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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棕壤中
, < 10 微米

,

特别是 < 5 微米微团聚体有较高的碳
、

氮
、

磷储量
,

对氮
、

磷及代换性

阳离子的吸附能力较强
,

并有较强的酶活性
,

但总的数量较少
,

不到 30 % ; 而 > 10 微米微团聚

体的碳
、

氮
、

磷储量虽然较低
,

但对氮
、

磷及代换性阳离子的解析能力较强
,

有一定强度的酶活

性
,

总的数量较大
,

超过 70 %
,

其中肥地含有的数量又高于瘦地
,

因而成为影响棕壤肥力的主

要部分
。

土壤微团聚体具有影响土壤理化生物性质多方面的作用
,

可能作为评价土壤肥力水平的

综合指标
。
土壤酶活性可能作为评价土壤肥力状浮的辅助指标

。

我们正在继续进行的土壤肥力实质研究
,

采用既研究体质
,

也研究 体 型 的 综 合 方

法 [l, 刀 ,

将对我国以东北地区为主的主要耕作土类分别进行野外观测和采样分析
。

棕壤土

样采 自辽宁省昌图县太平公社
、

金县城南公社和山东省泰安县省庄公社的肥地和瘦地
。

钡业 定 方 法

土壤微团聚体
,

分组用 Fs
一2 50 C 超声波清洗器分离土样

,

即将土 :水 ~ 1 :5 悬液置超声器中
,
以 30 。

毫安 30 赫兹超声分散 30 分钟
,

将土壤移人沉降缸中
,

配成 4 % 悬液
,

按颗粒沉降时间分别吸取
,

干后称

重
。

土壤对按的保持与释放是将 5 0 克通过 2 毫米筛孔的风干土样放人一垫有滤纸
、

下部有止流夹控制

的砂蕊漏斗
,

加入 75 m l含 1 0 o PP m N H ; 一N 的硫钱溶液
,

静置一昼夜后放出滤液
,
测定滤液中的含 N 量 ;

再加等量纯水浸洗上述土样
,

过夜后测定含 N 量
,
如此重复淋洗

,

直至仅有痕量 N 滤出为止
。

土壤对磷

的吸附用 。
.

01 M Ca CI
:

溶液(内含足够吸附的磷量)
,

按土 : 溶液 ~ 1 : 20 处理后
,

振荡 1 小时
,

然后置 30 ℃

恒温箱中保持 2 咯小时
,

过滤
,

测滤液中的磷
。

磷的解析是在上述过滤后的土壤 中 加入 20 m l 0
.

01 M

C
aCI

:

溶液
,

摇匀
,

置 30 ℃ 恒温箱中保持 2 啥小时后过滤
,

测滤液中的磷
。
两者之差为保持的磷

。
土壤酶

活性分析方法见参考文献【1」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棕壤肥地 > 10 微米微团聚体较乡
,

或高粒级的较多

图 1 表明不同肥力水平棕壤的微团聚体组成
,

其中肥地 > 10 微米微团聚体的数量比

. 参加工作的还有武冠云
、

丁庆堂
、

张志明
、

党连超
、

崔勇
、

于德清
、

李荣华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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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地高
,

而 < 10 微米则相反
。

> 10 微米的微团聚体总量超过 70 必
。

图 2 和图 3 表明棕壤 < 10 微米微团聚体的碳
、

氮含量较之 > 10 微米的显著的高
,

磷

也稍高 ; 而磷的解析量 < 1。微米的稍低
。

这与 C hi ch es ter [s] 和 H als tea 沙
, 的工作相似

。

肥地碳
、

氮
、

磷含量都显著高于瘦地
,

以 < 10 微米的较为显著 ;而肥
、

瘦地磷的解析量比较

接近
。

住勺肥地

忍召瘦地

的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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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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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肥力水平棕壤的微团聚体组成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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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肥力水平棕壤微团聚体中碳
、

氮
、

磷的含量

F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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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表明不同肥力水平棕壤微团聚体对铁的吸附和解析
。

微团聚体对按的吸附随粒

级增大而减少
,

肥地微团聚体吸附较多
,

以 < 10 微米的差异比较明显
。

微团聚体对铁的

解析随粒级增大而增多
,

肥地微团聚体解析较多
,

时间较长
,

以 > 10 微米的差异比较明

显
。

此外还做了对代蜜性阳离子的吸附与解析的测定
,

也呈类似的趋势
。

(二) 不同肥 力水平棕壤的营养物质与酶活性

表 1 结果表明
,

所有肥力高的棕壤的碳
、

氮
、

磷含量都较高
,

转化酶
、

蛋白酶
、

豚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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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图中 (l ) 均代表瘦地 ; ( 2) 均代表肥地
。

图 3 不同肥力水平棕壤微团聚体对磷的吸附
、

保持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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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较强 (参见 Bu rn sl勺
,

