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长期精耕细作
,

土壤熟化程度高
,

土壤物理性质良好
,

耕作方便
, . `

干不起坷垃
,

湿不成

泥浆
” 。

适宜多种作物种植
,

产量高而稳
,

是一种良好的土壤质地
。

必须指出
,

如砂粒含量

超过 50 %
,

同时胶粒含量又超过 30 %时
,

也应列入两合土组
。

3
。

胶泥土组 广泛分布于平原洼地
、

山间盆地和湖积平原地区
,

其成土母质多为河

流静水沉积物
、

湖相沉积物
、

红色粘土以及石灰岩
、

玄武岩等易风化的母岩
。

土壤胶粒含

量高
,

反映出
“

粘
”

或
“

胶
”

的特点
。

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强
,

但通透性差
,

土壤致密
,

结持力

大
,

适耕期短
。

群众形容这种土是
“

天晴一把刀
,

落雨一团糟
” , “

干时耕不动
,

湿时粘犁头
。 ”

一般利用种植水稻
,

产量较高
。

客土 (掺砂 )和增施有机肥料是改良这种土壤的根本性措

施
。

我们暂拟定的土壤质地分类
,

无论是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
。

为

促进我国自己的土壤质地分类系统的早日建立
,

特提出初步草案
,

抛砖引玉
,

希望大家批

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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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土壤和磷矿粉肥中碳酸盐的测定

顾 益 初

(中 国科学院南 京土城 研究所 》

土壤和磷矿粉肥中碳酸盐的测定
,

有采用比较经典的重量法的
,

在例行分析中也有采

用气量法的
。

其中前者仪器装置比较复杂
,

测定手续也较繁琐
,

后者虽然仪器装置和测定

手续比较简便
,

但结果准确性较差
。

因此确立一个既简便又有一定准确性的测定方法
,

就

显得比较迫切
。

我们由于测定磷矿粉肥中碳 酸 盐 的 工 作 需 要
,

参改了 L
.

G
.

B un d y 和 J
.

M
.

B er m lle r
关于土壤中无机碳的测定方法

*

并结合具体条件
,

在仪器装置
、

标本用量
、

指示剂

选择
、

硫化物干扰等方面进行了试验
,

作了一些改进
,

使其不但适用于土壤而且又能适用

于磷矿粉肥中碳酸盐的测定
。

工作经验表明
,

这个方法的仪器装置 比较简单
,

操作手续方

便
,

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

* B u n d y
,

L
.

G
. e t

. a l
. ,

5 0 11 S e i
,

S o e .

A m e r .

P r o e
. ,

3 6
,

2 7 3一 2 7 5
,

1 9 7 2
.



一
、

方 法 原 理

标本用稀 H C I 分解
,

所产生的 C O
Z

用 K O H 溶液吸收
,

然后用稀 H C I 滴定
,

继

用标准 H C I 滴定
,

从标准 H C I 的消耗量
,

计算出标本中碳酸盐的含量
。

其主要反应过程

如下
:

( 1 ) C a C O : + 2 H C I

一
C a C I : + H : O + C O :

t

( 2 ) C O z + 2 K O H

一
K Z C O

s + H : O

( 3 ) K
:

C O
3 + K O H + 2 H C I

一
K H C O : + 2 K C I + H : O

( 4 ) K H C O 另 + H C I

一
K C I + H

:
C O 。

从反应式 ( 3 )可以看出
,

开始用稀 H C I 滴 定 除 中 和 剩余的 K O H 外
,

溶液中的

K
:

C O 。
同时转变为 K H C O

。 ,

反应等当点为 p H S
.

3。

从反应式 ( 4 ) 中可 以看出
,

在

继续用标准 H C I 滴定溶液中的 K H C O
3

时
,

全部转变成 H
Z
C O

。 ,

这时的反应等当点为

p H 3
.

9
。

由此可知
,

消耗一毫克当量的标准 H CI
,

即相当于一毫 克当量的 K H C O : ,

也

即相当于标本中一个碳原子
。

因此
,

开始滴定到 p H S
.

3 所消耗的稀 H C I用量不 必 计 数
,

而只要记录从 p H S
.

3

到 p H 3
.

9所消耗标准 H C I 的毫升数
,

就能计算出标本中无机碳的含量
。

二
、

测 定 方 法

试荆配制

1
.

2 M K O H
:

溶解 n Z 克 K O H 于 7 00 毫升刚煮沸冷却的无 C O
Z

的水中
,

稀释

至 1 升
。

贮于有隔绝空气中 C O
:

设备的塑料瓶中
。

2
.

