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钾电极在测定土壤悬液后
,

最好用 1 % N a
CI 浸洗一下

,

再用蒸馏水冲洗并吸干
,

以

减少土粒吸附在电极膜的表面
,

影响测定结果
。

四
、

小 结

初步拟定了稀盐酸提取用钾电极测定土壤速效性钾的方法
。

对于南方酸性土壤和中

性土壤
, o

.

05 N H CI 是较好的提取剂
,

但对于盐土或北方土壤
,

则需提高酸的浓度才能

与 1 N N H
`
A C 的提取能力大致相当

。

钾电极法本身具有较好的精度和稳定性
,

其相对

误差在 6一 10 % 之间
。

本法具有操作简便易行的特点
,

既适用于实验室
,

又适用于田间
。

可供没有火焰光度

计的县
、

社一级农科所室内测定与野外速测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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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园 土 壤 有 机 质 的 比色 测 定

四川省苗溪茶叶科学研究所

土壤有机质一般是用丘林法 lt, 2, 3〕 进行常规分析
,

资料〔 3〕曾介绍过稀碱热浸比色法
,

由于条件限制
,

这两个方法均不便田间速测
。

本文将介绍茶园土壤中有机质与腐殖酸
,

及

腐殖酸与 3纬 N a O H一 1% E D T A 浸提液关系的研究后所制定的比色分 析法
,

其 方 法

是
:
在常温下

,

用 3% N a O H一 1沁 E D T A 溶液浸提标准土样 ( 已用丘林法准确测定出

有机质及腐殖酸的土样 )
,

浸出液颜色作为标准
,

用同法处理待测样
,

然后与标准进行比色

测定
。

本法是用标准土样制作工作曲线或标准色阶
,

能大宗
、

快速地分析样品
,

操作简便
,

并可用于 田间速测
。

在应用工作曲线分析时
,

相对误差为 5 % 左右
,

用标准色阶速测
,

色

差准确度为 0
.

1一。
.

2%
。

一
、

试剂及仪器

1
。

O
.

4N K
:
C r : O

,

标准溶液 准确称取 9
.

8 0 6 克 K
:
C

r :
O

,

(分析纯 ) 溶解 于 1 0 0

奎升燕馏水中
,

在不断搅拌下
,

缓缓加入 100 毫升浓硫酸 (比重 1
.

84 )
。

冷却后
,

转入 5 00

3 0 1



毫升容量瓶中
,

用冷的 1 :1 硫酸定容
。

2
.

0
.

2N F e S O
`

标准落液 准确称取 F e S O
` ·

7 H
: O (分析纯 ) 5 5

.

e 0 克
,

洛解

于适量燕馏水中
,

加入浓硫酸 ( 比重 1
.

8 4) 20 毫升
,

冷却后
,

转入 1。。。毫升容 量瓶中
,

用燕馏水定容
。

此液的准确浓度
,

使用时
,

用 。
.

4 N K
:
C

r :
O

,
标准溶液标定

。

方法与后

面腐殖酸测定中的空 白试验相同
,

但不加 1% N
a
O H

,

也不加热
。

刀 F e
SO ` =

入叹: e : : o , x V K : e : : O ,

V F e
SO -

3
.

85% H 3 P O
`

(分析纯 )
。

4
.

0
.

5% 二笨胺指示制 称 。
.

5 克二苯胺溶解于 1 00 毫升浓硫酸 (比重 1
.

84 )) 中
。

5
.

1% N a 0 H 溶液 称 2 0 克 N a
O H (分析纯 )溶解于 1 0 0 0 毫升蒸馏水中

。

6
.

3% N a 0 H一 1% E D T A 落液 称 3 0克 N a 0 H (分析纯 ) 及 1 0 克 E D T A ( 分 析

纯 )溶解于 1 0 0 0 毫升蒸馏水中
。

7
.

仪器 5 81 一 G 型光 电比色计一台
,

温度计 ( 3 6 0
“

C )一支
,

磷酸浴
,

滴定管 ( 25 毫升

酸式 )
,

小漏斗 (直径 5 厘米
、

短尾 )
,

电炉
,

带塞玻瓶 ( 30 毫升 )
,

吸管 ( 10 及 2 5毫升 )
,

容量瓶

( 2 5 0 毫升 )
,

三角瓶 ( 1 5 0 及 2 5 0 毫升 )
,

1 0 o x z o 毫米的小比色管
。

二
、

标准土壤的分析

1
。

土样的制备 将同一区域的茶园土壤抽选 5一 10 个 (每个约 50 克 )
,

剔除肉眼能

看见之石子
、

草根
、

枯叶等植物残体
,

于 50
O

C 下烘干
、

研细
、

全部过 80 目筛
,

反复拌匀后

储于磨 口瓶内
。

2
.

