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钾含量的分级标准见表 3。

在田间测定中也可采用微量快速的方法
,

即称风干土 1 克 ( 或相当于 1 克风干土的

湿土 )放入 巧 毫升试管中
,

加入稀释试剂 ( 2 ) 4 毫升
,

剧烈摇动 1分钟
,

澄清之
,

取清液

10 滴放入一小试管中 (试管规格 1 0 x 7 0 毫米 )
,

加异丙醇 10 滴
,

摇匀三分钟后
,

按上述方

法观察字迹清楚或模糊以表明钾含量的水平
。

如果测定土样为湿土 时
,

提取液中往往存在按离子干扰生成亚硝酸钻钠按的黄色沉

淀
,

应在 10 毫升稀释试剂 ( 2 )中加甲醛 4 滴 ( 4 毫升稀释试剂 ( 2 )中加甲醛 2 滴 )
,

使甲

醛与按离子生成环六次甲基四按的无色物质
,

避免按的干扰
。

影响作物生长的因素很多
,

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在 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
“

看苗施肥
”

的

经验
,

所 以在应用这些化学诊断的结果时
,

必须结合当地的群众经验和具体的农业措施以

及土壤环境条件等因素来考虑
,

以使这些方法在鉴定土壤养分供应状况和合理施肥上发

挥切实有效的作用
。

由于我国土壤类型
,

作物种类品种繁多
,

关于各类土壤和各种作物养分含量的适宜临

界浓度
、

分级标准方面的系统资料还较少
,

特别在水稻方面的资料更少
,

我们在这一方面

的工作仅是开始
,

许多问题还有待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与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进一步进行

研究
,

加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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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讲话

土 壤 的 酸 碱 性
马 毅 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土壤酸碱性是土壤的一个重要特性
,

也是影响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

它一方面

引起土壤一些性质的变化
,
另方面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

。

一般作物在中性
、

弱酸性
、

弱碱

性土壤中生长最适宜
,

过 酸过碱都会影响作物的生长
。

因此
,

我们必须了解土壤的酸碱性

及 土壤过酸过碱的原 因
,

以便采取适当的改良措施
,

调节土壤酸碱度
,

为培育高产
、

稳产的

肥沃土壤打下基础
。

一
、

什么是土壤酸碱度 ( p H值 )

土壤中的水分不是纯洁的
,

溶解有各种物质
,

其中有的能放出氢离子
,

有的能放出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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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离子
。

如氢离子多于氢氧离子
,

土壤呈酸性 , 如氢氧离子超过氢离子
,

土壤呈碱性 ; 氢

离子和氢氧离子相等
,

则为中性
。

土壤酸碱性的强弱
,

通常用酸碱度来衡量
。

由于氢离子在水溶液中含量很少
, 1 升

中性水溶液在 22
“

C 时
,

氢离子浓度是 1 0
一 7

( 0
.

00 00 0 0 1) 克离子数
,

如氢离子 浓度大于

1 0一 ?
是酸性

,

而小于 1 0
“ ’

是碱性
。

这样表示很不方便
,

为简便起见
,

一般用氢离子浓度的

负对数来表示
,

并以 p H 为符号
。

例如
, p H = 10

,

它 的含意是指 1 升水溶液中氢离子浓度

是 1 0 一 ’ 。

克离子数
。

土壤的酸碱性一般可 以分为以下几级
。

p H 值 土壤酸碱度

< 4
.

5 极强酸性

4
.

5 ee 5
.

5 强酸性

5
.

5一 6
.

5 酸 性

6
.

5一 7
.

5 中 性

7
.

5一 8
.

5 碱 性

8
.

5一 9
.

5 强碱性

> 9
.

5 极强碱性

二
、

我国土壤的酸碱度分布概况

我国土壤的酸碱度一般是 p H 4一9
。

在西北和北方地区雨量较少
,

土壤中保留碳酸钙

等盐类较多
,

土壤多呈中性或碱性
。

在局部干早和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
,

分布盐土或碱

土
,

土壤 p H 值常达 8
.

5以上
。

在东北森林地带
,

由于土壤经受强烈的淋洗
,

土壤呈酸性或

强酸性
。

在湿润多雨的南方
,

土壤中盐类大量被淋失
,

土壤由中性向酸性方向发展
,

愈向

南方土壤 p H值愈低
。

红壤 p H值可达 4
.

5 ee 5
.

5
,

黄壤为 4
.

0一5
.

