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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土滚化学分析方法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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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
,

由于生产实际的需耍
,

以及物理

化学等墓础科学和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
,

化学分

析方法和技术也发生了互大的改变
。

这表现在微

童和超微量分析
、

仪器分析以及色谱分析技米的

建立
,
也表现在有机轼剂和同位素等的广泛应用

上
。

从而使古典的容量分析和比色分析等也有了

很大的改观
。

有人曹对 一  年三年中有关

比色分析的大量文献进行了粽远 
,

可以看出
,

现代的比色方法不仅在仪器敖备上有 了 互大 改

进
,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盘有机轼荆的应用
。

其中与

土续分析比较有关的 如铁的 显色剂有 种
,
招

的有 种
,

误的有 种
,

钙鱿稍酸盐等各有 种
,

钾的有 种
,

等等
。

在容量分析中格合献剂 主

耍是 的广泛应用 】,

也表征了分析技术的

互大进步
。

此外
,
由于离子交换树脂

、

离心机
、

超

速离心机等等的普遍应用
,

也使分析技术中如浓

精
、

蒸干
、

过滤
、

萃取等冗长的操作逐潮被淘汰
。

重 分析的应用就日冤减少 , 。

显然
,

这些方

面的发展
,

必然促进士竣化学分析的进步
。

从化学分析的角度来看
,

士壤是一个极为复

杂的“分析对到、根据目前情况
,

土壤化学分析

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土续 中矿盾元素的测

定
,
巳建立了“初步的分析体系,, 幻 ,

除了在古典的

土壤化学分析的荃础上建立毕微量和微量的分析

技米以外
,

光糟化学和分光光错的新技术也得到

了校多的应用  
。

就一般情况看来
,

对土壤中

大量和 中爱元素的测定
,

似乎仍以半微量或微

的容量分析和此色分析更受人欢迎
,
而光谱技术

特别是发射光糟技米剧多用于微量元紊或稀有元

素的测定
。

至于深入探索矿物精构的化学分析则

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

土续中有机物厦粗成

的分析
,
虽然也利用了色错

、

光谱等技术
,

但相对

来靛
, “看来仍是需耍进一步完善的

”
 

