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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水稻土有机无机复合

与土粒团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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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紫色水稻土的原土复合量 (重组腐殖质 )为中性土 > 钙质土 > 酸雀土
,

同一土壤剖面中其

含量是随土层深度下降; 而有机无机复合度为钙质土 > 中性
、

酸性土
,

在土壤剖面中是随土层

深度增加
。

< 0. ol m m 土粒团聚量和 < 0. ol m m 土粒团聚度为钙质土 > 中性土 > 酸性土
。

原

土复合量和有机质含量
,

物理性粘粒含量
、

铁氧化物含量与 < 0
.

0 1m m 土粒团聚量呈显著正相

关 ; 而有机无机复合度与有机质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

与腐殖质结合状态
,

物理性粘粒含量和

< 0. ol m m 土粒团聚度间无显著相关性
。

土壤有机质在土粒团聚中
,

是与矿物质呈复合状态

的腐殖质 (原土复合量)起作用
,

而原土复合量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 0
.

0 1m m 土粒团聚

量
。

有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的关系是通过原土复合量和 < 0. ol m m 土粒团聚量间的关系来

体现的
。

关键词 有机无机复合
,

土粒团聚
,

紫色水稻土

近几十年来
,

国内外土壤工作者对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与团聚体形成间的关系做了相

当多研究工作【’一6
,

”一”】
。

早在 1 963 年
,

A. 中
.

T o J’I H H 根据 T a n o H 提出的有机矿质胶体的

结构模式作为其分组的理论依据
,

把土壤微团粒分为胡敏酸钙团聚体 (G
,
)和胡敏酸铁团

聚体 (G
Z
)两大类叭 19 6 7 年 E d w ar d s 和 Br e m ne ; 提出一个以有机无机复合体为基础的

团聚体形成模式[川 ; Ti sd all 和 o ad e s(19 82) 在剖析土壤团聚体中各种大小结构单元及各

种胶结剂的组成的基础上
,

提出了团聚体组成与主要胶结剂的理想模式{’2 ] ; 姚贤良
、

关连

珠等 (19 8 8
、

19 9 1) 对红壤
、

黑 土
、

棕壤团聚体的胶结物质的组成和存在状态作了深入研

究 [4,5 】
。

这些研究都希望能把土壤科学研究中的两大问题 : 有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联系

起来
,

普遍认为土壤有机无机复合是稳定性团聚体和土壤肥力形成的重要机制和物质基

础
。

但是
,

由于有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所涉及 因素和范围的复杂性
,

这两个问题又常分

属不同的研究领域l7,8 ]
,

把有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联系起来研究存在较大困难
。

本文在对紫色水稻土有机无机复合性状和土粒团聚状态研究基础上
,

初步探讨了有

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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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L I 供试土壤

采集四川盆地紫色水稻土有代表性的三个土属九个土种的土壤样品作为研究材料叭

L Z 测定方法

1
.

铁铝氧化物组成 : 见文献[9 】
。

2
.

有机无机复合度的测定 : 采用比重比组法 [1 0]o

3
.

结合态腐殖质分组测定 : 采用傅积平改进法日“〕
。

4
.

水稳性微团聚体的测定 : 用蒸馏水浸泡土样 (过 lm m 筛孔 )一昼夜
,

振荡 2 小时
,

用吸管法测定

水稳性微 团聚体大小分布
,

同时测定其土壤颗粒大小分布
。

以下列式计算 < 住ol m m 土粒 团聚量和

< 0
.

0 1m m 土粒团聚度 :

(l) < 0. ol m m 土粒团聚量 = > 0
.

ol m m 水稳性微团聚体的含量一 > 0
.

01 m m 物理性砂粒的含量
。

(2) < 0刀lm m 土粒团聚度 二
< 0. 0 1m m 土粒团聚量

< 0. ol m m 物理性粘粒含量
x 10 0

2 结果与讨论

2.l 舞色水稻土有机无机复合性状
表 1 所示

,

供试紫色水稻土 A 层 (主要是耕层 )的有机质含量变幅大
,

在 1 7. 3 4一

45
.

