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方法优点是一次可制备大量有膜载网 , 火棉

胶膜均匀平展 , 制作方便可靠
。

实践证明所成支持膜

很好地适用于对分辨本领不要求极高的各类样品
。

二
、

放线菌抱子的标本制备 直接扣压法是用摄

子夹紧有膜的载网
,

把有膜面向着放线菌气生菌丝体

表面轻轻扣压一下
,

即有大量抱子附着到载网上
。

为

防止附着不牢的抱子污染电子显微镜
,

必须用吹气球

轻轻吹过有膜面
。

此后不需要其它任何处理
,

就可以

直接放入电子显微镜观察
。

放线菌抱子表面的微细结

构有足够的反差
,

因此不需要做增加反差的处理
。

直接扣压法操作简便
,

没有使用液体
,

因而 图象背

景千净
,

可 以得到清晰的照片 (图 2 )
。

扣压有时还会

带下一些菌丝
,

这可 以观察到泡子在菌丝上的着生情

况 (图 3 )
。

三
、

细菌的标本制备 与前相同
: .

用镊子夹紧载

网
,

把有膜面 在固体培养基上增生的细菌菌落表面轻

轻扣压
,

这样就有相当浓厚的一层细菌粘附在支持膜

上
。

这时由于细菌量过多 又会带有培养基
,

不能直接

使用
。

可以在干净的瓷盘上 (或凹玻片
、

腊盘等 ) 滴上

无菌水
,

把粘着大量细菌的载网扣到无菌水表面
,

放置

一段时间
。

这可 以使细菌量得到稀释
一

并漂洗去带下

的少量培养基
。

而后取下载网用滤纸在载网边缘吸去

液体
,

凉干后进行增加反差的处理
。

不同菌种漂洗时

间不同
。

有些细菌分泌粘物很多
,

这可 以用滴水轻轻

冲洗
,

直至载网
_

L无肉眼
一

可见的浓密物为止
,

这样也可

以得到分散的可供观察的细菌标本
。

细菌的一般形态

观察时
,

标本经干燥固定就可以了
。

由于细菌体 尤其是鞭毛 电子散射能力弱
,

图象反

差很差难于直接观察
。

增加反差的方法可采用金属投

影或负染色
。

金属投影可以得到富立体感的图象 (图 4
、

5 )
。

一般观察使用金属铬 ( C r) 就可 以
,

投影角度采

用 3。
。

左右为宜
。

负染色法不需要真空镀膜装备
,

操作

也简单
,

应用于病毒和噬菌体可以显示出微细结构
,

但

用于细菌常常引起背景不 千净
、

染色程度难掌握 (图

6 )
。

四
、

噬菌体的标本制备 使用直接扣压法
,

把仃

膜载网扣压在因噬菌体作用形成的无菌斑点表面
,

放

置一段时间再取下
,

同样可 以得到噬菌体标本
。

在载

网粘附样品后进行负染色
。

最常用的负染色液 是 2%

或 4%的磷钨酸重蒸馏水溶液
,

用 N a O H调 到中性 (P H

7一 7
.

4)
。

负染色的方法很多
,

都是大同小异
。

简单的

方法是在载网带有样品的面上滴一滴负染色液
,

而后

用滤纸吸去
,

仅在膜面上留一薄层液体
,

经干燥后即

可放入电子显微镜观察
。

载网吸附样品后不需漂洗
,

实

际上在负染过程中已起到漂洗作用
。

为获得好的噬菌体电子显微镜标木
,

常常要进行

增殖
、

分离
、

纯化等复杂的操作
。

而直接扣压制成的标

本也可 以得到一定浓度分布的噬 菌体
,

达到观察微细

结构的 目的 ( 图 7 )
。

( 图 2一 7见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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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壤 中挥发性 氨 的定 里 测 定

蒋 能慧 刘光 讼

( 中国 科学院 南京土城 研究所 )

碳酸氢按
、

氮水和尿素施入土壤后往往有相当部

分分解 (尿素在尿酶作用下 )成气态氨
。

氨的挥发损失

直接影响到氮肥肥效
。

为 了弄清氨气在土壤中扩散损

失的变化规律
,

需要有适于田间测定氮气损失的方法
。

我们在研究氨气挥发损失的工作中
,

通过实践对 V e n -

ut ar 〔 1〕和 N o m m i k 〔2 〕提出的田间测定氨气方法作了

改进
,

使之适用于水田和早地挥发性氨的定量测定
。

用经过改进的方法测氨灵敏度高
,

操作较简便
,

特别是

能在通气条件下搜集从土壤中挥发损失的氮
。

本文简要介绍方法的操作和应用实例
。

一
、

洲定方法

本方法以磷酸甘油溶液作氨的吸收刘
,

用开 11 型

(气体可 以通过的 )泡沫塑料作吸收剂的载体
,

在通气

条件下吸收 自土体挥发的氨
,

然后燕馏测定之
。

(一 )材料和装皿
1

.

