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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摄土壤诊断层的划分

雷文进 顾国安 乙榴玉

石膏层 ( Y ) 次生硫酸钙的含量至 少比 c 层大

5 %
,

厚度 > 15 厘米或厚度厘米数与石膏百分数的乘

积 > 1 50
。

含量超过 20 % 的为石裔盘 ( C y)
。

盐土化层 ( s) 易溶盐含量 > 2 %
,

含盐百分数

与厚度厘米数的乘积 > 60 , 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为盐化

层 ( S a)
,

含盐量超过 20 %且连续胶结的为盐盘 ( C
s

)
。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通过近几年来新孤的土壤调查工作
,

我们对下述

主要诊断层规定了一些划分指标
。

泥炭层 ( T ) 长期为水饱和
,

有机质含量 > 30 %

(枯粒 > 60 % 的 )或 > 20 % (粘粒> 0 % 的 )
,

厚度> 20

厘米
。

有机层 ( O ) 即凋落物层
,

不为水饱和或短期饱

和
,

有机质含量> 35 %
。

暗色A层 ( A u ) 由腐殖化作用形成
,

有机质含量

大于 1 %
,

小于泥炭层下限
,

盐基饱和度 < 50 %
, C / N

> 13
,

厚度 > 18 厘米
,

> 2 5厘米为厚层
。

松软A层 (A m ) 由富钙腐殖化作用形成
,

有机质

含 t
、

厚度同 A u 层
,

但盐基饱和度 > 50 %
.

C / N < 1 3 ,

很色阶> 2 的为浅色的
,

< 2 的为暗色的
。

淡色A层 〔A o) 由强矿化作用形成
,

有机质含量

< 1 %
,

或 > 1
`

%但厚度须 < 18 厘米
。

孔状结皮层 ( A k) 漠土特有的表层
,

盐分淋洗
、

盲含 51 0 : 、

呈峰窝状孔隙和鳞片状结构
,

厚度 0
.

5一 3

厘米
,

.

常开裂为多角形个体
。

盐结壳 ( A cs ) 地表坚硬的盐聚层
,

以N a

CI 为主
,

厚度至少 3 厘米
、

含盐量 > 10 %
。

粘化B层 ( Bt ) 由机械淋溶作用形成
,

淀积层和

淋溶层粘粒百分比> 1
.

2 ,

厚度超过A
、

B 两层 总和的

1/ 10
,

含胶膜和光性定向枯粒
,

胶体 51 0 :

/ R : 0 3 分

子率沿剖面无明显变化
。

被化B层 ( B tn ) 具有 Bt 层各种特性
,

但有柱状或

被柱状结构
、

交换性钠占交换量百 分数 > 20
,

p H >

9
.

0 ,

易溶盐被淋溶( < 0
.

3 % )
。

风化 B层 ( B w ) 由变质粘化作用形成
,

和下垫层

比
,

粘粒含量高
、

色调红些
、

色阶高些
,

土体和胶体

51 0 以R : o
:
率沿剖面皆无变

,

化
,

至少位于 25 厘米以

下
、

厚度 ) 20 厘米 ,弱风化 B层 ( B w
’

)多发生在淇土中
,

特性与C w 相似
,

但直接位于结皮一片状层 以下
,

厚度

不超过 10 厘米
。

钙积层 ( C a) 发生于 B或C 层
,

次生碳酸盐含量

》 10 %或至少比 C层大 5 %
,

厚度 > 巧 厘米 , 如果此

层位于砾石上或此层以下为极富石灰物质
,

则该层按

厚度计
。

广州地区土壤中植物

残体的分解速率

林心雄 文启孝 徐 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采用砂滤管法研究了稻草
、

田著
、

绿萍
、

萝 卜菜
、

紫云英
、

水葫芦
、

青草等九种有机物质在广州红壤性水

稻土 (双季稻两熟制 )中的分解速荞 不同植物物质的

腐殖化系数在 0
.

别一 0
.

49 间
。

紫云英最低
,

为 0
.

2幻稻

草和水葫芦等为 0
.

26 一。 .

2 8 , 绿萍最大
,

达 0
.

49
。

相

关分析表明
,

植物物质的腐殖化系数与其木质素含量

呈极显著相关 ( r = 0
.

9遵5 * * , n = g )
,

与C / N 比 f r〔以及

水溶性物质的含量无关
。

这与以前在无锡所得到的结

果完全一致
。

通常认为
,

温度对有机物质的分解速率具有重大

的影响
。

本工作着重比较研究了各种有机物质在广州

和无锡的水稻土 中( 分别为双季稻和稻麦两熟制 )的分

解速率
。

结果表明
,

尽管
_

L述两地的年均温相差 6
.

4℃

(广州年均温 2 1
.

8 ℃
,

年降水量 1 6 2 3毫米
,
无锡年均溢

1 5
.