33 9 / k g
,

原 土复合量 和有机无机复合度分别为 n
.

1一 33
.

36 9 / kg 和 53
.

8一84
.

8%
。

中性紫色水稻土分布于正冲沟
,

土壤排水困难
,

一季中稻
,

冬季蓄冬水
,

有机质分解困难
,

尤其是分布于村边田块大肥泥 田和豆瓣泥田
,

有机物质来源丰富
,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

但

土壤有机质中
,

粗有机质
、

游离态有机物质较多
,

尽管土壤原土复合量较高
,

在 17
.

45 一
31

.

369 / kg 间
,

但有机无机复合度相对较低在 56
.

8一64
.

6% 间
。

钙质紫色水稻土分布在

冲沟两侧
,

土质虽粘重
,

但排水性好
,

水旱轮作
,

有利于进人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分解
,

土壤

有机质含量在 22
.

84 一28
.

7 4 9 / kg 间
,

原土复合量在 20
.

19一 21
.

8 8 9 / k g
,

占土壤有机质的

比例高
,

有机无机复合度大
,

为 71
.

1一88
.

4 %
。

酸性紫色水稻土排水性虽好
,

但土质砂性

重
,

粘粒含量低
,

原土复合量和有机无机复合度都较低
,

分别为 5
.

29 一 19
.

13 9 / k g 和 53
.

2

一69
.

5%
。

在土壤剖面中
,

与 A 层相比
,

P 层和 W 层土壤有机质更新机会少
,

有机质主要来源

A 层有机物的垂直下移及少量作物根系
,

有机质腐殖化程度高
,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原土

复合量随深度的增加而下降
,

有机无机复合度则随深度的增加而明显增大
,

尤其是钙质水

稻土的 W 层和酸性紫色水稻土的 P 层
,

有机无机复合度高达 90
.

0% 以上
。

2. 2 紫色水稻土颗粒团聚状况

供 试 土壤 > 0. ol m m 和 > 0. 00l m m 水 稳性 微 团 聚体 的 含量 分别 为 7“工卜一

9 3 1
.

19 / k g 和 9 30
.

1一9 98
.

09 / k g (表 2 )
。

不 同土壤间 > O
.

OO lm m 水稳性微团聚体含量

的差异较小
,

因此
,

宜选用 > 0
.

ol m m 水稳性微团聚体的含量来表征土壤颗粒团聚性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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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0. 0 1m m 水稳性微团聚体的含量中包含 了 > 0. ol m m 土粒 (物理性砂粒 )
,

因而
,

它难

以真实地反映出不同土壤间土粒的团聚状况
,

相应地
,

< 0. ol m m 土粒 (物理性粘粒 )团聚

转化为 > 0. ol m m 水稳性微团聚体的数量 (< 0. ol m m 土粒团聚量 )以及占 < 0. ol m m 土

粒的百分数 (< 0
.

O lm m 土粒团聚度)能较真实地表征出土壤 < 0. Olm m 物理性粘粒的团

聚状况
,

因为这两个指标扣除了土壤颗粒大小分布的影响
。

紫色水稻土 < 0
.

ol m m 土粒

团聚量为钙质土 > 中性土 > 酸性土 ; 在土壤剖面上
,

随土层深度的增加
,

< o
.

ol m m 土粒

团聚量呈下降趋势
。

在不同土壤间和在不同土层间
,

< 0
.

ol m m 土粒团聚度的变化不象

< 0. ol m m 土粒团聚量那样有明显规律
,

但仍表现为钙质土 > 中性土 > 酸性土
。

T a bk

表 1 土坡有机无机复合和腐殖质结合形态
o rg a n o 一m in e r a leo m Ple x in g a n d eo m b in e d fo r m s o fh u m u s

in the P ad d y 5 0 115 d e v e lo Pe d fo rm P u rPle 5 0 115

编编号号 采样地地 土属属 土壤壤 土层层 有机质质 轻组有有 重组腐
‘‘

松结合态态 稳结态腐腐 紧结态态 有机无机机

NNN O
...

