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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植物残体在田间条件下的分解速率以及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动态变化
,

目前最常用的

方法是砂滤管法 〔D和尼龙袋法〔 2〕
。

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
,

前者透水透气性好
,

不 易 破

损
,

并能阻挡植物根系的进入
,

但因对管内外水分移动所产生滞后效应
,

特别是在干早
、

半干

润地区的早地上
,

这种影响尤为明显
。

尼龙袋法的优点是操作简易又便于携带
,

袋内水分的动

态更逼近 田间实际情况
,

其不足之处在于部分杂草的根系和土壤小动物易通过尼龙袋的纤维

细孔进入袋内
,

导致测定的碳量偏高
,

而盛幽植物残体的加入量小而供试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较高时
,

测定结果的误差往往较大
。

本世纪的60 年代
,

示踪技术广泛应用于研究植物残体在田间和实验室条件下的分解速率
,

从而解决了上述方法所无法解决的困难
。 `

C 示踪法的优点是
: ( 1 )可以用表土作为标记植 物

残体分解试验的供试土壤 , ( 2 )供试的植物残体的加入量可以接近田 间实际的进入量 , ( 3 )

可以在根系和土壤动物的参与下进行腐解试验 , ( 4 )采用高比度的
`

峨 C 标记物料
,

可以追踪

土壤中植物残体腐解 10 年或更长时间的转化过程
。

一
、

设备和试剂

(一 )塑料筒 由硬质塑料管制成内径 x 高
=

1 )
。

(二 )砂滤管 用金刚砂加工制成的砂滤管
,

隙以 1 4 0 x 7 0# m 为主 (图 2 )
。

10 0 x 17 o m m 的两端开 口塑料筒若干只 (图

内径 x 高 二 3 8 x 6 5 m m
,

壁厚 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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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径 3 8 m m

外径 5 5m m

图 1 塑料筒规格 图 2 砂滤管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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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三 ) 4 0目的封口尼龙网布
。

(四 ) 封口 塑料胶带
。

(五 ) 由铬酸 (C r O
3

)
,

硫酸 ( H
Z

S O
`

) 和琪故 ( H 。 P O
`

) 配制而成的混合消盘液〔3 ,
。

(六 ) 闪烁液〔 3〕 。

二
、

方 法

定量的
`

C标记植物残体与定量的供试土壤混合均匀后
,

装入塑料筒 (或砂滤管 )中
,

用

尼龙 网布封 口后
,

将筒 (或管 ) 埋入田 间表土层内进行腐解试验
。

经一定时间分解后
,

取出供

试样品
,

用简易湿烧法〔 3〕测定总碳量及
’ `

C残留童
。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

(一 ) 供试样品的准备

1
. ’ 弓 C标记植物残体 选定的植物在生长室内按预定的标记比度定 期地 充 入 定 量 的

1 `
C O :

气体供植物吸收
,

在植物整个生长期内
, ’ 召

C 0 2
的比度维持在较恒定的范围内

,

当植

物生长达到所需的生育时期即可采样
。

标记好妙株可按试验需要
,

采用全株或不同器官进

行处理
,

并将植物样品放入专用烘箱在低温 (约 50 ℃ )条件下烘干
。

烘干样品在安全 操 作 箱

(图 3一 B )内用高速粉碎机磨碎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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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全操作箱及 其尺寸

2
.

供试土壤处理 将供试土壤的表土
,

经风千
、

挑根
、

磨细
、

过 20 目筛
,

备用
。

(二 ) 装砂滩管方法

1
.

用 1八 。天平称取相当于 60 一 80 克 (视土壤比重而定 )干土重的供试土壤若千份
,

分别置

入小塑料袋中
。

2
.

在安全操作箱 (图3 一 A )内用 1 / 10 0 0。天平准确称取
’ 弓

C植物残体
,

其称量相当于供试

土壤重量的 0
.

15 %
,

然后装入内含供试土壤的小塑料袋内
,

袋口用橡皮筋扎好
。

3
.

用 1 0毫升注射针筒往装有
’ 4

C植物残体和供试土壤的塑料袋内
,

注入约 8 毫升水
,

袋

壁上针眼用一小块不干胶纸片封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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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塑料袋内的
’ 毛

C标记植物残体与供试土坡充分混匀
。

然后慢慢倒入 一端 已用 尼 龙 网

布封口的砂滤管内
,

用样品匙轻轻压紧
,

使所有的试验样品全部置入管内
。

用一尼龙网片将

砂滤管口盖上
,

再用塑料胶带将尼龙网片与砂滤管封住
,

并用红漆在砂滤管上编号
。

( 三 ) 装塑料简的方法

1
。

称取相当于 1 0 0 0克干重的供试土壤
,

用上述方法称入 1
。

5克
`

C标记植物残体
,

注入

大约 10 0毫升水
,

然后将
’

` C植物残体与土壤充分混匀
。

2
。

将混匀的样品装入下端 已用透气性良好的尼龙网布封底的塑料筒内
,

筒 内土表 用 一

块略大于塑料筒内径的尼龙网布盖上
,

以防异物落入
。

(四 ) 埋筒 (管 )

1
.

根据砂滤管的数量
,

选用适当大小并 已作好标记的田块埋管
,

一般每平方米可 布 置

2 0 0一 1 5 0只砂滤管
。

2
。

按照试验要求
,

将砂滤管分批埋入表土层中
,

并覆盖 5 厘米 左右的表土即可
,

然后

用试验地表土制成的悬浮液拨浇埋管地段
,

以达到接种的目的
。

3
.

