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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形成腐殖物质中氮素的形态
’

卓苏能 文启孝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集研究 所 )

由于受现有化学方法的限制
,

迄今对土壤腐殖物质 中相 当一部分 (占全氮的 1/ 3一 1 / 2) 氮

素的形态仍不清楚
。

非破坏性的核磁共振法能区分出化合物中不同化学环 境的N (或 C
、

P
、

F

等 )原子
。

本文利用
` “

N C P一 M A S N M R ( C r o s s P o la r i z a t i o n
一 M a g i e A n g l

e S p i n n i n g

N u e l e a r M a g n e t i c R
e s o n a n s e ,

交 叉极化魔角旋转核磁共振 )技术
,

对新形成腐殖物质中胡

敏酸
、

富里酸以及胡敏素中胡敏酸氮的形态进行了研究
。

供试的新形成腐殖物质系提取自加

有小麦 和玉米茎秆 (均标记有
’ “

N )
,

并在实验室条件下好气腐解 3年的下蜀黄土 (原土几乎不

含有机质 )
。

从元素组成
、

氮 素形态分布 ( 6 m ol / L H C I水解 )和红外光谱等的结果得知
,

供试的新

形成腐殖物 质各组分同土壤腐殖物质各相应部分很相似
,

只是前者在 1 4。。一 1 6 0 0 c m
一 `

之间有

较多的吸收带
,

表明木素含量较高
。

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形成时间较短
,

加入的植物茎秆中的

木质素尚未受到明显的破坏
。

工 “
N N M R谱表明

,

新形成腐殖物质中的各组分 (包括胡敏酸
、

富里酸及胡敏素中的 胡

敏酸 )的氮素均 以酞胺
、

芳胺 (或脂肪胺 ) 以及毗咯型等形态存在
,

其中酞胺占绝大部分
。

根据
1 “

N N M R谱中各峰的相对面积的计算
,

酞胺
、

芳胺和 (/ 或脂肪胺 )
、

毗咯型各形态的氮分 别占

全 N 的 8 0一 8 7%
、

8一 1 2%和 4 一 s %
。

虽然本工作中
` “

N C P一 M A S N M R
_

的结果并非

准确定量
,

但据此仍可 以认为
,

新形成腐殖物质中富里酸的酞胺含量较胡敏酸略低
,

而咄咯

型氮含量则略高
,

这与两者的红外光谱和用酸解法得出的氮素形态分布结果是一致的
。

将用
: 6 N C P一 M A S N M R 技术和一般化学方法所得到的氮素形态分布的结果进行比

较 即可得知
,

腐殖物质中用化学方法尚未能确定其形态的
“

未知态氮
”

也以酸胺
、

芳胺和脂肪

胺态存在
。

这些形态的氮在用化学方法测定时
,
或者由于方法的缺陷而被归入酸解性未知态

氮中
,

或者由于不能酸解而被归入非酸解性氮中
,

或者在酸解过程中因脱氮而以按态氮形式

出现
,

还有小部分可能在酸解时与酸解液中一些化合物反应而转变成为一些形态未知的含氮

化合物
。

至于杂环态氮
,

从
` “

N C P一M A S N M R 谱可知
,

除少量咄咯型氮外
,

其它类 型杂
环态氮含量更低

。

看来
,

长期以来认为土壤未知态氮主要是以杂环态氮形式存在的概念可能

是不正 确的
。

* 本工作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墓 金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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