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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赣中杠壤的肥力水平除供抬必需的养分外
,

精构性的改善亦很重要
‘ 。

土块拮

构性宜接或商接地影响肥力水平
,

而自然胶精物厦又是形成良好土壤桔构的重要因案
。

本

文着重研究杠壤中的胶枯物厦及其与土壤枯构形成的关系
。

一
、

文 献 粽 述

对于土城精构性与胶精物质的关系
,

前人曹作过很参工作
。

盾的总 与水稳性团聚体的关系
。 , , ,

早期多研究人工合成团聚体或胶桔物

和 ,
,
人 和 一

,

, ,

和 弓 等人都敲为粘粒和有机厦对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起主导作

用
。

所不同者仅在解释形成机制和强溯某一因素的作用时有分歧
。

如 献为
,

水稳性团聚体的

形成机制是无定形粘粒包精上壤颗粒
。

歌为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是通过粘粒的定位吸附
。

在研究砖杠族团聚体的形成时强拥无定形铁的作用
,

认为铁有双重作用
,

一部分可作为絮固剂
,
另一部

分可起胶桔作用
。
与上述猪作者相反

,  和 剧强绸有机质的作用
,

他们敲为有机胶

体与砂粒精合而形成团聚体的作用比粘粒大
。

把胶精物质分成三类 粘粒
、

不可逆或弱度可逆的

无机胶体 如铁
、

招书化物 和有机胶体
。

他还指出当有机质含 较低时
,

粘粒对团聚体形成有很大影

响 但如有机质含 较高
,

粘粒的作用就变小 
。

近年来研究者对自然精构的本性
、

胶桔物质性质与团

聚体形成的关系以及不同发生土层内团聚体的形成特点和机制作了不少工作
。

如 在研究水

稻土的水稳性团聚体时指出
,

表层土壤的团聚体由土壤颗粒和化学物盾所形成
,

易被破坏 而底层土续

的团聚体多由无定形铁
、

盆化合物所形成
,

其团聚体蛟稳固 ,
。

队为表层团聚体形成与粘粒和

有机碳含 呈正相关
,
而在底层中刻与无定形三载化铁和阳离子代换量呈正相关  

。

 对胶桔物

厦的性质进行了研究
,

队为水稳性团聚体的大小并不决定于粘粒和有机厦的总
,
而与漂脱土和搪醛物

的含量有关 川
。 丁 。

献为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是由于粘粒和极性聚合物通过水分子中虽键的吸收

作用
。

苏联研究者在近十乡年来广泛应用了胶体化学的观点和方法
,

对各类水德性团聚体进行解剖研究
,

对团聚体形成的实盾有了进一步的歌歉
。

最早 朋
一

把团聚体分成三祖 主耍由分子内引

力而形成的非水稳性团聚体
、

借矿物祖成简的化学吸收而形成的水抢性蛟高的团聚体以及主耍由有机

胶桔物质或有机矿厦胶精物盾的胶精作用而形成的水稳性极强的团聚体 
。

往后 洲
, 。 ,

即
, “ , “ “ , “ 以及 沙 等人对苏联主耍土类的水稳性团聚体进行

了化学和物理化学的解剖研究’
一 。

在研究黑钙士的各蔽水分胜团聚体时曹指出
,

团聚体中有机

质和粘粒的含量以及阳离子交换量都随着粒径减小而下降
。

在研究栗钙土和碱土的水检性团

木文承象熊毅教授指正
,

特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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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体时得出与 。 类似的精果
,