2 M H C I
:

量取浓 H C I 1 6 7 毫升于 7 0 0 毫升水中
,

稀释至 1 升
。

_ 3
.

1 M H C I
:

量取浓 H C 1 83 毫升于 7 00 毫升水中
,

稀释
军_

-

-
-

-
-

—
1

6

_ _ _
一

—
2

至 1升
。

4
.

澳甲酚绿指示剂
:
溶解 : 0

.

1 克澳甲酚绿 于 2 50 毫 升

O
.

O0 o 6 M N a O H 溶液中
。

5
.

百里酚兰一酚酞混合指示剂
: 1 份 0

.

1% 百里酚兰的

5 。%酒精溶液与 3 份 0
.

1%酚酞的50 %酒精溶液相混合
。

6
.

0
.

I N H C I 标准溶液
:

量取浓 H C l s
.

3 毫升于 7 0 0 毫

升水中
,

稀释至 1 升
。

标定
:
称取在 27 。一3 0 0℃烘过一小时的无水碳酸钠 0

.

2 0 0 0

克于 25 。 毫升三角瓶中
,

加 50 毫升蒸馏水
,

摇动使之溶解
,

加

16 滴澳甲酚绿指示剂
,

用待标定的 。
.

I N
.

H CI 滴定至溶液成亮

黄
。

计算出 H C I 的准确浓度
。

34576

一一
l

盯巨…一马叭州到到

计算
: N 二

G x 2 0 0 0

仪 器 装 皿 图

1
。

弹赞夹

3
。

乳胶管

5
。

玻璃若
7

.

橡皮筋

2
。

毅瑞珠

4
。

橡 皮塞

6
。

塑料杯
8

。

标 本

G一称取

V一标准

N一标准

。
9 8 x V

N a : C O
:

的重量 (克 )

H C I 的消耗量 (毫升 )

H C I 的浓度 (当量 )

仪器装 t (见图 )



用一个 20 5毫升的广 口瓶
,

配上合适的橡皮塞
,

橡皮塞中央打一个直径 。
.

6 厘米的

小孔
,

紧密插入一根长 12 厘米
,

内径约 0
.

5 厘米的玻璃管
,

玻璃管顶端超出塞子表面约 1

厘米
,

上端接一个长约 5 厘米的乳胶管
,

乳胶管内装一粒玻璃珠 (作开关用 )
,

另取一个 10

毫升塑料杯
,

用橡皮筋附着在玻璃管的下端
,

杯的底部 离 玻璃管末端约 。
.

5 厘米
,

玻璃

管末端离瓶底约 3 厘米
。

浦定步 .

称 1一8 克 ( 以无机碳含量不超过 30 毫 克 为准 )标本 ( < 10 0 目 ) 于 25 0 毫升广 口瓶

中
,

在塑料杯中加入 2 M K O H 溶液 5 毫升
,

塞紧瓶塞
,

不使漏气
。

用 50 毫升的注射器连

接乳胶管上端
,

捏开玻璃珠开关
,

从瓶中抽去 50 毫升空气
,

再用注射器通过乳胶管向瓶

中注入 20 毫升 2 M H C I
,

乳胶管上端再用夹子夹紧
。

轻轻旋转瓶子
,

使标本与 I
一

I CI 充

分接触混匀
。

在操作过程中要防止漏气
。

在室温静置 16 一 24 小时
,

打开瓶塞
,

用 50 毫升

无 C O
:
的蒸馏水将塑料杯中的溶液洗入 otZ o 毫升三 角瓶中

,

加百里酚兰一酚酞混合指示

剂 2 0 滴
,

用 I M H C I滴定
,

当溶液由紫变淡红时
,

改用 0
.

I N H C I继续滴定至溶液呈黄

色印出
.

3 )
。

然后加 .16 滴滨甲酚绿指示剂
,

用 。
.

I N H CI 标准液滴定
,

使溶液由蓝变亮

黄 (P H 3
.

9) 为止
,

记录消耗 0
.

I N H CI 标准液 的毫升数
。

以同法作空白对比试验
。

结果计算
:

C ” =

卫止工吕业
卫乡 X l 。一

V l一以澳甲酚绿作指示剂滴定标本时
,

所消耗 o
.

I N H C I 标准液的毫升数
。

V 。
一以澳甲酚绿作指示剂滴定空白时

,

所消耗 0
.

