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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团聚体的保肥供肥性能及其组成
比例在评断土壤肥力水平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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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作者对黑土和棕壤的多年研究结果
,
论述了不同粒级的微团聚体在保肥和供肥

方面的不同性能
。
鉴于肥地与瘦地

、

小粒级与大粒级微团聚体间存在着保肥
一

供肥性能的 明

显差异
,

作者试以 l。”m 为界
,

划分 < 和 > 1。, “ 两类
“

特征微团聚体” ,
以其比例来界定高

、

低

肥力土壤的微团聚体组成的数值范围和评断土壤肥力水平与培肥效果
。
结果表明

, “

特征 微

团聚体”的组成比例能较好地反映土壤肥力的现有状况及其调控的实际效果
,

是综合评价 土

壤肥力的新的有用指标
。

关键词 土壤微团聚体
,

土壤肥力
,
黑土

,

棕壤

土壤肥力水平的高低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水
、

肥的保蓄与释供能力及与此有关

的自动调节性能
〔卜3] 。

不同粒级的微 团聚体是产生所述功能的物质基础
‘习 。

本文 将 根 据

作者对黑土和棕壤的多年研究结果
,

论述不同粒级的微团聚体在保肥和供肥方面的不同

性能
,

并在此基础上
,

探讨用
“

特征微团聚体
”

的组成比例来评断土壤肥力水平与培肥效果

的可能性
。

一
、

微团聚体的持水释水性能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无论是黑土还是棕壤
,

小粒级微 团聚体的重力水含量均显著高于大

粒级的
,

而全量有效水
,

正常生育有效水和速效性有效水的含量则相反 (DI K 一

32 0 型压 力

膜测水仪测定 ) ; 肥地小粒级微团聚体的所述有效水含量高于瘦地各相应粒级的该 项 数

值
,

大粒级的相差不 明显
。

土壤保持的水分能否被植物利用和被利用的程度如何
,

主要取决于土壤对水分的吸

力发生变化时释 出或吸人的水量
,

即土壤的比水容量
。

表 1 表明
,

黑土和棕壤的各级微团

聚体的各类水分的比水容量均呈现出持水性能随微团聚体的粒级的增大而减弱
,

释水性

能则随之而增强 (D IK 一 3 20 型压力膜测水仪法 )
。

以上都说明
,

小粒级微 团聚体有较强的持水性
,

而大粒级的有较强的释水性
。



期 陈恩凤等 : 微团聚体的保肥供肥性能及其组成比例在评断 土壤肥力水平中的意义 1 ,

100
。

O6州O
。

ON叫O
。

O州叫O
。

O叫OU
。

O600
.

0价00
.

0600
。

O叫00
。

O600
。

O600
。

O卜00
.

0叫00
。

O9州O
。

O010
。

O一叫O
。

O

门d。一一O协一
,
l一�。��9一
月
众

呼叭O
。

O一仍0
.

0州NO
.

0201
。

O叭协0
.

09协0
.

0口寸O
。

09价O
。

O6叭0
.

06廿O
。

N O阶O
。

ON峭O
。

O卜叭O
。

OO廿O
。

ON峭O
。

O9峭O
。

O��00?109

乙 ! ! 1 1

叭叫仍
。

O600[
。

O卜叭0
。

0N6O
。

O川Z州
。

091一
。

N O卜-
。

6 O卜间
。

O仍州仍
。

0叭8一
。

N O卜[
。

Oaog一
。

O卜SN
。

O的钓一
。

O价OO一
。

O寸工N
。

O0001 |O少月d

.1�o,u诊。�qPu.洲。,工qu�

协廿叭
。

O川69
。

[卜8-
。

寸88州
。

寸N州8
.

0价96
.

1娜因峭
.

仍660
.

甘N甘8
。

LNg O
。

Z目8峭
。

哟ZN卜
.

的出6卜
.

U叭叭8
。

工仍Z卜
。

仍卜N6
。

N09|10

�.山�芝一日,。工�
.口。�1。n,脚u。�.JJ一P

�。nun熟-�。‘d巴J。1.详。�甲�。。sd
产督\帜一六卿,。工�神节五g言只彭应阵

』

峭6
.

0一叫
。

卜1卜f
.

019州
。

一泊 一一
.

一的?卜叭自
。

N08
。

卜66
。

O卜仲
!

目�目
。

卜N卜
。

9

��
.

艺��一�
一一00仍工|0009

�O侧门卜沪

。一q目洲�月
>.5.。曰

书谈褶刘淡习

.

碧留越划侧耳率公补长钊婆里侣辱篮补恋钊将狈坦权毗皿涤�次余鲜退属州毗�1

, 川 柑 , 卜, r 、

创、 O、 r闷 r叨

.

⋯
r阅 号门 召 翻 护闷

. 门 . 目 . 目 r们

98
。

N仍肉9
。

工N8卜
.

目NNZ
。

工N60
。

甲价啥6
。

SNN卜
。

的工协N
。

61曲9
。

价仍叫卜
。

仍N6�
。

61价叫
。

叫N

.山0090109

妇01目�沪

。工q.工�.卜.。�o落
书绷体姨拼月

(工�0.卜�P

5.-.抽。�加灿。曰�。�日Jsouo�1。.�姻

目口01卜目A

aO叭
。

62州8
!