井歌为由物理化学作用和化学固桔作用所形成的团聚体
,

其直径可达

毫米
,

而大于 , 毫米的团聚体则是由其他因紊形成的
。

从耕种暗灰化土中分离出 一
、

一。 和 毫米三极水德性团聚体
,

再用 中 脚洲 法在各毅团豪体中分离出与腐殖酸钙和

腐殖酸铁桔合的二祖复合体
。

精果指出
,

随着团聚体粒径兮大
,
由腐殖酸钙精合的复合体的含盆也材高

,

而由腐殖酸铁精合的复合体
、

抓案以及腐殖质含盘则减少 他井队为团聚体粒径减小
,

质 校好
。

 。

在研究灰色森林士
、

灰揭土
、

淋溶和替通黑钙士各极团聚体的胶精物质祖成时
,

队为胶精物质在

各蔽团聚体内的分配与土姨类型有关
。

咖印 把苏联主要土类的水稚性团聚体分成四类 松精

态胡敏酸盐粘土型 曰。曰益  , 一 , 叮曰。 , 轶厦粘土胡敏酸盐型 二。 叮。
· ·

二目益 朋 联厦和富里酸铁厦胡敏酸盐型 水即 肥毗 中 刀、 一

二即 。叮 
 。‘  

钓 胡敏酸盐富里酸铁质型 盯 。一中”、 ·

二即 ”日。 。

肥沃黑钙土的水徐性团聚体属于第一

种类型
,

杠城的水租性团聚体属于第三种类型
。

按苏联土族学者的大 研究精果
,

各种胶精物质所形成

的团聚体对土竣肥力水平有明显影响
。

但艳大部分研究工作偏重于研究不同生物气候带自成上的水稚

性团聚体
,

故只能得出与自然肥力相关的概念
。

对同一生物气候带由于不同耕作而引起的刻匕研究校

少
。

近年来我国研究者非常重祝农民的耕作措施对形成良好士壤枯构的影响
,

并开始进

行工作 !
。

我们在 年对江西进置县不同利用方式下的杠壤桔构与肥力的 关 系也作

了研究
,

初步献为土城团聚体的孔隙性和水稳性与肥力水平密切相关
,

而这些性质又与团

聚体胶枯物厦的类型和性度有密切关系
。

本文是 年工作
卫的稚按

。

二
、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 拭旅土典 研究土样为江西进受县的一个土壤系列 第四纪征色粘土 杠城

母厦
,

一 厘米
、

荒地叙城 一 厘米
、

早地杠壤 高黄土
,

一 厘米
、

肥力水平较

低的杠谈性淹清水稻土 枯板田
,

一 厘米
、

肥力水平 中等的瀚清水稻土 黄泥田
,

一 厘米
、

肥力水平较高的鲤度潜清水稻土 扁泥田
,

一 厘米 以及扁泥田犁底 层

一 厘米
。

各拭盼土城的地形部位和基本物理性厦群兄参考文献〔
。

二 研究方法

团聚体胶枯物质的分离和测定 采取原状土
,

用隆推带夫法分析水稳性团聚体
,

取

宜径为 一
、

一 , 及 毫米的三级团聚体。作分析用
。

有机胶枯物质的分离和侧定 秤取上述风干的水稳性团聚体各 克
,

进行下远各

填连艘测定 各极有机碳是按邱林法侧定的
。

脂蜡物盾 将样品放入脂肪抽提器内
,

以 酒梢苯浸提 小时
。

游离及松枯态有机胶枯物 在已提除脂蜡物盾的土样中注

入 毫升
,

速摘提取 次
,

在提取液中加入 场 分离胡敏酸和富里

酸
。

与无定形三二氧化物拮合的有机胶枯物盾 将上远处理过的土壤用蒸摺水洗至中

性
,

然后用爵姆氏液处理 次去铁外均 以林菲罗林比色法测定无定形三氧化铁含量
。

在

去三二氧化物的土样中再以 提取这级胶枯物质
。

与粘粒紧枯合的胡敏素

按照威廉斯的概念以 一 奄来团聚体在肥力上表境为最好
。

根据我俩 年的工作
,

肥土中这级含量是高

些
,

故采用这粗
。

根据  年的工作
, 一刁 落米的团聚体与土吸肥力水平有一定相关性

。

毫米的

团聚体
,

据一般概念队为在肥力上的作用较小
,

值在我俩的拭样中这粗团泉体的含且很高
,

故也选作研究对象
。

在取样时在 。 落米的粒级中不包括留在沉降筒内的极翩分散物质
。

在样本测定过租中
,

承泉本所生物化学祖都杰传和妞季文等同志大力帮助
,

特此志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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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次澳酸纳液破坏
,

然后按有机碳总量械去 助 的差数求得
。

的有机嫂渣

将次澳酸纳处理过的土样按一般方法侧定
。

无机胶枯物盾的分离和侧定 全跌 按全量分析法处理土壤
,

然后用林菲罗

林比色法侧定
。

无定形三氧化铁 用渴姆氏液提取侧定
。

与有机质枯合的无定形

三氧化铁 为除去有机盾后土壤中无定形铁的合量减去未除去有机厦时土姨中无定形跌

含 的差值
。

团聚体顺序脱胶后的显微镜形态观察 选具有代表性的水稳性团聚体 一 , 毫

米 一 颗
,

分别放入表面皿内
,

按上述脱胶方法顺序脱胶
。

在每次脱胶后用 和 倍实

体显微镜观察并照相
。

3
.

