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实际影响
。

各因子的取值根据如下公式
:

~ 。 , 。 , . _ ,

P 子
。 ( J O .

乙 气 i 。
勺

. 1 9
叫

下气 ee 一 U
。
匕1乙匕 )

r

程计算的流失量列于表 1 ,

可见两值是颇为接

近的
。

=艺
i

一一R

P年降雨量毫米数 , P
:

月降雨量毫米数

K = 0
。

0 0 7 5 D 一 0
.

0 5

D为土壤粉粒及很细砂含量百分数

L S = ( 3
.

2 8入)
“ · “ ·

( 0
.

0 0 7 6 + 0
.

0 0 6 5 +

0
.

0 0 0 7 6
·

( 1
。

1 1 5 )
2
)

入坡长 (米 ) ; S坡度 (度 )

p 二 z s g s 2
.

6 3 C
一 2 . :

C 植被度百分数

此外考虑到土壤有机质对土壤可蚀性有重要

影响
,

当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时
,

K 值乘有

机质校正值 g 加以修正 , 由于三峡区坡面耕

地分布较普遍
,

当坡耕地面积所占比例较大

时
,

亦乘以种植系数 h对 P 值进行修正
。

(三 )流失方程推导的基准条件 流失方

程的推导要有实地土壤流失条件和流失量作

依据
。

本流失方程的推导是以开县小江流域
,

具有较为准确的流失量的区域为基础
,

其条

件是
:

R = 3 0 0
,

D 二 5 0
,

L S = 1 5
,

C = 5 0
,

年流失量是 3 5 4 8吨 /平方公里
。

据此导出的方

程是
:

A = ( 15 z
.

5 D 一 1 0 1 6
.

4 )
.

R
.

L s
.

C
一 2 . ,

利用本方程
,

就可以计算出三峡区土壤坡面

每年每平方公里流失量吨数 A
。

(四 )流失方程的应用举例 利用上列方

程
,

将三峡区十个流失片区的实地测量同方

表 1 实地 t 测流失 t 与方程计算流失量

(吨 /年
。

平方公里 )

几种土壤的Z n 一C a 交换平衡
`

、

虞锁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 研究所 )

魂

片 名 实地 量侧流失 t { 方程计算流失最

{ 垫 江 片

。 丰都沿江片

石柱龙潭片

开 县 片

i砚澳
、

大 昌片

卜
巫 山 片

r 花岗岩 区片

「 宜 昌 片

l 龙 角 片

` 云 阳奉节片

2 0 7 3

4 18 5

2 6 8 4

3 7 3 4

4 0 7 9

2 1 18

4 0 1 2

1 4 8 8

2 4 9 6

4 0 7 4

2 0 4 7

4 10 3

2 6 6 9

3 6 7 9

4 16 8

2 2 3 8

3 78 5

1 1 9 8

2 3 5 8

3 9 1 6

土壤对阳离子的吸附是重要的物理化学

现象
。

阳离子在固液相的分配状况能反映土

壤对营养元素的保蓄性能和其它理化 特 性
。

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两类
: (1 ) 动力学

,

着重

于反应速率 ; (2 ) 热力学
,

偏重于研究反应过

程中能量的变化
。

本文主要讨论几种土壤即

下蜀系黄土发育的黄棕壤 , 第四纪红色粘土

发育的红壤以及玄武岩风化物发育的砖红壤

中 Z n + +

一 C a 十 +

离子交换过程中
,

热力参数的

变化
,

从而了解几种土壤对 Z n
离子的选择性

和结合的稳定性
。

将所得结果根据各热力学

参数的要求对数据进行必要处理
。

分别取得

选择系数 ( K c )
、

热力学平衡常数 ( K )
、

标准

自由能 (△G
“

)
、

热函 ( A H
。

)和嫡 (△ S
。

)
。

选择

系数 ( K c )是建立于质量作用定律的基础上
,

能较正确地反映离子在固液相中 的 分 配 情

况
,

从而判断吸附剂对离子的选择性或偏好

程度
。

选择系数大小顺序是
:
黄棕坡 > 红坡》

砖红壤
。

K
c
值随着土壤 Z n 的饱和度的增加

而下降
,

可是降幅因土壤而不同
。

黄棕壤降

幅大
,

仅到土坡粘粒表面的 Z
n
量为。

.

15 摩尔

分数时才开始缓慢下来
。

鉴于上 述情况可 以

认为黄棕壤粘粒表面存在两种类型吸 附 位
。

一种是高能吸附位 ; 一种是低能吸附位
。

红

壤和砖红壤 (除 50 ℃个别 区外 ) 曲线较平缓
。

K
。
值受土壤 C E C 影响较大 , 温度对 K c

值

也有一定的影响
,

这是由于离子热运动不同

所致
。

结果表明
,

黄棕壤的△ G
。

是负值
,

其

它两种土壤均为正值
。

依据热力学原理反应

方向向负值 (△G
“

< O )的一侧进行
,

说明 Z n

一 C
a
交换过程伴随能量的降低

,

对 Z
n
离子

偏好
。

而红壤和砖红壤则相反
。

△H
。

变化与

傀

3 J褚



子

△C
吞

有相同趋势
,

黄棕壤为负值
,

而红壤和

砖红壤为正值
。

通常负值为放热反应化学稳

定性好
,

正值为吸热反应化学稳定性差
。

△ S
。

的变化与△G
“ 、

△H
“

同
。

嫡值是反映体系内

部物质的混乱程度
。

离子反应方向趋向于 自

由能和热能的降低 ; 体系混乱程度增加
。

根

据上述的讨论可认为
,

土壤对 Z n
离子选择性

和结合的稳定性其顺序为
:
黄棕壤> 红 > 砖

红壤
。

在 Z n
一 C

a
交换过程中△G

”

