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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吸收量是土壤肥沃度的一填重要指标

胡荣梅 陈定一

土壤吸收性能 的研究
,

自上世耙 W ay
,

Be m m ele
n
以来

,

吸引过很多土壤化学家的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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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靛
,

土壤吸收性能 的研究
,

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

1
.

土壤吸收性能
,

即土壤胶体吸附 阴
、

阳离子的能力与植物营养的关系
,

周题的提出

是以土壤中代换性离子是植物营养来源这一前提为出发点的
。

圃述不同种类及数量 的阳

离子
,

对作物生命活动及产量的影响 [5.e .7,1 1] 。

2
.

土壤吸收性阳离子对土壤物理
、

化学性盾的影响
,

如土壤的分散性
、

透水性
、

吸收水

汽能力
、

粘拮力
、

湿消热
、

导电性
、

拮构的稳定性等
,

以及进而影响到土壤的水分
、

空气
、

微

生物和养分状况 [1 ,2, 3.8 ,9] 。

3
.

土壤吸收性阳离子的数量及祖
,

成是区别土壤类型
、

进行土壤分类的依据 [2,3 ,8,9 1。

土壤吸收性能的研究握常是与土壤肥沃度的考察相联系的
,

B
.

B
,

八。Kytla eB [4] 在

研究尼 日格勒州土壤时
,

就比较了不同类型土壤内的交换量
,

并把宅看作是蕴定土壤肥力

的指标之一
,

但所比较的是类型不同的土壤
,

它们的腐殖盾含量
、

机械祖成
、

地形部位等

相差极为悬殊
。

近来
,

苏联土壤学家对农用土壤的理化性盾加竣了研究
,

但土壤吸收性能

的动态变化
,

则研究很少
。

以鳃定土壤肥沃度的专著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土地的研究和弄

价
, ,

一书为例
,

作者十分重视土壤中营养元素
、

酸度和机械粗成的作用
,

但对士壤吸收性能

则只字未提
。

因此
,
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

,

土壤吸收性能是否发生变化 ? 吸收量是增加还是减

少 ? 这 些 变化能否 作为蕴别土壤肥瘦的一项标帜 ? 如何控制稠节等简题
,

至今仍然是

与生产密切有关而有重大理渝价值的尚未阴明的简霆
。

本文将对这些尚 题作初 步 的 探

尉
。

{秘测翻

一
、

就验样品及方法

供分析就喻用的土样
,

袒壤盾草甸褐土系采自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孟排大队 ;

浅色草甸土采 自北京近郊中德友好公社
,

砂壤盾草甸褐土采自中国科学院土壤及水土保

持研究所北郊农踢
。

每祖同类土壤
,

同时采集二个肥沃度不同的土样
,

其差别主要是根据

作物多年平均产量及土壤的理化性盾决定
。

土壤的吸收量及用灼烧法去除腐殖盾后土壤矿物部分的吸收量
,

是用次 甲基蓝法侧

定的
。

灼烧温度为 1 80 一20 0℃
,

时简为 6 小时
,

有机质达 2 % 左右时
,

延长灼烧 3 小时
,

根据爵冀泉等青料
,

这些土壤中矿物粗成以云泰为主
,

灼烧法去除有机盾不会引起土壤矿

物的吸收量发生互大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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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拭验桔果和言寸骗

在农民长期辛勤的劳动下
,

土壤握受一系列施肥
、

耕作
、

翰作 的影响
,

随土壤物理
、

化

学
、

生物等特性的变化
,

土壤的吸收量也发生变化
。

从分析查料(表 1 )可兄
:
土壤吸收量随土壤肥力的提高而增加

。
由于肥沃度的提高

,

每百克土壤吸收量的增长范围可达 0
.

,一 1
.

0 毫当量
,

若以低肥沃度土壤的吸收 量 作 为

1 00 %
,

高肥沃度土壤的吸收量可增至 10 斗一工招多
,

即增加了 斗一招务
。

在贰瞰样品中
,

吸收量增加较多的是河南省长葛县的草句褐土 (增加 13 %) 以及中德公社的中壤盾浅色

草甸土 (二合土 )(增加 9 拓)
。

表 1 土壤吸收量
、

腐葫暨
、

物理性粘粒含量及吸收量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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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震腐暄盾含量由武玫玲
、

张惠祥
、

施书莲等测定
。

2
.

机械粗成分
一

析中
, < 。

.

01 毫米土位能含量由汪仁员测定
。

上壤 吸收量的增加与土壤中有机厦的关系很为密切
,

首先是腐殖厦的合量
,

土壤有机

盾部分的吸收量超过矿物盾部分可高达 2 。 倍
。

但是土壤 吸收量与腐殖质舍量并不成直

接的
一

正相关
,

贰敏中的重壤盾浅色草甸土 (黑土 )及砂壤质草甸褐 生
:
( 黑黄土) 所舍的腐值

盾
,

在肥瘦土之简的差8lJ 为 。
.

29 及 。
.

8 1 %
,

但吸收量 的增加均为 斗% ; 而中壤盾浅色草甸

土(二合土 ) 中腐殖质之差为 0
.