团聚体顺序脱胶后的颗粒分析 秤取 4份 5一10 克的风干水稳性团聚体样品
,

分

别作下列处理 : (l) 脱游离态有机胶拮物; (2) 脱游离态有机胶枯物和无定形三二氧化

物 ;(3)脱游离态有机胶拮物
、

无定形三二氧化物和与无定形三二氧化物拮合的有机胶精

物 ; (习 脱游离态有机胶枯物
、

无定形三二氧化物
、

与无定形三二氧化物精合的有机胶拮

物和胡敏案
。

各土样脱胶后用蒸馏水洗至中性
,

用吸管法侧定颗粒分配
。

团聚体的差热

分析是按常用方法侧定的气

三
、

试脆桔果和肘偏

(一) 水祖性团聚体中胶桔物厦的粗成及其在团聚体形成中的作用

水稳性团聚体中的胶拮物质
,

有些主要是有机物盾
,

有些主要是无机物质
,

由于其含

量和性厦不同
,

对团聚体形成的作用也不同
。

由表 1 可兄
,

杠色粘土中的有机碳总量最低
,

其次为早地杠壤和枯板田
,

荒地杠壤与

黄泥田稍高
,

而以岛泥田最高
。

各极团聚体中有机碳量的分配
,

除杠色粘土无观律外
,

一

般告以 3一1 毫米的团聚体最高
,

< 0.
25 毫米的最低

,

并且在 3一1毫米的团聚体中的含量

比土城中的含量还要高些
,

尤以扁泥田最为明显
。

这表明了有机胶枯物在这几类土壤中

的团聚作用是明显的
。

各类士壤团聚体中有机谈总量的变化规律
,

在艳大程度上决定了各种有机胶枯物盾

的含量变化
。 因此

,

脂蜡物厦
、

游离态和松枯态有机胶拮物
、

胡敏案以及有机嫂渣
,

在各类

土坡团聚体中的含量变化与分配规律大致与总谈量是一致的
。

所不同者
,

与无定形三二氧

化物桔合的有机胶枯物
,

在低有机厦含量的杠色粘土和早地杠壤中较多地集中在 < 0
.
25

毫米的团聚体内
。

关于脂蜡物盾
、

游离态和松桔态有机胶拮物以及胡敏素的团聚作用实厦
,

不少研究者

提 出了 自己的看法l1s
·

城17]
。

根据我们的查料
,

这几类物厦对形成耕层较大团聚体来观是非

常重要的
。

因为它们一般告以 3一0. , 毫米的团聚体中含量较高
。

但其作用机制BlJ 有待深

入研究
。

还必镇指出
,

游离态和松枯态中的胡敏酸和富里酸的比值并不决定于有机总碳量的

含量(表 2 )
,

例如荒地杠壤的有机谈含量比早地杠壤及枯板田高
,

但其胡敏酸和富里酸的

l) 此项工作是在本所物理化学研究室朴冀泉等同志帮助下进行的
,

特此志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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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7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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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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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88 0

.

斗66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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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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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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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峪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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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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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3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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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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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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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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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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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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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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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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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777777777777 巧

.
666 1呼

.
333 2

.
2 777 0

.
3 00000

777一lll
.
翩泥田田 土吸吸 2

.
0888 0

.
1555 0

.
5444 0

。

3 斗斗 1
。

0 666 0

.

3 666 1 2

.

888 1 5

.

777 1

.

9 555 0

.

2 666 9

.

8 111

3333333

ee

lll 2

。

4 峪峪 0
。

0 999 0

。

4 111 0

.

2 777 1

.

1 222 0

.

2 888 1 9

.

777 1
6

.

999 2

.

0 444 0

.

2 999 6

.

4 555

lllllll 一0
。

555 2

。

1 888 0

.

0 888 0

.

4 555 0

.

2 111 0

.

7 111 0

.

2 呼呼 19
.
66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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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2

.

0 222 0

.

2 88888

<<<<<<<
0

。

2 555 1

。

7
0000000000000 1 6

.

