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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在土壤肥力中具有多方面 的作用
。

首先
,

它是植物养分 的来源
。

我国主要土壤表

土中大约 80 一 97 % 的氮①
、

20 一 76 %的磷 〔’ · “ 〕 、

38 一 94 % 的硫② 即以有机态存在
。

在有机质分

解过程中
,

这些养分将逐步释出供植物吸收利用
。

其次
,

有机质能够改善土壤的结构和物理化学

性质 (缓冲性能
,

吸附
、

离子交换性能和络合能力等 )
,

为植物生长提供一个较好的土壤物理环境

和化学环境
。

实践证明
,

只有含有适量有机质的土壤生态系统才具有较大的抗逆性
,

作物才能稳

产高产
。

土壤有机质具有上述这些作用决定于它的组成和性质
。

因此研究有机质组成
、

性质和含量

的变化规律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土壤肥力的实质
,

而且将为制定合理的轮作
、

施肥制度提供科学

根据
。

五十年代以来
,

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工作
,

本文将根据所得到的一些结果
,

首先叙述

我国主要土壤中有机质的特性
,

然后讨论保持和提高有机质含量的一些问题
。

一
、

土壤有机质的组成

土壤有机质包括种类繁多的各种化合物
,

主要的有碳水化合物屯含氮化合物和腐殖物质三大

类
。

其它类别化合物的数量很少甚至极微
,

例如
,

表土中脂蜡的含量一般在 2一 6%间 (占有机碳总

量的% )
,

某些芳酸的含量仅几个 p p m ,

但它们在土壤形成和土壤肥力中也起有不可忽视 的作用
。

、

1
。

碳水化合物

我国主要土壤表土中碳水化合物 的含量约 占有机质总量的 17 一 30 %
,

其中六碳 糖 占 9一

21 %
,

五碳糖占3一 8%
,

氨基糖占2一 7 %川③④
。

它们是微生物来源的各种多糖的混合物
。

部分碳水化合物与土壤矿质部分结合在一起
,
部分碳水化合物存在于未分解和半分解的植

物残体中
。

比重分级 的结果表明
,

在一些 自然植被下的表土中
,

后者 (轻组
,

比重 < 1
.

8) 中的五

碳糖量占全土五碳糖总量的10 一 40 % ③
。

部分碳水化合物常随腐殖物质一起分离析出
,

通过反复溶解
、

沉淀或层析可在很大程度上将

二者分离开来 〔”〕 。

看来
,

它们主要是通过氢键结合在一起
。

纯化后的腐殖物质中虽仍常含有少量

的碳水化合物 (约 占腐殖物质碳的 0
.

9一 4
.

2% )
,

鉴于腐殖物质的分子量并不很大
,

它们可能并不

是腐殖物质的组成分
。

2
.

含氮化合物

由于氨基酸
、

多肤等是腐殖物质的主要组成分之一
,

而现时尚无法将含氮化合物与腐殖物质

中的含氮组成分区分开来
,

因此还不确切知道这类化合物在有机质中所占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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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腐殖物质的组成分在内
,

结合态的氨基酸和氨基糖是土壤中目前已知的主要含氮化合

物
。

各主要土壤表土酸解液中氨基酸态氮一般占全氮的 20 一 42 %
,

氨墓糖氮占 1一 8%
,

被态氮占

2 8一 40 %
,

其余为未知态的水解性的和非水解性的氮素 〔4〕④⑤
。

氧化酸解的结果表明
,

在非水

解性氮素中
,

相当一部分是以 N 一
苯氧基氨基酸态存在⑥

。

生命体和与酚类化合物连接的多肤中的氨基酸态氮均较易矿化
。

在氮素转化研究中
,

借助

于 BI N技术
,

可清楚地看到氨基酸态氮含量与氮素有效性之间的平行关系 〔 5 〕 。

荒地开垦后
,

在

土坡全氮含量显著降低的同时
,

氨基酸态氮的相对含量也有降低的趋势⑤
。

但不同肥力水平的同

种土城之间在氮基酸态氮的相对含量上并看不到有何差异
。

各主要土坡表土的氮素形态分布也基本相似
,

无规律性的变异
。

氨基酸态氮和氮基糖氮的相

对含 t 大多随剖面深度而降低
,

馁态氮 (酸解液 )则随剖面深度而升高
。

3
.

