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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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3年 )

磷素吸附变化与氢氧化铝

悬 液 老 化 的 关 系

S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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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5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4. 04. 013



别进行起始
、

3 0天
、

9 0天
,

180 天 和 3 6弓天等培育 〔老

化 )处理
,

凝胶还另行电渗析处理
。

对各种 A l
一 O H 悬液的物理特性进行了 X 一

射线衍

射分析
,

结果表明
,

经 90 天培育 (老化 )的 A l 一 O H 沉
.

淀在 4
.

84 毫微米处出现明显的峰
,

证明有三水铝石发
’

育
。

从电子显微镜图片上可 定性地看出老化过程中出

现较多的有序化物质
。

用 L a 皿 g m iu r 等温吸附的k( 结合能 )和 b (最大吸

附 t )值来测童不同老化程度的 A l
一 O H 悬液对磷吸 附

的变化
。

在 p H 7
. 。 的各处理中

,

k 值没有显著差别
,

但在p H S
.

5的各处理中
,

k 值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大
。

所得的k值较小指示人卜 O H聚合物对磷的结合强度相

当低
。

随着培育(老化 )时间增加
,

b 值显著降低
,

反

映 A l
一O H 聚合物对礴的吸附随着老化程度而减少

。

·

电渗析过的 A l
一 O H悬液因离子强度减小

,

引起三水

铝石的发育
,

礴的最大吸附量降低 80 一 90 %
,

进一步

证明聚合作用或结晶作用的过程是控制 A l
一

O H 表面

对礴吸持的一个重要过程
。

作者认为
,

在高度风化的酸性土壤中
,

各种 A l
-

O H 聚合物对磷的吸附和吸持 (固定 ) 是很不相同的
,

这取决于聚合作用或结晶作用的程度
。

如 果 A卜 O H

在很低的离子强度下沉淀
,

则结晶作用将 迅 速发生
,

吸附碑盆将会很少 , 而在离子强度高时
,

结晶作用将

会减慢
,

人卜 O H 化合物将保持高的固定磷的能力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S o e
.

A m e r .

J
. ,

4 7
*

9 1 2一 9 16
, 19 8 3 )

在实验的 p H 范围内
,

其中三种土壤表面保持负

电荷
,

都具有低的零电荷点
,

其Z P C 为 2
.

0左右
。

只

有一种 D o ht an 粘土有相当高的零电荷点
,

其 Z P C 约

为 6
.

0
,

这是由于表面包被有氧化铁所致
。

该粘土在不

同 p H 时
,

显示 出正或负的电泳淌度
。

结果表明
,

在E D T A不存在的情况下
,

四种土壤

对 C d
么十

的吸附是相似的
。

在 pH 低时吸 附量随 p H 升高

而急剧增加
,

到中性 p H 范围曲线接近平坦
,

且达最

大吸附量
。

但是
,

有E D T A 时
,

由于锡的络合物形成
,

使表面持有负电荷的三种土壤对福的吸收受阻
。

相反

地
,

表面持有正 电荷的 D Ot h
a n 枯土在 p H 6 以 卜却吸

附着相当量的福
,

其最大吸附量在 p H 4
.

5左右
。

根据

络合物生成的计算表明
,

在该条件下
,

大多数的 C d与

E D T A络合形成dC E D T A
Z一 。

dC
“ +

和 dC E D T A “ 一
在

不同表面电荷的土壤上的吸附特性
,

表现为由于静电

作用的非专性吸附
。

作者认为
,

痕量金属由于络合作用形成的阴离子

并不一定会增加该金属在土壤中的移动性
。

这种全属

的有机鳌合作用可能增强了与带正 电荷土壤胶体间的

静电引力或提供了与表面交换位形成氢键的机会
,

因

此被络合的金属可较游离的金属吸 附得 更 多
。

对于

D O ht an 粘土
,

p H S
.

5以下时
,

由于 E D T A的络合作用
.

可使 C d 不易移动且减少为植物吸收和对地 下水污染

的可能性
。

(刘志光据 S
o U S e i

. ,
2 3 6 : 3 27一 3 2 2

,
29 5 3 )

、 :. 、 二” 、 .. ,. ~ 户、 .. 、 :-
、 二 、

….
护 .、 。 .. 、 .. 、

:.
、 二 、 二、 ..

, . 、
…

受土坡表面电荷控制的锡

的 吸 附 行 为

E ! l i s t t
,

H
.

A
.

用四种具有不同表面电荷性质的

土城在不同 p H和络合剂 E D T A存在与否的条件下
,

研

究对福的吸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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