塑料筒的埋置方法与砂滤管不同
,

装有试验样品的塑料筒埋入田间表土中
,

埋入深度

保持筒内土面与筒外土面相平
,

筒 口上沿高出地表约 10 厘米
。

(五 )采样

1
。

砂滤管的采集
a

。

根据试验要求
,

按期取出砂滤管
,

将砂滤管外部粘结的泥土抹干净后
,

立即装入塑料

袋中带回化验室
。

b
,

将砂滤管一端的封口尼龙网片扯掉后
,

按照号码整齐地排列到一只干净的搪瓷盘中
,

将搪瓷盘连同砂滤管一起置入专用烘箱内于 50 ℃下烘干
。

表 1 同一 ’ ` C 标记植物残体用砂浦管法

和塑料简法所测定的分解量 (占加

入 ` 咭C最的百分数 ; 封丘田间 )

1 4 C 分解且%

方 法 植 物残体 加 田 旱 地

一年 二年 一年 二年

砂 冰管 法
“ C一稻草

“ C一稻根

6 4
.

9 7 7
.

9 6 8
,

6 8 0
.

6

刁8
.

2 7 0
.

0 5 6
.

1 7 0
.

5

::
’

;

。 .

在通风柜中将上述烘干样品从 管 内

取出后
,

在安全操作箱内用高速粉碎机磨细

待分析
。

2
.

塑料筒的采样
a .

采样时将塑料筒内的土样轻轻 地 全

部倒入一只干净塑料袋内
,

待水分挥发至适

宜采样时
,

封好塑料袋 口
,

充分混匀后作多

点取样
,

每次采样量约 1 00 克左右
,

剩下的 J

样装回塑料筒内继续进行 田间腐解试验
。

b
。

采集的试验样品经 50 ℃烘干后
,

在安

全操作箱内磨细待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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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筒法
“ C 一稻草

14 C 一稻根

同一
峪

C标记植物残体在砂滤管和塑料筒内的分解状况列于表 1
。

结果显示
,

无论在水田还

是早地
,

两种方法测出的
`

C标记植物残体的分解量
,

除个别相差 5 %外
,

多数结果都很接近
。

(六 ) 全碳及
月

C测定

1
。

全碳的测定 在分析天平上称取经 60 ℃烘干的腐解样品 1
.

0克
,

用 H
Z

S O
`
和 H

3
P O

`

的铬酸 ( C r O
3

)液消煮
,

释放出的 C O : 吸收在 5 毫升 l m ol / L N a O H溶液中
,

一定量的吸收液加

B a C I
:

后
,

用 H C I标准液滴定剩余的 N a O H 〔 3〕
。

2
. `

C放射性比度的测定 称样和氧化消煮过程同全碳测定
,

改用 乙醇胺 作
`

C O :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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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吸取深度为2 cm) 分别洗入小烧杯中
,

烘干称重
,

然后重新把粘粒再搅拌分散
,

重复以

上步骤
,

直至最后一级
。

最后按下式计算各级粘粒百分含量 ;

粗粘粒 ( I ) (2 一 0
.

6卜m ) 二 粘粒总量 (吸管法中已得到 ) 一 < 0
.

6终m重量 :

粗粘粒 ( ! ) ( 0
.

6 一 0
.

2林m ) = < 。
.

6林m 一 < 0
.

2协m的重量
。

其余的依次类推
,

把粘粒细分

成 5级
。

六
、

结 束 语

本方法可根据研究者的工作要求作适当修改
,

如顺粒分级系统
、

化学预处理中是否去有

机质
、

是否去铁锰氧化物等
。

此外
,

量筒中余下的样品还可直接按计算时间
,

吸出 1 00 毫升粘粒

作为鉴定土壤粘土矿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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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剂
,

待加入闪烁液静置 19 一 24 小时后
,

在液体闪烁仪上计数〔 3〕 。

如果待测样中
` 魂 C的比度较高

,

也可从全碳测定的 N a 0 H吸收液中吸取 。
.

1毫升测定
` 今C

的比度
。

(七 ) 结果计算
1

。

土壤中 “ C的残留量的计算

即
`
月

C植物残体在土壤中经过一段时间分解后的 “ C残留量占加入
: `

C量的百分数 ( “ C )
。

`
C % 二 S x W

:

A x W
: x 6 0 0 0 0

X 1 0 0

式中
: A一加入

’ ` C植物残体的总蜕变数 ( K B q ) , W
:
一腐解待测样品称样量 (克 ) , S一

腐解待测样品的
’ ` C净蜕变数 ( d

、

p
、

m ) , 6 0 0 0 0一 d
、

p
、

m 换算成 K B
。

的系数 , W
:

一腐解样品

的总重量 (克 )
。

2
,

土壤中
毛

C植物残体的分解量 ( “ C : % )的计算

4

C
: % =

B x 一 B
o

B l
X 1 0 0

式中
:

B :
一加入

` C植物残体的总蜕变数 ( K B
q

) , B
。

一腐解样品 “ C的总蜕变数 ( K B
,

)
,

3
.

土壤中
’ :

C的分解量 ( % )的计算
: :

e % =

宝至契二
生一 x l 。。

七 5

式中
:

C
3

一腐解样品中的 (
’ `

C + 」 “ C )总量 (克 ) , C
`

一腐解样品中残留
摇

C总量 (克 ) , C
。
一

供试土壤起始时的 C总量 (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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