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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几种主要土壤胶体
和

的N H
` +

吸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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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土壤胶体对N H
. +

的吸附数量
、

强度

和机理等特征可以揭示土壤胶体 的表 面 性

质
,

同时也有助于氮肥的合理施用
。

本文研

究我国从北到南几种主要土壤胶体 对N H
` 平

的等温吸附及N H
` 千

的解吸
,

讨论其与土坡胶

体的组成和表面性质的关系
,

同时也讨论有

机无机复合作用对N H
` +

吸附的影响
。

在 20 ℃

条件下
,

用一次平衡法测定 < 2 林 m 的土壤

胶体对 N H ` +
的吸附量及 N H ` +

的解吸量
。

研究结果表明
,

黑土
,

澳土
,

黄棕壤
,

红

城和砖红城的胶体对N H
` +

的吸附符合两 种

表面 L a n g m iu r吸附方程
。

两种表面 L a n g m -

滋 r吸附方程可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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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吸附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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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平衡浓度
,

K
:
和 K :

分别表示高结合能吸

附位和低结合能吸附位的结合能常数
,

K值

越大
,

结合能越大
。

M ,
和 M :

分别表示高结合

能和低结合能吸附位的最大吸附量
。

土壤胶

体对N H
` +

吸附的 L an g m u ir 参数 K :
的大小

顺序是
:
黄棕城 ( 6 5 4 L / m

o
l
e
) > 黑土 ( 4 7 2 )>

埃 土 ( 4 1 2) 一
> 红 壤 ( 3 1 6) > 砖 红 壤

( 2 6 7L / m ol 。
)

,

而吸附态N H
. +

的平均解吸率

顺序正好与此相反
:
黄棕壤胶体的N H

` +

解吸

率 ( 5 5
.

0% ) < 黑土 ( 6 3
.

8% ) < 填土 ( 7 0
.

0% )

< 红壤 ( 7 9
.

8% ) < 砖 红 壤 ( 8 9
.

6% )
。

K :

与N H
` +

的平均解吸率呈 显 著 的反 相 关
:

K
: = 14 5 7 一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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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还与土壤胶体对N H

. +

的相 对 偏好

2 1 8

性 ( A值
,

A = 固相 N H ` +

当 量 分 数 /液相

N H
` +

当量分数 )呈正相关
。

L a n g m iu
r
参数

( M : + M :
)与土壤胶体的阳离子交换量 ( C

E C )之间符合直线回归方程
:

( M : + M : ) =

2
.

9 3 + 0
.

8 7C E C (
r = 0

.

9 4* * , n = 7 )
,

但是

土壤胶体的 C E C与 K
:
值之间并无直线相关

关
。

系说明 N H
` +

的吸附量决定于土壤胶体的

负电荷数量
,

而 N H ` +

的吸附强度与土集胶体

的负电荷之间并不表现直接的比例关系
。

虽

然黄棕壤胶体的 C E C 远小于黑土胶 体 的 C

E C
,

但黄棕城胶体的K
:
值却最大

,

这与其含

有较多的蛙石和水云母有关
。

砖红壤胶体以

高岭石和三水铝石为主
,

并含有较多的氧化

铁
,

所以 K
:
值最小

,

对N H
` +

的结合强度最弱
。

去有机质处理增大了土壤胶体对 N H
` +

的偏好性
,

使 K :
值增 加

,

也 使N H
` +

的平

均解吸率有下降趋势
。

去 有 机 质 前 后 K
:

的增量△ K :
与土壤胶体有机质含量的 增 量

△O
·

M
·

之 间 呈 显 著 的反 相 关
: △ K ,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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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土壤有机质与粘粒矿物复合降

低了土壤胶体对 N H
` +

的结合 能
。

实 验 表

明
,

土壤胶体的N H
` 十

吸附和解吸特征主要

决定于其粘粒矿物的组成和表面性质
,

并受

有机无机复合作用的影响
。

永久电荷吸附位

对N H
` +

的偏好性强
,

而可变电荷吸附位则较

弱
。

酸性土壤连续施石灰对养

分有效性及作物生长的影响

张效朴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 )

郑根宝

(浙江省金华蒋堂 农场农科所 )

19 8 0年春至 1 9 8 3年夏在浙江金华蒋堂农

场红壤性水稻土上
,

布置了早稻一晚稻一大

麦轮作的连续九季施石灰的田间试验
,

以探

讨酸性土壤上施用石灰对不同作物生长
、

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