泡沫塑料吸收载体 选用常见的市售自 色 聚

l沙3



醚型泡沫塑料
,

容重 40 一 60 毫克 /立方厘米
,

其孔隙以

小米大小为宜
。

截取两片直径约 8 厘米
、

厚度约1
.

25

厘米的泡沫塑料 (其中上片圆中心处用打孔器锥一小

孔 )相益
,

用尼龙线稍加缝合
,

即可作为吸收载体
。

另

截取一直径约 2 厘米
,

厚约 1 厘米的泡沫塑料小圆片
,

试验时使其吸附氨吸收剂后放置在通气管的进 口 处
,

以防大气中氨对测定的污染
。

泡沫塑料圆片可反复使

用
,

直至破裂或损坏
,

弃之换新
。

2
.

装 l 取直径约10 厘米的透明广 口瓶
,

裁去底

部
。

供田间测定用的玻瓶
,

去底后瓶身高度至少应有
1 2厘米

,

使保证测定时泡沫塑料圆片 (吸收载体 ) 与土

面或水面相距在 5 厘米以上
,

瓶底则弃而不用 ,供实验

室测定用的
,

瓶底需保留 4 厘米左右的高度作盛土容

器
,

瓶身可略短些
。

瓶 口配上橡皮塞
,

中央锥孔
,

插入

直径约 1 厘米的玻璃弯管作通气管
。

管的进 口 直径为

2 厘米
。

通气管连接泡沫塑料圆片 (吸收载体 )的接口

处可套上一段约 2 厘米长的橡皮管
,

以利泡沫塑料圆

片与玻管间衔接紧密不致滑脱 (图 1 )
。

632

荡洲热撰娜并扮

1 一吸收瓶 2 一 橡皮塞 3 一通 气管

4 一 像皮竹 5 一 吸氨用泡沫塑料四片

6一防止 外界 氨气干扰用的泡沫 塑料小圆片

7一瓶 底 (供实 验室 测定
,

瓶 底 用作盛」: 容器 )

图 1 吸收装置

(二 )试剂
I M H :

P 0 4
洛矛夜

,

1 八了K O H溶液
,

H o P O `
一 !1油溶掖 (氨吸 l玫剂 ) : z 升济液含 5 0毫

升浓磷酸 ( 比重 1
.

71 )和 40 毫升甘汕
,

i M K C I溶液
,

甲基红一亚甲兰混合指示剂
: 100 毫升 95 % 乙醉中

溶解 .0 12 克甲基红和 0
.

08 克亚甲兰
,

M g O :

注意密封保存
,

如暴露空气需在 650 ℃ 高

温炉中灼烧 3一 4小时
,

S N N a O H溶液
,

2 %硼酸溶液
:

称取 20 克硼酸用热蒸馏水 (约 60 ℃ )

溶解
,

冷却后稀释至 1 0 0 0毫升
:

最后用稀盐酸或稀氢氧

化钠调节 p H至 4
.

5( 定氮混合指示剂显淡红色 )
,

0
.

l o 0 0N 或 0
.

o 2 0 oN H : 5 0 ;

标准溶液
。

(三 )测定挥发性氮的实验室步骤和田间步骤
1

.

泡沫塑料的预处理 试验进行前
:

将泡沫塑料

圆片在 I M H 。 P O `
和 I M K O H溶液中交替挤压洗涤

约 5 次
,

然后用蒸馏水洗净备用
。

操作时带橡皮手套

以防腐蚀皮肤
。

2
。

实验室测定步骤 将预处理好 的泡沫塑 料 圆

片浸泡在磷酸甘油溶液中数分钟
,

取出轻轻挤干
,

然后

将上片的小孔接插到套有橡皮管的通气管上
。

另将经

同样处理
、

浸泡后 的泡沫塑料小圆片稍加挤干塞在通

气管的进 口处
,

以防止外界氦气进入瓶内
。

试验期间每

日更换
。

这样
,

从土壤中挥发的氨气被吸附在泡沫塑料

圆片上的磷酸所吸收
,

并且保证试验处于通气条件下
。

试验处理布置在瓶底盛土容器中
。

布置完毕将瓶底与

瓶身合上
,

检查接 口处使之密合
,

并用透明胶纸加封
。

3
.

