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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泥炭的应用分类问题与郑应顺等同志商榷

钟 金 岳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

从七十年代开始
,

我国在农业上就大量利用泥炭制做腐殖酸肥料 � 在工业上
,

也开展

了应用泥炭的试验研究工作
。

在实践中
,

急需要一套适用于生产领域的应用分类
,

以利泥

炭的合理利用
。

郑应顺等同志 �� � � 年 � 月在本刊发表的《试论泥炭的应用分类双以下简

称《试论》�
,

是我国第一篇专门论述泥炭应用分类的文章
,

是值得欢迎的
。

可是
,

该分类的

目的是什么 � 应该选择哪些依据� 以及 由此而建立的分类系统等都存在问题
。

我系泥炭

沼泽研究室从 �� �。年开始
,

开展了泥炭用于工业
、

农业
、

环保
、

酿酒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工

作
。

根据多年实践
,

我们亦试拟订我国泥炭的应用分类
,

同郑应顺等同志商榷
。

一
、

有机质含量为一级分类的依据

泥炭除包含很多水分外
,

尚由有机质和矿物质两部分组成
。

泥炭应用于农业
、

工业
、

医药以及环保等等
,

主要是利用其有机质部分
,

故有机质含量的高低是衡量泥炭质量的 首

要条件
,

它决定着泥炭利用的方向与前途
。

如富有机质泥炭
,

在工业上具有多种用途
,

在

园艺与农业上
,

也是制做营养钵与腐殖酸肥料的好原料
,

是一种宝贵的矿产资源
,

可以大

规模开发利用 � 而贫有机质泥炭
,

由于混杂大量矿物质�主要是泥砂 �
,

用于工业需要进行

筛选
,

使工艺复杂
,

经济效益降低
,

故一般只宜于农业上制做腐殖酸肥料
,

并且限于就地

开采
、

加工与施用
。

有机质含量不仅是评价泥炭质量的首要条件
,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

因为泥炭的其

他质量指标
,

如腐殖酸与氮的含量
、

吸氨量
、

发热最以及持水量等
,

主要决定于有机质的含

里
,

同有机质含量都成正相关
。

《试论》的图 �一 � 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

实际上
,

泥炭所以

含 育腐殖酸
、

氮等物质
,

并具有吸氨
、

持水
、

可燃等特性
,

就是因其含有大盆有机质之故
。

所以有机质是泥炭最根本的质量指标
,

以有机质含量作为泥炭一级分类的依据是合适的
。

泥炭的有机质含量同其他质量指标的关系如表 � 所示
。

通过多年来对全国泥炭资源的调查
,

以及样品的分析
,

泥炭的有机质含量多数在 � � 务

以上
,

因而
,

我们认为有机质含量达到或超过 �� 关 者
,

方能称作泥炭
。

我国东北
、

青藏高

原与西北等地区
,

多为表露泥炭
,

而其他地区主要是埋藏泥炭
。

表露泥炭一般形成年代较

近
,

分解程度较低
,

混人泥砂较少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多数在 �� 一�� 务 � 埋藏泥炭 则反之
,

有机质含量多数在 ��  以下
。

因此
,

可以有机质含量作为划分泥炭类型的指标
,

将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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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三类
�

�
�

有机质含量 �� 一�� 外
,

为贫有机质泥炭
,

即劣质泥炭 �

�
�

有机质含量 �� 一 �� 务
,

为中有机质泥炭
,

即一般泥炭 �

�
�

有机质含量超过 �� 务
,

为富有机质泥炭
,

即优质泥炭
。

农 � 泥炭的有机质含一同其他质� 指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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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分类是通俗实用的 �既评价了泥炭的质量
,

又初步指出了泥炭的利用方向与前

途
。

《试论》指出 � “

泥炭的一级分类
,

应该反映泥炭形成过程中的发育阶段
,

及其本身所

固有的属性⋯⋯按泥炭发育阶段划分一级分类�高位
、

中位和低位泥炭�比较妥切
” 。

我们

认为
,

这正说明《试论》分类的 目的性不明确
。

所谓应用分类
,

顾名思义
,

应该是如何将各

式各样的泥炭
,

从生产实际出发
,

以影响泥炭利用最本质
、

最重要的属性
,

作为划分类型的

依据
,

划分成反映利用前途与方向的各种类型
,

目的是为了评价泥炭的质量
,

指出泥炭的

特性
,

以便指导生产
。

因而应用分类的全部着眼点
,

应该放在怎样划分的泥炭类型
,

方能

在生产上最实用
,

最有指导意义
。

除此之外
,

强调任何一点
,

作为分类的依据
,

都是偏离应

用分类 目的的
。

《试论》中划分出的高位泥炭和低位泥炭两个类型�即贫营养型泥炭与富

营养型泥炭 �
,

在生产上没有多大意义
。 因为同是富营养型的泥炭

,

有的�如富有机质泥

炭�不仅在农业上可以广为利用
,

而且在工业
、

环保
、

酿酒等方面 也有重要用途 �有的�如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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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泥炭�则只宜农业上制做腐肥与营养淋
,

