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 第 3 期

1 9 6 4 年 9 月

土 壤 学 报
A C T A P ED O L O G IC A SIN IC人

V o l
.

1 2
,

N o
。

3

S e P t
. ,

1 9 6 斗

黄棕缝各粗微团聚体的腐殖厦

粗成及其特性
*

胡菜梅 刘世全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

士壤是生物机体及其代谢产物和地表矿厦部分相互作用的产物
。

土壤中有机矿质复

合体的形成条件
、

类型
、

形成机制
、

特性
,

以及它俩与土壤肥力的关系
,

甚为复杂
。

只 B. T IO训H
,

凤 H. A月T朋oB
一

Ka Pa Ta eB 等人l2. 3.’.,] 进行过土壤及团聚体中腐殖物盾

的存在形态的研究
,

并对腐殖厦与矿厦部分的相互作用作过推渝
。

.

A
.

中
.

TloJI 皿t6.v ] 把团聚体(实际上应称微团聚体)主要地分为两粗
,

一粗是通过 c a 一

腐殖物盾桔合的(q )
,

另一粗是通过 Fe- 腐殖物质拮合的(q )
,

有时还分出水中分散的校

正附粗(几
,

本文中改称 Go )
。

这一分离方法
,

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

我们的目的
,

RlJ 企图通过剖视黄棕壤各粗微团聚体内腐殖物厦的存在形态
、

数量分

配
、

及其胶体特性等
,

从而尉渝微团聚体分粗的依据
。

一
、

样品及献脸方法

供裁土壤为第四纪下蜀系黄土性物盾上发育的黄棕壤
,

采自南京市江宁县本所截验

农摄岗地的熟荒地
。

采集深度为 。一20 厘米
。

微团聚体的分离按 A
.

中
.

Tlon 皿 法t0. 7] 。

微团聚体中腐殖盾的分粗分离基本上按 H
.

B
.

Tlo pHll [,1 法
,

并参照其他研究法[z. , 】,

在

按常法酸碱交替处理后
,

再用 IN 碱提取
。

分离桔果
,

得下列五粗腐殖盾 :

(l) 粗腐殖质
,

以 0
.

I N N a O H 直接提取
,

是与游离三氧化二物拮合的岛敏酸 (棕色

胡敏酸)与富里酸的聚合复合物
。

(n ) 粗腐殖盾
, 0. 05 N H 多O 。

脱钙后
,

以 0. IN N a 0 H 提取
,

这部分是与钙桔合的胡

敏酸(灰色胡敏酸)与富里酸的聚合复合物
。

(m ) 祖腐殖盾
,

与 1
.

O N H 多。。
在水俗上加热 30 分钟

,

水解后以 o
.

IN N o o H 提取

的
,

是与相对稳定的三氧化二物桔合的腐殖厦 [’] 。

(IV ) 粗腐殖盾
,

水解后将嫂留物用 1
.

0 N N a o H 煮沸 15 分钟提取的物厦
,

是与土壤

矿厦部分枯合
、

但相对地较易分离的腐殖厦
。

按 H
.

B
.

T幻PHH 的分粗应属于胡敏素的一

部分
。

(v ) 粗腐殖盾
,

趣上述处理后嫂留于土壤微团聚体内
,

与矿盾部分紧密桔合的最德

.
本工作是在熊毅先生指导下进行的

。

参加微团聚体提取及部分腐掀盾特性测定的
,

简有张慧祥及赵美芝同志
,

特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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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胡敏素
。

腐殖质的碳量
,

均用 H
.

B
.

T IO PHH 法测定
。

胡敏酸光密度侧定
,

按 K o H O

~ 法
,

但溶剂为 0. 02 N N a o H
,

浓度为 0
.

1 克c / 升
。

凝聚特性的测定
,

将胡敏酸溶于 0. 02 N N a O H 中
,

铜节溶液的 p H 至 6
.

8一 7
.

0 ,

加入

不同浓度的 C aC I:
,

凝聚的胡敏酸用离心法去除
,

然后用比色法侧定上部清液中的胡敏酸

量
。

以凝聚的胡敏酸占胡敏酸总量的 多表示
。

二
、

桔果和 射盖

1
.