333 1 5

.

000 1

.

8 666 0

.

2 55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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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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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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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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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8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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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22 2 0

.

000 1 6

。

888 2

。

6 888 0

.

3 444 9

。

6 999

3333333一lll l
。

1 444 0

。

0 777 0

。

2 999 0

.

1 888 0

.

呼888 0
.
1333 2 1

,

444 1 7

.

444 2

.

5 888 0

。

4 00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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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lll

se 刃
。

555 l

。

1 呼呼 0
.
0 777 0

.
1 888 0

.
1 444 0

.
4 888 0

.
1666 2 1

。

444 1 8

.

222 2

。

3 99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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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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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555 1

.

0 3333333333333 1 9

.

777 1 6

。

000 2

。

3 999 0

.

2 99999

I

比值要比后二类土坡低得多
。

这表明地带性土壤的有机胶拮物粗成在人为耕作影响下是

会不断改变的
,

而且随着胡敏酸含量的增加
,

土坡枯构不断改善
。

杠壤地区土城枯构性的

改善不仅决定于增加土坡有机盾总量
,

而且还要改善有机质的性厦口训 的翁点有着普遍

意义
。

无机胶枯物中粘粒的含量以杠色粘土为最高
,

荒地次之
,

早地最少
,

各类水田中的粘
‘

粒含量相近
。

粘粒在各毅团聚体中的分配有二种趋势:杠色粘土
、

荒地
、

旱地和枯板田
,

在

土块中的粘粒含盘比团聚体内高 ;于各级团聚体内的分配
,

差异不显;黄泥田和扁泥田耕

层内
,

团聚体中的粘粒含量比土壤中高
,

并以 3一1毫米内为最多
。

这表明岛泥田 中较多

的粘粒集中在大团聚体中
,

看来这与有机厦的胶枯影响有关
。

杠色粘土中郎使粘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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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芬: 毅中丘陇地区杠姨及杠续性水稻土的胶精物盾及其与土族精构形成的关系 打

班 2 游离态有机胶枯物里的胡艘酸和, 里酸含, 比例

土土 奥 编 号号 l一333 l一111 3一111 5一lll

团团 聚 体 (毫 米))) 3一111 1一0
.
555< 0

.
2555 3一111 l一0

.
555 < 0

.
2555 3一lll l一0

.
555 < 0

.
2555 3一lll l一0

.
555< 0

.
2弓弓

胡胡 敏 酸 (c % ))) 0
.
00555 0

。

0 0 666 0

.

0 0 777 0

。

0 5 666 0

.

0 5 111 0

.

0 6 222 0

.

0 5 111 0

.

0 4 777 0

。

0 3 555 0

。

1 1 333 0

.

0 9 666 0

.

0 6 弓弓

富富 里 酸 (c % ))) 0
.
05333 0

.
05666 0

.
03000 0

.
21666 0

.
23666 0

。

2 0 000 0

。

0 8 888 0

.

0 6 999 0

.

0 5 666 0

.

1 3 777 0

.

1 5 888 0

.

1
1 888

胡胡敏酸酸 0
.
0999 0

.
1111 0

.
2333 0

。

2 111 0

.

2 222 0

.

3 111 0

。

5
888 0

。

6 888 0

。

6 333 0

。

8 333 0

.

6 111 0

。

5 555

富富里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

土土 襄 编 号号 6一111 7一111 7一222

团团 聚 体 (毫 来))) 3一lll 1一0
.
555 < 0

.
2555 3一111 1一0

.
555 < 0

。

2 555 3 一lll l一0
.
555 < 0

.
2555

胡胡 敏 酸 (c % ))) 0
.
16444 0

。

1 3 111 0

。

1 1 333 0

.

2 4 777 0

。

1 9 999 0

.

2 3 444 0

.

0 5 111 0

.

0 6 888 0 0 1 666

富富 里 酸 (c % ))) 0
.
20111 0

.
17888 0

.
16888 0

.
29111 0

.
21222 0

。

2 1 666 0

.

1 9 222 0

.

2 2 111 0 1 6 111

胡胡敏酸酸 0
.
8222 0

。

7 444 0

.

6 777 0

。

8 555 0

。

9 444 l

。

0 888 0

.

2 777 0

。

3 111 0

.