或只限于就地将泥炭层翻耕
,

以改良土壤
。

而贫营养型泥炭在利用时
,

其质量上的差异同样也是十分悬殊的
。

此外
,

我国的公酬炭资源
,

无论是表璐的或已被埋藏的
,

绝大部分都是富营养型泥炭
。

贫营养型泥炭分布十分零星
,

数量很少
,

并且都在边远的山区
,

不易开发
、

利用
。

所以为了

应用的 目的
,

将我国的泥炭划分为贫营养型和富营养型等类型
,

似无实际意义
。

并且在划

分贫营养型泥炭和富营养型泥炭后
,

只是对富营养型泥炭作了二
、

三级的分类
,

而不能对

贫营养型泥炭也作低一级的分类� 可见
,

《试论》的二
、

三级分类
,

只是对富营养型泥炭而

言的
,

并不包括贫营养型泥炭
,

这样的分类系统显然是不全面的
。

故哎试论》采用纯灰分含

� 和 �� 值双指标作为划分泥炭的一级分类依据
,

将泥炭分为贫营养型
、

富营养型等类型

是需要商榷的
。

二
、

分解度为二级分类的依据

泥炭的经济意义
,

主要在于泥炭中的有机质具有多方面的用途
。

泥炭的有机质主要

来自死亡的沼泽植物
。

在通常情况下
,

死亡的沼泽植物容易被分解而成腐殖质
,

故泥炭中

的有机质呈两种状态存在
�
植物残体与腐殖质

。

腐殖质在有机质中的比重
,

即为泥炭的

分解度
。

植物残体与腐殖质是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有机质
,

在生产上各有不同的用途
。

如植物残体可以利用其纤维制做建筑材料
、

保温材料或处理三废的净化材料 �而腐殖质在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可见
,

泥炭的分解度是泥炭的重要特性
,

而

不是泥炭的质量指标
,

在生产上
,

不能以分解度的强弱来评价泥炭质量的优劣
。

泥炭的有机质含最是评价泥炭质量最根本的指标
,

它决定泥炭资源能否大规模开发
、

利用 � 而泥炭的分解程度
,

则决定泥炭资源的利用方向
。

如弱分解的泥炭�贫营养型泥炭

或富营养型泥炭�
,

保存有大量的纤维物质
,

单独或同其他材料配合可以制做多种建筑材

料
,

亦可作净化材料
、

充填材料与燃料
。

在畜牧饲养上
,

不仅可做饲料
,

而且是牲畜圈舍最

好的铺垫材料
。

泥炭经堆沤发酵可产生沼气
,

,
�

其剩余物又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

而强分解

的泥炭
,

含有大是的腐殖质与氮
、

磷
、

钾等营养元素
,

在园艺与农业上
,

则可以制做营养林

与腐肥 �还是水稻
、

树苗
、

花卉等苗床地优良的覆盖材料 � 可以从中提取腐殖酸物质
,

鉴于

它的多种用途
,

以分解程度作为泥炭二级分类的依据是合适的
。

�

通过多年来对泥炭综合刹用的试验研究
,

用手工业上的泥炭
,

以分解度小于 � �外 为

宜 �制做腐殖酸肥料用于农业上
,

则以分解度大子 � �外 的为好
。

因为有机质含里相同的

泥炭
,

其腐殖酸含量是随着泥炭分解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的
,

如表 � 的 � 、 � 号样品
,

由干分

解度较高
,

含腐殖酸亦较多
。

分解度 �� 一 � �关 的泥炭:无论是工业
、

农业都可利用
,

但最

好是综合利用
,

将植物残体和腐殖质筛选分离
,

前者作工业上利用
,

后者用于农业或提取

其中的腐殖酸
。

因而
,

可以分解度 ”界与
’

”多作为指标
,

将泥炭划分为以下三种:

1. 分解度小予 25 务 的泥炭
,

为弱分解泥炭
,

即纤维泥炭;

, ,’分解度 , ”一5 , 肠 的泥炭
,

为中等分解泥崔
,

“口半纤维泥炭‘

3
.
分解度大于 50 务 的泥炭

,

为强分解泥炭
,

即腐殖泥炭
。

茂吹二 , , 二病 口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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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兮