11 务
,

增加的吸收量为 9 形
。

土壤腐殖盾的质量不同
,

反映

出吸收阳离子能力的张弱
,

可用土壤腐殖盾吸收量系数来表示
,

这个系数是腐殖盾吸收量

的毫当量与腐殖盾舍量之比
。

据表 1 ,
一

各粗土壤中高肥沃度的土壤腐殖厦的吸收量系数

均大于低肥沃度的土壤
,

如 中壤盾浅色草甸土 (二合土 ) 为 2
.

2 3 和 1
.

斗斗,

娜壤厦草甸褐土

(油土) 为 1
,

32 和 1
.

执
,

砂壤盾草甸褐土 (黑黄土 )为 1
.

07 一上
.

00
,

只有重
.

嚷质浅色草甸土

( 黑土) 中出现了特殊情况
,

低肥沃度的土壤反而稍高
。

由土壤腐植质吸收量系数可以换算出
,

每 1 00 克土J襄腐殖盾的吸
J没量为 10 。一22 3 毫

当量
。

土壤吸收量与土壤腐殖盾部分的关系如此
,

而与土壤矿物质部分的状系又如何呢?

下 面就对渝一卜这方面 的几个规体
二

土壤矿物质部分的吸收量
,

是由土壤矿物种类及其总表面积等决定的
,

我们曾针算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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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盾部分的吸收量与 < 0
.

01 毫米土拉之比
,

即土壤物理性粘粒的吸收量系数
。

这个系数

在不同的土壤中是不同的
,

但对一种土壤来视
,

系数是很接近的
。

同一种土壤中肥土和瘦

土的物理性粘粒的吸收量系数差异不大
,

远不如腐殖盾吸收量系数的差异
。

这个拮果充

分羡 明
:
要增加土壤的吸收量应从增加及改善有机盾部分着手

。

土壤腐殖质和矿物盾部分的吸收量及宅俩被吸收性阳离子鲍和的程度已如上述
,

现

在再来探尉一下宅佣占土壤总瞬收量的比例
。

在各种土壤中
,

土壤腐殖盾及矿物盾部分的吸收量占土壤总吸收量 的比例井 不一

致郎1 ,

从表 2 中我佣分析的标本可以靓明
,

土壤中矿物质部分的吸收量大于腐殖盾部分
,

土

表 2 土壤腐殖矍及玻物臂部分的吸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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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腐殖盾部分的吸收量只占土壤总吸收量的 16 一35 多
,

而矿物质部分的吸收量可占 6 , 一

84 多
。

各种土壤之中
,

由于肥沃度不同
,

腐殖质部分的吸收量占土壤总吸收量的比重也不

同
。

肥土中腐殖盾部分的吸收量占土壤总吸收量中的百分数
,

显著地增加
,

而矿物质部分

的剧相应地减少
,

如鲤壤盾草旬褐土有机盾部分的吸
J比量 由 1 6. 4 % 变成 2 2

.

1 % ; 中壤

盾浅色草甸土 (二合土) 由 18
.

8 多变成 29 .3 外 ; 砂壤盾草甸褐土 (黑黄土) 由 23 .4 多变

成 3 斗
.

8 务
。

只有个别地在重壤盾浅色草甸土(黑土 )中腐殖质部分的吸收量占士壤总吸收

量的比重基本上推持不变(16
.

6一16
.

7 % )
。

三
、

桔 兼

1
.

土壤肥力在提高的过程中
,

土壤吸收量也相应增加
。

就这次所研究的土样来靓
,

增

长幅度为 0. 5一1
.

0 毫当量 / 1 0 0 克土
,

即为原土的 4一13 多
。

2
.

土壤腐殖盾部分的吸收量
,

与土壤内腐殖质合量有关
,

但非直接的正相关
,

在很大

程度 上取决于腐殖盾的盾量
,

肥沃度高的土壤内腐殖盾的吸J次量系数大于同类的肥沃度

低的土壤
。

3. 土壤矿物质的吸收量
,

.

与物理性粘位含量成正比
,

同一种土壤
,

虽肥沃度不 同
,

但物

理性粘粒的吸收量系数都很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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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土壤腐殖盾部分吸收量占土壤吸收量的 扬一 3多%
,

而矿物盾部分占 6 , 一 8斗%
,

随

土壤肥沃度的提高
,

腐殖厦部分吸收量在土壤吸收量中所占的比重
,

显著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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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叮B eH H o r o T H fla e Pa 3 H b l入王H eT e zle H 月M H n 月。八o P o 仄H o e T I工 o tle H b 6 几IJ 3 o K
.

E M ;、o o T 、 o p 工
·

。H H : e e K o它 : a eT 。 : o : B b l c o e T o B月。 e T c o 1 6一 3 : 并
o T 0 6田e直 己M I{ o eT :

n o 工工B o l , a M o H e p a : b H o 益

—
6 , 一 8 斗并

.

C n o 。二 l: : e ll 二e M 。。O皿o p o 几二: 。o ‘: B b ; B 3 H a : 。T e月b
-

H o 仑 c T e n H H yB e 刀工Iq H B a eT e 兄 己M工{ o c T b o p r a H H
‘Ie e l(o 介

t l口e T I工 o T e己 。百以e n 已入1 2交o e T H ri o r几。

班e H 且月 B fl PO玖eH T H O ‘1 O T H O llle H H I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