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淹 水 土 壤 中绿 肥 分 解和 重 金 属 的溶 解度
,

丁 昌 璞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C e e e a n t i B r u n e l l o

(意大 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土坡化学研究所 )

将萦云英
、

稻草干粉 (按土重的 5 % )分别加入中

国砖红镶
、

第四纪红粘土
、

黄棕壤
、

意大利红砂土
、

近

海沉积性砂土和阿尔卑斯山灰化土中
,

然后加入六价

铬s o p p m (重铬酸钾溶液 )
,

并作某些对照处理
,

在室

温下培育
。

在培育过程中
,

分期取样进行分离和测定
,

以了解绿肥分解产物 , 格的还原和吸附 , 铁
、

锰的溶

解度 , 及其动态变化和由此而引起的其它土壤性质的

改变
。

用凝胶层析法 ( G e l e h r o m a t o g r a p h y B i o 一 g e l

P Z )得到分子 t 大小不同的水溶性有机物质
,

其组数

随培育时间而变化
,

培育中期 (第六天 )为 4 一 5 组
,

末期 (第45 天 )减至 2 一 3 组
,

其中分子量大于 2 0 0 0的

物质较为稳定
,

而分子童低于 1 0 0 0或5 00 者变化 最大

甚至消失
。

这类某些带有狡基和胺基功能团的物质能

与铬
、

铁
、

锰形成络合物
。

用等电聚焦 ( I s o e l e e t r i e f o e u s i n g )技术进一步

侧定了凝胶层析的渗流液
,

证明各组水溶性有机物质

包含分子 t 不等和等电点不同的两性物质
,

扫描分光

光度分析发现
,

在聚丙烯跳胺凝胶 柱 ( C yl in d ir o al

p o l y a e r y l a m i d e ` e l ) 上的酸性区和碱性区都呈现

强度不同的色带
,

其在两 区分布的情况随培育时间而

异
,

说明两性物质电荷性质的变化
,

补充了凝胶层析的

结果
。

紫云英和稻草的分解产物作为电子的主要提供者

能很快地将六价格还原为三价格
,

紫云英的还原能力

更甚于稻草者
。

对照处理结果表明
,

土坡对六价铬有

明显的吸附作用
,

其中中国红壤在培育初期 (第二天 )

即可吸附加入铬量的80 % 以上
,

意大利砂土仅为 20 %

左右
。

有机质的加入可减弱上述差异
。

在有机质存在情况下
,

大里铁
、

锰氧化物被还原

而转入溶液
,

培育初期溶液中即有相当数量的亚锰
,

到

培育中期特别在后期
,

才有大量亚铁出现
,

锰先于铁

还原
,

符合
“

顺序还原
”

作用
。

对照处理的亚铁
、

锰量

一直很低
,

说明土壤中亚铁
、

锰的出现是有机 还原性

物质作用的结果
。

由于紫云英分解释放的有机还原性

物质的还原性较稻草者为强
,

所以前者还原的铁
,

锰

数量多于后者
。

绿肥提供的活性还原性物质数量因其种 类 而 不

同
。

紫云英较稻草大 3
.

7倍
。

因此
,

在绿肥的作用下
,

土城的E h虽可急剧下降
,

但对于土壤 十 紫云英体系
,

其 E五值降低的幅度较土坡 十 稻草者为大
,

培育中期尤

甚
。

此时土城的E h值与活性还原性物质数量的相关系

数为 一 。
.

8 3 5 * * * 。

不同土壤对绿肥还原作用的级冲性

是不同的
,

表现在 E h下降的幅度大小不一
,

中国土壤

的缓冲性大于意大利土壤
,

可能是由于中国土壤含有

大量氧化铁
、

锰所致
。

实验结果还表明
,

六价铬的存在

有阻止 E h降低的作用
。

例如加铬和有机质处理 的 E h

在培育初期都在 40 0毫伏以上
,

直到培育中期才明显下

降
,

而无铬处理的 E h却降至 2 00 毫伏左右
,

有的甚至为

负值
。

在整个培育过程中
,

所有处理的 p H 平稳
,

变幅

小
。

* 本工作系作者在 t 大利所进行的合作研究
,

论文提供给 19 8 3年十月在美 国召开 的第六届国际环境生物地球 化 学 讨 论

会
,

作者对会议出版的本文摘要作了些增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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