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换量没有明显关系
,

而与有机质含量有着极显著的正相关 ( r = 0
.

9蛇 )
,

该结果验证了O g ar 功

等人用有机质含量为零的蒙脱石所做的细菌吸附 K
。

为零的结果
。

由本文可看出
,

细菌作为一种吸附质
,

在溶液中和土壤表面上都可表现出一般微粒的物

理和化学特性
。

但另一方面
,

细菌又是一种活体
,

为了生存
,

它必须表现其生物特性
。

土壤

中有机质的存在
,

可能使它生物特性得到显示
。

一方面它受土壤的表面电性和化 学 物 质 作

用
,

另外它本身还需要有机物质作为 自己的骨架和营养物
。

土壤中的有机质在细菌的吸附过

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其原因是
:

( 1) 有机质中的部分物质因有巨大的比表面而使表面呈蜂

窝状
,

积集较高的表面能
; ( 2) 腐殖质表 面的众多活性基 团可能在细菌吸附中起到促进作用

,

菌体表面的有机大分子与有机质分子间固有的亲和性则促使双方表面接近 ; ( 3) 部分有机质

是细菌可资利用的物质
,

因此有可能吸引菌体接近表面
。

有机质在细菌吸附中的实际作用
,

有待人们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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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讯

热带亚热带土壤氧化还原状况的特征
`

丁 昌璞 保学明 潘淑贞 吴又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

本
_

[ 作应用电化学方法在田间原位测定了热带砖红壤和砖红壤性黄壤以及亚 热 带 赤 红

壤
、

红壤和黄壤的氧化还原 电位 ( E h )
、

还原性物质
、

亚铁和二价硫的数量
,

试图以大量野外

原位测定结果作丛础
,

概括氧化还原状况的特征
,

并讨论它与物质转化和土壤发生的关系
。

测定结果表明
:

一
、 _

仁壤的氧化还原状况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
,

主要丧现在
: 1

.

地形部位不同
, _

上壤的

氧化还原状况有别
。

例如丘陵顶部 自然林下土壤
、

中部农用旱地和底部水稻土表层的 E h
7

分

别为 5 10
,

64 0和 18 0毫伏
、

还原性物质浓度分别相
’ 『
飞于 1

.

3 0
·

10
一 5 , 0

.

1 2
·

10
’ “
和 1

.

88
·

10
’ “

m ol / L亚锰
。

2
.

上壤的氧化还原状况随植物群落的垂直演替而异
。

例如广东鼎湖山 高 处 季

风常绿阔叶林下 土壤表层的 E h
7

值 < 中部针阔叶混交林下土壤 < 下部马尾松林下 土 壤
,

还

原性物质浓度的顺序则相反
。

3
.

仁壤的氧化还原状况随地带性及土壤利用而异
。

例如 自然林
一

l
;
砖红壤

、

砖红壤性黄壤
、

赤红壤红壤和黄壤表层的E h
7

为 4 0 0 一 5峨。毫伏
、

还原性物质浓度为

(下转第 45 页 )

, 本工作 得到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和国际科学基金 l( F s) 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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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扦插基质对龙林生根的影响 表5 不同基质对蕃茄生根的影响

华 质名称 终鱼
L Ul l l ]

鲜重
( g / 株 )

生 根系
数

二 次侧根数
数 / 株

基质名称 生根率
( % )

每株根数

蛙石

煤涟

黄沙

泥 炭 + 蛙 石

泥炭 十 煤渣

泥炭 + 黄沙

17
.

9

17
.

1

1 9
.

0

] 9
.

9

2 1
.

8

1 95

3
.

38
.

左 1 9
.

7

3
.

选 3
.

7 8 1
.

8

4
.

3 9
.

吐 3
.

0

7 一 4 1
.

5 2
.

6

7
.

5 3
.

7 3 1
.

8

3
.

7 3
.

选 3 4 8

黄沙

泥 炭

蛙 石

稻壳 灰

泥炭 十 煤 渣

泥炭 + 蛙石

稻壳灰 十 黄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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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一 5
·

1 0 “ ”
m ol / L 亚锰

,

丘陵农用早地为 4 80 一 62 0毫伏
,

还原性物质 0
.

10 一 1
.

5
·

1 0
一 s m ol / L

低平地水稻土一般低于35 0毫伏
,

甚至为负值
,

还原性物质 1
.

3一 1 7
.

8
·

1 0
一 s

m 。 1 / L或更 ; ;苟
,

出

现大量 F e Z 十

和 S
“ 一 。

二
、

在强度 因素和容量因素之间存在良好的负相关
。

土壤的 E h值由参与氧化还原 反 应

的氧化态物质和还原态物质的活度比所决定
。

E h愈大
,

则表示氧化态物质所占的比例愈大
。

在强还原条件下
,

在 E h
7

和还原性物质浓度之间存在直线关系
,

还原态物质占优势
。

三
、

自然林下土壤和农用早地表层的 E h
7

最低值都高于 40 0 毫伏
,

属氧化性土壤
,

其中

农用早地的氧化性更强
。

水稻土表层的 E h
7

可因水份状况的不同而在 3 50 一 ( 一 2 0 0) 毫伏
,

还

原性物质浓度为 1
.

5一 1 7
.

8
·

1 0
一 “

m ol / L亚锰
,

表明水稻土的氧化还原状况具有一个 比自然土

壤和农用早地宽得多的变动范围
。

四
、

土壤氧化还原状况有不均一性
,

这种不均一性表现在土壤的局部差异
,

水稻土的多

点测定的差值范围较 自然土壤和农用旱地为大
,

变差系数可达 45 %
。

其原因是水稻土受人为

耕作
、

季节性干湿交替和水稻根系活动的影响
。

这种特征现象反映了氧化还原过程在土壤特

别是水稻土形成中的作用
,

原位测定为成土过程 中物质分化的定量化提供了诊断指标
。

五
、

在热带
、

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
,

自然林下土壤在大量生物积累的同时
,

受到强烈

的物质分解和淋溶
,

还原性物质的最高浓度不超过 5
.

0
·

1 0
“ s

m ol / L亚锰
。

在这个过程中有机

还原性物质 和铁
、

锰等变价元素参与了氧化一还原平衡和络合一解离平衡
,

并导致物质转化和

迁移
。

在水稻土中这两种化学平衡的强度和速度远较 自然土壤和农用旱地土壤为甚
。

据观察

和研究
,

由这两种化学平衡所引起的物质的还原溶解和络合溶解在成土过程中同时存在
,

并

重叠作用于土壤
,

在 自然土壤和水稻土中其反应速度和作用强度有所不同
,

但作用机理无质

的区别
,

现代红壤化过程具有长期渐演的特点
。

作者认为
,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还原溶解和络合溶解的条件和化学机理
,

将有助

于刚明水稻土和红壤形成过程的实质及其肥力演变
。

作者还肯定了原位测定的作用和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