有机质的浦定 ( 1) 称取上述土样 。
.

2一 0
.

5 克 (称准至 。
.

2 毫克
,

有机质 < 2%

的称 。
.

5克
,

2一 4 % 称 0
.

3 克
, 4一 7% 称 。

.

2 克 )
,

置于干净的 1 50 毫升三角瓶中
,

准确

加入 1 0 毫升 o
.

4 N K : C r : O
,

溶液
。

( 2 ) 于瓶口装上小漏斗后
,

置于 2 5 0
“

C 的 磷酸浴

中
,

调节热源
,

使酸浴温度控制在 1 70 一 1 80
O

C 之间
,

从内容物沸腾起记时
,

微沸 5 分钟
。

( 3) 冷却后
,

用水洗漏斗
,

洗液并入三角瓶内
,

使瓶内液体总体积为 60 一 70 毫升
。

( 4) 加

入 2 毫升 85 % H
3
P O

`

及 10 滴二苯胺指示剂后
,

用 O
.

ZN F eS O
`

标准溶液 滴定到溶液

由紫蓝突变为绿色为止
,

记录所耗 F
e S O

`

溶液的体积 V : 。

( 5) 用 。
.

5 克纯砂或已灼烧

除去了有机质的土壤代替样品作空白试验
,

记录所耗 F e
S O

`
溶液的体积 V

。 。

有机质% =
( V o 一 V x ) x

N
x 0

.

0 03 x l
.

7 2 4

D
X 10 0

式中
: V 。

一滴定空白时所耗 F e S O ` 溶液体积
,

毫升
。

V :

一滴定样品时所耗 F e S O ` 溶液体积
,

毫升
。

入`一 F e S O `
标准溶液的当量浓度

。

D一样品称量
,

克
。

3
.

启殖吸的浦定 ( 1) 称取制备土样10 克 (称准至 10 毫克 )
,

置于 50 0毫升三角瓶中
,

加入 25 。 毫升 1% N
a O H 溶液后

,

在沸水浴上加热浸提 2 小时 (每20 分钟搅拌一次 )
。

(2 ) 冷却后转入 2幼 毫升容量瓶中
,

用燕馏水定容
,

充分摇匀
,

用干挂纸过滤
。

( 3) 吸取

3 0 2



0 1毫升滤液置于 15 0毫升三角瓶中
,

准确加入 10 毫升 0
.

4N K :
C

r :
O

,

溶液
,

以后 的 操 作

步骤同有机质测定的 (2 ) 至 ( 4 )
。

空白试验用 10 毫升 1% N a O H 代替滤液进行
。

腐殖酸% =
( V

o 一 V I ) x N x 0
.

0 0 3 x l
.

7 2 4 x 2 5

D
X 1 00

式中
: V 。 ,

V : ,

N, D的意义与有机质的测定相同
。

4
.

同区城土旅平均 K位的求得

K =
有机质%

腐殖酸 %
K平均 =

K
一 + K : … … K

n

表 1列出了两个茶区 10 个标样的有机质
,

腐殖酸及平均 K 值的测定结果
。

表 1 两 个 茶 区 标 准 土 样 的 测 定 结 果

茶 区 土 样 编 号

采祥地点

P H 值

有机质%

腐殖酸%

有机质%

腐殖酸%

K 平均 一介…
上

{
_ _ _

当

……犷
三

、

工作曲线及标准色阶的制作

将上述 10 个标样准确称取 1 克 (称准至 1 毫克 )
,

置于 30 毫升有塞玻瓶中
。

用移液管

吸加25 毫升 3% N a 0 H一 1% E D T A溶液
,

盖上瓶塞用力上下摇动三分钟
,

静置 15 分钟
,

用干逮纸过滤
。

取部分滤液在光 电比色计上
,

用蓝色滤光片
、

1 厘米厚的比色皿及 3%

N a O H一 1% E D T A 溶液作空白
,

测定其消光度 E值
,

得表 2 所列数据
。

用土样腐殖酸%

为横坐标
,

对应的 E 值为纵坐标
,

在坐标纸上作图
,

则得图 1 所示之工作曲线
。

表 2 标准土样腐殖酸含 t 的消光度 E值的测定 (浸提液温度 10
O

C )

土土 禅 编 号号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1000

雇雇殖吸%%% 2
。

2 333 1
。

2 999 1
一
1 111 1

一 0 444 1
。

1 000

::::::
1 。 2 111

;:;::: ;:::::
O

。
7 000

EEEEE 1一 4 000 0 . 6艺艺 0
。 4 777 0

。

4 333 0
。

4 77777 0 . 5 6666666 0
。
1 777

将剩余滤液
,

各注入 1 00 x 10 毫米之小比色管中
,

塞上橡皮塞
,

用腊封固管 口
,

标上各

自腐殖酸的百分含量
,

即得标准色价
。

四
、

样 品 分 析

土样的准备与标准土样的制备相同 (若系田间速测
,

可选干燥土壤
,

捻细
、

剔除肉眼

可见之石子
、

草根
、

枯叶等植物残体即可 )
。

称取 1 克土样里于 30 毫升有塞玻璃瓶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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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浸提
、