L O C a tio nnn 5 0 1111 5 0 1111 5 0 1111 0
.

M
...

机质质 殖质质 腐殖质质 殖质质 腐殖质质 复合度度

ggggggg ell U SSSSS la ye rrr
(g / k g ))) 0

.

M
.

o fff H U m U SSS L o o se lyyy S ta b lyyy T ig h tlyyy D eg re eee

lllllllllllllllig httt o fh ea v yyy eo m b in e ddd C o m bifi eddd e o m bin eddd O fC 0 m
---

fffffffffffffffr a Ctio llll fr a e tio nnn hu m u sss hU m U sss h u m u sss Ple x in ggg

(((((((((((((((g / k g ))) (g / k g ))) (g / k g ))) (g / k g ))) (g / kg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llll 四四 中中 大肥泥田田 AAA 4 5

,

3 333 16 刀666 2 9
,

2 777 14
.

5 222 1
.

2 888 13
.

3 555 6 4
.

666

22222 川川 性性 紫黄泥田田 PPP 4 0
.

3 222 14 2 444 2 6
.

0 888 1 1
.

9 111 2
.

1444 12刀333 6 4
.

777

33333 重重 紫紫紫紫紫紫紫 WWW 3 7
.

4 999 1 1
.

9 666 2 5
.

5 333 1 2 3 222 1 9 555 1 1
.

5777 6 8
.

111

44444 庆庆 色色 豆辨观田田 AAA 3 0夕333 1 3
.

2 888 17
.

4 555 7
.

2 999 1
.

6 888 8
.

7 888 5 6 888

5555555 水水水 PPP 2 2 4 777 6 石555 15
.

9 222 7
.

8888 1
.

5 333 6 乡333 7 0
一

999

6666666 稻稻稻 WWW 18
.

5 444 4 3 999 14
.

1 555 6
.

7 333 1
.

2 111 6
.

2 444 7 6 333

7777777 土土土 AAA 4 0
.

7 333 9
.

3 777 3 1
.

3 666 1 2石888 2
.

8 222 1 5
.

8 222 7 7
.

000

88888888888 PPP 4 5
.

2 222 1 5
.

2 555 2 9
.

9 777 1 0乡555 2
.

6 444 1 6
.

6 555 6 6
一

333

99999999999 WWW 3 7 4 777 8 6 777 2 8
.

8 000 1 2 2 777 2
.

4 555 1 4
.

0 999 7 6
.

999

lll000 四四 钙钙 黄泥 田田 AAA 2 8
.

7 444 8
.

3 222 2 0
.

4 222 6
.

5 888 2
.

7 000 1 0
.

7 555 7 1
.

111

llllll 川川 质质 大眼泥 田田 PPP 2 3
.

4444 4 名000 18
.

6 444 7
‘

8 333 3
.

1999 8
.

0 000 7 9
.

555

111 222 遂遂 紫紫 二泥 田田 WWW 14
.

0 555 0 乡333 13
.

1 222 6
.

4 666 2
.

7 555 6
.

9 999 9 3 444

lll333 宁宁 色色色 AAA 2 5
.

6 555 3
.

7 777 2 1
.

8 888 8
.

6 000 2
一

9 555 10
.

8 888 8 5
.

333

lll44444 水水水 PPP 2 1
.

9 333 1
.

7 444 2 0 1 999 6
.

8 000 4
一

6 111 8
.

7 777 9 2
.

111

III55555 稻稻稻 WWW 2 1
,

6 888 0
.

6 666 2 1
.

0 222 9
.

5000 2
一

6 444 8
.

6 666 9 7 000

lll66666 土土土 AAA 2 2
.

8444 2
.

6 555 2 0
.

