

2 000 4 5
.

5 999

样样样品 222 6 8
.

2 111 3 7
.

2 000

样样样品 333 5 2
.

5 333 3 3
.

8 444

户混合样品
。 * * 同一块田中不同取样点的样品

。

**
*
保沮 4 8 小时

。

应用 Tr vll er 法侧定有色溶液及混浊溶液中棘化糖的合量
,

操作筒便
,

胳点明确
,

但是

仍存在一定的缺点
。

首先由于土壤中含有其他还原性物厦
,

能使索天贰剂还原
,

因而侧定

枯果可能偏高 ;其次是我们所制备的电极
,

其下部的石膏易崩裂
,

每一电极仅能侧定 10 次

左右
,

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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