见的
。

《试论))’’根据泥炭层的厚度进行泥炭二级分类
”
是需要商榷的

。

众所周知
,

泥炭层的

厚度是泥炭矿体大小的一个数量指标
,

它同泥炭层的长度和宽度一样
,

都是评价泥炭矿规

模大小的指标
,

而不是泥炭自身的属性
。
《试论》忽略了泥炭与泥炭矿的区别

,

如
“大家知

道
,

在通常情况下
,

泥炭层的厚度不仅是一个衡量泥炭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
,

而且也能明

确地指出泥炭矿的具体利用方向和开发价值⋯⋯我国泥炭矿的实际情况
,

泥炭层厚度一

般多在 l一2 米左右
,

为此
,

泥炭的二级分类的具体级数和数最指标可⋯⋯
”可见

,
《试论芳

的泥炭二级分类
,

实际上
,

不是对泥炭的分类
,

而是泥炭矿的分类
。

《试论》指出:
“

在一个地区
,

如果查明了不同厚度的泥炭及其面积
,

即可估算该地区

泥炭资源的总储量
。

很明显
,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指标
。

,’(( 试论分过分强调泥炭层厚度

的意义是片面的
,

因为泥炭层的厚度是在时间上衡量泥炭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
,

而泥炭层

的长度和宽度则是在空间上衡量泥炭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
,

两者都是泥炭发育程度的重

要标志
。

并且要想
“
估算该地区泥炭资源的总储量

” ,

不仅泥炭层的厚度
“

是一个极重要的

经济指标
” ,

同样
,

泥炭层的长度和宽度也是两个极重要的经济指标
。

泥炭层的长度
、

宽度

与厚度是计算储最缺一不可的三要素
。

至于要
“

明确地指出泥炭矿的具体利用方向和开

发价值
” ,

三者也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此外
,

泥炭矿体上覆盖层厚度同泥炭层厚度之比值(剥离系数)
,

泥炭矿的地表积水与

地下水位情况
,

以及泥炭矿的地理位置
、

交通条件等
,

都是评价泥炭矿的重要依据
。

如根

据泥炭的储藏量
,

可将泥炭矿划分为大型矿
、

中型矿与小型矿;根据泥炭层的厚度
,

可划分

为厚层矿
、

中层矿与薄层矿 ;根据剥离系数的大小
,

可划分为大剥离系数矿
、

中剥离 系数

矿
、

小剥离系数矿 ;根据水文条件
,

可划分为需大型排水工程的矿
、

需一般排水工程的矿
、

无需排水工程的矿
,

等等
。

泥炭作为一种矿产资源的应用分类
,

应该同泥炭矿或泥炭地的分类区别开来
。
《试

论》把泥炭矿分类的依据用来作为泥炭应用分类的依据
,

混淆了泥炭应用分类同泥炭矿分

类的区别
,

所以《试论》的泥炭二级分类是不妥当的
。

三
、

两级的分类系统

‘

任何一种应用分类
,

它们的指标应
‘

该易于鉴定
,

分类的级别不宜过多
,

分类系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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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简明扼要
,

这样才便于实际应用
。

可是《试论》分类的级别过多
,

分类系统嫌繁琐
。

我

们主张两级分类
,

分类系统如表 2
。

根据上表
,

可将泥炭划分为 3大类共计 夕种
。

任何一种泥炭
,

按上述指标
,

可以很容

易地确定为如优质腐殖泥炭 (1
3
)

,

或劣质纤维泥炭 (H l
:
)⋯⋯优质腐殖泥 炭 即含 有机

质多
,

夹杂泥砂少
,

并有大量腐殖酸等物质
,

是制造腐肥
、

营养岭或提取腐殖酸的优良原

料
,

可以大力开发
、

利用
。

而劣质纤维泥炭则质量较差
,

混夹很多泥砂
,

适宜于农业上制做

粗腐肥
,

用于工业则不经济
。

可见
,

这样的泥炭分类系统
,

对于我国泥炭资源的合理开发
、

利用更有实际意义
。

‘ 因而我们提出的分类是综合性的应用分类
,

它不同于专为工业或农业上的利用而设

计的专门性的应用分类
。

四
、

结 论

1.泥炭的有机质成分 ,

是泥炭最根本的属性
,

泥炭的其他属性皆决定于有机质
。

故泥

炭的应用分类
,

以有机质含最作为划分泥炭一级类型的依据是合适的
。

2

.

泥炭的实用意义在于泥炭的有机成分
,

至于怎样利用
,

则决定于泥炭有机质的存在

形态(即分解程度)
。

因此
,

以分解度作为划分泥炭二级类型的依据是合理的
。

3

.

为了应用的 目的
,

将我国的泥炭划分为 3 类 9 种
,

是简明扼要而实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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