度班 . 质

腐殖物质是有机物质腐解过程中形成的一类特殊物质
,

按溶解度的不同
,

分为胡敏酸 ( H A )

和富里酸 ( F A )
。

可见
、

红外光谱和酸解的结果表明
,

胡敏酸和富里酸具有相似的化学结构
、

同样的含氧功能

团以及氮基酸等组成分④⑥
。

但是
,

它们之间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

首先
,

在元素组成方面
,

胡敏酸中的碳
、

氮含量较富里酸高
,

氧含量显著较低
。

这一点在对比

同一土城中的该二组物质时
,

表现得更为明显
。

我国主要土壤中胡敏酸的碳含量在50 一 60 %间
,

氮含量在 2
.

8一 5
.

9%间
,
( O + S )含量在 31 一 41 %间

。

富里酸的相应数值则分别为 43 一 53 %
, 1

.

6

一 4
.

3%和 40 一 50 %
。

两组物质 的氢含量虽无显著不同
,

但由于碳含量的差异
,

因此它们的C / H 比

值也不 同
。

胡敏酸的C / H 比值常大于富里酸 (表 1 )
。

其次
,

在含氧功能团方面
,

虽然胡敏酸的酚经基
、

酮基和甲氧基的含量与富里酸没有明显的

不同
,

但其狡基和醇轻基的含量均较富里酸低
,

酿基较富里酸高
。

我国主要土壤中胡敏酸的梭基

含最在 27 。一 480 毫克当量 / 1 0 0克间
,

醉经基在 22 。一 4 3。
、

醒基在90 一 1 81 毫克当量 / 1 0 0克间
。

富里

酸的相应数值分别为 64 0一 8 5 0
、

50 0一 600 和 50 一 60 毫克当量 / 1 0 0克 ( 表 2 )
。

梭基的酸性也不同
,

富里酸中抉基的酸性较胡敏酸强
,

前者的 P K
,

值一般在5
.

20 一 5
.

60 间
,

后者一般在 3
.

98 一 4
.

27

间⑧
。

第三
,

与同一土坡中的富里酸比较
,

胡敏酸的化学稳定性较高
,

在同样酸解条件下 ( 6N H CI
,

表 1 我国主要土壤表土中腐殖物质的元素组成 (无灰干基 )

腐 殖 暇 C % H % 0
+ S % H %

胡 敏 嗽

( n = 3 9 )

t 里 徽

( n = 1 2 )

50
.

4一 5 9
.

5 5
。

1

4 3
.

4一 5 2
。

4 6
。

5

3 1
。

3一 40
。

3 5
。

9

互0
。

1一 4 9
。

4 5
.

9

。

8一 5
。

4 。
2

。

6一 4
。

2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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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 ,

1 6小时 )
,

胡敏酸 的水解性氮在 66 一 88 % ( 占全氮% )间
,

富里酸在 79 一 90 % 间
。

空气氧化

( 1 7 0 ℃ , 6 0 0小时 )的结果表明
,

胡敏酸的热裂失重一般在 31 一 47 % 间
,

富里酸则多在 34 一 54 %

间⑥
。

氧原子分布的计算还指出
,

富里酸中95 % 以上的氧原子均存在于各含氧功能团中
,

胡敏酸

的相应数值为 62 一 91 %
,

平均为 70 % ( 甲氧基未计入 )⑧
。

这说明胡敏酸的各组成单元之间部分地

可能是通过醚键相连接
。

第 四
,

同一土壤中的二组物质比较
,

胡敏酸 的分子量恒大于富里酸
。

根据现有资料
,

我国土

壤中胡敏酸的数均分子量在 8 90 一 2 7 7 0间
,

富里酸在 67 。一 1 4 5 。间
。

最后
,

二组物质 的 X 一
射线衍射谱和可见波段的光密度也不同

。

各土壤中胡敏酸的 ( 0 0 2) 光带

( 3
.

