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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性土壤中控制有机碳分解的因子

孙 波 林心 雄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族研究所 )

我国华北
、

西北地区有大面积的石灰性土壤
,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地
。

研究石灰性土壤

中控制有机碳分解的因子
,

对于合理利用石灰性土壤具有重要意义
。

我们在 田间和室内定量地研究了石灰性土壤的质地及碳酸钙含量对
` 弓

C 标记的黄花首楷

分解的影响
。

供试土壤系河南省黄河冲积物上发育的潮土 ( O一20 厘米的表土 )
,

其粘粒含量为

6 4一24 5 9 / k g ,

碳酸钙含量为 6 8
.

2一 1 2 39 k/ g , p H S
.

4一 9
.

0
。

室内培育试验中还包括将潮土

除去碳酸钙后再以氯化钙饱和制成的中性钙质土 ( p H 6
.

5一 6
.

8)
,

以 及这些中性钙质土中加

不同量碳酸钙的处理 (加量范围为 40 一 1 2 0 9 / kg)
。

研究结果表明
,

田间条件下
, ` 弓 C 标记的黄花首楷在不同质地的潮土中分解一年后的残

留
` 毛 C量差异不显著

。

但土壤各粒级中标记碳 ( “ C ) 与非标记碳 (
` “

C ) 含量均随粒径的增加

而减少
。

“ C在砂粒
、

粉砂粒和粘粒中的分布 (占土壤总残留
’ 4

C的% )差异较大
,

分别为 5一

9 %
、

23 一 31 %和 4 0一 59 % , 而
` “ C在三个粒级中的分布 (占土壤总残留

` ’
C 的% )差异较小

,

分别为 17 一 27 %
、

34 一 44 %和 3 2一 5 2 %
。

潮土粘粒级分中
’ ` C的富集系数大于 ” C的富集系数

,

而粉砂粒级中则相反
。

不同质地的潮土 中
,

随着粘粒及粉砂粒含量的增加
,

粘粒及粉砂粒中
, Z

C及
’ `

C的富集系数降低
。

这说明潮土中粘粒对有机质也有较大的保护作用 , 质地越粘
,

粘

粒及 粉砂粒表面有机碳的饱和程度越低
,

剩余的能被微生物代谢产物结合的位置也越少
,

梢
粒及粉砂粒所起的保护作用就越弱

。

潮土的粘粒部分在有机质的中期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

而粉砂粒则在有机质的长期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室内模拟试验也表明
,

在供试的不同质地的潮土中
,

质地并未显示其对 “ C黄花省稽分

解速率的影响
。

只有当土壤除去碳酸钙后
,

粘粒对植物物质分解的保护作用才显现出来
,

即

随着土壤粘粒含量的增加
,

土壤中的残留“ C量也增加
。

但这些土壤中
’ 弓C 黄花首箱的分解

速率较相应的未除钙的潮土中明显降低
。

除钙后的中性钙质土中加入的碳酸钙能促进 “ C黄

花首楷的分解
,

但其影响的程度不及土壤中原有的游离碳酸钙大
,

不能掩盖质地对 “ C 黄花

首楷分解的影响
。

土壤中原有的碳酸钙及添加的碳酸钙对 “ C 黄花首楷分解的促进作用的大

小因土壤中粘粒含量而异
。

总之
,

潮土有机质在各粒级中的分布受各粒级表面吸附位所制约
,

而有机质在潮土 中分

解的快慢则决定于粘粒的保护作用和碳酸钙的促进作用的交互影响
,

在一定的粘粒含量范围

内
,

碳酸钙的促进作用可掩盖粘粒的保护作用
。

在除去碳酸钙的中性钙饱和土中
, ’ `

C 黄花首楷的分解速率与土壤的粘粒含量及碳酸钙

添加量均呈显著的线性相关
,

因此可利用二元线性回归方程描述粘粒和碳酸钙含量对有机物

质分解的影响
。

据此
,

提出了校正系数
,
利用非石灰性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模型及其有关参

数来预测潮土中植物物质的分解速率
。

当然
,

这种校正的可信度及精确度还有待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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