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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我国在研制与应用人工合成土壤结构改 良剂方面
,

取得了不少科技成果
“一们。

这些资料表明
,

应用土壤结构改 良剂是培肥与改良土壤的有效措施
。 为了合理应用改良

剂
,

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

有必要对影响凝聚效应的化学条件进行研究
。

作者选用离子

型的 �� � 与非离子型的 ��人 为材料进行了室内试验研究
,

现将部分试验结果整理成

文
,

简报如下
。

一
、

试 验 与 材 料

�一� 供试土样

土样采自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东营市辖区内
。
土壤属石灰性滨海潮土 , 为该区的 主要土壤类型之一

其主要化学性质见表 � 。

表 里 供试土样的主要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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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土壤质她采用卡庆斯基制 �有机质
、
��

、
� � 采用常规分析法哟 � �

� � �
�

含量采用 � �
�

重量损失法
仁‘’。

�二� 试验方法

卫
�

土样处理 � 将土样先风干
,

剔除残根
、

砖石块等
,
然后过筛 ��� 号�

、

装瓶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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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试样制备 � 称取 �
�

�� 克 �� � 倒人 �� � 。毫升容量瓶中
,
加蒸馏水溶解

、

定容
,

即

妃成
�

�
�

� 肠 的 �� � 溶液
,

称取 ��
�

�� 克 �� � 放人 � � � 。毫升容量瓶中
,

加热
、

搅动促其溶解
,

再定容

配成 � � �� 人 溶液
。

�� 试验操作
�
介质�蒸馏水� � � 值用 �

�

�� �
。
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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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

� � �
。

比
一 ,
� � � � 溶液调制成 �

�

。、

,
�

�
, �

�
�

�
、

� � 四个水平 � 介质 � � 值用 �
� � � 配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五个水平

。

再

分别倒人 �� � 毫升三角瓶中
,

加量均为 � , � 毫升
,
然后加人土样 � �

�

� 克
。
�� �

、
�� � 的试液搅拌 � 分

钟
,

静置 �� 分钟
,

最后通过筛孔直径为 �
�

�� � �
、
�

�

�� � 二 的样筛
,
筛上滞留凝聚物洗人烧杯中

,

洪干

称重
,
分别计算团粒 ��

·

。一�
�

乃 。。 �
、

微团粒 �。
�

� �一 �
�

�� �� 。 � 的数量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介质 � � 对 �之气人
、

�� � 土壤凝聚效应的影响

介质 � � 值不同对 �八�
、

��  的凝聚效应影响不同 �表 � �
。

由表可见
,

酸化介质

�� � �
�

�
,

,
�

�� 遇分散相土壤后
,

由于土壤 中 � � � � ,

等碱性物质的作用
,

迅速平衡而呈碱

化 ��� �
�

��
,

�
�

��  状态
,

故 �
、

� 号与 �
、

� 号处理对 �� �
、

�� � 的凝聚影响差异甚微
。

碱化介质 �� � �
�

�� 平衡后
, �

、

� 号处理 � � 值分别为 �
�

”
、

� ��
,

对 �� � 的团粒凝聚作

用不大
,

对微团粒凝聚作用较中性介质增加 �
�

�� 倍 � 对 �� � 而言
,

碱化介质则强有力地

促进了土壤凝聚效应
,

团粒与微团粒的凝聚量较中性介质分别增加 �
�

�� 倍
、 �

�

�� 倍
。

这

可能是介质碱化使悬液经基增多
,

提高了 �� �� 汉氢键与粘粒表面结合的强度
。

由于 �� �

属于阴离子型聚合物
,

而介质碱化条件下梭基氧不易质子化
,

因此对土壤凝聚效应影响较

刁、
。

表 � 介质 � � 对 �人 �
、
�� 人 土壤凝聚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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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介质 E C 对 P A A
、

P V A 土壤凝聚效应的影响

介质 EC 值对 PA A 与 P v A 土壤凝聚效应影响的测验亦采用中壤质潮土
,

改良剂

为 。
.
肠并 的用量(占干土重的 多)