45 人 )虽强弱不等
,

但一般均较富里酸明显
; 反之

,

其丫光带 ( 4
.

1一 4
.

8人)则远较富里酸弱
。

就可 见波段的光密度而言
,

胡敏酸恒大于富里酸
。

( 0 0 2) 光带表征碳圈的有序度
, 丫光带表 征脂肪族支链

。

上述结果说明
,

胡敏酸中芳族结构

的相对含量较富里酸多
。

C / H比值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

胡敏酸
、

富里酸的结构单元还不清楚
。

根据现有资料
,

胡敏酸中脂肪族结构约 占一半左右⑧
。

据此
,
C / H比值在12 以上的胡敏酸中当有稠环结构

。

入
; 。 。
处的吸收是芳核 C 二 C双键和功能团中不成对

二 电子跃迁的反映
,

因此
,

E
;

可表征腐

殖物质的芳化度和分子量〔 7〕 。

相关分析表明
,

E
`
既与数均分子量呈显著正相关

,

又 与 C / H 呈

极显著正相关
,

它较 E
`
/ E

。
比值能更好地表征腐殖物质的结构特征 (表 3 )

。

胡敏酸的 E
`

值较大

是它的芳化度和分子量较富里酸大的反映
。

表 2 我国主要土壤表土中腐殖物质的含氧功能团

(毫克当 t / 克 )

含含 氧 功 能 团团 胡 敏 酸酸 畜 里 酸酸

狡狡 墓墓 2
。

7 5一 4
。

8 111 6
。

39一 8
。

4 555

阶阶 经 基基 2 。 2 1一3
。

4 777 1
。

4 3一 2
。

5 777

醉醉 轻 墓墓 2
。

2 4一 4 。
2 666 5

。

1 5一 5
。

8 111

配配 基基 0
。

90一 1
。

8 111 0
。

5 4一0
。
5 888

用用 基基 0
。

3 2一 2
。

0 666 1
。

4 3一 2
。

5 444

甲甲 斌 基基 0
。
3 2一 0

。

9 555 0
。

3 999

表 3 E
` 、

E 4

/ E
。
与数均分子 t (又n )

、

C / H的

相关系数

EEEEE --- E 一 / E
...

MMM nnn 0
.

8 6 9*** 一 0
。
8 5 5***

CCC /HHH 0
。
8 5 7*** 一 0

。

6 2 777

根据资料⑨计算
资料来源

:

⑥ ⑧ ⑨
。

总结上述
,

富里酸是分子量和芳化度较小
、

酸性较强因而也是较胡敏酸更为活泼的一组物

质
,

但它们二者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
。

事实上
,

不同土壤中无论胡敏酸或富里酸均各不

同
。

二
、

不同土壤中腐殖质组成的变异

腐殖物质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生物学过程
。

现有资料说明
,

土城腐殖质的组成和性质随生物

气候条件而异
。

黑土不但是我国自然植被下腐殖质储量最多的土壤
,

且其腐殖质中胡敏酸的相对

含盘最高
,

芳化度和分子量也较大
。

由黑土带往西
,

依栗钙土
、

灰钙土
、

摸土带的次序
,

在土壤腐

殖质储量逐渐减少的同时
,

腐殖质中胡敏酸的相对含童
、

分子量和芳化度也逐渐降低
。

黑土的

H A / F A 比值通常在 1
.

5一 2
.

5间
,

栗钙土一般在 1 以上
,

灰钙土
、

灰漠土的 H A / F A 比值一般仅在

0
.