。

土

攘养分的盼量及其供应状况以及一些易溶性物盾

的测定
,

从众多的文献来看
,

可税是土攘化学分析

中最为活跃的方面
。
由于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

成就
,

特别是同位紊技术和物理化学的某些签水

原理
,

不仅阴明了爵多过去难于探案的原理
,

并为

土壤植物营养化学这一镇域开阴了眼界
。

叼土

壤化学特性的侧定
,
虽然文献的数量不少

,

研究面

也涉及阴广
,

但多为一些专霍的探封
,

有些工作与

其靓弃近士壤不如盆更橄近化学了
。
当然

,

不可

否叙这些周超的深人
,

将有利于对土续本性的更

进一步的敲歉
。

不过作为一个完善的成熟的浏定

填目来靛
,

应用最为普湿的仍然是士竣的阳离子

交换量
、

代换性盐墓粗成以及酸度等几填指标
。

以上只是从土壤化学分析角度出发的分法
。

实际上
,

它们已成为土壤学中几个重要 的学科分

支
,
而研究手段已不仅限于化学方法了

。

墓于

以上的献撒
,

并由于作者的水平和能力的限制
,

对

于土壤化学分析的近况和发展趋势显然难作全面

介招
。

现仅就某些方面作一商述
,

以有助于对土

壤化学分析现况的了解
。

土维的化学微 分析虽早在三十年代就被提

出
,

但多属较为古典的方法
。

近二十多年来
,
不仅

是被测定的士壤微量元紊的数目增多
,

以及大量

元紊和中量元素的微量分析技术巳初步建立
,
而

且现代仪器和毅备的应用亦 日晃增多
。

例如
,
极

搭仪和 光
、

鳖光分析等除了用 来测定微全的

金属元素外
,

还用来测 定土壤 中某些非金属元

素。,  或大量元素 峋 而分光光猎的方法
,

在土攘全量分析以及土壤浸出液和植物粗成的测

定中应用更多
, ,

, 年第六届国际土壤

学会豁第二祖
,

对于微量元案的光错化学分析方

法就抬予了一天的时简进行封渝 ” 色谱分析

除了用于土续有 机物盾中某些粗成分的侧定外
,

严格地双
,

并不只是 化学的方法
。

例如发射光

藉
、

极藉等已是物理的方法了
,

但境代的化学分

析仍包括这些分析技术在内的



呼期 陈家坊 近十年来土姨化学分析方法的进展 呼

也有用于某些微量元素的测定和分离 
,

知
,

以及

用来侧定士续 的气体祖成  利用反 应中产生

热量的原理的热滴定法
,

在士壤粘土的交换量和

代换性觅铭的浏定中
,

也得到了初步的应用  

 ! 定土续中的全魏含量
,

也成功地应用了冈爆 丫

分光舒 蝴
。

此外
,

热天平在矿物分析中也得到

了初步应用以, ,

 
。

而同位案的应用
,

就相当替

湿了
。

离子交换树脂在上维化学分析中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

它除了可以用来越化献剂以外
,

还可

以用来分离各种离子或除去待测 液中的 干扰离

子
,

以及用来测定某些盐类娜」。 例如
,

离子交换

树脂可以用来分离土壤浸出液 中的微量元素 

在测定士竣代换性盐墓时
,

可用来使钙换相互分

离泌 而在土族可溶盐的阴离子总量及硫酸根的

浏定中 , 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

 
。

此外
,
由

于不同离子交换树脂具有不同的吸附力
,
因此如

使土壤与离子交换树脂接触
,

土壤中养分离子郎

可棘人离子交换树脂中
,

从而提取出了土壤中的

有效养分 , , ,
, , ,

并且都能获得令人满意的

箱果
。

例如用阴离子交换树脂来测定土壤中磷的

有效性 “’, 值 少 , 〕
。

其他如籍合荆特 别是 人 以及有机拭剂

的广泛惫用
,

也对士续化学分析的改善起了很大

的作用
。

以上仅是商略地表明了在土坡化学分析中应

用新技术的某些方面而已
,

但是已可看到由于现

代化学分析和新技术的进展
,
而大大地促进了土

族化学分析的进步
。

但是
,

士续化学分析首先是从土壤中分离出

欲测定的物盾 其次是把 分离出来的物厦定量
。

前者属于土旗化学的范畴
,

受到土壤特性的深刻
·

的树豹 后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土壤性质的

影响
,

但属于分析化学和化学分析的镇域
。

由此

可晃
,

土竣化学分析的进展
,

不仅仅有极于分析化

学和化学分析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 还有粗

于土壤本性的进二步揭露
。

可以敲为
,

土攘化学

包括土壤生物化学及士壤
一

植物营养化学和土壤

胶体化学等 的进展
,

将有助于对土壤献撤的深

化
,

从而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在土壤化学分析中