1 999 10
.

1000 2 2 222 8
.

2 111 88
.

444

lll777777777 PPP 19
.

4 888 2
.

2 555 17 2 333 7
.

0 666 2
,

3 000 7
.

6 666 8 8
.

555

lll888888888 WWW 18
.

0 000 1
.

2 444 16 刀666 6
.

9 666 2 2 999 7
.

7 777 9 3 111

lll999 四四 酸酸 油沙田田 AAA 3 5
.

9 777 1 6
.

4 333 19
.

1 333 9
.

7 777 l
,

5 777 7
.

7 777 5 3 222

222 000 川川 性性 红沙泥 田田 PPP 13
.

0 999 1
.

9 999 1 1
.

1 000 8
.

6 888 0 7 888 1
.

6 777 84 沼沼

222 lll 宜宜 紫紫 红沙田田 AAA 17 3 444 5 .2 999 12 刀555 7
一

3 333 1
.

3 444 3
.

5 555 6 9
.

555

222 222 宾宾 色色色 PPP 5
.

7 111 0
.

2 999 5
,

4222 4
.

1 777 0
.

5 999 0
.

3 333 9 4
.

999

222 33333 水水水 AAA 17
.

4 555 5 5 333 1 1
.

9 222 6
.

8 333 1 2 222 3
.

7 777 6 8
.

333

222 44444 稻稻稻 PPP 6
.

7 111 0
.

3 444 6 3 777 4
.

7 555 0
.

7 333 0 8 999 9 4
.

999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重组腐殖质 = 原 土复合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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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紫色水稻土颗粒团聚状况

T a ble 2 A g g reg a tio n o fP a rtiele s in the Pa d d y so ils fo rm Pu rPu le so ils

编编号号 < 0刀 lm mmm < 0刃0 lm mmm 水稳性微团聚体体

NNN O
...

物理性粘粒粒 粘粒粒 W
a te r sta ble m ie r o a g g r eg a teee

(((((g / k g ))) (g / k g )))))))))))))))))))))))))))))))))))))))))))))))))))))))))

PPPPPh ysiea lela yyy e la yyy > 0
.

o lm mmm > 0
.

0 0 lm mmm ( 0
.

o lm mmm < 0 0 lm mmm

(((((((((g / k g ))) (g / k g ))) 土粒团聚量量 土粒团聚度度

CCCCCCCCCCCCC o n te n t o fff D e g re e o fff

<<<<<<<<<<<<< 0
.

o lm mmm ( 0
.

o lm mmm

5555555555555 0 11 Pa r tie leee 5 0 11Pa r tie leee

aaaaaaaaaaaaa g g r eg a tlo nnn a g g r e ge n tlo nnn

(((((((((((((g / k g ))) (g / k g )))

lllll 4 8 1 000 12 9
.

222 8 9 0 名名 9 6 9
.

444 3 7 2
.

888 7 7
.

333

22222 50 3
.

000 12 9 333 8 59 名名 9 3 7
.

444 3 6 2
.

888 7 2
,

lll

33333 5 2 4
.

000 13 4 444 8 0 1
,

888 9 1 9 999 3 2 5名名 6 2 222

44444 4 9 9沼沼 2 2 4
.

777 8 4 0
.

333 9 9 1
.

444 3 4 0
.

111 6 8
.

111

55555 5 3 1
.

333 2 7 0
.

999 7 80
.

444 9 8 1 999 3 1 1
.

333 5 8
.

666

66666 5 4 1
.

888 2 5 8
.

333 7 86
.

666 9 7 8
‘

666 3 2 8
.

444 60
.

666

77777 5 8 2
.

888 2 0 7
.

888 7 89
,

000 9 5 8
.

222 3 7 1 888 6 3
.

888

88888 5 8 8
.

000 2 2 0
.

555 7 8 7
.

333 9 4 8
.

555 3 7 5
.

333 6 3
.

888

99999 5 9 8
.

555 2 4 1
.