而且在各土层分布比较均匀
。

反映肥
、

瘦地的营养物质和酶活性

差异明显
。

表 2 结果表明
,

肥力水平高的棕壤中各粒级微团聚体的酶活性都高于瘦地 ;再是转化

酶活性 > 2 微米的较高
,

而蛋白酶
、

脉酶
、

磷酸酶的活性 < 5 微米的较高
,

仍以低粒级的酶

活性较强
。

关于微团聚体粒级组成对棕壤肥力的影响
,

根据上述结果
,

可以初步得出结论
,

即

< 10 微米
,

特别是 < 5 微米各粒级团聚体有较高的碳
、

氮
、

磷贮量
,

对氮
、

磷和代换性阳离

子的吸附能力较强
,

并有较强的酶活性
,

但窟的数量少于 30 外; 而 > 10 微米各粒级微团

聚体的碳
、

氮
、

磷贮量虽然较低
,

但对氮
、

磷和代换性阳离子的解析能力较强
,

有一定强度

的酶活性
,

特别是由于总的数量大于 70 多
,

成为影响棕壤肥力的主要部分
。

(三) 肥力高的株雄具有较深尽
、

较称定的魂松层

表 3 列明不同肥力水平棕壤的物理性质
。

肥地与瘦地相比
,

具有较深厚的疏松层
,

容

重约低 0. 3 克 /立方厘米
,

总空隙1) 量约高 16 多
,

非毛管空隙与总空隙之比约高 18 务
。

这

1) 通常用孔隙
,
经研究

,
其实为一定土体内固相所占余的空间部分

, 因之改用空隙
。

详见 19 吕3 年 《中国科学院林

业土坡研究所集刊
》第六集

,

第 121 一 13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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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对土壤水分
、

温度和氧化还原电位影响很大
。

再在肥地中
,

吸湿水量和凋萎含水t 比瘦地约低 , %
,

自然含水量
、

田间持水量和田 幼

间有效持水量分别约高4务
, 5务

,
9 拓

。

说明肥地具有较高的贮存
、

供应和渗透水分的能力
。

在温度测定中
,

肥地各土层的温度均较瘦地各相应的土层高
。

特别是 20 厘米以下的

土层中
,

土壤温度约高 0
.

, 一1℃
。

图 5 表明不同肥力水平棕壤的氧化还原电位
,

肥地各土层 E h 值均较瘦地明显的高
。

表 4 列明土壤某些物理性质与酶活
E h(m V )

20 0

一
肥地

- - 一瘦地

才*-,

性的相互关系
,

其中容重
、

总空隙度
、

有

效田间持水量与转化酶
、

蛋 白酶
、

脉酶
、

磷酸酶的活性呈显著相关
。

总之
,

土体构型是微团聚体垒结而

成的
,

它因腐殖物质及其组分的作用而

得到稳定
。

土体构型一方面直接影响土

壤中水
、

肥
、

气
、

热的动态变化
,

另一方面

则对酶活性强度有很大的影响
,

所以成

为评价土壤肥力水平不可缺少的部分
。

总起来看
,

有机矿物复合体是土壤

肥 力的物质基础
。

有机物质和矿物的不

同结合形态及结成的微团聚体
,

构成了

土壤各种的体质和体型
,

使土壤具有不

20期

�目。�迎侧磁叫
石已召一�决仍

图 5 不同肥力水平棕壤的氧化还原电位

Fi g
.

5 E b v . lu o o f b r o w n e . r t h s w i th d iffe r e o r

Ie v e ls o f fe r ti li ty

衰 4

T a b l. 4 C o r r e ! a t io n

陇活性与某些土城物理性质的相互关系

b e t w e e n e n z 夕m e . e ti , it ie s a n d s o m e 5 0 11 p h ” ie al p r o p e r t ie s

容 重
B u lk d e n s i ty

总空隙度
T o ta l p o r o s ity

有效田 l司持水里
A v a i l, b le fie ld e a P a e ity

转化酶

蛋白酶

脉 酿

碑酸醉

一 0
.

9 0 * * *

一 0
。

6 8 * *

一O
。

7 5 * * .

0
。

8 8* * .

0
。

5 0 *

0
。

6 9今*

0
.

7 6 * * .

0
.

70二

0
。

5 4 *

0
。

5 6 *

0
.

7 0 * .

P< 0
.

05 ; *. P< 0
.

01 ; .*
* P< 0

.

00 1

同的水
、

肥
、

气
、

热的吸贮能力和释供能力
。

结合先前对黑土肥力研究的结果
,

我们初步认

为
,

对于有机质土
,

可以采用不同结合形态的各组有机矿物复合体和低粒级微团聚体 ; 而

对矿物质土
,

则可采用高粒级的微团聚体
,

作为评价土壤肥力水平的综合指标
。

酶活性与

有机质及营养物质含量
,

还与土体构型呈显著相关
,

可以作为评价土壤肥力状况的辅助指

标
。

我们的研究还初步说明
,

土壤抗逆性是反映土壤肥力实质的综合特征
。

所谓土壤伉

逆性
,

主要是指它对旱涝
、

肥瘩
、

冷热的抵抗能力
。

它要求土壤对自身的和施入的水和营

养物质不但有较大的容量
,

吸贮
、

释供的物质数量大
、

种类多
,

而且转化快
,

调剂补充量大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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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
,

才既能抗逆
,

又能持续地
、

最大限度地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

从而保证高产稳产
。

份 可见土壤的抗逆性能和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性能是一致的
。

因此
,

土壤的抗逆性实质上

就是土壤对水
、

肥
、

气
、

热的自动调节能力
。

我们正对其它主要耕作土类进行研究
,

并将从定性研究转为大量的定量研究
。

如果

今后的研究结果反复证明微团聚体 (不论是低粒级的
,

或者是高粒级的 )或者还要结合其

它特殊因素
,

具有下列三种作用
:

(l) 既能影响水
、

肥
、

气
、

热 的保持和协调 ; (2 ) 又能影响

较厚疏松层的形成和稳定 ; (3 ) 还能影响酶的种类和活性
,

那么微团聚体与这些特殊因素

可结合起来成为评断土壤肥力水平的综合指标
,

那时怎样调控土壤中微团聚体的产生和

保持
,

势必成为我们主攻内容
,

目前对调控试验也已开始
,

以求早 日为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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