6一 0
。
8间

。

由黑土带的暗棕壤往南
,

经黄棕壤带至红壤带
、

砖红壤带
,

同样也可看到腐殖质中胡敏酸的

相对含 t
、

芳化度及分子量等降低
,

活性胡敏酸的相对含量不断升高的现象
。

暗棕城的 H A /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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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一般在 1一 2间
,

活性胡敏酸在 40 一 65 % 间
。

黄棕壤的 H A / F A 比值一般在。
.

45 一。
.

75 间
,

活

性胡敏酸在 5。一85 %间
。

至砖红壤
,

其腐殖质不但以富里酸为主体 ( I IA / F A ( 。
.

朽 )
,

且其胡

敏酸的活动性很大
,

它们几乎全部以游离态存在 (表 4 )
。

表 4 自然植被下几种代表性土滚的腐殖质组成

士 集
}

_

} H A

地 点 } C % }
} } ( 占全 C % )

::::

一勺Ot口1占n石,ón
, .一

.

…

一ùFA

HA

ōFA邪ō占

月匕1
1.̀1QU八科, 1门̀

.

……
né月了óónod.工Qé叮山q̀,白

..ù11,妇
,1月

.

直

ùó尸aQùùb户nn
J任弓山

.

…
n甘巴d,1心
.二

照 土

莱 钙 土

灰 钙 土

灰 摸 土

暗 棕 城

黄 棕 城

红 城

砖 红 城

黑 龙 江 嫩 江

黑龙江海拉尔

新 觅 伊 犁

新 疆 纳 玛 斯

黑 龙 江 伊 春

3
。

5 0 } 5
。

8

活 性 H A

、 `L工H A 总量% )

3 5
.

8

2 3
。

6

0

0

4 4
。

5

5 8
。

6

9 3
。

4

9 3
。

1

京州山南广福苏东东江广广

资料来薄
: 〔 7 〕⑧

。

高山地区
,

土澳呈垂直带分布
,

H A / F A 比值和胡敏酸的芳化度也明显地按高山草甸 土
、

亚

高山草甸土
、

高山寒漠土的次序而变小⑦ 。

腐殖质组成和性质的这种地带性变异不但可见于 自然植被下的土纵 而且也可明显地见于

早耕条件下的耕地土壤
。

例如
,

发育于黄土母质的各种古老耕地土壤
,

其腐殖质的组成和性质即

依生物气候带的不同由南向北呈现 出很有规律 的变化〔6, 幻
。

和 自然植被下的土壤比较
,

各地早

耕条件下的耕地土坡的 H A / F A 比值和胡敏酸的芳化度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
,

活性胡敏 酸的相

对含量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

但大体上二者仍相近
。

水耕条件下的耕地则有所不同
。

特殊的土壤水分状况使各地水稻土的腐殖质组成和性质具

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

和同一地区的自然植被下或早耕条件下的土壤 比较
,

它的H A / E A 比值 显著

较高
,

胡敏酸的芳化度常较低
。

虽然如此
,

不同地带的水稻土比较
,

仍然可以看到地带性的烙印
。

由表 5 可见
,

从暗棕壤带至红壤带
,

和自然植被下的土壤一样
,

水稻土的腐殖质逐渐向分子量

和芳化度较小
、

活动性大的方向变化
。

表 5 不 同 土 带 的 水 稻 土 的 腐 殖 质 组 成

土 带 二 …
C ·

(占全 C % )

FA } ” } 活 性
HA 厂

! H A / F A {
_ _

」 E .