111

富富里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

很高
,

但团聚体中的含量却较土壤中的要低
。

三氧化物
,

三氧化铁和无定形三氧化铁的含

量及其在各极团聚体内的分配基本
_
L 是 与粘粒 相一

致
,

然以岛泥田中的含量为最低
,

杠色粘土中为最高
。

与有机盾拮合的三氧化铁在各极团聚体内
,

无明显规

律
。

而在有机质含量极低的杠色粘土中无定形三氧化

物是随粒径械小而增加
,

这和 se ij su go 刚指 出的
,

杠壤

中大量的次生颗粒 (0. 05 一0. 02 毫米)系由无定形三氧

化物的作用而形成的输点相吻合
。

根据各种 土壤 的 3一1 毫米团聚体所含各种胶拮

物厦
,

可以初步款为 :杠色粘土母厦的团聚作用以无机

胶拮物为主
,

旱地杠壤中无机和有机胶枯物盾都有很

大作用 ;水田中有机胶拮物质的作用逐渐增大
,

而无机

胶枯物贯的作用相对械低
。

( 二) 钻土矿物粗成在团聚体形成中的作用

第四纪杠色粘土及其所发育的土城中的粘土矿物

鉴定
,

过去已有不少工作
。

熊毅指出主要为高岭石
,

也

合有少量伊利石[s01
。

张效年等敲为主要是高岭石和漾

脱石的混合类型
,

并指出在杠壤性水稻土中都含有一

定量的伊利石[26. s11
。

从图 2 的差热曲核中可以看出
,

我

们的桔果和他俏是相似的
。

除岛泥田外所有贰样的粘

土矿物粗成以高岭石和石英为主
,

并含有无定形三氧

化曦叫
。

所不同者杠壤母质和荒地杠壤中的高岭石和

无定形三氧化铁的反应明显
,

含量较高
,

亲水性较张
。

1 肛城母贾

” 荒月比t城

川 早月味工城

一
、、p 、才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

一
一一\ / 一一一一~ 一

“

~ 叹/ 声一‘~ 、~ 八产一一一~ 一
。

~ 、“一‘一一一入、~ 、产~ 一‘ d

IV 枯板田

图 1 各类水稳性团聚体的差热曲校

,

草地和枯板田中石英较多
,

亲水性弱
。

至于岛泥田的反应较为特殊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粘



一(l) 2 — (!) 3一 (l) 4 一 (l) 5 一(l)

卜叫2) 2 一 (2) 3 一(2) 4 一 《2 ) 5 一 暇2)

!一(3) 2 一(3) 3—
《3 , 4 一 (3) 5一(3 》

!一(4 ) 2 一 (4) 3 — 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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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奎来)顺序股胶后的分散状态

1

—
杠盛母质 2

—
献缝荒地 3

—
杠盛早地 斗

一
桔板田 5

—
岛泥田

(l)
—

自然状态 (2)
—

脱游离有机胶体 (3)
—

脱 R 一o a
·
。
H
一。 :

( 5)

—
脱与枯粒紧吸附的胡敏来

。

(
l
)

,

(
2

)

,

(
3

)

,

(
斗) 放大

(呼)
—

脱与
咚0 ( 5 ) 放大

R ,
0

,
·
,
H 刃 桔合的有机胶体

100 (普通显微镜)



期姚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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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芬: 毅中丘陵地区杠壤及杠壤性水稻土的胶桔物厦及其与士续桔构形成的关系 4 ,

