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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泥 炭 的 应 用 分 类

郑应顺 张则友
(吉 林 师 范 大 学)

泥炭是一种重要的肥料资源
。

近年来
,

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挖掘泥炭
,

制造腐殖酸类

肥料的群众运动
。

在实践过程中
,

这种泥炭腐殖酸类肥料在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作物产量

等方面
,

显示了一定的效果
。

为了更科学地认识和合理地利用泥炭资源
,

充分发挥它在实

现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
,

我们根据几年来对东北
、

华北等地区泥炭资源的考察
,

以及室内

的分析化验资料
,

从生产上的实际需要出发
,

试拟了我国泥炭的应用分类
。

一
、

灰分和 p H 作为一级分类的依据

泥炭是沼泽地的产物
。

它是植物有机残体在地表经过较复杂的生物化学作用而形成

的一种含有大量有机质和多种营养元素的有机岩
,

也可以说是土壤形成过程和地质沉积

过程的综合产物
。

我国的泥炭资源比较丰富
,

泥炭的类型繁多
,

通常裸露地表或埋藏在近地表几十厘米

至几米地层中
。

关于泥炭的分类
,

国内外的认识很不统一
￡1一611 , 。

所以
,

国际泥炭学会设立 了研究泥炭

分类的专业组
。

目前对泥炭的一级分类问题
,

大体上有三种分类方法
。

一种是按泥炭的

发育阶段
,

划分出低位泥炭
、

过渡泥炭和高位泥炭
。

一种是按泥炭的植物残体组成
,

分为

草本的
、

木本
一
草本的

、

木本
一
草本

一

鲜类的
、

木本
一
鲜类的

,

以及醉类的泥炭等
。

第三种是按

泥炭层的厚度
,

分出厚层泥炭
、

中层泥炭和薄层泥炭三种
。

我们认为
,

泥炭的一级分类
,

应该反映泥炭形成过程中的发育阶段
,

及其本身所固有

的属性
。

然而按泥炭层的厚度划分
,

是不能反映其发育阶段的本质特征的
。

如吉林省辉

南县金川西大甸子一般厚达5一 6米的泥炭矿
,

上层和下层泥炭性质基本一致
,

而且同华北

平原上许多矿层厚度仅 1一 2 米的泥炭矿相比较
,

其泥炭主要特征
,

没有明显差别
。

相反
,

在吉林省抚松县漫江的泥炭矿
,

矿层厚度仅 1 米左右
,

但上下层泥炭性质截然不同
。

显而

易见
,

以泥炭厚度作一级分类的指标是不妥的
,

在生产应用上也不能令人满意
。

按泥炭残体组成进行一级的泥炭分类
,

我们认为也有不妥之处
。

植物残体是构成泥

炭的基本物质
,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反映了泥炭形成发育阶段的
,

但在植物残体进入泥炭化

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泥炭属性
,

往往不完全是植物种属所决定的
,

仅同木质纤维素有

关
。

况且用现有泥炭中保存的植物残体来确定泥炭的类型
,

特别是对于那些强烈分解的

泥炭
,

也较为困难
。

因此
,

许多人试图用植物残体的不同组成来揭示泥炭的发育状况及与

l) 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系泥炭沼泽研究室
,

湛江地区泥炭的类型
、

成因及其分布规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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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应的基本性质
,