( 占全 C% ) {
’
(占 H A总全 % ) }

暗 棕 坡

黄 棕 城

红 坡

砖 红 城

:::;

:::

。

9 6

。

8 6

{

一
吉ù尔州南延南广雷林苏东东七目江广广

资料来浑
: 〔 7 〕 ⑧

。

上述各种土壤腐殖质组成的变异表明了水热条件对腐殖质形成过程的影响
。

看来
,

腐殖质

的组成与一定水热条件的组合有关
。

排水不良或渍水有利于胡敏酸的积累但不利于胡敏酸芳化

度的增大 , 高温或常年低温既不利于胡敏酸的积累
,

又不利于胡敏取芳化度的增大
。

除水热条件外
,

毋质也对腐殖质形成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

母质首先是通过对微生物 区系和

活性的影响而显示其作用
。

同一水热条件下石灰性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

,

其 H A / F A 比值和胡敏 酸

里县初



的光密度值常显著地较非石灰性土壤为大
,

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

另一方面
,

不同粘粒矿物催

化酚类化合物和氨基酸发生聚合反应的能力不同
,

因而也可能对腐殖质的组成和性质产生影响
。

因此
,

不但 同一地带的土壤
,

其腐殖质组成和性质可因土壤母质不同而异
,

而且上述从暗棕壤带

至砖红壤带各土壤腐殖质组成的变异
,

除生物气候条件外
,

也可能部分地与土壤母质不同有关
。

三
、

土壤有机质的比重和粒径分级

土壤中各种有机物质的比重约在 1
.

3一 1
.

6间
,

比矿质部分的比重 ( 2一 4
.

0 )小得多
。

但它们

中有的与土壤的矿质部分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

有的仅系机械地混存于其中
。

因此
,

可 以用重液

法将它们分离开来
。

与土壤矿质部分机械混存的有机物质主要是未分解的植物残体 (一般称为
“

轻组
”
)

。

腐解试验的结果表明
,

轻组的含量与进入土壤中的有机物料的化学组成和其腐解条件有关
。

有机物料的木质素含量较高或环境条件不利于微生物的活动 (如低温
、

渍水等 )均将导致轻组的

相对含量增高印 〕 。

但在 自然条件下
,

尽管不同土壤的植被及有机物质分解的环境条件差 异 很

大
,

其轻组的相对含量并看不出有何规律性的变化
,

一般多变动在 7 一36 %间 (占土壤有机质

总量的% ) 〔 4
,
10 〕③

。

利用超声波振荡将团聚体完全分散
,

然后用沉降法将土壤分成不同粒径的级分
。

不同粒径

的级分中有机质 的含量和组成均各异〔 4 〕L
。

在酸性水稻土等淋溶作用较强烈的土壤中
,

有机碳

含量以细粘粒 ( 乙 1微米 )中为最多
,

随粒径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减少 ; 在盐基饱和的中性水稻土土

壤中
,

有机碳含量则以粗粘粒 (1 一 2微米 )或细粉砂 (2 一 5微米 )中为最多
。

氮含量的变化趋势基

本上和有机碳同
。

从有机质的组成看
,

各种土壤均以其粘粒级分中的有机质
、

特别是氮的有效

性最高
。

这表现在该级分中
:

( l) 有机质的提取率最高
,

( 2) H A / F A 比值最 低
,

( 3 ) C /有机 N

比值最大
,

和 ( 4) 易脱氨的化合物的相对含量较高
。

此外
,

粘粒级分 中碳水化合物的相对含量

也较低
,

且主要为微生物来源的多糖 ; 反之
,

较粗粒径级分中碳水化合物的相对含量既较高
,

植

物来源 的多糖的比例也较大 (表 6 )
。

枯粒级分中有机质和氮素的浓度较大和有效性较高的事实说明
,

粘粒在保持土壤有机质方

面起着较大的作用
,

这一粒径的有机一无机复合体在土壤肥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但是
,

这并

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有机质和氮素都主要集中在粘粒级分中
。

如上所述
,

在一些盐基饱和的

土壤中
,

粘粒中的有机质浓度常较细粉砂级分中低 , 即使在淋溶作用较强的土壤中
,

尽管粘粒

级分中有机质的浓度最大
,

但当土壤质地较轻粗时
,

该级分中的有机质仅占全土有机总量的一

部分
,

大部分有机质仍分布于粉砂级分中 (表 7)
。

不同土壤矿质部分 的组成虽有很大差异
,

但它们在各粒径级分中的分布却有很多共同之处
:

层状硅酸盐和氧化铁
、

铝集中于粘粒级分
,

较粗的级分中为石英和某些原生矿物
。

不同土壤各

粒径级分中有机质含量和组成的变异趋势甚为一致的事实表明
,

有机质中一定组成
、

分子大小

和构型
’

的化合物优先地与一定的矿质部分相结合
。

下述的实验结果似 乎也支持这一点
: 同一土

城母质通过加入不同量的植物残体并培育两年后所得到的土样 ( 已去除了轻组 )
,

其各粒径级分

中有机质的含量基本上随全土有机质含量的增高而呈比例地增高@
。

四
、

土壤有机质含最的动态平衡

土壤有机质处于不断地分解过程中
。

同时
,

无论在自然植被或耕种条件下
,

由于死根
、

根

⑧ 文启孝等
,

1 9 8 2
,

影响有机质 在各粒 级中分布 的因素
。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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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泌物
、

凋落物 (耕地条件下为残茬和各种

有机肥料 )等的加入
,

又不断得到补充
。

土壤

有机质含量的变化即决定于每年分 解掉 的和

每年新生成的有机质数量的相对多少
。

在生长良好的自然植被下
,

每年进入土壤

的有机物质数量较多
。

如在热带雨林
、

季雨林

表 7 有机质在各粒径级分中的分布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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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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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除去死根
,

根的分泌物和自然死亡的大树以外
,

仅凋落物每年即达 10 一 11 吨 /公顷
;
在五花草

绪下
,

除死根和根的分泌物外
,

仅地上部分每年即达 4
.

7吨 /公项 (表 8 )
。

较长期发育在这些植被

下的土壤
,

其有机质含量常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

耕垦后
,

作物每年生成的生物量无论较在自

然植被下生成的生物量多或少
,

.

由于其中绝大部分均作为收获物取走
,

因而进入土壤的有机物

质数皿常较在自然植被下的少
。

另一方面
,

耕地耕作频繁又加快了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

因此
,

这

表 8 不同自然植被下的凋落物 t (或地上部分的生物 t )和它可能形成的土壤有机质蛋

植 被 类 型 I 土 坡

调落物或地 上部分

(吨 / 公顷 )

可能形成的土
城有机质童
(吨 / 公 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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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土壤耕垦后
,