555 7 8 6
.

777 9 4 6
.

111 3 8 5
.

222 64
.

333

lll000 6 17 222 2 7 4
.

333 8 2 7乡乡 9 5 2
.

777 4 4 5
.

111 7 2
.

111

IIIlll 6 3 3 000 2 8 4
.

999 80 6月月 9 5 4
.

999 4 39
.

999 6 9
.

555

lll222 6 3 3
.

000 2 8 8
.

000 7 8 5
.

888 9 3 2
.

555 4 1 8 888 6 6
.

222

lll333 6 54
.

111 32 9
.

222 8 5 6
.

333 9 8 4
.

777 5 10
.

444 7 8
.

000

lll444 6 64 .777 3 5 1
.

333 7 9 6
.

999 9 6 7
.

666 4 6 1
.

666 6 9
.

444

lll555 6 7 5
.

222 3 50
.

333 8 4 5
.

333 9 6 0
一

666 4 80
.

555 7 1 222

lll666 6 6 3
.

666 2 6 4
一

888 8 0 4
.

888 9 5 7
.

555 4 6 8
.

444 7 0
.

666

lll777 6 8 1
.

555 2 9 3 333 7 6 6
.

333 9 3 0
.

111 4 4 7
.

888 6 5
.

777

lll888 6 7 1
.

000 2 8 0
.

666 7 6 6 000 9 3 9
.

333 4 3 7
.

000 6 5
.

111

lll999 2 5 2
.

555 1 2 4
.

222 9 4 6
.

777 9 8 0
.

333 1 9 9
一

222 7 8 999

222 000 16 4刀刀 8 8
.

000 9 2 0
.

333 9 7 7
.

000 8 5
.

000 5 1
.

666

222 lll 2 3 0夕夕 1 17
.

000 9 1 1
.

888 9 8 1
.

111 1 4 2
.

555 6 1
.

888

222 222 14 9
.

000 4 6
.

666 9 3 0
.

666 9 9 0
.

777 7 9
.

666 5 3
.

444

222 333 2 6 2 999 9 8
.

333 9 0 0
一

000 9 9 7
.

000 16 2
.

999 6 2
.

000

222 444 2 2 7
.

777 7 2
.

555 9 3 1
.

111 9 9 8
.

000 1 5 5
.

888 6 9
.

777

2. 3 有机无机复合与胶结物质的关系
2. 3

.

1 原土复合量 土壤原土复合量 (重组腐殖质 )与土壤有机质
、

轻组有机质
、

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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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腐殖质
、

稳结态腐殖质和紧结态腐殖质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表 3)
。

土壤原土复合量不

同
,

腐殖质的结合状态也明显不同
,

松结态和紧结态腐殖质与原土复合量变化的一致性最

好
。

原土复合量主要是由松结态和紧结态腐殖质构成 (表 1)
。

T a b le 3

表 3 有机无机复合与土粒团聚的关系

T h e re la tio n sh iP b e tw e en o rg a n o 一m in e ra le o m p lex in g

a n d 5 0 11P a r tic le a g g r e
ga tio n

} 有机无机复合度 ⋯
< 。

.

o lm m 土粒团聚量

项 目
原土复合量

C o n te n t o f

c o m Ple x in g

D e g r ee o f o r g a n o 一 IC
o n te n t o f < 0乃 lm m

m in e r a l

e o m Ple x in g

5 0 11P a r tiele

a g g r e g a tlo n

游离铁

无定形铁

铁活化度

无定形铝

络合态铁

络合态铝

有机质

轻组有机质

原土复合量

松结态腐殖质

稳结态腐殖质

紧结态腐猜质

< 0 乃 lm m 物理性粘粒

< 0
‘

0 0 lm m 粘粒

> 0 乃 lm m 微团聚体

< 0
.

Olm m 土粒 团聚量

有机无机复合度

< 住 01 m m 土粒团聚度

0 4 82 4 0之7 12 O刀3 5 4

0
.