受△H
“

的

影响远比△S
“

大
。

黄棕壤对 Z n
偏好

,

这与土

壤电荷类型有关
。

可变电荷对 C a + +

离子 亲

和力大
。

黄棕壤以永久电荷为主
,

红壤和砖

红壤存在大量可变电荷
。

土攘信
,

息

从某些淋溶的酸性心土层的土壤溶液分

析来看
,

若干有机酸的浓度在森林土壤中较

耕作土壤为高
。

土壤溶液中的总 A I 量可分成

单体A l ( A l
“ + + 多种经 基

一 A l 十 A IS O
` 斗

)和

络合A I ( A l
一

有机酸络合物 )
,

在二种酸性心

土的溶液中
,

络合A l分别占总 A l 量的 93 %

和 7 6%
。

作者用估算的 A l
一

有机酸稳定常数计算

土壤溶液中 A l “
十

离子的活 度
。

用棉花根在

酸性心土物质中的伸长率来验证计算所得的

A l “
+

离子的活度
。

实验结果表明
,

棉 花 根

生长与土壤溶液中单体 A l 浓度显著地相关
,

而与总 A l量无关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S o e
.

A m
.

J
. ,

5 0 : 2 8一 3刁
,

1 9 86 )

珊瑚砂的农业利用

乒

卜

有机酸对心土中铝毒害的影响

N
.

V
.

H ue 等人在有机酸存在的土壤溶

液中用棉花根 的生长作为指标进行短期分根

实验
,

测定了有机酸对植物A l 毒的影响
。

在不含有机酸的 A l 溶液中
,

棉花根的

相对长度随着单体 A l 的浓度的增加而减少
,

如在 A I C I
:

浓度为 0
.

92 和 3
.

70 微 摩尔 /升时

相对的根长从 91 % 减少到 51 %
。

但在有机酸

存在的情况下
,

由于有机酸与 A l 发生 络合

作用
,

减轻了 A I 的毒害
。

这种保护效应取决

于有机酸的种类和浓度
。

根据纯溶液的实验
,

短链淡酸作为解 A I

毒剂可分成三组
: ( 1) 强 的

,

包括柠檬酸
、

草

酸
、

酒石酸
,

( 2) 中度的
,

包括苹园酸
、

丙

二酸
、

水杨酸
,

和 (3 ) 弱 的
,

包括唬拍酸
、

乳

酸
、

甲酸
、

乙酸
、

苯二酸
。

这些有机酸解 A I

毒的容量与其O H基团和 C O O H 基团在主要

C 链上的相对位置有关
,

主要看其是否有利

于与 A l形成稳定的 5 或 6键 的环状结构
。

作者定量地鉴定了若干酸性心土层的土

壤溶液中的有机酸
,

并且测定了这些有机酸

解 A I 毒的容量
,

结 果表明
,

这种容量是基

于对A 1 3 +

离子的络合容量
。

珊瑚砂产自热带
、

亚热带岛屿周围的浅

海海底
,

主要由珊瑚
、

有孔虫等海生生物的

遗体形成的
,

其主要成份是钙
,

也含有镁
。

在

港 口航道整修时会有大量 的 珊 瑚 砂难以处

置
,

但是这种物质可以作为酸性土壤的改良

剂
。

其中< 2 毫米的细砂 占 50 % 以 上
,

而

0
.

5一 。
.

1毫米的砂粒最多
,

有时也混有数毫

米乃至 10 毫米以上珊瑚和贝壳的碎片
。

珊瑚

砂几乎完全可 以溶于 0
.

SN H CI 中
,

残渣不超

过 10 %
,

而且是其它砂粒或泥土
。

42 个样品

平均含C a 3 4 %
,

M g 1
.

5%
,

S r 0
.

5%
,

N a

0
.

4%
,

还有微量 ha N
、

P
、

K
、

C u 、

Z n 、

F e 、

M n
等

。

C d
、

P b
、

N i等有害元素几乎检不出
。

珊瑚砂

与商品石灰相比
,

含 C a
稍低一些

,

含M g
、

S r 、

N a
等则高一些

。

取红壤和黄壤分别添加

石灰和粗细不同的珊瑚砂
,

研究它们对酸性

土壤的中和能力
。

结果颗粒小于 0
.

5毫米的珊

瑚砂与石灰的中和曲线相似
,

二者中和土壤

酸度的能力大体相等
,

大于 0
.

5毫米的珊瑚砂

中和能力低一些
,

但随着时间推移也能提高

酸性土壤的 p H 值
,

是一种迟效性中和材料
。

(杨 国治据 日本土城肥料学杂 志
,

57 卷 2 号
,

1 9 3一 1 9 7
,

1 9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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