的应用
,

以及新的科学指标的提出
。

例如现有的

广为应用的交换量侧定方法
,

是在土壤吸收性能

遥渐认撇清楚的墓础上不断改进的 现在人们通

扯粘士体系电导度的研究
,

献撤到粘土体系的等

电值与其阳离子交换量呈直核正比相关
,
而与电

解质阳离子的价数无关
,

因而就有可能利用电导

度的方法测定粘土的交换量呻
。

再如植物根系

吸收机制的揭露
,

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离子交换

树脂在提取土接有效养分中的应用
。

此外
,
由于

土旗生物化学的进展
,

初步歌撒到土壤中有机物

质与某些多价金属离子会形成格合物
,

而影响到

它们的有效性
。
因此

,

在研究植物的微量元紊营

养时
,
士壤有机盾的格合能力的测定也将成为一

琪新的农化指标 
。 匕壤接触作用的被揭发及

其与土壤灰化度呈反相关的确定  
,

可以植爵在

方法趋于完善以后
,

土维的接触能力将成为土续

的生成发育研究中一个新的指标
。

应当指出
,

并不能认为由于现代化学分析技

术的进步
,

一些比较古典的分析方法就可以完全

放弃而不采用
。

如果我们不把土壤只看作是化学

分析的“标本
” ,

不把土壤化学分析看作是以分析

土续为任务的化学分析 那么
,
一些现代的技术和

方法是难以机械地搬用的 另一方面
,

某些现代分

析技术在土壤分析中的运用 郎使比较 成熟了
,

但

由于土攘的复杂性
,

在某些条件下它并不能胎人

以满意的测定精果
。

例如有人指出
,

应用火焰比

色靛浏定钾钠
,

对于某些土壤
,

其精果常校通常的

化学分析方法偏低即 再如 选用 适当酸碱指示

剂侧定土壤 值
,

对于大量非石灰 性土族都与

舒测定桔果相一致
,

但较筒便
。

此外
,

检

简 年以后国内外出 版的土壤 化学分析方法

的专著
,

也可得以靛明
。

士壤全氮量的侧定
,

几十年来虽在选择接触

剂以枪短消化时简方面乍出了很多的努力
,

但到

目前为止
,

年提出 对
‘

克氏法
”

仍然是分析土

壤全氮的标准的广为采 用的化学方法
,

只是从大

量改为半微量测定罢了
,

而这一些改进也不为某

些人所赞赏的
,

他们仍
一

认为过去采用的大量分析

是最适宜的
。

关于硒粉作为接触剂的简题
,
虽

然有人贰为会引起氮的很失  
,

但能与硫酸扣

以 左右的比例混合使用时
,

看来是比较良好

的脚
·

州
。

至于应用氧七剂如高锰酸钾或重路酸

钾与硫酸混合液来进行渭赏 ,
,
虽然应用不多

,

但对棺短消化时简
,

用在大批样本分析上
,

看来还

是最适宜的方法
。

如何避免全氮侧定中的蒸阔也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

如改用氧化还原法以免去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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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的燕姻步腆  加】,

但在滴定中受到一些重金

属的千扰
,

都还不成熟
。

扩散吸收法看来是可以

代替燕翻法的
。

此外
, “ “ ,

的燃烧法仍有少数

人沿用 , 。

土续中全磷的测定方法
,

在消化土攘方面仍

是目前国内所介招的如碱熔法酸解法等
,

无所改

变
。

但在磷的定量上
,

比色法的应用 日晃普遍
。

关

于显色剂方面
,

从 一 年所发表的 篇

磷的比色法中
,

篇是相蓝法以及 篇是机扣酸

鼓法的情况就可晃一斑了脚
。

还 原 剂的选择仍

以氛化亚踢为最普温
,

但也有人应用胡粉或抗坏

血酸 
。

此外
,

有人建慧以变胺蓝为氧化还原指

示荆的稍酸扮 三价 黄血盐反滴定法来浏定磷酸

盐网 极糟法侧定易溶性磷酸盐也曹被应用〔川
,

其积差仅为
,

且不受有机物厦的干扰
,
而铁与

氛离子郎应用异丁醉予以分离 也有人曹尝献应

用超紫外分光分析来测土族提取液中的磷
,

井获

得了尚称满意的精果 
。

显然
,

上述方法肯待进

一步完善
。

土旗中全钾的侧定方法
,

关于熔提部分除了

法仍为标准法之外
,

酸溶法中看来以 ”旧一
。, 的分解法最为优越娜

。 山 法最大缺

点是处理样本
、

焙熔及提取和分离等操作校为冗

长
,

但近来已有改进
,

且得到了令人满意 的精

果阁
。

钾的定盆法中火焰光度舒法的应用相当普

湿
,

但在某些情况下
,

也可能得到偏低的桔果
。

光错分析和极 错法的应用 虽曹有人进行尝

林‘
· , · , ,

但耍广泛应用似乎还须一定努力
。

关于钾离子的分离除了使之形成亚稍酸钻纳或亚

稍酸钻银沉淀以外  
,

看来用四苯墓硼田 ,
,

 