5 9 4 6 一0石4 2 3 一0
.

10 3 3

一0
.

3 5 80 一0
.

2 8 10 一0
.

9 2 6 1

一0
.

5 2 5 5 0 2 12 4 一0
.

8 86 0

0
.

7 2 7 4 0
.

5 4 3 8 0 2 0 50

0 2 7 0 0 一0 4 4 3 6 一 0
.

4 5 0 5

O月3 4 4 一0
,

6 74 3 0
.

3 6 54

0
.

6 5 7 8 一0
.

9 0 4 4 0刀0 54

一0
.

3 9 5 3 0
.

5 8 2 3

0
.

8 3 5 5 一0 .4 0 1 2 0 2 9 2 3

0
.

5 1 1 8 0
.

19 8 4 0 7 9 8 5

0
.

9 74 2 一0
.

3 7 8 8 0
.

6 5 0 5

0
.

56 5 1 0
.

2 0 0 2 0 月7 7 4

0 2 9 5 7 0 3 2 14 0
.

8 7 8 1

一0 4 3 5 4 0 2 1 13 一0 7 6 8 8

0 5 8 2 3 0
.

18 0 3

一0
.

39 5 7 0
.

18 0 3

< 住ol m m 土粒团聚度

D e g r e e o f < 0
.

0 1 m m

5 0 11 Pa rticle

a g g r e g a tio n

0 4 3 9 5
*

0
.

1 5 8 7

一0 4 2 9 6
*

一 0
.

2 5 3 5

0
.

2 36 3

一 0
.

3 0 2 3

0 4 2 7 2
,

0
.

34 6 8

0
.

4 2 0 4
,

0
.

3 5 89

0
.

39 9 6

0
.

4 2 3 3
,

0
.

3 79 1

0
.

3 10 4

0
一

0 4 19

0
.

5 4 3 3
* 巾

0
.

19 9 5

0
.

4 2 4 0 一0
.

199 5 0
.

5 4 3 3

注
: r (0 0 5 ) = o

,

4 0 5
,
r ,0 0 1 )一 0万 15

,
n = 24

。

原土复合量与土壤游离态铁
、

无定形铁和络合态铁均呈显著性或极显著性正相关
,

土

壤铁氧化物参与了有机无机复合过程
。

表 3 所示的原土复合量与无定形铝的负相关性是

由于钙质土有机无机复合性状造成的
。

在中性土和酸性土中
,

原土复合量与无定形铝呈

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7 5 86 (
n = 9) 和 0. 4 959 (

n 二 6)
,

因此
,

在中性土和酸性土有机无

机复合过程中
,

无定形铝也起了一定作用
。

原土复合量与 < 0. 00l m m 粘粒含量的相关性不像与 < 0
.

O0l m m 物理性粘粒的相关

性那样显著
。

参予有机无机复合过程不仅仅只是 < O
.

O0l m m 粘粒
,

而且粗粘粒 (0. 002 一

0
.

OOlm m )
,

细粉粒 (0
.

0 0 5一0
.

OOZm m )
,

中粉粒 (0
.

0 1一 0
.

O0 5m m )
,

甚至于 > o
.

o lm m 土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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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参予有机无机复合
。

2
.

3
.

2 有机无机复合度 由于引人土壤有机质总量的因素
,

有机无机复合度与胶结物

质的关系较为复杂
。

有机无机复合度与有机质含量和轻组有机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

随土壤有机质的增加
,

轻组有机质增加的速度明显大于原土复合量 (重组腐殖质)的增加

速度
,

原土复合量在有机质中的比例相对下降
,

有机无机复合度随有机质的增加而明显下

降
,

并且
,

有机无机复合度与腐殖质结合状态 (松结态
、

稳结态和紧结态 )无明显的依赖关

系 ;与土壤物理性粘粒含量也无明显相关性
。

2. 4 土粒团聚与胶结物质的关系

2. 4
.