过滤
、

撼液消光度 E值的测定与工作曲线的制作中相同
。

由消光度 E值在工

作曲线上查得相应的腐殖酸百分含量
。

若系田间速测
,

则将雄液置于 1。。 x 10 毫米小比色管中

与标准色阶比较即可直接续出土样中腐殖酸的百分含量
。

有机质 %
二

腐殖酸% x K 平均

式中
:

K 平均一为待测样所在区域的平均 K值

表 3 列出了用本法及丘林法分析 14 个茶园土城的结果

比较
。

,.百月..̀.f,f...L,

1614廿切侧舫

E

l 2

腐殖酸 %

图 1 测定腐殖酸的工作曲线

五
、

讨 论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不 同区域的茶园土壤的 K 值是不

同的
,

而同一区域的 K 值则比较接近
,

因此可以通过试验求

得平均 K 值
,

作为该区域的换算系数
。

同时由K值的定义

可知
,

区域的平均 K 值越大
,

说明土壤中腐殖酸在有机质中

所占比例越小
。

2
.

由表 2 数值及图 1 的工作曲线说明
,

在常温下
,

用

3% N a
O H一 1% E D T A 榕液浸提土壤

,

浸提液的颜色仅与

表 3 用本法及丘林法测定土堆有机质的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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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切门材 |一33200
土样编号

有机质% (比色法 )

有机质% (丘林法 )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其腐殖酸的含量成正比关系
。

由于 K 值的不同
,

不能用浸提液颜色直接表示土城有机质

含量
。

3
.

我们曾作过 5% N a O H
,

3% N a O H 及 3 % N a O H一 1% E D T A 三种溶液在常温

下
,

浸提茶园土城中腐殖酸的比较试验
。

试验证明
,

前两种浸出液的 E 值较小
, 5 % N a O H

浸 出液还蚀穿滤纸
,

后者 E 值较大
,

与腐殖酸含量有直线关系
,

所以选用后者
。

4
.

用 3% N a O H一 1% E D T A 溶液浸提土坡中腐殖酸时
,

浸提时间
,

浸提温度以及

浸 出液的稳定性等条件试验
,

结果列于表 4 。

表 4 土 堪 浸 提 条 件 对 消 光 度 E 值 的 影 响

畏 出液放 t 时间 ( 椒定性 )

00000 1 0分分 3 0分分 4 小时时 8 小时时 888 1 555 2 000 2 555 3 000 1 5分分 3 0分分 1 天天 3 天天 7 夭夭

OOO
。
6 000 0

。
6 555 0

。
6 555 0

。
6 555 0

。
6 666 0

。
6 333 0

。
6 666 0

。
7000 0

。
7 777 .

。
8 000 1

。

4000 1
。
4 000 1

。
4 000 1

。
4 000 1

。
4 000

浸浸提 3 分 钟后放 t 的 时间间 搜提时 沮崖 (
。

C )))

}}}}}}}}} .
`

___

}}}}} l 一一. i{{{ }}}III

00000 1 0分分 3 0分分 4 小时时 8 小时时 888 1 555 2 000 2 555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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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件试验
:

我们选择的浸提时间为
,

摇动 3 分钟
,

静置 15 分钟后过滤
;
由于浸提

时温度对 E 值影响较大
,

因此
,

建议冬季浸提液温度控制在 1。
。

C作工作曲线
,

夏季在 3。
。

C

作工作曲线 ; 由于浸出液稳定性较好
,

标准色阶可按季节制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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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
: “

人类的历史
,

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

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 ,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自然界

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因此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

有所

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

二十多年来
,

广大群众同早涝盐咸反复斗争的实

践
,

丰富和发展了综合治理的认识
。

然而
,

生产实践没有完结
,

我们的认识也没有完结
。

要达到根治早涝盐咸
,

任务还很艰巨
。

但是
,

我们相信
,

只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

努力

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

坚持
“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

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
,

我们的认识就能够越来越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

就能够逐步从必然中获得更多的自

由
。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
,

依靠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

毛主席
“

一定要根治

海河
”
的伟大遗愿一定能实现

;
春早不旱

、

夏涝不涝
、

盐地变良田
、

咸水化淡水的理想一定

能成为现实
;黑龙港大地一定能变成祖国的粮棉基地

,

为加速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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