田间测定步骤 在田间进行测定时
,

将已装上

泡沫塑料圆片的吸收装置象钟罩似的扣在 试 验 部位

上
,

并压入 土中 3 厘米
。

为防止玻瓶在水田中 下 陷
,

宜用三 根竹竿斜插在瓶壁四周
,

使玻瓶位置固定
。

当

到达预定的测定时间时
,

按垂直方向启瓶取出泡沫塑

料圆片 (勿使接触瓶壁 )分别放置在容器中
,

然后带回

室内分析测定
。

对需要长期测定挥发性氨的试验
,

应

以新处理的泡沫塑料圆片分次按预定时间更换瓶内的

泡沫塑料圆片
,

并分析
、

计算挥发性氨的累积量
。

测定挥发性氨的过程
,
卜

,

土壤本身也会挥发出少

量的气态氨
,

故需设 置对照处理
,

以便对试验处理的数

据进行校正
。

对照处理同样按上述步骤与试验处理同

时进行
。

处理重复数一 般以四个重义为宜
。

4
.

分析方法 吸附在泡沫塑料圆片上 的 拭
·

川

25 。毫升 I M K C I分五次挤压提取 (取直径略大于泡沫

塑料圆片的塑料烧杯和直径 10 厘 米的结品皿各 一 只
,

每次将50 毫升K C I溶液倒入盛有泡沫塑料圆片的结品

皿中
,

用塑料烧杯底部多次挤压后倾出 )
。

提取液收集

在50 0毫升开氏瓶 (或 500 一 1 0 0 0毫升的烧瓶 )中
,

加 2

滴混合指示刘
,

用 S N 入 a 0 H调至提取液 p H 7呈现绿

色为止
。

在蒸馏 (可以 自行安装一个简易的燕馏装置 )

前加 2 克 M g O
:

蒸出的氨收集在 2 %硼酸 i夜中
,

用标准

J 94



表 1 无土条件下不同 t的碳酸氢铁回收率测定

碳 酸 氢 钱 用 量
回 收 率

x士 5 一 (% )

变 异 系 数
C

.

V (9石 )
i

试 验 条 们

0
.

1 0 0克试荆 纯碳酸 纽钱

0
.

1 0 0克肥 料碳酸氢铁 *

0
.

3 0 0克肥料碳酸级按

0
.

4 0 0克肥料碳酸氢按

0
.

5 0 0克肥料碳酸氢铰

0
.

6勺 O克肥料碳徽 纸钱

9 8
。

6士 O
。

1 1

9 8
。

7 士 0
。

04

9 9
。

3 士 0
。

3 2

9 9
。

0士 0
。

3 9

9 9
.

2士 0
。

1 0

9 8
。

4士 0
。 1 9

放皿 7 天
,

7
.

5
“

一 9
.

C

放皿 5 天
, 2 2

。

一 2 7
”

C

放 皿 1 1天
,

9
.

5
。

一 11
.

C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各处理 均重复 4 次
,

注* 者重 复 3 次
。

表 2 土 培 条 件 下 氮 的 测 定 回 收

施入土壤 的氨量 一 氛挥发率% 一 土坡持留氨量 (% )

测得的总氮最 (写 )

( 氮挥发率 十 土坡
持 留 氨 盈 )

平 均 值

丁 士 s 又 ( % )

变 异 系 数

C
。

V ( % )

_ _ ,
_ _

.

_ _ _ }
: 3

.

: ` : 3
.

4
} 。 6

.

: } }
0

.

4 00 克碳酸氢铰 1 “
. J 一 ` J . ,

1
J O . `

!
} 1 9

。

0 1 7 6
。

7 1 9 5
。

7 1 96
。

5 士 0
。

4 { 0
.

7

撤 施 土 表 l
, 。 。 } , , ,

1
。 , 。

l !

一二二
.

二二一
_

{
.