I N H C I 标准 液的毫升数
。

N一 H C I 标准液的当量浓度
。

G一标本重量 (克 )

三
、

讨 论

关于标本称且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标本称量多少
,

既要考虑能够被 ZM f 1CI 充分分

解和 K O H 溶液对 C O
Z

的完全吸收
,

同时要有一定的碳酸盐数量
,

以降低结果的相对误

差
。

根据标准样品 回收试验 (表 1 )表明
,

无机碳用量在 30 毫克以内
,

回收率可达 ” % 以

表 1 不 同 无 机 碳 用 量 回 收 试 验

加入 N a 么C o
s (毫克 C ) 测 得 量 (毫 克 C )

1 9
。

9 3

2 9
。

8 6

3 4
。

2 1

3 8
。

9 1

4 8
。

7 1

回 收 %

9 9
。

7

9 9
。

5

9 7
。

7

9 7
。

3

9 7
。 4

一 5 8
·

3 0 ! 9 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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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上
,

而用量在 35 毫克以上
,

回收率就明显降低
。

为了得到一个大致合适的标本称量
,

可 以

在测定前先取标本半骨匙
,

加三滴 2 几了日 1C
,

如果产生大量气泡
,

则称 1一2 克
,

如果只是

卿卿声音
,

产生气泡很少
,

则称 3一 5 克
,

如果没有气泡
,

不觉察有反应
,

可称 6一 8 克
。



关于指示荆的选择 原法中滴定第一等当点时是用酚酞指示剂
,

但在实际标本的滴

定中发现终点变色不明显
,

引起结果误差较大
。

经过试验
,

选用了百里 酚兰一酚酸混合指

示剂
,

其变色范围与酚酸相近
,

对结果没有影响
,

但终点颇色变化比较明显
,

易于掌握
。

关子硫化物千扰问厄 在原法中没有提到
,

对于土壤测定来说
,

一般可能问题不大
。

但我们发现有少数磷矿粉肥中含有较多的硫化物
,

经 H CI 分解
,

产生 H Z S 气体
,

被 K O H

溶液吸 收
,

从而严重影响测定结果
。

为了了解硫化物干扰情况及其消除方法
,

我们在标

本中加入 F e S 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

其结果列于表 2
。

表 2 硫 化 物 的 干 扰 及 其 消 除 试 验

(滴定 H C I毫升数 * )

标

本

空 白

( l ) ( 4 )

加 ; 加 2 5 0雍克 F e
S

* * 加 2 5 0奄克 F
e

S
* *

5 奄升 3 0 % C o S O - ( 2 )一 ( 3 )

一尸一
、ù

礴矿粉肥 A

确矿粉肥 B

土 坟

1 9
。

20

2 4
。

1 5

2 2
。

2 0

19
。

9 5

3 8
。 3 3

4 3
。

1 0

4 1
。

5 5

0

19
。

35

2 4
。

0 0

2 2
。

5 0

1 9
。

9 5

1 8
。

9 8

1 9
。

1 0

1 9
。

05

刻|州一

…
H C I浓度为 0

。
1 0 l l N

F
e

S试荆含 t 为 80 %左 右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在处理 ( 2 )中

,

当 F eS 被 H CI 分解后产生的大量 H
:

S 被 K O H

洛液吸收
,

结果显著偏高
,

并且在滴定时产生 H
:

S 臭味
,

溶液呈现混浊
。

而处理 ( 3 )
,

当加入 C uS O
`

溶液后
,

由于产生的 H : S 与 C uS O
`

作用生成 C uS 沉 淀
,

使结果与原

来标本测定结果基本一致
,

且在滴定时没有发出 H
:

S 臭味
,

溶液清晰
,

说明 C uS O
`

可以

消除标本中硫化物的干扰
。

而硫化物千扰相当于 H CI 的滴定量
,

都在 19 毫升左右
,

与试

剂含量估算大致相近
。

至于鉴别标本中有无硫化物干扰的问题
,

可从滴定过程中如果发

现溶液有 H
:

S 臭味并出现混浊
,

则表明标本中有硫化物存在
,

对于这类标本可在加 Z M

H C I前先加 30 % C u S O
`

溶液 5 毫升
,

然后按上述同法进行
,

对于不含有硫化物的标本则

不必使用 C u
S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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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 , 怪麻在蕾期
。

一般在 8 月上旬耕翻为宜
。

迟于 8月中旬耕翻
,

正值斜纹夜蛾等虫

害大发生期会把 田着吃成老秆
,

影响翻压改土效果
。

耕翻深度也很重要
。

城西湖土壤粘板
,

麦根扎得浅
,

绿肥翻压过深
,

肥效不显
。

一般

以 18 一 20 厘米深度为宜
。

田著 、 怪麻都可用履带式拖拉机牵引 4 锌犁直接耕翻
。

要求耕

深一致
,

一堡扣一堡
,

盖严不露草
。

如遇秋旱
,

在伏耕晒堡基础上也可结合灌溉
,

以加速绿

肥腐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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