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 备 粘 质 致 密 土 壤 薄 片 的方 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微形态实验室

一
、

制备粘质致密土壤薄片的困难和存在问题

粘质致密土壤由于土壤颗粒细
、

土体致密紧实
、

孔隙极少而小
,

故在制备土壤薄片

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浸渍剂不易充分浸透土样
,

从而给下一步的磨片操作带来一系列的

困难
,

甚至不能制片
。

尽管过去对如何制备粘质致密土壤的薄片作过种种尝试和改进
,

但

迄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
。

因此关于这方面方法的改进
,

实是土壤微形态工作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我们在用不饱和聚醋树脂制备土壤薄片时也遇到了这种困难
。

虽然一般来说该法可

以较好地浸透土样 〔1〕 ,

但当我们用它来浸渍采自安徽省城西湖农场湖积物上的粘质致密
“

淤土
”

时
,

却只能浸入土样表面 0
.

2一 0
.

5毫米的深度
。

而后我们尝试用苯 乙烯作稀释剂
,

稀释成 3 :2 型和 1 :1 型树脂 (市售不饱和聚醋树脂约含 30 一 35 %苯乙烯
,

属 2 :1 型树脂 )
,

也

未获成功
,

只能把土样浸透成五花状
。

至于浸渍高岭土
、

蒙脱土等粘土则更为困难
。

M 。 : a r 。 。 a用松香二 甲苯热溶液浸渍粘质 土样时
,

采用多次煮胶的方法
,

直至磨面出

现一个 良好的胶结面为止〔 10 〕 ,

但这样的方法对土样来说是
“

难以忍受
”

的
,

易破坏其结构

和改变其组成份的状况
。

用加拿大树胶和达玛树胶等浸渍粘质土样
,

情况与松香类似
,

都

豁要进行多次煮胶
,

从而增加了磨片操作的困难程度〔 2
、
3〕 。

M i t e h e l l〔8 〕和 G r e e n 一 K e l ly

等 〔“ 〕曾用高分子量 的聚 乙二醉 ( C ar b o w a x 6 0 0 0) 浸渍粘质土样
,

虽然可以较好地浸透土

样
,

但固化后较软
,

收缩率也大
,

特别是会产生结晶
,

具光性异向性
,

因此除了可以用来

制备含水的粘土薄片和湿润有机质土壤薄片外 〔 6
、
7〕 ,

它并不是一种可取的浸渍剂
。

iS n g h在制备供土质工程试验用的粘土薄片时
,

采用二步扩散浸演法
,

即先用丙酮浸

渍土样
,

使之充满于土壤的微细孔隙间 , 然后用苯乙烯浸渍
,

使之取代丙酮 , 最后用环氧

树脂浸渍取代苯乙烯 〔的
。

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装置在特制加固容器内并用人工压实的搅

动粘土
。

我们试用丙酮浸泡原状土
,

很易导致土样的崩解
。

G il e
曾用大剂量丙 酮 稀 释

L a m in ac 树脂 ( 3 50 : 100 ) 的方法浸渍粘质土样〔们
。

我们在此启示下曾按此 比例用丙酮稀

释不饱和聚酷树脂来浸演粘质致密土样
,

虽然可以基本浸透
,

但固化后浸渍土样内树脂

量不足
,

胶结不牢固
,

以致在磨片过程中土壤细粒容易脱落
。

为了摸索制备枯质致密土壤

薄片的方法
,

遂进行了如下的试验
。

二
、

粘质致密土样浸溃试验和结果

用丙酮作稀释剂
,

使浸演剂能易于渗入粘质致密土样的全部微细孔隙
,

随着丙酮的

逐渐挥发
,

让不饱和聚醋树脂逐渐取代丙酮而达到充分浸透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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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土样为安徽城西湖农场的粘质
“

淤土
” ,

分别用不同丙酮稀释量的不饱和聚醋树

脂浸渍
:
容量比为 0 % (对照 )

、

2 0%
、

4 0%
、

6 0%
、

5 0%
、

2 0 0%
、

2 0 0 %
、

3 0 0 %
。

上述稀释浸演处理又分为二组
: 一组在丙酮挥发后

,

胶液粘度接近至稀释前的枯度

时进行减压抽气
,

另一组则不予减压抽气
。

试验结果
:

` 1) 各种稀释胶液浸演的土样在固化后进行切片检查
。

对照组仅浸入土样表面极薄

一层 ( 0
.