一
一

竺巴
-

_
_ _ `

_
_

_
_

_ 一二竺 _
_ _

_

_止一 竺二吸品一一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_

一
_ _

. 、

{ 24 .5 」 72 .6 」 97
.

1 {
。 ·

5” 。“ , , ` ,
.

10
.

。
{

7 6
.

。
「

“ 5
·

。
1

份 倪 工 * l , 。 。
l

。 。 。
一

。 尸 。
} 习石

。

4 士 0
.

3 0
。

7
’ “ ` “ 一 ` {

` ’ · `

}
` 。 ` 。

{
’ 。

` 0

1
} “ 5 .1 } …

7 ` .8 { “
.69 } 州

注
: 1

.

供试土壤系石灰性上 ( 江苏 响水 )
,

PI 犯
.

1 ,

通过 2 毫 米筛孔
,

土壤含水 最 12
.

15 % .

2
。

在温度 1 3 .

~ 23
“

C 实验室中放盆四 天后 洲定 ,

3
.

土壤持留氮 t 用 Z N k口提取
,

燕馏侧定
。

酸滴定
。

计算
:

挥发的 N H 3量 (毫克 ) “ ( V 一 V 。 ) 义 N X 1 7

V一滴定试验处理所消耗的标准酸体积

V 。
一滴定对照处理所消耗的标 准酸体积

N 一标准酸的浓度

、 挥发

、 卜万黯}鬃
三

悬
下· 100

*
根据施入肥料的含N 量计算

二
、

方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一 )无土条件下挥发氨气的回收试验

称取 0
.

10 0克试剂纯碳酸氢按和分 别 为0
.

10 0克
、

0
.
3 0 0克

、
0

.

4 0 0克
、
0

.

5 0 0克
、
0

.

6 0 0克的肥料碳酸氢钱
,

在无土条件下任供试肥料 自然挥发
,

用上述的实验室

步骤进行挥发性氨的回收率测定
。

从表 1 所示结果可

以看出
,

供试碳酸氢钱的用量不同
,

但氨的回收率都接

近” % (六组试验平均值 9 8
.

9% )
,

变异系数最大不超

过。 .

76 %
。

表明本方法具有较好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

(二 )土培条件下氮的回收试验

许多因子对氨的挥发都有直接影响
。

采用实验室

步骤在土培条件下进行试验
,

虽然试验条件如土坡质

地
、

土壤湿度
、

土壤紧实度等都尽可能控制一致
,

但重

覆间施肥的均匀度很难做到完全相同
,

由于本方法灵

敏度高
,

施肥中的这种差异就会反映在测定结果上
,

因

此
,

在土培条件下测得的氨挥发结果
,

其精密度往往不

如无土条件下高
。

这点从表 2 的试验结果可以得到说

明
。

表 2 是 采用实验室技术在土培条件下进行的氨回

收试验
。

试验对施入肥料的挥发损失氨和土壤持留的

氛都作了分析
。

’

从表 2 的结果看
,

氨挥发率重复之间差异是较大

的
,

然而将各试验区的氨挥发率和土壤持留氨童相加
,

其重复间的结果 (见表 2 测得的总氨量一列 )则十分相

近
。

两种用量的总氨量占施入氨量分别为96
.

5% 士。
.

4

和 96
.

4 士 0
.

3
,

变异系数均小于 1%
。

由此可见
,

在土培

条件下各重复间的差异完全是重复间影响氨挥发的一

些条件的差异所致
。



三
、

二种吸收橄方法的吸奴效率比较 四
、

方法应用举例

在拟定这项方法的过程中
,

我们曾采用密闭条件

下以稀哪酸作为吸收剂的方法和本法进行了吸组效率

的比较
。

对比试验在实验室中进行
,

分别在无土条件

下测定纯碳酸氢按的回收率 (用。
.

1 00 克 N H
;
H C 0 3

放置瓶底容器中任其挥发
,

七天后挥发完毕
,

侧定所吸

收的氮 t ) 以及在土培条件下测定施入土坡碳酸氢按

后的挥发率 (用。
,

4 00 克 N H
`
H C O 。擞施土表

,

在室 内

放里三天后测定 自土体挥发的氮量 )
。

翻酸吸氨 方 法

采用25 毫升 2% 翩酸溶液盛于小烧杯中
,

悬挂在试验装

篮内的上部进行吸收
,

待试验结束
,

根据滴定栩酸所消

耗的标准酸盈计算吸氨量
。

这个方法的特点是整个装

置处在密闭条件下
,

而甘油磷酸一泡沫塑料吸氮方法

则装里内部能通过泡沫塑料孔隙与大气相通
。

表 3 二种方法吸氮效率比较

(一 )不同土滚上旅用硫酸铁后氨挥发的比较

供试土坡为石灰性土 (宁夏省中卫县 )
,

p H S
.

