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世界土镶科学宝库的一部分
,

完全有必要进一步明

确概念
。

不仅定性
,

而且要有数量指标
。

国外学者不

是正在企图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加以数量化和标准化而

纳入他们的体系吗 ! 因此
,
不管我们今后分类往何处

公
,

当今为了土壤调查研究的现代化
,

便于研究成果

的交流
,

必须
“

引进
”
T a x o n o m y

。

为了让更多的人真

正了解 T a 二 。 n o m y
,

我们主张开一个讲习班
。

当然
,

T a x o n o m y也有其缺点
。

学习不是照搬
,

我们主要掌

握其精谊
,

至于如何运用到我国
,

则是我国土壤学家

共同努力的事了
。

2
.

加强国际交流
:
我国 1 9 8 0年举行的水稻土讨论

会和 198 3年举行的红壤讨论会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
,

从此国外同行运用中国的概念
、

文献和资料多

起来了
,

国际上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土壤学家的作用
。

会

议主持者在给赵其国所长的信中说
: “

感谢你们派来了

有经验的土壤 学 家
,

对 会 议 作 出 了 有 价 值 的 贡

献… …
” 。

他们还邀请我们派代表参加今年或晚些时候

分别在巴西和印度举行的氧化土和变性土会议
。

鉴于

我国土壤资源丰富
,

并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
,

故不止一

次提出在中国召开世界土壤分类会议
。

所有这些说明

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比前大为进步
。

但比起其他国家
,

特

别是同为第三世界的印度来说
,

我们在国际上活动显

得还很不够
。

以后要创造各种条件让我们有一批中
、

青

年土壤工作者活跃在国际上
,

这必将对我国土壤科学

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3
.

会议要有明确目的
: S M S S 为了完善 T a l 。 -

n o m y和扩大 T a x o n o m y的影响
,

按土纲定期地在世

界各地召开会议讨论
,

如氧化土
、

老成土
、

琳溶土
、

变

性土会议
,

这次是水成土会议
。

这次会议主持者从特

性
、

分类和利用方面讨论水成土
。

会上组织一些代表

性国家介绍水成土
,

另外按土纲研究水成土
,

到田间

讨论水成土的分类
,

会议结束前草拟水成土研究方法
,

最后提出水成土分类纪要
,

对今后活动也作了安 排
。

这样通过一次会议集中了各国土壤学家的智慧使分类

更加完善
。

这种目的性明确的会议在推动学科发展上

起很大作用
。

我们应学习这种方法发展我国土壤分类
。

, ` 户 口. , 、 ~ 声 , , 、 电 J . , ` 、 碑护 ~ , 、 一产
. . 、 户户 即 、

. 。

土壤信息

土坡溶液和悬液中离子活度

的测定
:

主要限制因素

M
.

C
.

A m a e h e r 评述了土坡溶液和悬液中离子

活度的三种测盆方法
,

并着重讨论其主要限制因素
。

关于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

作者提到的限制因素有
:

土城溶液中有些离子浓度太低
,

尤其是 C d名
十 、

C u 名+ 、

Pb , + 的浓度可能低于电极的检测下限 ,有些离子没有

合适的电极 , 洲壤溶液中干扰离子的存在等
。

此外
,

液

接界阻塞
、

电极表面中毒
、

温度变化
、

电极表面上的

不可逆或慢反应都会引起电极电位漂移
,
因而影响精

密度和准确度
。

作者特别强调在悬液体系中液接电位

( jR )不能保持一定而冷生所谓的
“

悬液效应
”

的影响
,

认为这是个严重限制因素
,

使测定结果不肯定性
,

并

且推导出
“

悬液效应
”

完全是由液接电位变化所 引 起
。

但仍认为它较其他方法快速
、

简便
,

又能用于滴定法
。

关于离子缔合或形态模型法
,

作者先列举几种土

壤溶被提取方法
,

如柱置换
、

离心
、

不相溶置换一离

心法
。

然后简述有关原理
:
测定各种离子的总浓度

,

根

据土壤溶液中所存在的金属离子和配位的物料平衡方

程和可能的缔合平衡方程
,

利用条件生成常数求出游

离态的离子和配位体的浓度
,

从而计算出活度
。

此法

有两个主要的限制因素
:

在物料平衡方程中很难包括

所有重要的形态 ,各种形态的生成常数的可靠性如何
。

关于求得土壤溶液中每种金属离子的络合分数
,
现可

用电脑处理
。

作者以求土城溶液中富里酸对 C u 和 C d

的络合分数为例
,

采用简单有机酸混合物的金属离子

的络合稳定常数和金属
一

富里酸络合物的平均条 件 稳

定常数进行模拟
,

结果与 C d 离子选择性电极测得值

一致
。

关于金属整合平衡法
,

根据某些有机化合物如 C
-

D T A
、

D T P A
、

E D T A
、

E G T A
、

H E D T A和N T A

在溶液中赘合金属离子形成具有缓冲能力的金属离子

整合物
,

可使金属离子活度与土壤溶液中的金属离子

活度相近
。

当金属离子整合物与土坡溶液中金属离子

以及土坡固相平衡时
,

从平衡溶液的分析中可计算出

金属离子的活度
。

这类方法的主要限制因素是
,

体系

的平衡很慢
,

一般实验条件下短时不能达到
。

作者认

为
,

需要进一步研究金属鳌合物与土壤的作用
,

特别

是研究其反应动力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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