土矿物和团聚体形成关系过去曾有不少工作
,

B
u

za gh 和 c hos h[ 伺 用人工方法把腐殖度

加到高岭石中或把蛋 白质加到斑脱土中作枯构性拭输
,

献为蛋 白质可使斑脱土造成疏水

表面而增孩团聚体水稳性
。

Pe ter

s

on 网 献为高岭石能形成板状团聚体
,

滚脱石能形成粒

状团聚体
。

A
H T H n

oB 衣
aPa TaeB tls] 从理萧上推断

,

在不鲍和土壤中极性腐殖厦能透人漾脱

类矿物晶格内形成水稳性很弦的团聚体
。

R
ob

i
ns on 洲 以钙的和高岭石

、

伊利石和滚脱石
,

献为 由滚脱石形成的团聚体水稳性较差
,

而高岭石最孩
。

以上的人工合成研究只能反映

粘土矿物在团聚体形成中的作用
,

而不能阴明不同土壤性质和有机胶拮物粗成对团聚作

用的影响
。

根据 扒以切e拟osa 浏 的研究
,

同样矿物
,

由于有机胶枯物的种类不同
,

所形成团

聚体的性质也不同
。

我们所得的变料
,

虽各种土壤中的粘土矿物大致相似
,

但因胶枯物厦

粗成不同
,

团聚作用和团聚体的性厦也有差异
。

( 三) 团聚体顺序脱胶后的分散状况及其与团聚体形成的关系

如图 2 所兑
,

1一(1)
,
具有明显的秧角

,

欺粒排列很致密
,

大孔隙少
,

色棕杠 ;2一(1)
,

棱角不显
,

呈

粒状
,

期粒排列蚊致密
,

表面不平整
,

有裂痕
,

灰棕色;3一(1)
,

呈粒状
,

颗粒排列蛟松
,

表面不平整
,

灰棕

色;峪一(1)
,

校角不显
,

颗粒排列校致密
,

表面不平整
,

有裂痕
,

拢棕灰色;5 一(1)
,

呈良好粒状
,

翱粒排列

杖疏松
,

有根毛
,

表面很不平整
,

色棕灰
。
用 。

.
I N N a 0 H 除去游离有机胶桔物厦后

,

各类团聚体都有不

同程度的分散: 1一(2)
,

大部分散成较小的桔构单位
,

并有栩粒出现;2 一(2):除崩裂成二个蛟小团聚体

外
,

向保持原状; 3一(2)
,
与 1一(2)相似

,

但崩裂的桔构单位胶大
,

袖粒皎少; 4一(2)
,
与 3一(2)相似;

5一(2)
,

崩解情况蚊 峨一(2)弱
,

袖粒很少
。
从上述观察可以脱明

,

游离态有机胶精物对形成校大团聚体

的作用比校明显
。

至于 1一(2)
,

看来与 N
ao H 对无定形三二载化物的胶溶作用有关

。

各类团聚体进一

步用渴姆氏液处理
,

除 1一(3 )表现粗搜分散和袖粒嘴多外
,

其他土壤团聚体变化甚小
。

再糙搜用 N ao H

脱去与无定形三二权化物精合的有机胶精物茸
,

桔果是杠级母盾艇筱分散
,

并大部变成袖粒
,

如1一(4)
。

扁泥田团聚体也有分散作用
,

但分散成的桔构单位校大
,

韧粒较少
。

最后用次澳酸钠脱除胡敏紊
,

所有

供轼团聚体都分散为袖粒
。

这靛明胡敏案胶精得最紧
,

并大部集中在校小团聚体内
。

上远观察拮果除荒地杠壤的变化较为特殊外
,

其他土壤中团聚体的崩解情况与上面

各类胶枯物质祖成查料是基本一致的
。

无定形三二氧化物和 与无定形三二氧化物拮合的

有机胶枯物对杠壤母质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有明显作用
。

但对耕种土壤
,

尤其是水田
,

游

离态有机胶枯物厦和胡敏索对团聚作用极为重要
。

根据顺序脱胶的形态观察
,

各种胶桔物

盾的团聚作用是不同的
: 胡敏案似和形成小团聚体

有关
,

而游离态有机胶桔物盾和形成大团聚体有关
。

根据这些情况毅想
,

土壤团聚体的形成是多种多样

的
。

一般含有机厦不多的杠壤
,

首先通过粘粒的内聚

力和无定形三二氧化物的絮固把土粒初 步 团 聚起

来
,

以后再趣无定形三二氧化物的胶拮作用形成较

大的团聚体
,

由这种作用形成的团聚体较致密
。

但如

土壤含有较多的有机质
,

BlJ 有机胶拮作用更为明显
,

胡敏案与土壤颗粒枯合较紧
,

都成小的团聚体
,

游离

态有机胶枯物厦可将这些小团聚体再枯 成大 团 聚

图3 岛泥田团聚体磨

片观察的一部分
—

环

状粒粗排列示意图

(按偏光显微续下

放大 63 0 倍描箱)

图 4 叙典母厦团

聚体磨片观察的一

部分
—

迭结状粒

粗排列示意图

(按偏光显微筑下

放大 63 。倍描箱)