腐殖物贯在各祖微团聚体固的分配状况 : 供裁土壤中三粗微团聚休的总和占土澳

总量的 1 / 3 ,

但其中腐殖厦的合量RlJ 占土壤总量的 90 多
。

各粗微团聚体的腐殖质含量
,

以

G : 为最高
,

G0 最低(表 1 )
。

这与前人拮果基本一致Iz, elo

玻 1 衡棕公各粗徽团聚体含, 及翻抽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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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占土壤的百分比超过其余两粗微团聚体
,

因此
,

虽然 q 的腐殖质含量中等
,

而本

粗微团聚体中所含的腐殖厦艳对量
,

Rl] 居于首位
。

各粗微团聚体 (G0
,

q
,

q ) 和残渣中

腐殖厦艳对含量的比例
,

大致为 2 : 4 : 3 : 1 。

2
.

各粗微团聚体内不同拮合形态的腐殖厦的分布状况
:
从表 2 可以看到

,

三粗微团

聚体 (G
。,

q
,

场) 中的腐殖质
,

无例外地由各种桔合形态的腐殖厦所粗成
。

这一事实的

重要性
,

在于进一步揭露了微团聚体内腐殖厦精合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A
.

中
.

Tlon 。

把 q (包括 G0 在内)和 q 分别称为
“
钙

一
腐殖厦

”
及

“
铁

一
腐殖质

”

拮合的团聚体
,

并引用

ra n oH 的图式
,

作为微团聚体分祖的假殷依据
。

看来
,

这在一定程度上把微团聚体的形成

机制过分筒单化了
,

因为
,

从已得查料看
,

与钙或铁拮合的腐殖质
,

既不是兹粗微团聚体内

单一的桔合形式
,

而且
,

也并不占艳对主导的地位
。

因此
,

以
“
钙

一
腐殖厦的

”和
“

跌
一腐殖质

的”
来概括及命名微团聚体之胶拮作用

,

是值得商榷的
。

班 2 三粗俄团聚体中各到冲吉含形态的公范熨的含,

占占占微团聚体腐植质量之%%%

GGGGG ooo G iii G sss

000. IN N a o H 道接提取的 (l) 粗腐殖厦厦 16
.

000 2 7
.

888 2 8
.

444

ooo
·

0 5 N H : 5 0 4
脱钙后 0

.

1 N N a o H 提取的 (11)粗腐植质质 2 1
.

777 2 3
.

999 19
.

666

HHH 一5 0 .
水解后

,

以 0
.

IN N a 0 H 提取的 (111)粗腐植厦厦 13
.

333 7
.

777 6
.

000

IIIN N a o H 煮 15 分钟提取的 (Iv )粗腐植厦厦 1 5
.

444 7
.

333 16
.

222

残残留于土缝中的 (v ) 粗腐植盾盾 3 3
.

666 3 3
.

333 2 9
.

888

附带视明一点
,

在分离 q
, G Z

时
,

土壤曾以 N ac l处理
,

但它只能使土壤中有机物质

和橄生物合成物厦的腐殖化的初期产物呈分散状态
,

并不影响与钙
、

铁 等拮合 的 腐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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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B1
。

我们侧定过黄棕城中被 N a CI 分散的 ro
助皿 M

.

M
.

所胡的可逆腐殖物厦
,

枯果

征明它并不存在
。

各种精合形态的腐殖质含量百分比
,

在三祖微团聚体内是存在着差别的
,

尤其数量

多
、

活性大而最具有代表性的 (I)
、

(n )粗腐殖质的比例
,

是各不相同的
,

这些
,

似乎可以作

为微团聚体分粗的依据
。

与土壤矿盾部分紧密精合的(v )粗腐殖厦
,

豹占三分之一
,

而(Iv )与 (v )粗之和
,

lllJ 为

微团聚体内腐殖厦总量的 40 一50 务
。

3
.

不 同浓度碱液对提取 (l)
、

(n )粗腐殖质的影响
:
假定在同种枯合形态中

,

基于提

取剂浓度不同所造成的提取量的变化
,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示腐殖盾与土壤矿盾部分桔

合的松紧程度
。

我们采用了两种浓度的 N a o H (0. 01 N 和 0
.

IN ) 提取 (l)
、

(11) 祖腐殖

厦
,

精果晃表 3 。

从分析桔果看
,

q 中的 (l)
、

(n )粗腐殖厦
,

普遍地比 G0 和 q 中桔合得更牢固
,

而

农 3 不同滋度 Na oH 提取的 (I)
、

(II )粗. 抽里斌%) 且
,

G0 和 q 十分近似
。

腐 植 质

N a o H 浓度

G 。 粗的

q 粗的

G :

祖的

(l ) 粗腐植质 (11 ) 祖腐植质

理生}
- 竺生卜翌坐止卜兰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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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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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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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

0 } ”9
·

o

表 3 的数据还明显地表明
:
各粗微

团聚体内(11) 祖腐殖质比(l) 粗枯合得远

为紧密
。

4
.