,

操作步骤同前
。

试验结果列于表 3
。

由表 3 表明
,

P A A 土壤团粒凝聚效应受 E C 影响大而复杂
,

微团粒凝聚效应受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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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介质 E c 对 PA A
、

P v A 土壤凝聚效应的影响

处理序号 介质 E C ( :Zm )
土壤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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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而稳定
。

随着 E c 值的增加
,

前者显现出阶段性
,

即淡水区 (悬液E c < 0
.
1165/。 )

凝聚量随介质矿化剧降
,

矿化水区(悬液 EC 值 0. 116 至 0
.
6 505 /m ) 随介质矿化骤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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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土壤悬液 pH 与 E C 之间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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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区(悬液 E C > 0
.
6弓0s / m ) 随介质矿化又缓降

,

后者随介质矿化凝聚量为直线上升
。

表

3 同时表明
,

P v A 的土壤团粒凝聚效应受 EC 影响较小
,

而微团粒凝聚效应却受 E C 影

响很大
,

亦显现出阶段性
,

以悬液 EC 0
.
3225 /m 为分界点

,

可划分为随介质矿化上升段(正

凝聚效应 )与随介质矿化下降段(负凝聚效应 )
。

据有关文献报道叨 ,

有所谓
“

盐效应
” ,

即

介质矿化正凝聚效应
。

其机理是可溶盐分屏蔽负电荷粘粒产生的电压势 (
8 电位)

,

使粘

粒与聚合物容易凝聚
。

本试验证明了
“

盐效应
”

客观存在
,

进而得出
“

盐效应
”

只存在于一定

EC 阂值内
,

盐分过大或过小均使
“

盐效应
”

异常
。

P A A 团粒正凝聚效应比 PV A 显明
,

其

闭值为介质 Ec 0
.
086至 0

.
8‘5s /。 ; P v A 微团粒正凝聚效应数 PA A 显著

,

其阑值为介

质 E (: O 至 ()
.
8555/m

o

介质化学条件对土壤结构改良剂凝聚效应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化学表现
,

其复杂性

除上述影响外
,

还表现在介质化学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图 1)
,

其作用结果亦必然间接影

响改良剂的凝聚效应
。

由图 l看出
,

P A A

、

P v A 无论是在非矿化水(介质)土壤悬液中
,

还是在矿化水(介

质)悬液中
,

随着矿化度的增强 (E C 增大)
,

p
H 值呈下降趋势

,

随着矿化度的减弱 (E C

减小)
,

p
H 值呈上升趋势

,

这恰与在滨海盐渍土冲洗改良的生产实践过程中
,

伴随脱盐

而出现的碱化现象吻合
。

该项试验中对介质 pH 与 EC 互为消长的定量关系及其对改

良剂凝聚效应的间接影响未作探讨
,

有待深入研究
。

三
、

结 语

PAA 、

P v A 土壤结构改 良剂其凝聚效应与介质化学条件关系密切
,

不同的介质pH
、

E C 条:件显著影响团粒与微团粒的凝聚效果
。

离子型改良剂 PA A 在介质 pH
、

E C 相同

情况下
,

团粒凝聚效应优于 Pv A ,

并在一定 EC阂值内存在
“

盐效应
” ,

能形成水稳性团粒

结构
,

是滨海潮土区有实用价值的土壤结构改 良剂
。

非离子高分子凝聚物 Pv A ,

在介质相

同的 pH
、

E C 条件下
,

微团粒凝聚效应优于 PA A ,

尤其在介质碱化情况下明显
,

这对北

方水田土壤培肥有一定意义
。

P A A
、

P v A 是两种理 化性质
、

效应机制
、

凝聚条件不同的

土壤结构改良剂
,

应用时要区别对待
,

要 因地制宜
,

优化施用量
,

严格调控化学条件的影

响
,

以提高应用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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