1 ; 微

酸性土 (江苏省无锡县 )
,

p H 6
.

o7
`

采用上述的实验室

步骤在温室淹水条件下进行
。

试验肥料 用 量 0
.

36 克
,

溶于水后施入
。

施肥 7 天后进行测定
。

结果表明 (表

4 )石灰性土壤在供试条件下氮挥发率为 7
.

2 % , 微酸

性土氮的挥发很少
,

仅0
.

6 %
。

表 4 硫酸铁在石灰性土和微酸性土中

氮挥发的比较
*

氮 挥 发 率 ( ;` )

土 坡 —
-

一
- - - -

一
-

一
-

一
_

一 _ _

方 法
组 回收率* (% )

(无土城条件下 )

氮挥发率* * (% )

(土 堵 条 件 下

, , “ 定 值
!
平均位 ` x ` “ 及 ,

{ :
.

:
!

石 灰 性 土 { 7
.

1 } 7
.

2土 0
.

1

} 7
·

3
{

{ 。
.

6

}

丁 土 S又 { C
.利 反 * s 、

{ c
.

v 徽 胶 性 土 0
。

5 O
。

6士 O
。

在密闭装皿

中
,

用 2肠困
徽 吸 好

9 5
.

9士 0
.

2 } 0
.

4 { 4
.

5 士 1
.

0 注
:

试脸期间温度为 11 一 28
O

C

* 很据贾义同志侧得结果

一脸

.3一试

c一
2

一

在通 气装哭
中

,

用甘油
确吸一泡沫
塑 料 吸 抓

9 8 .

6士 0
.

1 0
,

2 18
.

2 士 0
.

6

* 4 次重复
,

试验期间温度 7
。
5

。

一 g O

C
,

* * 4 次重复
,

石灰性土 (江苏响水 )含水 t l二
.

6%
,

期问沮度 2 5
。

一汤
。

C
。

地旱

表 3结果表明
,

在无土族条件下二种吸氨方法同

样都获得了较高的氛回收率
,

试验误差也较小
。

但是在

土培条件下测得的氮挥发率差异却很大
,

用翻酸吸氮

方法的变异系数甚至高达 2 2
.

9%
。

在这项试验的后期
,

我们曾发现该处理的土集表面局部生长有白色霉菌
。

可能密闭容器容易造成高湿条件
,

在温度适宜时有利

于某些嫌气性微生物滋生
。

这里氨挥发率结果显著偏

低
、

精密度差
,

显然是徽生物消耗了部分氮素所造成
。

可见
,

在密闭的土培条件下
,

用这种方法测定气态氮
,

有时会得到不可靠的结果
。

采用甘油磷酸一泡沫塑料

吸氮的方法
,

不仅装 ! 本身处在通气条件下
,

而且在根

据需要每隔一天或数天更换泡沫塑料圆片 (吸收载体 )

的同时
,

进一步改善了装皿内的通气状况
。

另外
,

在吸

收剂中加入适量的甘油
,

在尸定程度上也具有吸湿作

用
。

我们在长期试用本法的过程中
:

一般在3一 7天内更

换一次泡沫塑料圆片
,

尚未发现过土表生长霉菌现象
。

(二 )尿素表施和深施对氮挥发的影响

供试 土城为石灰性浅色草甸土 (安徽省场山县 )
,

p H g
. 。 。

在温室中选用 3 公斤装盆钵
,

模拟早地和水

田 (不栽作物
、

两组进行
。

供试肥料为细粒尿素
,

以每

亩21 公斤计
,

每个处理施用。
.

25 克
,

由土表撒施和深施

5 厘米两种方法施入
,

4 次重复
。

整个试验周期为 20

天
,

每隔 10 天取样测定
,

共测 2 次
,

结果列于表 5
。

表 5 石灰性土表施和深施尿素氨的挥发

氮 挥 发 率 ( % )

处 理 一

—
一

}
-

一 - -
-

-

一一
施后 10 天 {施后 10 一即大 切天 累 训

}

撤 施

深 施

撇 施

深 施

7 3
。

5 士 1
。

飞 ( 5
。

3 士 O
。

0 7 8
。

8

3
.