有机质含量将不可避免地减少
。

灰漠土以及强度侵蚀的红壤
、

砖红壤荒地则是另一种情况
。

这些土壤或者由于干旱
,

或者

由于酸度高和氮
、

磷
、

钾等养分贫瘩
,

因此
,

自然植被生长不良
,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耕垦后
,

通过灌概
、

施肥等措施消除了上述限制作物生长的因素
,

增加了进入土壤的有机物质的数量
,

有

机质含量常逐步增加 〔1 4一 16〕 。

欲预测这些土壤或其他任何土壤在一定生态系统中有机质含量将降低或升高到某一数值及

其所需要的时间
,

必须知道每年分解掉的和新生成的有机质的数量
。

1
。

影晌腐殖化系数的因素

土壤有机质的年生成量决定于每年进入土壤中的有机物质的数量和单位有机物质形成的土

壤有机质的多少
。

鉴于每年不断有有机物质进入土壤
; 而各种有机物质进入土壤后

,

大都是第

一到第三个月内分解最快
,

以后逐渐变慢
,

一年 以后分解速度即趋于稳定〔17 〕 , 此外振荡分 散

一重液法的结果还表明
,

除较难分解的植物残体外
,

分解一年后未分解和半分解的植物残体量

一般已很少 〔的 因此
,

可以用腐殖化系数 (单位重量的有机物质碳在土壤中分解一年后的残留碳

量 )作为有机物质转化为土壤有机质的换算系数
。

影响腐殖化系数的因素很多
,

首先是有机物质的化学组成
。

不同化学组分的分解速度不同
,

水溶性物质
、

苯醇溶性物质
、

蛋 白质和半纤维等组分分解快
,

木质素分解慢
。

大量田间腐解试

验结果都表明
,

有机物质的腐殖化系数与其木质素含量呈正相关 (表 9 )
。

应当指出
,

腐殖质形成是生物化学过程
,

各种有机化合物都是形成腐殖质的原料
。

有机物

质的腐殖化系数与其木质素含量呈正相关决不意味着不含木质素的有机物料就不能形成形成腐

殖质
。

氧气不足时微生物的活性将受到抑制
,

因此
,

同一有机物质在渍水条件下的腐殖化系数常

较在早地条件下的为大 t9, ’ “ 〕 ,

特别是木质素含量高的有机物质是这样
,

因为渍水条件不利于分

解木质素的真菌
、

放线菌等微生物的活动
。

但是
,

这只是当早地土壤中的水分含量适当时才是

如此
,

如土壤水分不足
,

则二者间往往看不出有规律性的差异 , 在半干早地区
,

甚至将出现相

反的情况
。

土壤性质是影响有机物质分解速率的另一个因素
。

用不同土壤在同一地点进行的试验结果

表明
,

有机物质在红壤中的腐殖化系数较在黄棕壤中的为大
。

显然
,

土壤 p H值对腐殖化系数有重

要的影响 (表 1 0 )
。

同一地区不同类型土壤上腐殖化系数的结果还表明
,

土城中游离碳酸钙的存

在和质地轻粗将有利于有机物质的分解
。

表 10

表 9

地 点

有机物质的腐殖化系数与其木

质紊含量的关系〔 17
、

18 〕

土滚性质和气候条件对腐殖化系数

的影响〔 17〕 (水田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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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

年均温 2 1
.

8℃ , 年降水 t 1 6 2 3毫米
.

无锡 : 年均 温 1 5
。

4℃ . 年降水 盈 1 0 7 0奄米
.

一
9135

水早水州锡无广

一般来说
,

在 5 一 35 ℃之间
,

温度愈高
,

微生物的活性愈强
。

因此
,

温度对腐殖化系数有

较大的影响
。

但是
,

影响微生物活性的不仅是温度的高低
,

更重要的是温度与水分的组合情况
。



同时
,

土壤性质如 pH值和粘粒含量等也影响有机物质的分解速率
。

此外
,

即使其它条件相向
,

但由于不同土壤的微生物要求不同的适宜温度
,

因此
,

不能期望在任何情况下温度会表现出象

对化学反应那样明显地影响
。

林心雄等在研究早地有机物的分解时观察到
,

较难分解的有机物

质如芒箕等在海南岛早地的分解速率虽较在南京早地显著大一些
,

但较易分解的有机物质如飞

机草等在两地的分解速率就没有任何异差。
。

表 10 的结果也表明
,

尽管广州的年均温较无锡高

6
.

4 ℃ ,

但同一有机物质在广州红壤中并不比在无锡黄棕壤 中分解得快
; 只有当土壤介质 相 同

时
,

才可以看到温度的影响
:

同一有机物质在广州的分解速率无例外地 要 比 在 无锡 的大 一

些
。

2
.

激发效应

加入有机物质后往往会加快 (正激发 )或减缓 (负激发 )土壤原有有机质的分解
。

利用 “ C 均

匀标记的紫云英曾观察到
: ( l) 加入紫云英后最初几天出现较强的正激发

,

随后逐渐减弱
,

再以

后既出现微弱的负激发
,

也出现正激发 多 ( 2) 激发效应的符号与有机物质的组成有关
,

易分解

的组分
,

如热水溶性物质等产生正激发 ; 纤维素
、

木质素等组分产生负激发 ; ( 3) 激发量肺加

入的紫云英数量呈比例地增大 ; ( 4) 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或同一土壤活性有机质较少的
,