最受人欢迎
。

这个方法不受纳钙瑛铭等离子的千

扰
。

使分离完善及避免某些离子的干扰的方法有

二沙 一是在 时用 为掩蔽剂
,

可

掩蔽 种阳离子的干扰 二是使待侧液的 值

降低至 并在 ℃ 左右进行
。

此外
,

也有应用阴

离子交换树脂以阴接法测定纳钾总量的 。几

土壤中养分有效性的测定方法
,

·

看来主耍是

在两个方面有所改进 一是提取剂的选择 二是有

效性养分侧定的元紊种类的扩大
。

有效性氮磷钾

的测定方法除磷以外改变不大
。

例如
,

按态氮和

稍态橄的侧定以扩散法应用杖多  ,
,

比色法其

次 钾的侧定仍多沿用比色法或比浊法 殷备鼓好

的实脸室火焰此色靛应用也较广泛
。

有效性磷的

测定则除相蓝法以外
,

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甚为

替湿 加一   
。

胶受人欢迎的方法有 测定
“

,, 值 ! 和
‘

,,
,

值  
,

鼓两个方法所得精果有时

可以十分吻合 
。

土旗中有 效性养分 的提取方

法
,

除了应用通常的化学献剂以及前面提到的离

子交换树脂等方法以外
,

也有人利用有机献荆来

提取的
,

如用四苯墓硼提取有效性钾 月 ,

校为古

老的电析法 又在一定的程 度上得 到了杖多的应

用
。

例如电析法提取有效性钙筷’ 电析法提取

有效性磷能褥到与盆栽拭脸相一致的精果娜,

但是
,

电析法提取有效养分的原理与化学拭荆的

方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

看不出它具有突出的优

点
,

可是它却有难以进行大批样本分析的缺点
。

总之
,

有关养分提取的方法虽多
,

看来方便的仍是

化学拭剂和离子交换树脂
。
而另一方面更重耍的

并且也是费时简的是测定桔果与田简拭触相互脸

视而据此提出分极简题
。

此外
,

微 曹养元案有

效性的测定境目日晃增多
。

例如有效性硫【从坦权

硼 场 以及有效性锰的测定等等  扒小
。

研究土续的养分供应状况
,

应同时考虑到容

因素与强度因素二者
。

有时我们也可以把养分

的全最作为容 因素
,

其有效性部分所占的百分

数作为强度因素
。

但看来仍然不能反映土续供应

养分的历程
,

例如供应强度的持粗时简或者锐某

厂供应水平能持艘多久的简跳 因此
,

近几年来应

用化学方法并利用反应动力学的理榆
,

对这方面

的简题进行了拭探
。

例如
,

将士续与 在

一 ℃ 进行扩散
,

以 释放的初速率
、

氮释

放的曲往 以及扩散时简无限 延长时释放氨的总

量
,

分别作为土攘氮素供应强度及其变化超势和

供应容量的相对指标 或是利用反应动力学原

理研究土壤中养分的供应状况  
·

 
。

显然
,

这些

工作仅是一个开端
,
而且也存在着歌多困难有待

克服
,

但可以相信
,

研究土壤养分的供应容
、

供

应强度及其持艘时简等简题的意义
、

实质及其指

标
,

将成为士族植物营养化学这一学科分支中极

为重要的研究镇城之一
。

土姨溶液或土攘的水浸出液的研究
,

除了联

系到水溶性养分测定外
,

更多的是盐碱土的可溶

盐粗成的测定
。

可溶盐祖成中拐族钾钠等阳离子

的浏定多用 丁 或火焰此色舒的方法
。

阴离

子的侧定除了 犷
、

于仍沿用 酸滴 定法外
,

其他如
一

和 犷的侧定方法则研究较多
,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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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犷的侧定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献的简便而