3毫米左右 )
。

丙酮稀释量为 20 %者
,

土样中部未浸透
。

稀释量为 30 0 %者
,

虽然土

样基本上全部浸透
,

但正如上所述
,

浸透程度差
,

影响磨片
。

其余处理在外观上均全部

浸透
,

但制片质量 以加入 80 %和 10 。%丙酮者为最佳
,

加 60 %者次之
,

加 40 %
、

2 00 %和

30 0%丙酮 的依次更次之
。

(2 ) 减压抽气
一

与否对上述土样的浸演效果几乎没有影响
。

( 3) 各稀释组的树脂
* 固化后用阿贝氏折射仪测定其折射率

:

对照 4 0% 6 0% 8 0% 1 0 0 % 3 00%

1
。

5 44 8 1
。

5 40 5 1
。
5 3 9 0 1

。

5 3 7 7 1
。

53 7 8 1
。

52 30

由上可见
,

用丙酮稀释不饱和聚酷树脂可 以降低其粘度达到浸透粘质致密土样的 目

的
。

从浸透程度
、

制片质量和节约成本方面来看
,

稀释量以80 %为宜
。

稀释后树脂的折

射率虽有随丙酮加入量的增加而减小的趋势
,

但在适宜的范围内 (即 80 一 1 00 % ) 仍接近

1
.

5 4 ,

符合制片要求
。

至于是否可以省去减压抽气操作
,

我们通过后来的工作实践发现
:

用稀释法浸渍枯质致密土样
,

在不进行减压抽气的条件下
,

凡质地越枯
、

结构越致密者 (如

一些粘土矿物标本 )效果越佳
。

相反
,

质地虽枯却或多或少具有一定孔晾者则效果稍差
,

有时有些相对较大的孔隙内会产生胶液没有填满的现象
。

对于这种土样
,

在浸渍后进一

步进行减压抽气
,

则完全可以消灭这种现象
。

现将具体方法介绍如下
。

三
、

稀释浸溃法制备粘质致密土壤薄片的方法

1
.

班胶 量取不饱和聚酷树脂后逐滴加入催化剂 B (过氧化苯甲酞在邻苯二甲酸二

丁醋的 50 %糊状溶液 )
,

用量为不饱和聚醋树脂容量的 0
.

5%搅伴均匀后徐徐加入丙酮
,

用

量为不饱和聚酷树醋容量的 80 %
,

并搅拌均匀
。
厂树脂宜选用 1 98

*
(常州 25 3厂产品 )或 3 1 9 8 奋

(上海新华树脂厂产品 ) 〔幻 〕

2
.

容 . 将经过 1 05
“

C 12 小时烘干后的 土样置于高型浸演容器中 (一般 以 直 径

3
.

5一 4厘米
,

高约 4厘米为宜 )
。

浸演容器内壁应光滑无凹凸
,

以便脱模
,

必要时可涂以

聚苯乙烯— 二甲苯脱模剂〔 1〕。

3
.

扭旅 将已配制好的浸渍剂沿容器壁徐徐倒入浸演容器内
,

灌胶量相当于三个土

样厚度的高度
,

若加入里不足
,

则在丙酮逐渐挥发后胶液就不能掩没土样
。

灌胶后即用表

面皿盖上
,

并移入通风橱内 (以免浸演过程中因丙酮和苯 乙烯挥发逸出而刺激嗅觉和妨

碍健康 )
。

2一 3小时后将表面皿略为移开
,

露出2一 3毫米的缝隙
,

使丙酮缓慢挥发
。

翌 日

用小棒小心将土样竖起
,

使压在土样底部的气泡逸出
。

浸演三天后
,

除去表面皿
,

以加速

丙酮的挥发
。

* 不饱 和 聚 醋树脂 的牌号为 3 1 9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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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

减压抽气 在没有减压抽气装置时
,

也可不进行此项操作
,

特别是浸渍粘土矿物

和极粘质致密土样时
.