休
,

这种作用形成的团聚体较疏松
。

为了征实上远投想
,

我俩曾进行了相应的团聚体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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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以及脱胶后土壤颗粒分配和粘粒释放数量的拭软
。

磨片观察枯果(图 3
、

钓
,

高泥田

中的粒粗排列比较复杂而紊乱
,

并有爵多环状粒粗排列
,

粗撇比较疏松
,

孔隙亦校多;而杠

城母盾中
,

颗粒排列非常致密
,

并有很多迭枯式的和迭枯放射状的粒粗排列
,

亦非常致密
,

孔隙也少
。

以上不同情况可以观明扁泥田的团聚作用比较复杂
。

再从水稳性团聚体(3一1毫米)顺序脱胶后土壤短粒分配和粘粒释放数量来看(图 5
,

6
)

,

扁泥田在脱游离态有机胶枯物后
,

大部分散成 < 0
.
5 毫米的颖粒 (90 务)

,

释放出粘粒

11
.6务

,

如进一步将与 R20 3 枯合的有机胶枯物脱去
,

0. 5 一0
.
25 毫米的颗粒械少 10 拓

,

粘

粒释放量增到 17 务
。

再推按脱去胡敏素
,

0. 0
05 一D. o01 毫米的颐粒减少 6拓

,

粘粒含量增

加到 21 另
。

这个枯果锐明
,

团聚体在脱胶过程中逐渐变小
,

并将团聚的粘粒逐步释放出

来
。

这种土壤内土粒的团聚作用比较复杂
,

且是多种多样的
。

但杠城母厦的团聚体趣过

皿氧化纳分散后
,

粘粒郎大量释出
,

进一步脱胶
,

颗粒分配及粘粒释出最都无显著变化
,

这

观明杠坡母质的团聚作用比其他土城
,

特别是扁泥田要筒单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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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班吸社道径(奄米)

图 5 岛泥田水德性团聚体 (3一1 落米)

顺序脱胶后的土典顺粒分配

1
.
脱去游离有用U咬箱物后的土典顺粒分配

u
.
脱去游离的和与 凡0

。
桔合的有机胶精物后的土

城版粒分配

m
.
脱去游离的和与 R.o . 桔合的有机胶桔物以及胡

敏素后的土吸顺粒分配

土缝顺粒直径(毫来)

图 6 赶吸母质水祖性团聚体 (3一1奄米)

顺序股胶后的土奥顺粒分配

1
.
脱去游离有机胶箱物后的土缝颐粒分配

n
.
脱去游离的和与 R. O. 箱合的有机胶枯物后的土典

顺粒分配

根据上远查料
,

我们对胶枯物盾与叙堪枯构形成的关系的初步抓歌是 :首先
,

影响杠

坡枯构的胶桔物盾可大致分为三类
:
(l) 以无机胶枯物盾为主

,

有机胶枯物的作用较少
,

无

机胶枯物中除粘粒外主要是无定形三二氧化物 ;有机胶枯物中以富里酸为主
,

胡敏酸和富

里酸的比例为 0
.
1一0

.
2 ,

如杠壤母盾
。

(
2
) 以无机胶枯物为主

,

有机胶拮物已有相当作用
,

其中以富里酸为主
,

但胡敏酸显著增加
,

胡敏酸和富里酸比例达 0.5一0. 7
,

如旱地杠壤
。

(
3
)