4 ℃
,

年降水量 10 7 2毫米 )
,

但同一植物物质的分解

速率却很相接近 , 若采用同一供试土壤加入同一植物

物质在上述两地进行腐解
,

在分解的第
一

年
,

表现 出

在广州的分解速率略大于在无锡的分解速率 ; 但在分

解的第二年和第三年
,

由于供试上壤 p H 位的变化
,

这种 差异就消失了
。

根据测定结果
,

土壤 p H 值低于

6 左右时
,

将对植物残体的分解速率 有 明显的影响
。

上述同一 植物残体在广州的分解速率与无锡的相近
,

部分地系由于红壤的低 p H 仇较低的缘故
。

只有当供

试土壤性质相同时 (包括 p H 值 )
,

气候条件对同一物

料分解速率的影响才显现出来
。

总之
,

同一植物残体的分解速率
,

既受气候条件

的影响
,

也受土坡性质的制约
。

看来
,

山于我国南亚

热带和热带地区土壤的 p H 值较低
,

因此植物残休右

该地区土壤中的分解速率
,

并不是一 定象一般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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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 比在北亚热带的上壤中快得多
。

热带和南亚热带

荒地土块开垦后
,

有机质下降迅速
,

可能还与侵蚀有

关
。

少
,

红壤也明显缺钾
,

黄棕坡提供的钾素仍不够
,

棕城

和紫色土 有一 定的供钾潜力
,

褐土
、

埃土
、

黑钙土
、

栗

钙土和灰钙土的供钾潜力都较高
,

这些土镶在一段时

间内可提供较充足的钾素
。

土壤中云母含全与

供钾潜力的关系
土攘信

,

息

罗家 贤 蒋梅茵

(中国科学院南京七壤研究所 )

腐殖物质与铁
、

铜
、

锰间

的 电 子 交 换 行 为

土壤中的含钾矿物是土壤的主要自然钾源
,

而其

中尤以云母对土壤缓效性钾的贡献最大
,

但各种土城

的云母含量和钾的释放量是不等的
。

从46 个土样的分

析结果来看
,

砖红壤的云母含量极低
,

在 4 % 以下
,

红

壤一般在 10 %左右
,

黄棕壤的云母含量比红坡稍高些
,

紫色土和黄土母质发育的褐土
、

黑钙土
、

栗钙土的云

母含量可达 20 %
,

发育于 冲积物
、

湖积物和海积物的

水稻土云母含量变化较大
。

云母的含钾量约为 10 %
,

因

此
,

土壤全钾减去钾长石的钾
,

其差值乘以 10 可估算

为土壤中的云母含量
。

从土壤各粒级的全钾量与云母

含量的关 系可 以看到
,

< 2 微米粒级中长石含量极微
,

所以 < 2 微米的全钾量可全部计算为云母的量
,

而 >

10 微米粒级中的全钾量约有一半属云母所含的钾
。

若

以 10 微米作为界限而把云母分成粗粒和细粒两 部 分
,

则砖红壤
、

红壤
、

黄棕壤和紫色土中的细粒云母相对

集中
,

可占全土所含云母的 80 一90 % , 但潮土
、

褐土
、

黑钙土
、

栗钙土和灰钙土中细粒云母减少
,

粗粒云母

可占全土云母的36 一 47 %
。

土壤用济 H N O 3煮沸 10 分钟后提取出的钾称为

可风化钾
,

也是缓效性钾
。

全钾量减去水溶性和交换

性钾称为结构钾
,

可风化钾与结构钾之比值称为钾的

风化系数
,

可用以估算土壤钾的供给能力
。

含黑云母的

比例越高
,

钾的风化系数越大
,

反之
,

白云母的比例

越高
,

风化系数越小
。

钾的风化系数有从南向北增高

的趋势
。

说明南方土集风化强烈
,

黑云母容易风化
,

留

下的主要是受过较强风化的白云母
,

钾风化系数低
,

钾

的释放量亦少
,

供钾潜力差或很差 ; 而北方的土壤风

化较弱
,

黑云母的含量相对高些
,

钾的风化系数亦高
,

供钾潜力较高
。

用 IN H N O :
提取的钾是缓效性钾

,

可作为土壤的潜在钾源
,

缓效性钾少于 33 毫克 / 10 0克

土则钾素供应不足
,

这是高产作物缺钾较为突出的界

限
。

由此来看
,

砖红壤缺钾最严重
,

提供的潜在钾最

G h。 , b
,

k
.

等在除去非腐殖物质的 条件下
,

研

究了灭过菌的腐 范 物质 与金属 离 子 ( F e 3 · 、

C砂
` 、

M n “ 千

) 之间的相互作用
。

主要 的 研 究 方 法是
,

用

E D T A
,

K M n O `
和N a Z S z O 。

作为络合剂和氧化还原

剂
,

进行电位滴定
。

对灭菌前后的腐殖物质作了比较
。

从元素分析来

看
,

其化学组成之间几乎没有差别
,

红外光谱
、

荧光

光谱分析以及电化学性质方面的结果也非常相近
。

结果表明
,

在实验的浓度范围内
,

F es
十 、

C 沪
+ 、

M n , +

与络合剂 E D T A 的滴定曲线呈现一个宽广的平

坦 区
,

电位没有显著的变化
,

只有 F e “ 十

浓度高时
,

电

位才有明显上升
。

当与还原剂 N a :
S : O 。

作用时
,

由

于 强烈的氧化还原反应使电位发生迅速的变化
,

用氧

化剂K M n O `
滴定 M u Z +

时也有类似情况
。

作者发现
,

腐殖物质与 F e 3 今 、

C u Z 令

和M 。 “ +

相互作 J百J的滴定曲

线其电位变化大小介于络合剂和氧化
、

还原剂 之 问
,

暗示着同时存在二种现象
:

( )I 金属鳌合物的形成 ,

( 2 ) 金属离子的价数变化
。

并且可看出
,

所有腐殖物

质的滴定曲线都显示出二个转折点
,

这可能是由于腐

殖物质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基团在起着电子转移的作

用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

2 3 5
: 1 9 3一 2 9 6

,
1 0 5 3年 )

磷素吸附变化与氢氧化铝

悬 液 老 化 的 关 系

S i m s ,

J
.

T
.

和 E l l i s ,

B
.

G
.

将新制备的 A l
一 O H

悬液(凝胶 )调节成两种 p H 值
,

即 7
.

。和 5
.

5 ,

然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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