5
。

土壤酸碱度不仅仅受

气候条件的影响
,

也和成土母质的性质有关系
,

例如同样都在南方气候条件下
,

石灰岩由

于含方解石较多
,

所以在它上面所发育的土壤
,

多呈碱性或中性
。

在南方酸性土壤地区
,

有些 由于长期施用有机肥料和石灰
,

土壤已逐渐接近中性或微碱性
。

以上是我国土壤酸

碱度分布概况
。

但是
,

我国境内从南到北分布的土壤类型很多
,

所处的环境条件多种多

样
,

所 以局部地区土壤酸碱度也有很大的差异
,

不能一概而论
。

三
、

为什么土壤会有不同的酸碱度

如上所述
,

土壤溶液的氢离子浓度直接影响土壤酸碱度
。

那末
,

又是那些因素影响

土壤溶液的氢离子浓度
,

因而 引起土壤酸碱度的不同呢?

首先
,

在土壤有机质分解过程中
,

产生二氧化碳
、

氨和各种有机酸
。

二氧化碳可溶于

水中形成碳酸
,

氨气在硝化细菌作用下可变成硝酸
。

岩石风化过程中
,

由于各种岩石组

成不同
,

化学变化亦有差异
,

如含硫矿物可以氧化成硫酸
,

含氯矿物可以产生盐酸等
。

此

外
,

在土壤中施用硫酸按
、

氯化按
、

氯化钾等化学肥料
,

钱和钾被土壤胶体吸附或被植

物利用后
,

所遗留的酸根形成硫酸和盐酸等
。

植物根和微生物的呼吸也可以产生碳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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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酸类的存在
,

土壤溶液中氢离子浓度逐渐增加
,

而使土壤酸性增强
, p H 值 降

低
。

其次
,

当土壤溶液中氢离子浓度减少时
,

土壤胶体所吸附的氢离子解离出来补充到

溶液里去
。

因此
,

土壤溶液中氢离子浓度与土壤胶体上的氢离子解离度有一定的关系
。

例如蒙脱石所吸附氢离子的解离度大于高岭石
。

同时
,

土壤胶体所吸附的铝离子
,

当它

被代换出来而成铝盐
,

水解后使土壤溶液中氢离子浓度显著增加
,

这是红黄壤 p H 值较

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

但是
,

土壤酸碱度除受交换性氢和铝离子影响外
,

还受土壤胶体所

吸附的交换性氢
、

铝离子与交换性钙
、

镁等离子的比例的影响
。

土壤溶液中如含有碳酸钠
、

碳酸氢钠等盐类
,

或土壤胶体上吸附有较多的钠离子
,

都

会使土壤溶液氢离子浓度减低
,

而氢氧离子显著增高
,

土壤溶液呈碱性
,

往往土壤 p H值

可达 8
.

5 以上
。

土壤中如含碳酸钙时
,

土壤酸碱度的大小决定于土壤空气和土壤溶液中

二氧化碳的含量
。

在土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的范围内
,

石灰性土壤 (含有碳酸钙 )的

p H 值为 7
.

5 到 8
.

5 之间
。

四
、

土壤酸碱度对土壤肥力及植物生长的影响

土壤酸碱度对土壤肥力及植物生长的影响有下列几方面
。

1
。

土滚酸碱度对养分有效性的影晌 土壤中磷的有效性明显受土壤酸碱度的影响
。

在 p H值低的强酸性土壤中
,

铁铝化合物的溶解度增加
,

可与磷酸化合而成难溶解的礴酸

快和磷酸铝
,

降低磷的有效性
。

在石灰性土壤中
,

磷酸含量虽不低
,

但因与碳酸钙相作用
,

而形成难溶解的磷酸钙
,

使作物难以获得所需要的磷素营养
。

中性土壤中磷的有效性最

大
。

钙
、

镁和钾在酸性土壤中虽易代换也易淋失
。

强碱性土壤中钙和镁的溶解度 较 低
。

锰
、

锌
、

铜
、

铂
、

硼等微量元素
,

在强碱性土壤中降低了它们的溶解度
,

作物感到缺乏 , 在强

酸性土壤中可增加它们的溶解度
,

能满足作物需要
,

但若过多又可能对作物产生毒害
。

2
。

土城鼓喊度对土坡结构性的形晌 由于强酸性和强碱性土壤中氮离子和 钠 离子

较多
,

而缺少钙离子
,

不能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
,

妨碍土壤中水分和空气的调节
,

不利于作

物生长
。

3
.

土坡酸喊度对土坡微生物的影晌 土壤微生物最适宜的 p H值是 6
.

5一 7
.

5之间的

中性范围
。

土壤过酸和过碱都严重地抑制固氮菌和硝化细菌的活动
,

从而影响土壤中氮

素的转化和供应
。

4
.

