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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 自安徽
、

江西和广东等地的发育 自同一母质的水稻土
、

旱地和 自然土壤的表土进行

了比较研究
,

考察了水稻土的氮素形态分布和腐殖质组成及胡敏酸的结构特征
。

一
、

水稻土氮素形态分布的特点

除赤红壤性水稻土外
,

其它各水稻土的氨基糖态氮的相对含量均比同一地区
、

同一母质

上发育的相应早地或 自然土壤要少
。

一般认为
,

土壤中氨基糖主要来源于真菌细胞壁的几丁

质
,

水稻土中氨基糖态氮量较少可能与渍水条件下氧气缺乏
,

真菌的生长受 抑 制 有关
。

此

外
,

各水稻土中的水解性未知态氮的相对含量均比相应的旱地等土壤要高
,

其原因尚不清楚
。

二
、

水稻土腐殖质组成的特点

供试土壤中
,

除安微第四纪红色粘土和广东花岗岩风化物上发育的土壤外 (其中的旱地土

壤均为菜园土 )
,

其它各水稻土的 H A / F A 比值皆大于相应的旱地或 自然土壤
,

这进一步证

实了以前关于渍水条件有利于胡敏酸积累的论点
。

三
、

水稻土胡敏酸的结构特征

一般认为
,

腐殖化过程是一个氧化过程
。

随着腐殖化过程的进展
,

胡敏酸的狡基含量增

高
,

C / O 比值下降
。

元素组成和官能团分析的结果表明
,

水稻土胡敏酸与相应的早地或 自然

土壤胡敏酸相比
,

C / O 比值较高
,

淡基含量较少
。

红外光谱也显示水稻土胡敏酸 1 7 2。。 m
一 `

处

的吸收较弱
。

这说明水稻土胡敏酸的氧化度较低
,

处于较低的腐殖化阶段
。

含氮化合物是胡敏酸的重要组份
。

水稻土胡敏酸的氨基酸态氮和水解性未知态氮较多
,

而

按态氮和非水解性氮较少
。

一般认为
,

全氮含量和氨基酸态氮的相对含量较高是新形成胡敏

酸的特征
。

据此
,

水稻土胡敏酸的上述特点也说明它的腐殖化程度较低
。

至于氨基酸 组 成
,

水稻土胡敏酸与相应早地或 自然土壤胡敏酸一般都非常相似
,

它们皆以天冬氨酸
、

甘氨酸
、

丙

氨酸和谷敏酸等为主
,

这些氨基酸约占氨基酸总量的一半
。

` “
C 一 N M R 谱显示

,

与相应旱地或自然土壤比较
,

水稻土胡敏酸 57 PP m 处峰处峰较高
,

表

明它的甲氧基含量较高
。

紫外光谱显示
,

水稻土胡敏酸在 2 80 m 协 处吸收较强
。

可见
,

水稻土

胡敏酸分子中木质素来源的结构所 占的比例较大
。

水稻土胡敏酸在可见和紫外区的吸收总是较弱
。

表明它们的分子结构较 简 单
。

但
’ 3

C
-

N M R 的结果表明
,

水稻土胡敏酸的芳化度并不一定较相应的早地或自然土壤低
。

I R 和 X 一
射

线衍射谱也支持这一结论
。

看来
,

以前有关水稻土胡敏酸的芳化度较相应早地或自然
一

i几壤为

低的概念可能是不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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