能得到良好精果的方法
。

蛟为广义的水盾分析
,

文献更为大量
,

也曹有人予以粽述 
,

其中静多

是可以方便地引入土攘的化学分析 中来的
。

在钙镁测定中  ! 的应用是十分普温的
,

很多文献着重解决干扰离子的除去和指示剂的选

用
。

干扰离子的除去方面除了应用化学默剂如橄

化钾等作为掩蔽剂以外
,

离子交换树脂也得到较

参的应用
。

指示剂的选择方面较为满意的除通常

所用的以外
,

对钙离子的有锌路  及蟹光素格

合物 , 等
,
而应用禁酚椽 与羊毛路蓝 的混

合指示剂
,

可以在大量报麟离子存在情况下测定

微 的钙’
。

此外
,

也曹有人尝拭电滴定法的应

用
,

例如以辞
一

磷酸辞为指示电极用碱金属的磷酸

盐来滴定钙撰的含量卿
。

看来这方面是大有希

望的
。

钦黄和唾哇黄的比色法定挑虽为蛟老的方

法
,

但至今仍有人应用 们 ,

且作为标准法以检脆

其他方法侧
。

可溶盐中氛离子的测定方法中
,

以路酸钾为

指示剂稍酸眼滴定的方法
,
已逐渐为其它方法所

代替
。

这些杖为先进的方法有 仍以稍酸毅

滴定 , 而以娘
一

氛化银作为指示电极直接在土壤水

悬液中进行侧】,

或以醋酸奴进 行高频滴定团

以汞盐 代替银盐
,

以二苯咔哇为籍合指示剂

的方法应用十分普通 利用
·

与氛化物作用并水解产生 的原理
,

用酸滴

定法侧定氛离子的含量 
。

微量氛离子的侧定

方法较有希 整的有  使抓离子呈 人 胶体
,

而后用 滴定
。

此法可测定每升中小于

毫克的氛离子 !∀#  赴氧化物通过碘酸

眼代换柱
,

碘酸根则被置换而进入溶液
,

使其与淀

粉形成蓝色格合物而进行比色
,

此法可侧定小于

吕 的氛离子侈 使氛化物与 硫橄化汞

作用而游离出
一 ,

肚其与高铁形成杠色籍合

物而进行比色 
。

此外
,

也曹有人尝献以 户

电极值接测定氛离子并以 表示之卿
。

可溶性盐中硫酸根的测定
, , 重量法虽

仍被歌为是标准法
,

但实际上多为其它方法所代

替
。

这些方法除了应用离子交换树脂的以外
,

概
’

括起来可分为三类  简接法
,

多用 滴

定必
·

”功
,

例如
,

除常用的加过量
、

多余的

报离子用 滴定以外
,

还有使 犷成为 。,

沉淀
,

肚其溶 于过量的 滴液中
,

’

多余的

 ! 再用 滴定 以羊毛路黑 为指示

荆哪〕
。

值接法
,

例如以双硫腺为指示剂直接

以稍酸扮滴定之卿 或以茜紊杠 为指 示剂用

直接滴定
,

叮 对教法有显著影响
,
氛离子

浓度超过 克分子时才有 的正影响  
。

电滴定法
,

有以 伪 为指示电

极 或以高铁
一

低铁橄化物为电极 
,

但都不成

熟
,

应用不广
。

此外
,

还有应用还原法 或高频

滴定法哪 以侧定硫酸根的
,

则更处于尝拭阶段
。

此外
,

对于水溶性砖酸盐的测定
,

除应用还原

剂使棘变为铁盐而后进行测定外
,

一些并不令人

满意的比色法仍在沿用
。

一些新的尝拭也在努力

中
。

例如
,

加入过量低戮的盐类
,

剩余的用 。

滴定娜 或者以 为协助电解物用极槽仪

来进行侧定  ” 也曹有人企图以蚌棒和氟化

拌制成侧定稍酸盐的可逆电极  
。

水溶性磷酸盐除应用如蓝法外
,
当含量较高

时
,

可赴其通过 盾离子交换树脂
,
用 滴

定
,

使磷酸斡变为磷酸终二钠
,

再加稍酸敛
,

此时

每一克分 子的磷酸郎有 一克分子 的稍酸游离出

来
,

这可用碱滴定法测定之渺

应当指出
,

以上所介招的某些方法
,
虽有助

于土维溶液或土壤水浸出液的化学分析方法的改

进
,

但多数方法的研允爹都缺少土壤学的知撤
,
因

此
,

具体运用到土续分析中来
,

偷镇根据土攘性

质
,

确定不同土壤可能出现的干扰离子及消除其

干扰的方法
。

四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

是在突段室条件极端不

同的隋况下都可以获得的判断土坡特性的重要指

标
。

它的 定方法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用来鲍

和士续的阳离子 的特性及其 测拭技米
。

因而几

十年来提出的方法极多
,

除通常以某一个碱金属

或碱土金属离子鲍和士坡而后侧定其数量外
,

还

有应用重金属离 子来锄和土壤的
。

例如用锰离

子 击 峪 , 心 、

胡离子 及娘离子
,
而后应用比色

法 ,    成安培滴定法  或极错法 】测其含

量
。

这些方法宜于微卫
,

但因士攘中有机物厦对

多价离子具有籍合能士  或者由于离子水化

造成不等当量的吸附侧]
,

故应用仍不广泛
。

利用

碱性有机染料测定土接交换量也曹盛行一时
,

为

所有方法中最商便的
,

但因染料的分子较大易受
“体形效澎

,

t93
] 的影响

.
而产生不等当量的代换

,

如钙盾漂盼土与几种破性有机 染料交换吸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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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吸的钙离 子仅 为有机染料吸 附量的 30一