土城过酸和过碱都会产生对作物有毒容的物质 土壤过酸容易产生游 离 状态的

铝离子
、

有机酸
,

直接对作物发生毒害作用
。

土壤过碱含有较多的碳酸钠
,

对作物根系和

茎部都有腐蚀作用
。

5
。

各种植物对土坡故碱度有一定的要求和适应范围 土壤酸碱度不仅有上 述 对土

壤肥力和植物生长的影响
,

而且由于植物本身的生理特点对土壤酸碱度也有一定的要求

和适应范围
。

有的植物喜酸
,

有的喜碱 ; 有的耐酸
,

有的耐碱
。

如茶叶喜欢酸性土壤
。

但

一般植物在中性或弱酸
、

弱碱性土壤里才能得到良好的生长
,

过酸过碱对作物生长都是不

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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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土壤酸碱度的简易测定

既然土壤酸碱度同土壤肥力和植物生长的关系极为密切
,

那末土壤酸碱度是怎样测

定出来的 ? 一般是用仪器和药剂来测定
。

有一种浸过药剂的纸
,

叫石蕊试纸
。

这种纸有红色和蓝色两种
。

碰到酸性溶液
,

由蓝

变红 ; 碰到碱性溶液
,

由红变蓝
。

如将黄豆大的土粒放在白色汤匙中
,

加几滴干净水
,

把

土壤混匀和澄清后
,

将石蕊试纸浸在清液中
,

如蓝色试纸变为红色
,

土壤就是酸性 , 如果

由红色变为蓝色
,

土壤就是碱性
。

不变色为中性
。

还有一种酚酞试纸
,

可以鉴别土壤中是

否有碳酸钠
,

如酚酞试纸浸在土壤浸提液里
,

试纸变为粉红色
,

表明有碳酸钠存在
,

土

壤 p H值在 8
.

5以上
,

红色越深
,

碱性越强
。

如要进一步测出土壤 p H值可用混合指示剂 (或混合指示纸 )
。

这种混合指示剂 随 着

土壤溶液 p H不同而产生不 同的颜色变化
,

将所变化的颜色同标准颜色比较
,

就可测出土

壤的 p H值
。

此外
,

还有酸度计仪器可以准确地测定土壤的 p H值
。

在野外
,

可以根据土壤上所生长的植物来鉴别土壤的酸碱性
。

茶
、

映山红 (杜鹃 )
、

铁

芒箕
、

石松等植物都在酸性土壤上生长
;
而碱蓬

、

盐篙等植物则生长在碱性土壤上
。

六
、

土壤酸碱度的调节

过酸或过碱的土壤都不适合作物生长
,

必须采取适当的改良措施
,

设法把土壤酸碱度

调节到作物生长最适宜的范围
。

酸性土滚的改良 施用石灰是改良酸性土壤的一项有效措施
。

因为石灰是一种弱碱

性物质
,

含有多量钙元素
。

它一方面能中和土壤酸
,

并提供作物所需的钙元素
。

另方面石

灰还有凝集作用
,

可以把分散的细土粒胶结在一起
,

改善土壤结构状况
。

但应注意
,

石灰

必须与有机肥料配合施用
,

单施石灰土壤会变僵板
。

石灰施用量应根据土壤酸度
、

作物种

类
、

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含量等因素来决定
。

碱性土壤的改良 施用石膏是改良碱性土壤的一项重要措施
。

碱土施用石膏
,

可使钙

离子代换出碱土胶体上所吸附的钠离子
,

石膏与碱土中的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等有害物质

相反应
,

可以变为碳酸钙和碳酸氢钙等无害盐类
。

在使用石膏等化学改 良剂时
,

要注意就

地取材和确定适宜的用量
。

并要考虑到石膏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
,

最好结合灌溉或在雨前

施用
。

同时施用石膏后
,

可产生芒硝 (硫酸钠 )
,

也应结合灌溉
、

冲洗
、

排水等措施
,

将芒硝除

去
。

施用石膏还要结合增施有机肥料和翻压绿肥等培肥措施
,

才能收到良好的改碱效果
。

总如上述
,

过酸或过碱的土壤都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低产土壤
,

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改

良
。

解放以来
,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
,

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

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狠批孔孟之道所宣扬的
“

天命论
” ,

树立人定胜天的雄心壮志
,

对过酸和过碱的低产土壤进行改良
,

取得了巨大的

成绩
。

我们深信
,

只要我们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指示
,

充分发挥定向

改造土壤的主观能动性
,

就能使土壤越种越肥
,

过酸和过碱的土壤都可以经过改造而长出

好庄稼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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