事实上也常常难以达到目的
。

众所周知
,

木本泥炭可以包括不同发育

阶段的泥炭
,

其中有含营养较高的低位泥炭
,

也有营养含量低的
、

酸性很强的高位泥炭
。

醉类泥炭也是如此
,

同是醉类泥炭
,

如灰醉泥炭往往属于低位泥炭
,

同水醉泥炭的基本性

质相差悬殊
。

这样
,

把在发育
、

形态和性质上有显著差别的泥炭按植物残体进行笼统地

概括
,

不仅不能反映泥炭的发育阶段及其本质属性
,

在生产应用上也难以得到预期的效

果
。

我们认为
,

按泥炭发育阶段划分一级分类 (高位
、

中位和低位泥炭 )比较妥切
,

最好划

分得更概括些
,

划分的数量指标更明确些为好
。

因此
,

过渡(中位)泥炭是否单独划分出

来
,

是值得研究的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高位泥炭和低位泥炭的分类界限是明显的
。

其中
,

低位泥炭纯灰分

含量的下限为 6务
, p H 值界于 , 一7 (8 ) ;高位泥炭纯灰分含量多分布于 2一3务 区间

, p H

值均在 4 以下
。

然而
,

过渡泥炭的纯灰分含量和 p H 值的变幅则较大
,

前者变动于 3一6外
,

3通
通

(叱二�划二.

0 2

图 1

F ig
.

l

4 6 8 10 1 2 14 1 6 1 8 2 0

纯灰分含量 ( % )
人目, e o n re n t ( % )

泥炭一级分类图 (散点为我国各地泥炭的化验数据)
Cla s s i fica t i o n 0 1 Pe a t ( Sca t re r i n g Po in ts a r e th e d a ta o f Pe a t

s a m p le s co lle e te d fr o m v a r i o u s p a r“ o f Ch in a
)

高位泥炭 H ig h m o o r p e a t 又 过渡泥炭 T r a n s i t io o m o o r p e a t

. 低位泥炭 L o w m o o r p e a t

后者在 3
.

, 一5
.

2 之间
。

看来
,

不同发育阶段的泥炭有不同的灰分含量和声 值
,

而且不同

发育阶段的泥炭的灰分含量和 p H 值有着明显的相互制约关系
。

为此
,

我们建议
,

采用纯

灰分含量和 p H 值双指标作为划分泥炭的一级分类依据
。

我们认为
,

过渡泥炭可不列为

一级分类单位
,

分别并人低位泥炭或高位泥炭之中
。

为了反映泥炭自身的营养状况
,

便于

理解和应用
,

又避免把发育阶段的低
、

高位误解为地形高低差异
,

我们建议将
“
低位

”和“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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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分别改称为

“

富营养型
”和

“

贫营养型
” 。

基于上述
,

并根据分类图 (图 l)。上的散点状

况
,

泥炭的一级分类可作如下划分
:

类型 划分指标

富营养型泥炭 纯灰分含量 > 5 %
,

p H > 5

贫营养型泥炭 纯灰分含量 < 5 务
,

pH < 5

根据上述划分指标
,

将 图上的散点进行圈定
,

其结果恰好构成两个似椭圆形的散点

区
,

区内即是 同类型的泥炭群
。

不过
,

经过圈定
,

多数过渡泥炭都被圈入贫营养型泥炭群

之中
。

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合理的
。

如果以有机质含量不少于 30 并
,

纯灰分含量一般小于 15 并作为泥炭指标 的 话
,

那

么
,

我们认为富营养型泥炭的纯灰分含量上限即可定为 15 多
。

这是符合我国泥炭资源的

实际情况的
,

关于贫营养型泥炭
,

在我国藏量不多
,

分布零星
,

研究的也很不够
。

下面着重

讨论富营养型泥炭的二
、

三级分类问题
。

二
、

根据泥炭层的厚度进行泥炭二级分类

关于泥炭的二级分类
,

目前也存在着分歧
。

有人以泥炭的分解率(度 )作为划分指标
,

分为强分解的
、

中分解的和弱分解的三组
。

有人以植物残体组成中的优势种植物为分类

依据
,

如划分出低位蒲草泥炭
、

低位苔草泥炭
、

过渡莎草泥炭
、

高位木本泥炭等等
。

我们认为
,

泥炭的分解率在一定意

义上说
,

是一个发生学上的指标
。

从剖

面上看来
,

随泥炭层的增厚
,

由下而上泥

炭的分解率理应是逐渐递减的
。

但是事

实上并非如此
,

由于外界条件的影响
,

氧

化还原过程经常处于变动之中
,

不同分

解率的泥炭层在剖面上的排列经常是相

互变换着的
。

因此
,

难以用它作为次一

级的泥炭分类指标
。

就某层泥 炭来 说
,

分解率对某些泥炭性质也确实起着制约

的作用
,

如分解率与泥炭含水量呈直线

负相关
,

泥炭的渗透系数随分解率的增

加而减少
。

由图 2 可以看出
,

似乎随分

解率的增加
,

有机质的含量也有减少的

总趋势
,

但相关性很不明显
。

由图 3 可

以看出
,

富营养型和贫营养型泥炭的分

解率
,

却有明显区别
,

平均分别为 30 一

二.
⋯

7060印4D

�欲�喇如妈神苏

一U公工UOO�O一1月已

0一u.朗�O

10 2D 30 叨 骊
分解率 (% )

l尧 c o m 不火万 irio n m te

亩-

瑞- X

图 2

F ig
.

泥炭分解率与有机质含量关系的散点图
T h e r e la tio n sh i p b e t w e e n d e e o m vo s iti o n

r a te a n d o r g a n ie m a t te r e o n te n t o f p e a t

50 拓
,

10 一30 拓
,

其吸氨量也依次有所增加
。

这恰恰进一步说明了富营养型泥炭和贫营

l) 图 l 中的泥炭分析数据
,

除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系实验室的以外
,

还引用了吉林农业科学院
、

长春地理研究所等
单位的分析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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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同类泥炭来说
,

其分解率与吸氨量的相关性就不那么明显

了
。

因此
,

很难作为二级分类的依据
。

泥炭的二级分类用泥炭植物残体组成中的优势种植物作为划分依据
,

也是值得商榷

的
。

从植物残体是组成泥炭的基本物质这一点来说
,

用优势植物种类进行较高一级的分

类
,

似乎是有道理的
,

但问题在于 : 组成泥炭的植物残体的种类是比较复杂的
,

特别是高

度分解的泥炭
,

很难用肉眼加以辨认
。

即使应用显微镜
,

也只能鉴别出尚未分解的残体中

的一部分
,

而这一部分也不一定能指示出该泥炭的基本性质
。

从图 4 ( A ) 可以看出
,

木本

泥炭
、

木本
一
草本泥炭和草本泥炭在灰分含量和吸氨量上并无多大差异 ; 图 4( B ) 进 一 步

表明
,

在草本泥炭中也难以用残体组成中的主要植物残体作为分类依据
。

况且作为一个

整体的泥炭矿
,

是由不同植物残体组成的不同性质的泥炭层所构成的
,

单用某一层的残体

优势种植物进行较高一级的分类显然在生产上也是不方便的
。

我们认为
,

泥炭的二级分类
,

依然要着重考虑泥炭自身发育过程中量与质上的独特表

征
,

即泥炭化程度
,

其具体衡量指标是泥炭层厚度
。

大家知道
,

在通常情况下
,

泥炭层的厚

度不仅是一个衡量泥炭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
,

而且也能明确地指出泥炭矿的具体利用方

向和开发价值
。

泥炭作为矿产资源
,

矿层厚度在未疏干状态下
,

通常要在 50 厘米以上
,

疏

干则在 30 厘米以上
。

又如
,

在一个地区
,

如果查明了不同厚度的泥炭及其面积
,

即可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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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泥炭资源的总储量
。

很明显
,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指标
。

我们认为
,

采用泥炭层

的厚度作为划分泥炭的二级分类指标是符合实际的
。

我国泥炭矿的实际情况
,

泥炭层厚

度一般多在 1一 2 米左右
,

为此
,

泥炭的二级分类的具体级数和数量指标可暂定如下
:

级别 泥炭层厚度

深厚的 > 2 00 厘米

厚层的 2 00 一 100 厘米

中层的 10 0一50 厘米

薄层的 < 50 厘米

三
、

按有机质含量进行泥炭的三级分类

关于泥炭的三级分类划分指标
,

我们仍然坚持从泥炭的基本性质中进行挑选
。

我们

曾作过几种指标的比较
。

初步认为
,

采用泥炭的有机质含量作为三级分类的指标比较符

合于客观实际
。

从理论上讲
,

泥炭的有机质含量
,

可以反映泥炭化的强度 ; 在应用上也较

方便
。

特别是抓住有机质含量这个主要指标
,

即可揭示泥炭的某些农化特性指标
,

以利经

济评价
。

图 5 , 6 , 7 分别表明了泥炭有机质含量与腐殖酸
、

全氮
、

吸氨量的相关性
。

从图中可以

看出
,

泥炭的有机质含量与腐殖酸
、

全氮
、

吸氨量均成正相关
。

相关关系经
r 的检验

,

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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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富营养型泥炭有机质与吸氮量的直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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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达到了 0
.

01 的显著水平
。

有机质含量与持水量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

这就是说
,

通过

泥炭有机质含量这一指标
,

所划分出的三级分类
,

所得到的分类结果是多指标的
。

图 8 就是以有机质含量为分类指标的富营养型泥炭弃组分类图
。

图 8 中的散点是根

据我国各地 2” 个泥炭的有机质和腐殖酸含量分析数据点绘而成的
。。

图的左方双纵坐

标
,

分别表示全氮和吸氨量
,

数据是根据图 6 ,
7 中经验公式求得

,

可作为分类的相关指标
。

从散点伏况看
,

多数分布于一条斜线的上下
,

这就为聚集分类提供了数量指标
。

其划分级

l) 图 8 中的泥炭分析数据
,

除吉林师范大学地理系实验室的以外
,

还引用了吉林农业科学院
、

煤炭部科学院地质

勘探研究所
、

长春地理研究所
、

江苏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徐州化验室等单位分析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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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富营养型泥炭三级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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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如下 :

级别 有机质含量百分数

(以整个泥炭层平均值计)

极高有机质的 > 75 外

高有机质的 75 一60 多

中有机质的 60 一朽沁

低有机质的 45 一30 多

极低有机质的 < 30 外

上述级别似嫌过繁
,

故亦可作如下简化
:

高有机质的 > 60 多

中有机质的 60 一45 多

低有机质的 45 一30 拓

应该指出
,

从图上散点的密集情况看
,

有机质在 30 多上下恰是腐殖酸 13 书左右的突

变点
。

以此可作为区别泥炭与腐殖土
、

泥炭化土壤的依据
。

但由于目前论据尚不充分
,

所

以文中虽已将极低有机质泥炭不列为泥炭
,

但在分类中暂时还划分出来
,

以便因地制宜
,

开发利用这部分资源
。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
,

根据有机质含量划分泥炭的三级分类
,

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立在

发生学上的泥炭质量评级
。

根据图 8 的内容
,

可概括成如表 1 。

不过
,

在使用此表时应注意到
,

各相关值只是根据有限的数据所建立的经验公式求得

的
。

由于各地泥炭具体情况比较复杂
,

有些泥炭的实测值也可能与计算值出入较大
。

总结上述
,

可将试拟的泥炭分类系统简要列入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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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 J bl. 2

泥炭三级分类系统
C盆a s sifie a tio n sy s t e m o f Pe a t

一级分类
ls t g r a d e

三级分类
3 r d g r a d e

(根据纯灰分含 t 和 p H 值划分 )

(c la s sifie d by e o n te n t o f
a sh a n d p H v a lu e

)

(根据有机质含 t 划分 )
(C la s s ifio d b y 。。 n te n t o f o

,

M
,

)

I富营养型泥炭
E u tr o p h ie Pe a t

n 贫营养型泥炭
o lig o tr o p hie p e a 忆

(l) 极高有机质 v e r、 h ig h

(2 ) 高有机质 H ig h

(3 ) 中有机质 M e d iu m

(4 ) 低有机质 L o w

(5 ) 极低有机质 v e r , 10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任何一种泥炭
,

均可冠加三级分类名称
,

诸如高有机质厚层富营

养型泥炭 (I式。)
,

中有机质薄层贫营养型泥炭 (n。
)
) 等等

。

本文所提出的泥炭三级分类系统
,

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不完善的
,

笔者欢迎对这个方案

提出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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