此项操作完全可以省略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
,

用稀释浸演法
,

并且

不进行减压抽气处理
,

则土样越粘重致密
,

效果越佳 )
。

但对于一般粘质致密土样
,

为了

保证充分浸透
,

在热固化前进行减压抽气处理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

由于胶液内尚残留

有少量丙酮
,

故操作时需注意控制减压程度
,

以免胶液猛然产生大量气泡而滋出
,

待逐渐

减压至 10 m m / H g左右
,

维持 10 分钟左右即可
。

5
。

固化 采用热固化方法 t l 〕
。

热固化的条件是 5 0
O

C 过夜
,

7 0
0

C Z小时
, 8 0

“

C Z小

时
。

固化后切断电源并留在恒温箱内冷却至室温即可取出脱模
,

倒出固化土样
。

四
、

结 论

用丙酮稀释不饱和聚醋树脂作浸演荆可以满意地浸透粘质致密土样
,

制备出高质量

的土壤薄片
。

不但可以制备粘质致密土坡薄片 (照片 1 )
,

而且也可以制备各种粘土矿物

薄片 (照片 2 )
。

对于非粘质致密土样
,

则浸演效果不如减压浸渍法〔。 ,

有时土样内的部

分大孔隙会产生胶液未填满的现象
。

照片 1
,

枯质致密草甸土 (采自阿尔巴尼 照片2 ,

高岭土 (江苏苏州》的菊片显徽照

亚 )的薄片显徽照相 (正交偏光
,

相 (正交偏光
,

放大 100 倍 )

放大们6倍 )

服片中 白色部分《中
、

右方 》为的片一纤维 状光性定向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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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磷酸钙的比对照增产 1 1 4纬
。

寺喂睑大队的试验也获得类似的结果
。

六
、

磷肥的有效施用条件和技术

1
。

土滚礁素的供应水平 磷肥效果主要决定于土壤中磷素供应水平的 高 低
。

在缺

磷的土壤中
,

增施磷肥常常能收到较大的效果
;
反之

,

则效果不显
。

根据土壤分析结果
,

本

流域绝大部分土壤的有效磷含量严重缺乏
,

急待施肥补充
。

近几年本区虽逐年扩大有机

肥的用量
,

对于有效磷特别低的土壤
,

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土壤磷素的不足 , 然而
,

目前

的施肥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作物对磷素的要求
。

所以
,

在本区大部分土壤上增施磷肥
,

是

提高作物产量的一项重大措施
。

2
.

合理的施用磷肥 磷肥对作物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增产幅度大
,

是本区提高作物

产量的带有战略性的措施
。

为了合理地经济用肥
,

充分发挥磷肥的增产潜力
。

我们认为
,

在 目前情况下
,

磷肥应主要集中使用在川地
、

山旱梯田上
。

而且
,

应主要施用在小麦
、

玉

米
、

高梁
、

谷子等高产作物上
。

每亩施 20 一 40 斤比较经济
,

大面积丰产田可提高到 60 斤

左右
。

3
。

氮磷配合施用
,

充分发挥磷肥的效果 本流域的山地或川地
,

绝大部分土壤是氮

磷养分俱缺
。

在这种土壤上
,

单施磷肥
,

不注意配合施用氮肥
,

则磷肥的增产效果往往

受到一定的限制
。

多年的试验证明单施磷肥或单施氮肥皆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

如单施

氮肥的小麦亩产仅为 1 17 斤
,

配合施用过磷酸钙 20 斤
,

亩产可达到 1 90 斤
,

增产74 %
。
1 9 7 6年

试验表明每亩以 50 斤过磷酸钙作基础
,

单施磷肥的小麦平均亩产 1 63 斤
,

每亩配合施用

20 斤尿素
,

小麦平均亩产可达 21 3斤
,

增产 30 %
。

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该种土壤不缺磷素
,

而是受氮素供应水平的限制之故
。

因此本区的磷肥肥效不仅和氮肥的施用密切相关
,

而

且为 了发挥氮肥的增产效果
,

必须和磷肥配合才能发挥磷肥的增产作用
。

4
。

礴肥的有效施用方法 磷肥施入石灰性土壤后易于被土壤固定
。

同时
,

由于磷肥

的移动性小
,

所以常常集中施在根系附近
,

以便作物根系吸收利用
。

许多资料证明
,

地

表撤施往往不能很好的被作物吸收利用
。

磷肥宜于作基肥或种肥
。

1 9 7 4一 1 97 5年在茶坊
、

沿河湾大队进行的小麦
、

玉米磷肥试验都表 明沿犁沟施肥和种子一起条施在播种沟内
,

其

效果优于犁地前撒施
。

1 9 7 6年在招安公社龙石头生产队进行了小麦磷肥施用技术的试验
,

试验结果表明亩

施 40 斤过磷酸钙作底肥
,

小麦亩产 30 7斤 , 亩施 40 斤过磷酸钙作种肥
,

亩产 3 67 斤
;
亩施40

斤过磷酸钙
,

其中一半作底肥
,

另一半作种肥
,

小麦亩产 40 0斤
。

显然
,

小麦施用磷肥 以种

肥或种肥和底肥结合较好
。

为了更好地发挥磷肥的增产效果
,

除应集中施用外
,

还应根据

作物的不同而异
。

浅根作物可以浅施 , 深根作物可以深施
,

以利作物吸收利用
。

( 上接 2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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