60 % [53 〕,

同时还受士竣盐 签鲍和度的影响
。
因

此
,

这类方法似乎也处在被淘汰的地位
。

应用最

为广泛的仍为醋酸缺法
。

但是骸法中应用酒精等

洗去游离电解质的操作仍为一个大累资
,
而更重

耍的是当土城含有无定形物厦
、

特别是无定形二

三权化物时
,

常会发生 对醋酸缺分子 吸附的现

象[4, 361
,

或因对醋酸的吸持杖大而使桔果偏高
。
另

一方面
,

在有机质校多的土接中
,
又因腐殖酸按易

成溶胶进入溶液而使精果偏低
。
因此

,

最近有人

建款哪
,

105 J: 以氛化钙溶液处理土坡使达必鲍和
,

而后用稍酸角提取
,

分别侧定钙与氛离子
,

根据其

差数针算土续的交换量
。

这样
,

不仅可以避免上

述的偏差
,

还可软省去麻燎的蒸翻手艘
。 ·

就目前

情况来看是值得推广应用的
。

但是
,

如老虑到高

岭土对氛化钙溶液 中的氛 离子具有 正吸附[l0 2]
,

以及在离子对为钙甲角的交换吸附 反应中的滞后

说荻[119
〕,

那么仍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耍
。

将土坡

用报离子饱和而后与一定量的硫酸作用
,

根据硫

酸消耗量来侧定的方法[v]
,

对于交换量高的土壤

特别是 2 :1型粘土矿物等是较为筒便的方法
,

但

是对于交换t 低的士族
,

却有难以避免的校大的

腆差
。

此外
,

应用放射性同位素 (如 ca 45 ) 来测定

土竣代换量117 1
,

看来将随着实脆室的放射性元素

测轼教备和技米的逐渐建立而受到注意
。

石灰性

土攘的交换量测定
,

以稀酸脱钙制成氢厦土
,
而后

通过代换性鱼的测定求出代换量的方法[12
·

861

,

看

来是受到欢迎的
。

代换性盐蒸粗成的侧定
,

在提取剂上仍以醋

酸效或醋酸应用最广
,

这是由于它们易于分解
,
而

可以减少进一步侧定中的困难之故
。

对于石灰性

士接代换性盐签粗成的侧定
,

则至今仍无一个完

善的方法
,

也不大被人注意
,

看来与石灰性土攘代

换性盐签粗成的研究并不重耍这原因有关
。 _

盐碱土中代澳性纳是代换性盐墓祖成测定中

最受人重戒的一稠
。

但到目前止
,

还没有一个完

善的可供广泛应用的方法
。

这不仅因为自然条件

下代换性钠与可溶盐 中的其他离子处于动平衡状

态
,

其含量受到土旗含水量的影响;而且还因提取

过程中大的水土比例引起自然状态的破坏
,
而难

以得到与实际情况极为一致的精果[s4 ]
。

因此
,

并

不完善的盖德罗依茨法仍在沿用
。

但与此同时
,

也有人企图利用交换吸附平衡的原理阴接侧定代

换性纳的含量
,

初步研究表明
,

平衡时液相中角离

子浓度与代摸性角的关系是符合 La n脚ui
r 方程

式的叩]
。

此外
,

测定纳离子活度的纳玻璃电极

看来将会攀侧 pH 的玻璃电极一样受 到广泛的欢

迎
。

此外
,

以氛化报
一

三乙醇胺援冲液侧定代换性

氮的方法L86)
,

通过侧定大量不同性厦的土续与其

它方法比较
,

献为是最好的方法171 ]
,

最近的研究

又征明触法不仅简便准确而且与碳酸钙残存法所

得的精果十分吻合[98J
。

其它如氛化钾平衡法t7] 根

据我仍的实歇精果仅为淋洗法的 朽一81 %
,
显然

1.75 的改正值不能适用于所有 士接
。

对于一些

富含三二权化物的土接
,

水解性酸常较低于代换

性酸
,

这与这些土续易于吸附醋酸有关
,

所以
,

其
与代换性酸的比值可作为土竣特性的一个指标

。

·

土旗代换性离子是植物养分的主耍来源
,

因

此除了测定其含量以外
,

进而测定其活度具有十

分重耍意义
。

过去一些土攘化学工作者骨作出很

伏的努力
,

企图利用各类性厦[s5
·
1

08] 的电极以直

接侧定各种养分离子的活度
,
虽然到目前为止

,

这

些方法仅能在蛟简单的体系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精

果
,
而且也是最有争瑞的方法

。

但是可以梢期