9 土 0
.

6 7
.

6 士 0
.

4 1 1
.

5

1 9
。

1 士 0
。

6 1 8
。

6 士 O
。

5 } 37
。

7

13
.

5 士 1
。

4 15
。

9 士 0
。

7 1 29
。

4

注
:

1
。

试脸期问温度为 6 。

一 2 5 O

C

2
。

早地含水量 13
.

2 %

从表 5 可看出
,

早地表施处理在施肥后的前10 天

氨挥发率达 73
。
5%

,

后 10 天显著下降
夕

仅 5
.

3%
,

加大的

累积量为 78
.

8%
。

而早地深施处理前 10 天的挥发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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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

9%
,

后 10 天为 7
.

6%
,

20 天的累积量为 1 1
.

5%
。

两

者相 比
,

早地深施氨挥发量仅为表施的 1八左右
。

同样
,

水田深施的氨挥发率也比水田表施小
,

但没有早地的

结果那样悬殊
,

两者 20 天的累积量相差 8
.

3 % (达到统

计上显著
,

P < 。 .

0 5 )
。

这项试验证实了尿素深施同样可减少氮的 挥 发
,

而早地的效果尤为显著
。

五
、

几点说明

( 1) 应用本方法
,

一人操作
,

测样批量 30 个左右
。

为了避免空气中氨污染所造成的误差
,

蒸馏前的操作

步骤一般应在当天完成
。

( 2) 本方法中供吸收氨气用的泡沫塑料圆片最大

吸氨量为 1 20 毫克 (根据测定磷酸甘油溶液浸泡前后碑

酸浓度的变化计算 )
。

在实测中也证实 1 20 毫克氛可完

全被泡沫塑料圆片所吸收
。

由于泡沫塑料圆片吸附磷

酸甘油溶液量不是准确控制的
,

因此实际应用时
,

泡

沫塑料圆片的最大吸氮量似以 不超过 100 毫克为好
。

( 3) 提高本方法的精密度首先是注意各处理重复

间的操作应尽量做到一致
,

也可 以适当增加垂熨次数

或者选用体积大些的吸收装置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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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土壤分类和土壤调查研究情况
`

袁 嗣 良

美国第七次
_

L壤分类草案中的分类系 统 共 分 六

级
,

即土纲
,

亚纲
、

土类
、

亚类
、

土族和土系
。

这个分类

系统的组别数
、

各单元的主要划分标准见表 1
。

土纲是土城分类系统的最高级分类单元
、

全美共

分为十个土纲
。

这十个土纲与联合国粮农教科文组织

所编世界土城图与非洲土城 图 图例 在 土 纲一级的异

同
,

可见表 2
。

土纲是按成土过程来划分的
,

其具体划分标准见

表 3
。

土纲的命名是用一个名词缩写的组成单元来表示

的
,

其名称的组成单元及含意见表 4
。

亚纲是按土坡相近的发生性质来划分的
。

亚纲名

称的组成单元及含意见表 5
。

亚纲的名称是由亚纲组成单元和土纲组成单元二

者拚接起来的
。

例如 U d u l t = U d + u l t

湿老成土 (湿 润的水文状况 ) (老成土 )

P , a m m e n t = P s a m m + e n t

砂新成土 (砂土质地》 (新成土 )

土类是按发生层种类的相似程度等来划分的
。

土

类名称的组成单元及含意见表 6
。

土类的名称是由土类的组成单元和亚纲的组成单

元二者拚接起来的
。

例如 P a l e u d u l t 二 P a l e + u d

古湿润老成上 (古老发育的 ) (湿润的水分状况 )

+ u l t

(老成上 )

Q u a r t z i P s a m m e n t = Q u a r t z i + P s a m m

石英砂质新成上 (裔石英含量 ) (砂土质地 )

+ e n t

(新成土 )

亚类为土类的中心概念组别
。

其名称是由所属土

类名称用一个或更多的形容词加 以修饰而组成的
。

例如 T y p i e P a l e u d u l t v s

典型 古湿润老成土 相对于

* 本文系美国佛 , 里达大学美箱土搜 化学教授袁用 良博士 于 1 9 7 9 年 7月 10 日在中国科学院南京上搜研 究所的学术报

告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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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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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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