卜1N侧
。

6卜9
。

目寸工
。

Of卜州
。

叭1价一
。

9叫刃问
.

91萄N二仍1啥
。

卜1工N
。

叻1N叭
。

卜工目6
。

92寸啥
。

Ll卜-
。

卜l01
。

州N

.白1000 |09

JU工曰今

。一q.一一.决月150芝书较神框州护日

忿家�
�。1川沙。工q.工一‘>V八承十洲�长技仲

铂。卜-�。.d.。�‘1.斗

��书钟显五训和卞关g堆麟因很琳娜印泥璐理暴刊嗦

NN
。

哟价自仍
。

叭仍O仍
.

啥N卜8
。

价N侨O
。

呼研1仍
。

6N哟口
.

一叻 阶弓
.

争N6的
。

仍州寸间
。

帕卜9叭
。

gN卜6
。

叭N的仍
.

叮价叭叭
.

的阶啥N
。

目N11
。

一f月d

000协1 |09
一
月�o卜

嫂翻

。�J�。。dsP已.

侧举

卜Z
。

价9叫
.

0一N一
。

仍N州俐
。

护N66
。

啥目卜
。

州一O价
。

ON寸饥
。

6N州、 已门 呢甲乞 甘、
门竹 刊、 .二 C ,

.

⋯
护闷 O

、
0 In

护J 护闷 尸目

9卜
。

甲价一
。

州工寸仍
。

NZ9叭
。

卜一

月dgO|10�1一0.忿p
铂。东)
�。".诊工.uo叫“,材�卜e�O

八求-H斗�
书只橱

曰目公1口00

�。1.活

O娇N|O仍
O叭!O一O一|叭

叭�

0叭N10叭
O峭101

01|叭

仍�

O协N一O峭
O叭
。101O一|叭

叭�

O娇N|O叭O叭|O一01 |叭

叭�

(tn气)

uo喇材。.�山
嘟娜

工二-O,卜

(日。2010)。1�1�。Ju一
.

1�o”口李。�国
裂侧野瞿

八日。NO!O�
01喇一�。晌

-’石,u诊。�8
裂田咬鲜迷

(日。02|o)‘工一-�.Ju一

.

1�0.月。峭一山
毅侧刊毗

(日。ON·0)
。[�-�.J

翻

二。s曰。.1闰
袋田-H毗

一�0的

鲜刊



2 0 土 壤 字 报 31 卷

二
、

微团聚体的保肥供肥性能

(一 ) 腐殖质总t 及其结合形态

表 2 表明
,

在黑土和棕壤中
,

有机碳和重组有机碳量 (丘林法)均以小粒级微团聚体的

显著高于大粒级的
,

且肥
、

瘦地各相应粒级的微团聚体间有较显著的差异(肥地> 瘦地 )
,

说明小粒级微团聚体较之大粒级的和肥地比瘦地的含有更多的有机质和腐殖质
。

腐殖质在土壤肥力中的作用
,

不仅取决于它的含量
,

更取决于它的存在状况
,

即与土

壤无机组分的结合形态
。

表 2 还表明
,

黑土和棕壤中的腐殖质主要是以松结合和紧结合

的形式存在
。

就松结态腐殖质而言
,

它在小垃级微团聚体中的含量低于大粒级 中的
,

且肥

地的各粒级微团聚体均比瘦地各相应粒级具有较高的含量 ; 紧结态腐殖质的含量变化则

略呈相反的趋势或不 明显
。

因此
,

松结态与紧结态的腐殖质的含量比多随微团聚体的粒

级的增大而增大
,

且肥地各粒级微团聚体的所述比值均较瘦地各相应粒级的大
。

这足以

说明
,

小粒级和大粒级的微团聚体在使土壤结构稳定和提供植物碳素营养方面执行着不

同的功能
。

表 2

T a b l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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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黑土和棕维的各较级徽团聚体的氮素供应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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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同表 1 附注
。

(二 ) 氮素供应情况

从表 3 可以看出
,

黑土和棕壤的小粒级微团聚体均较大粒级的具有一倍以上的氮素

蓄量
,

且肥地的各粒级微 团聚体均比瘦地各相应粒级含有较多的氮量
。

所述氮量的矿化

势(好气培养法 )也是小粒级的显著大于大粒级的 ;氮的解吸率则相反
。

在这一方面
,

同样

是肥地大于瘦地
。

上述现象说明
,

小粒级微团聚体与大粒级的在氮素供应方面有着不同的作用 ; 前者

有较大的供应潜势
,

后者则能提供可被植物直接利用的氮素营养
。

(三 ) 磷素供应情况

表 4 表明
,

不同肥力黑土和棕壤的各粒级微 团聚体的磷素含量和磷的解吸率均呈现

了与氮素供应情况相同的规律
。

因此
,

同样地
,

小粒级微团聚体具有较多的磷素储备
,

大

粒级的具有较强的供应植物可直接利用的磷素的能力
。

三
、 “

特征微团聚体
”
的组成比例

从以上的论述中
,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清晰的概念
: 小粒级与大粒级的微团聚体 [41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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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熟土和棕镶的各粒级徽团梁体的礴素供应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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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同表 l 附注
。

持水与释水
、

保蓄养分与释供养分方面具有显著不同的作用 ;肥力水平较高的土壤
,

其大
、

小粒级的微团聚体比肥力水平较低的具有较好的保供性能
。

需要指出的是
.

