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展式土壤颗粒组成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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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集的顺粒组成是土壤基本特性之一
,

也是早期研究土壤最基本的内容
。

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
,

土壤组成的分析方法也不断地发展改进
,

主要表现在分析结果更精确
,

分析速

度更快
,

分析粒级范围扩大
。

例如原有的分析方法把砂进一步细分成粗砂和细砂 , 粉砂进一

步细分成粗粉砂和细粉砂
,

粘粒则无法进一步细分
。

但有些土壤如玄武岩发育的砖红壤
,

其

粘粒含量高达 70 %左右
,

只属于 1 个级别
,

而其余的 30 %颗粒竟要细分为 5个级别
,

这对我

们了解土壤各种粘粒分布及组成等信息是不利的 , 其次
,

对温带地区土壤中
,

究竟是哪些粘

粒在剖面发育过程中发生移动和淀积
,

也不十分清楚
。

为此
,

本文将目前在联邦德国已广泛

采用的扩展式颗粒组成分析方法①介绍给读者
。

此法既适用于热带
、

亚热带土壤
,

也可用于

温带土壤
。

联邦德国土壤颗粒组成分级标准是在国际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

可图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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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滚颗粒组成分级标准与所用的分析方法

样 品 制 备

土壤是一个极不均匀的体系
,

因此样品分析时都应采用 10 。%的重复
。

将过 Zm m筛的细土

先在均匀分样机上分样
,

把对称的二份土样分别倒入烧杯
,

作为土壤顺粒组成和粘土矿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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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分析样品
,

样品量一般为 16 克左右
,

根据样品的粘粒含量高低
,

可减至 10 克
,

或增至 20

克
。

二
、

样品的化学预处理

1
。

用稀 H cl 除去土壤碳酸盐 即把 pH调至 4
.

5 , 每天 2 次
,

直至样品放置一段时间之后

p H值变化不大时为止
。

2
。

用双氧水除去土壤有机质 这一步是同我国目前采用的方法不同之处
,

即不在 电 热

板上加热 (电热板加热不均匀
,

会影响土壤的粘土矿物性质 )
,

而采用热水浴
,

即每天把样品

放置于 60 一 7 0℃的热水浴中
。

3
。

用D C B
,

即连二亚硫酸钠— 柠檬酸钠— 碳酸氢钠除去土壤铁锰氧化物 方法 与

目前我国分析游离铁
、

锰的方法相 同
。

4
。

用 N a
离子置换铁锰等离子 用 Zm ol / L N a

CI 溶液洗涤样品 4 次
,

使溶液中和吸附在

样品表面的铁锰等其他离子全部置换除去
。

5
.

渗透法洗盐 将样品分别装入有渗透膜的袋里
。

用一个有许多小槽的架子
,

将架子连

在一只小马达上
,

作水平移动
。

把每个渗透膜袋分别固定在各个小槽内
,

并把整个架子置于

不断有少量循环 自来水的箱中
,

约 3天后
,

将自来水换成去离子水
,

每天 1 次
,

约换 3 次
,

直至其电导率至少低于 40 毫西门子
,

然后把样品洗到烧杯里
,

调其 p H值至 7
.

0一 7
.

5。

三
、

湿筛法筛土壤样品

自上而下把。
.

63
、

0
.

2
、

0
.

0 6 3
、

和 o
.

o 20 m m孔径的 4 个筛子叠在一起
,

固定在装有振动

马达的架子上
,

将上述烧杯里的样品从最上一个筛子洗入
,

边洗边振动
,

使通过最后一个筛子

的样品流入 1 0 0 0毫升的量筒内
。

样品洗完后
,

用去离子水继续洗若干次
,

再依次把每个筛子

洗几次然后将各筛子上的样品分别洗入小烧杯中
,

烘干称重
。

四
、

用吸管法区分中细粉砂和粘粒

将上面量筒中得到的样品 pH值再调至 7
.

。一 7
.

5 , 然后定容至 1 0 0 0毫升
。

用吸管法 吸

取 < 0
.

0 20 m m ,

< o
.

o 06 m m 和 < o
.

o o Z o m m 的悬浊液 3 次
,

烘干称重
。

把各个粒级重量相加

作为 10 0 %
,

然后计算出各粒级的百分含量
。

五
、

< 2卜m 粘粒的分级

在上述 1 0 0。毫升的量筒中吸取 < 2拼m的悬浊液 10 。毫升于离心管中
,

把离心管置于恒温恒

速的离心机中离心
。

其粘粒大小
、

温度
、

转
枯粒大小

卜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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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 )

2 0

2 0

2 0

2 O

转 速

(转 /分 )

1 0 0 0

2 0 0 0

4 0 0 0

5 0 0 0

离心 时间

时 分 秒

0 0 8 0 7

0 1 7 4 8

0 4 5 0 9

4 0 5 2 1

速和离心时间的关系如左表所示
。

(吸取样

品深度为 2 厘米)

每次离心完之后
,

用一个可固定在离心

机上的移液管架
,

从每个离心管中吸出 10 毫

1 6 3



升 (吸取深度为 2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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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