各种桔合形态的腐殖盾中胡敏酸

与富里酸的比值
: 胡敏酸与富里酸之比

值是表征腐殖质盾量差异的一个重要指

标
,

我俩侧定了三粗微团聚体中各种桔

合形态的腐殖盾内的胡敏酸量
,

以差械

法算得富里酸量
,

并求得其此值 (晃表

4 )
。

C.G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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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粗微团聚体中(l) 粗腐植盾的胡敏酸

光密度(浓度为 0
.

10 克 C Z升)

从胡敏酸与富里酸比值看
,

三祖微

团聚体简
,

G0 和 q 极为一致
,

而 G : 则迥

然不同
。

这一桔果与上面提到的不同浓

度碱液反映出的拮合松紧的腐殖厦量的

桔果相吻合
。

各种拮合形态的腐殖质中
,

1111 以 (11 )

祖的比值为最高
,

也就是能
,

其中胡敏酸

的含量较其他各祖为高
。

3.03.52.52.01.51.0.

�闺�翻咪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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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胡敏酸的光密度 : 三粗微团聚体中同一种桔合形态的胡敏酸的光密度比较
,

今以

(l) 粗腐殖厦为例
,

枯果晃图 1 。 根据 C
.

H
.

灿
e山”H

,

M
.

M
.

K o Ho H o Ba 等研究者的意兑
,

缩合度小
、

桔构比较商单的胡敏酸
,

消光系数亦小
,

而精合程度高
、

精构较为复杂的胡敏酸

A[] 消光系数大
。

由侧定的桔果
,

可以看出
,

三祖微团聚体内
,

桔合形态相同的腐殖质的胡

敏酸
,

在精合度及精构上
,

均存在差异
。

同时
,

其中以 G0 和 q 粗的胡敏酸较为接近
,

而 GZ

中的胡敏酸不同于前两者
,

并且更筒单些
。

6
.

胡敏酸的凝聚特性
:
凝聚特性的侧定拮果表明

,

G0 粗微团聚体的 (l) 祖腐殖质比

其余两粗同种形态桔合的腐殖厦更易被二价的钙离子所凝聚
。

凝聚值的顺序与胡敏酸的

消光系数相一致(兑表 5)
。

玻 5 各姐公团泉体的 (I ) 姐胡敏酸的趁带〔% )

CCC a C I.

浓度 (N ))) 0
.

0 0 111 0
.

0 0333 0
.

0 0 666 0
.

0 111 0
.

0 222 0
.

0 333 0
.

0 666 0
.

111

GGG 。
粗的的 3 000 3 000 3 333 6 888 4 777 9777 1 0 000 10 000

GGG :
粗的的 1777 1 777 l666 l777 l000 8 444 8 999 9斗斗

GGG ,
粗的的 888 888 777 77777 7 666 9 000 9 000

三
、

桔 翁

1
.

黄棕壤的三粗微团聚体 (G0
、

q 和 q )及噢渣中的腐殖质含量
,

大致成 2 : 4 : 3 :1 之

比
o

2
.

各粗微团聚体内腐殖质与矿质部分的枯合形态是十分多样而复杂的
。

每粗微团聚

体均具备我们所区分的五种拮合形态的腐殖厦
。

因此
,

A
.

彭
.

T脚脱 用“
钙

一腐殖质团聚

体
”
及

“
铁

一
腐殖质团聚体

”
标称不同粗 (q

、

q ) 的微团聚体
,

似乎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

所

以
,

这种命名尚值得商摧
。

但与钙铁精合的腐殖厦量之比
,

在各粗微团聚体简是存在差异

的
。

3
.

q 祖中的腐殖物厦与土壤矿质部分枯合得较牢固
,

Go 和 q 粗中腐殖物质与土壤

矿厦部分精合的牢固性很相近
。

4
.

各祖微团聚体的腐殖厦的胡敏酸 /富里酸比值
,

胡敏酸的消光系数和凝聚值 等桔

果
,

均砚明 G0 和 q 粗近似而与 q 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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