上壤肥力水

平的高低
,

除取决于大
、

小粒级微团聚体的自身作用外
,

它们的数量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因素
,

因为在存在适当比例的大
、

小粒级微团聚体的情况下
,

持水与释水
、

保蓄养分与释

供养分之间才能得到很好的协调
。

由此
,

在评断土壤肥力水平和培肥土壤的实际工作中
,

有必要对大
、

小粒级微团聚体的组成比例给予数量化的界定 : 何种界数表征高肥力的土

壤 ;何种表征低肥力的
。

这样
,

便能提 出评断土壤肥力水平的可靠指标和对培肥措施 的有

效程度给予科学的评价
。

根据上面引用的资料
,

一

可以 1 0产m 为界
,

划分大
、

小粒级的微团聚体
。

由于 < 和 >

1 0拼m 的两类微团聚体在土壤肥力中的不同特殊作用
,

特将它们称为
“

特征微 团聚体
” 。

表 5 列人了根据统一方法测得的
、

黑土和棕壤的
“

特征微团聚体
”

的组成比例
。

在供

试黑土中
,

7 对土壤里有 5 对
,

< 10那m / > 1 0环m 微 团聚体的比值是肥地 < 瘦地
,

其界数

为 : 肥地 0
.

3 4一 0
.

7 8 (密集值为 0
.

3 4一 0
.

4 0 )
,

瘦地 0
.

3 7一0
.

82 ( 密集值为 0
.

3 7一 0
.

4 2 ) ; 在

供试棕壤中
, 8 对土壤里有 7 对

,

< 1 0户m / > 1 0 拼m 微 团聚体的比值也是肥地 < 瘦地
,

其

界数为 : 肥地 0
.

19一 0
.

3 8 ( 密集值为 0
.

3 0一 0
.

3 4 )
,

瘦地 0
.

2 2一 0
.

5 4( 密集值为 0
.

3 8一0
.

5 3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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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s 瓜土和棕城的“特征徽团聚体.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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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 la e k 5 0 11 a n d b r o w n 5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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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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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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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1 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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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44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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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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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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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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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9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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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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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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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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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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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3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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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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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7777 0
。

吕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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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66 0
。

4 222222222222222

地地 点点 辽宁沈阳
,

棕壤壤 辽宁昌图
,

棕壤壤 河北遵化
,

棕壤壤 山东泰安
, 棕壤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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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微团聚体组成测定按《土 壤理化分析》一 书所述方法进行
。

这说明
,

在肥力水平较高的土壤里
,

大粒级微 团聚体的相对数量通常较多
,

即供肥能力较

强
,

从而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

由于目前积累的资料还少
,

上述界数只是初步的界定
。

随着试验材料的增多
,

界数将

愈为精确
。

我们曾分别用黑土和棕壤进行了盆钵培肥试验 : 往供试土壤中添加有机物料
,

三年

后测定土壤
_

团聚体的组成变化
。

结果见于表 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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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往土中添加有机物料后土城微团聚体的组成变化

T a b le 6 C h a n g e s o f e o m p o s it io n s o f 5 0 11 m ic r o a g g r e g a te s a f t e r

a PPly一n g o r g a n ie m a t e r ia ls i n t o 5 0 115

土 澳 处 理
微团聚体的组成变化 (% )

C ha n g e s o f e o m Po s it io n s o
f m ie r o a g g r e g a t e s

5 0 11 T r e a t m e n r

衬 1 0拼m > 1 0 声￡m ( 1 0拜 m / ) 10拜m

黑 土

(哈尔滨)

对 照

玉米秸

麦桔 + 草木栖

44
.

9 4

4 0
。

8 8

4 3
。

9 趾

5 5
。

0 6

5 9
.

12

56
.

0 9

O
。

8 2

0
.

6 9

0
.

78

棕 愧

(沈 阳 )

对 照

玉米桔

麦秸+ 草木栖

3 1
。

8 3

2 3
。

8 4

2 5
。

斗5

6 8
。

1 7

7 6
。

1 6

7 4
.

5 ,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
,

用有机物料改上
,

能使
“

特征微团聚体
”

的组成比例发生较明显的

变化
: 比值都有降低

,

且在前述的界数以内
。

由此
,

在评断土壤肥力水平和培肥效果时
,

“

特征微团聚体
”

的组成比例该是一个有用的指标
,

它能比较综合地反映土壤对于水
、

肥的

保供性能
。

因而初步明确
,

通过采集某一土类的大量不同肥力水平的上样
,

测定其
“

特征

微团聚体
”

的组成比例并给予数量化的界定
,

是评断该种土类不同土壤的肥力水平和评价

培肥效果的一条新的
、

反映土壤肥力实质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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