,

侧

定各种养分的离子活度如同目前侧定土壤 pH 一

样筒便的 日子是会到来的
。

影响离子活度的士族对离子的吸持力
,

看来

将成为看土施肥和植物根系营养研究上的重要指

标之一
,

但苦于没有一个完善的方法
。

例如靛算

吸附能量的数据来源
,

主要是离子活度和平衡常

数
。

离子活度的侧定上面已楹锁到
,

平衡常数别

常常表现 出不是常数 而受到离 子鲍和度 的影

响L68 ]; 同时舒算方法不同
,
所得的K 值也不一样

,

其对离子强度的关系 甚至可 以完全相反[23 1
。

显

然
,

这都还处于尝拭阶段
。

至于自盖德罗依茨以

来所建立和充实起来 的吸附性 能的理输
,

现在

也有一些迹象表明是不完善和不 符合实际情况

的
。

例如达到代换吸附平衡的时简井不都是迅速

的[9J ;如果固
、

液相中离子浓度极稀
,

并且是速获

参与代换吸附反应的
,

那么与通常的研究方法比

校
,

吸附松紧不同的离子的解吸难易程度更是向

两端分化少‘]
。

此外
,

根据前人材料脚]的针算桔

果表明
,

代换吸附处于低水土比 (接近自然含水

量)是符合直楠方程式的
,

但水土比比较宽时别符

合指数方程式
,

税明田简情况下所发生的代换吸

附反应与盖德罗依茨以来采用宽水土比的是极为

不同的
。
因而

,

吸收性能虽然是研究植物根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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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施肥等简题的极为重耍的指标之一
,

但它的

浏定方法仍有待大力研究
,

而且这无疑是曲折和

艰难的
。

* * * *

今天
,

我们正处在土续科学研究走上更好地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道路
,

为了完成农业技术改革
,

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的目标
,

土攘科学工作者肩

负着艰互的任务
。

我们必须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

成就
,

掌握新技米的蒸础上
,

来革新我们土壤科学

研究的面貌
,

而tlJ 造和改进测拭技术以及分析方

法是十分盆耍的一个方面
。

自十九世耙末一值至二十世耙五十年代所肯

定下来的方法和技米
,

显然巳不能满足我们目前

的需耍
。

例如土竣中 N H 才
、

N 叮 等的侧定
,

在大

多数情况下不足以反映实际的土镶营养状况; 另

一方面作物的生长发育可以明显地反应出来的如

抓的供应状况
,
而我们还无法从士绒中进行侧定

。

至于一些可以引起作物生长发生变化的施肥以外

的农业技术措施 (如对水稻土的烤田)
,

我们都无

法从土壤中获得能切实反映引起作物变化的士壤

条件的科学指标
。

农民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土竣

,’8 巴蜜
, “好坏

”

的鉴别轻脆等
,

我们别更缺乏良好

的指标和完善的测定方法
。

因此
,

我们应在原有

的基础上努力学习 现代科学技术 的理渝和知撒
,

深人总桔农民的极脆
,

勇于提出新指标及其侧献

技术
,

tlJ 立微量及超微量的测定方法
。

当然
,

一个好的指标和侧定技术的BlJ 立或改

进
,

一方面有极于分析化学和化学分析及现代科

学技术的进展
,
另一方面也有帆于对土壤歌撒的

进一步深入
。

这样
,

我们强稠改进和gl1 立测献技

术分析方法的同时
,

还应强稠土壤物化
、

生化及农

业化学的深入研究
。

实质上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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