以有机胶枯物为主
,

无机胶拮物也有一定作用
,

胡敏酸含量增加
,

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值

可达 l
,

如岛泥田
。

其他几种土壤属于过渡类型
。

不同胶拮物厦形成的土城枯构无渝对

l) 磨片观寮资料由本所樊洲威
、

朱济成同志供拾
。

磨片技术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磨片室的协助下

进行的
,

特此表示感榭
。



期 姚置良
、

于德芬: 助中丘凌地区杠续及杠续性水稻土的胶精物质及其与土攘精构形成的关系 51

颗粒排列的疏密及孔隙性都有明显的影响
。

有机胶桔物质中的脂蜡类物厦
、

游离态有机胶拮物厦及胡敏素的舍量多随着团聚体

粒径的诚小而械少
。

但与无定形三二氧化物相桔合的有机胶枯物质及无定形三二氧化物

的含量
,

在有机盾含量很低的土壤中是随着团聚体粒径的械小而增加
。

如何郭价土壤团聚体的好坏有很多沈法
,

总的可归钠为二种
。

一种是从防治土壤侵

触观点 出发
,

偏重于团聚体的水稳性[35] ;另一种是从敲藏和提高肥力出发
,

不仅重祝水稳

性而且更重视多孔性[30]
。

近年来
,

我国及苏联有一些研究工作是从后一观点出发的
,

但都

是研究团聚体内的养分盼量和团聚体胶桔的稳定性
。

如 B“H o K y PO B 根据微团聚体内氮素

和腐殖盾的含量较高
,

而款为团聚体随着直径的械小而盾量变好[1s1
。

武玫玲等献为紧枯

态腐殖厦在剧造良好的拮构中起重要作用网
。

根据我们的查料
,

紧桔态胡敏素所形成的

团聚体的稳定作用是明显的
,

但所形成的枯构单位较小
。

从土壤肥力考虑
,

团聚体的厦量

不仅要注意水稳性
,

还要考虑团聚体的多孔性和其中养分的有效性
。

然微团聚体中的多

孔性和养分的有效性不会太好
。

团聚体的孔隙性是随着直径械小而减少浏
。

有些水稳性

弦的微团聚体
,

养分盼量虽高
,

但有效性很差las1
,

由此看来
,

以胡敏酸为主的游离态有机胶

枯物质在形成良好团聚体中的作用是不容忽祝的
。

良好的团聚体必填是多种多样地精合

的
,

既有胡敏素胶枯的稳定性很大的微团聚体
,

也有趣新解有机胶枯物厦再胶桔成的大团

聚体
。

这种多样作用枯合的团聚体既有一定的水稳性
,

也有良好的孔隙性
,

拧存养分的有

效率也较高
。

在清水条件下吸附在微团聚体简的游离态有机胶拮物盾可因吸水 而膨胀
,

团聚体可分散为微团聚体
,

但土体比较松烂而不淀浆或起浆
。

当土壤脱水后
,

由于游离态

有机胶拮物的收棉
,

又可把微团聚体再拉在一起而形成具有一定水稳性的大团聚休
,

并使

土体又多孔隙
。

本文的贰盼土样中
,

高泥田的枯构就好象有这个特点 :清水时土体软烂
,

而脱水后孔隙性良好;但枯板田就不一样
,

演水时很板
,

脱水后孔隙性被差
,

这些性质可能

是水田土城糯
、

粳的一种指标
。

根据本文研究查料
,

要在杠壤地区#lJ 造良好的土壤枯构
,

不仅要注意腐殖盾的量
,

还更要注意腐殖厦的质
。

四
、

摘 要

本文引用了胶体化学的观点和方法及显微镜观察技术
,

研究了江西杠壤中的胶桔物

厦和枯构形成的关系
。

桔果表明
,

不同土壤中的胶枯物盾大致可分成三类
:
(l) 以无机胶

拮物厦为主(如第四纪杠色粘土母质); (2)无机胶枯物盾和有机胶桔物盾(如旱地杠壤) ;

(3)以有机胶枯物质为主 (如岛泥田)
。

三类胶枯物盾中的胡敏酸含量是以第四祀杠色粘

土中为最少
,

早地杠壤中稍高
,

岛泥田中最多
,

胡敏酸和富里酸的比值 相应为 0
.
1一0

.
2 ,

0. 5 一0
.
7 及 1

。

胡敏酸和富里酸的比值并不决定于有机碳总量
,

而在一定程度上与耕作水

平密切相关
。

看来肥沃的土壤要大些
。

三类胶枯物盾所形成团聚体的孔隙性
,

以第一类

为最低(30多)
,

第三类为最高(40多)[
‘]。

各类团聚体中的脂蜡物质
、

游离态有机胶枯物盾和胡敏素含量
,

在艳大多数情况下
,

是随粉团聚体粒径的减小而械少
。

当土壤含有机厦较少时
,

团聚体中与有机厦枯合的无

定形三氧化铁和无定形三氧化跌的舍量是随着团聚体粒径的械小而增多
。

良好团聚体的形成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枯合作用
,

既由胡敏素枯合成稳定性很大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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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体
,

又有由较新解的有机胶枯物厦把微团聚体枯合为大团聚体
。

这种大团聚体陈有

一定的水稳性
,

又具备多孔性及养分速效性的特点
。

土坡粘土矿物在形成团聚体中的作用与其他胶枯物盾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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