1 < 0. ol m m 土粒团聚量 首先
,

< 0. ol m m 土粒团聚量与 < 0. ol m m 物理性粘粒

的含量和 < 0. 0 0 1m m 粘粒的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但与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和轻组有机质

的含量无明显的相关性
,

而与土壤原土复合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显然
,

土壤有机质在土壤

颗粒团聚过程中
,

是 与矿物质呈复合状态的腐殖质才起作用
,

由于轻组有机质对土壤颗粒

团聚作用的效应不明显
,

以至使有机质的总效应也不显著
。

原土复合量中
,

稳结态和紧结

态腐殖质对土壤颗粒团聚作用的效应明显
,

而松结态腐殖质起的作用相对较差
。

铁铝氧化物含量与 < 0
.

ol m m 土粒团聚量的混乱关系同样是钙质土的团聚体特征所

致的
。

在钙质土中
,

土壤游离铁的含量较高
,

但无定形铁
、

铝的含量低l9]
。

在中性和酸性

土 中
,

铁的氧化物对土粒团聚起了重要作用l3]
,

< o
.

o lm m 土粒团聚量与无定形铁的含量

呈显著正相关 (中性土
; = 0. 922

* ’
n = 9

,

酸性土
; = 0. 8 923

‘ n = 6) ; 无定形铝也参予 了

土粒团聚 (中性土
: = 0

.

3 4 5 I n = 9
,

酸性土
r = 0

.

5 15 2 n = 6)
。

2. 4. 2 < 0. ol m m 土粒团聚度 它所反映的是土壤 < 0. ol m m 土粒发生团聚的程度
,

因

此
,

它与胶结物质的关系并不完全像团聚量与胶结物质之间的关系
。

即团聚度是有随

< 0. o lm m 土粒的含量增大而增大之趋势
,

但两者间并无显著相关性
,

而却 与土壤有机质

的含量有显著相关性 (
; = 0

.

42 7 2
’ n 二 24)

。

随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加
,

< 0
.

0 1m m 土粒发

生 团聚的程度增大
,

这种依变关系同时也反映在原土复合量以及其中的紧结态腐殖质

上
。

因它是土粒团聚的核心
。

< 0. ol m m 土粒团聚度与铁
、

铝氧化物含量间的关系同样较为复杂
。

中性和酸性土

中
,

< 0. O lm m 土粒团聚度与无定形铁呈显著性正相关 (
; = 0

.

60 47
‘ n = 15 )

。

2. 5 有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的关系

有机无机复合和土粒团聚都是表征土壤中有机物质和矿物质相互聚合效应
,

但是两

者的着眼点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明显不 同
。

有机无机复合是讨论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复合状

况和复合程度
,

其出发点是有机物质
,

主要是用化学理论进行研究lvl; 而土粒团聚实质上

是矿物质颗粒的聚合状况和程度 (即与机械分析结果相比较)
,

出发点是矿质颗粒
,

研究方

法是较多地在土壤物理学范围进行讨论 l8]
,

因此
,

可 以说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

但

它们既然又都是用来研究同一土壤问题
,

那末也应当还有其本质上联系的一面
。

< 0. Olm m 土粒团聚度和有机无机复合度由于分别涉及 < o
.

ol m m 物理性粘粒含量

和有机质含量这两个基数
,

因而使其与土壤胶结物质含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

其实它们

之间也无直接明显的相关性
。

只是土壤中以有机无机复合状态存在的有机质一原土复合

量和以团聚状态存在的物理性粘粒一心0
.

ol m m 土粒团聚量
,

它们不仅与胶结物质含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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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良好的相关性
,

而且它们之间是呈显著性正相关 (
; = 0

.

5 823
* ‘ n = 24)

。

土壤中与矿

物质复合的腐殖质数量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土粒的团聚量
。

由上所述
,

有机无机

复合和土粒团聚的关系是通过原土复合量和 < 0
.

ol m m 土粒团聚量关系来体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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