其激

发率较高〔 1的
。

这些结果是在土壤含水量为最大饱和含水量的60 %下得到的
。

它说明
,

在特 定

的条件下
,

施用绿肥有可能无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但是
,

田间的土壤含水量并不是随时都

保持在最大饱和含水量的 60 % 左右
,

P al 等 〔20 〕报道
,

土壤含水量严重影响激发效应
,

在含水量

为 60 %W H C时将产生正激发
,

而当含水量为 30 %或 1 50 % W H C时
,

在整个试验期中均将产生 显

著的负激发
。

考虑到田间的实际情况
,

看来
,

在水稻土中施用绿肥不会加速土壤原有有机质的

分解 , 在早地土壤中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会对土壤原有有机质的分解产生显著的影响
。

3
。

土滚有机质的分解速率

现时有关我国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的研究还极少
。

已有的关于黑土
、

白浆土
、

砖红壤等荒

地开垦后土壤肥力演变的研究
,

虽然提供了有机质含量变化的资料
,

但由于
: 〔1) 代表不同开

垦年限的土壤样品缺乏严格的可比性
,

和 ( 2) 采集样品时忽视了土壤的高度不均质性
,

因而并

不能据以估计那些土壤中有机质的年分解速率
。

历史悠久的农业地区
,

既无长期定位试验
,

耕

作
、

施肥制度又迭经改变
,

更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料
。

有机碳和有机氮的矿化速率在一年的时间内大休上可看作是成比例的
,

因此
,

可以根据无

氮肥区上作物吸收的氮量估算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率
。

当然
,

无氮肥区上作物吸收的氮并不完

全来自土壤有机质
,

它还来自生物固氮
、

降水
、

灌溉水和空气等
,

另一方面
,

矿化释出的矿质

态氮除作物吸收外
,

还将通过淋失
、

逞流
、

反硝化和挥发等途径而损失
。

因此
,

用这种方法得

出的数值只能看作是土壤有机质分解速率的极其粗略的近似值 (视土壤类型和种植制度的不同
,

该值或者为可能的最高值
,

或者为可能的最低值 )
。

在太湖地区
,

在单季稻一麦或双 季 稻一麦

轮作的情况下
,

无氮肥区上全年作物地上部分累积的氮素平均为 1 6
.

3斤 /亩
,

据此估计
,

全年作

物吸收的总氮量约为 1?
.

3斤 /亩
。

众所周知
,

水稻土无氮肥区上来自生物固氮
、

灌溉水
、

降水和

空气的氮量大大多于除作物吸收以外的其它各支出项
。

显然
,

土壤有机质的年分解量将较上述

数值为低
。

估算表明
, 1 9 78年苏州地区平均每亩来自根茬和有机肥料的新形成的腐殖质碳约为

1 30 斤 0
,

如将脱落根和根的分泌物等考虑在内
,

则大约为 1 45 斤 /亩
。

鉴于该地区近十年来土城

有机质含量呈增长趋势
,

可以认为
,

该地区土壤有机质的年分解量当不超过每亩 1 45 斤 腐殖质

碳
。

. 文启孝
、

林心 雄 , 19 82
,

太湖地区水胭土 的有机质间题
。

(资料 )



我国大多数耕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都较低
。

根据对各地土壤有机质年分解量的估计
,

有效

地利用各种有机物质
,

积极增加有机肥料的施用量以保证土壤有机质含量向增长的方向变化是

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
。

有机肥料不仅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之一
,

而且在保持土壤养分平衡
、

特别在缓和我国钾肥和磷肥的旺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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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井 康 雄 教 授 来 我 国 访 问

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农业化学系高井 康雄教授应中国科学院遨请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
。

先后访问了中国

科学院林业土城研究所
,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南京土坡研究所与浙江农业大学等有关单位
。

在宁期间
,

参观了南京土城研究所 ( 5 月 23 一 Zd日 )
,

并与有关土坡学家对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

23 日上午傲了关于土城生态系统的特点
、

演变与保护的专题报告 , 并介绍了正在进行的污染生态及其区域防治

的研究成果
。

约 40 位土族工作者听了报告
,

听众颇受教益
。

(徐 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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