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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比较研究了 我 国几种石 灰性土 壤和 非石 灰性土 壤 中氨墓 酸组 成
。

结果表明
,
石 灰性土 壤 中酸 性氨基 酸

的相对含量 明显 高于 非石灰 性土壤
,

这可能与石 灰对富含天 冬氨酸的 有机物具有选择 性吸 附有关
。

土壤氮素的绝大部分系以有机态氮存在
, 它是作物氮素营养的主要给源

。

我们 曾对我国

几种主要土壤中的氮素形态分布及其氨基酸组成进行了研究 〔` 〕。

鉴于对在我国分布广泛的石

灰性土壤中氨基酸组成特征研究甚少
,

为此我们选择了几种植被和利用方式基本相似的石灰

性和非石灰性土壤
, 研究 了它们的氨基酸组成特征

, 其 目的在于阐明石灰在保存土壤有机氮

中某些组份的作用
。

一
、

样品和方法

(一 )样品

供试土壤样品分别采 自江苏
、

各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见表 1
。

表 1

山东
、

四川和云南
,
均为 自然植被下 和农地的表层 土 壤

供试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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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方法

土壤全氮含量用凯氏法
,
氮素形态分布用 B I’e m n e r法〔“ 〕 ,

用
“
日立

一 3 3 5” 氨基酸 自动分析仪测定
。

供测定氨基酸组成的样品制备如下
: 吸取一定土壤酸解液

,

有机碳用丘林法
,

氨基酸组成

在低于 5 0 ℃的 水 浴 锅 上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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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除去多余的盐酸 ( 反复 3 次 )
,

将蒸干后的残渣溶于 o
.

02 m ol / L的盐酸
,

定容后供测定用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土滚橄基酸组成

C
a r t e r

等〔” 〕发现 ,
在含碳酸盐化合物的沉积物中

,

酸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较非碳酸盐沉

积物高
,
但在富含碳酸盐的土壤中却未见有类似的报道

。

我国的黄土高原
、

华北平原
、

关 中

盆地
、

四川盆地 以及沿江冲积物和湖积物等地区
,
分布着大面积富含石灰的土壤

,
这些地区

也是我国农业和牧业的重要产区
。

因此 , 开展上述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

表 2 列出了部

分地区石灰性和非石灰性土壤的氨基酸组成
。

表 2 石灰性和非石灰性土壤氨基酸组成门 00 x a一氨基酸 / 氨基酸总量 )

氨基 酸 紫色土 红壤地 区 黄棕城地区 棕坡地区 水稍土 黄翻 土

种类
`

口 石灰性 非石 灰性 红色石灰土 红壤 红 色石灰土 黄棕壤 棕 色石灰 土 棕壤 (石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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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结果表明
,

凡是石灰性土壤
,
其酸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均明显高于非石灰性土壤

,

含

硫氨基酸的相对含量略高
,

而中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则较低
。

石灰性土壤的酸性
、

碱性
、

中性

和含硫氨基酸的相对百分含量分别为 (n
二 6 ) 23

.

4 士 1
.

6
、

7
.

9 士 1
.

4
、

6 6
.

5 士 2
.

2和 1
.

9 士 1
.

。 , 而

非石灰性土壤分别为 (n
二 5 ) 20

.

3 士 0
.

5
、

8
.

9 士 0
.

7
、

7 1
.

3 士 3
.

0和 0
.

9 士 0
.

2
。

表 2 还显示
,

在耕地

土壤中
,
无论是早地或水稻土

,

其差异都同样明显
。

导致石灰性与非石灰性土壤氨基酸相对

含量 间的差异
, 可能是 由于石灰对富含天冬氨酸的有机物具有选择性吸 附

,
使石灰性土壤的

酸性氨基酸相对含量较非石灰性高
; 石灰反应有利于将半胧氨酸转变为较稳定的肤氨酸

,

则

含硫氮基酸的相对含量略高 , 而 由于石灰性土壤的 p H 较高
,
使 中性氨基酸中抗碱解稳定性

差的氨基酸易遭破坏
,
使 中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较低

。

2 1 4



尽管在石灰性和非石灰性土壤中酸性
、

中性 和含硫氨基酸的相对含量有这些差异
,
但它

们的氨基酸组成及主导氨基酸却十分相似
,

均以甘氨酸
、

天冬氨酸
、

谷氨酸
、

丙氨酸
、

亮氨

酸和异亮氨酸等的相对含量较高
,

这似乎表明它们均来自微生物的多肤
、

粘肚等
。

不同土壤

中的微生物虽然千差万别
,
但各种微生物的氨基酸组成却很相似的事实支持了以上的看法

。

(二 )石灰性土壤中非
a 一

氨基酸态氮的含量

碱性氨基酸不但含有
a 一

氨基酸
, 还含有 非

a 一

氮基酸
。

周克瑜等〔 1〕在研究我国几种主要

土壤氨基酸组成时
,
曾测得大约有 10 一 4 0%的酸解性未知态氨 ( H U N )系以非 a 一

氨基酸态氮

存在
。

G o h 等〔 4〕对新西兰 6 种土壤的研究也获得类似的结果
。

我们根据供试土壤的氨基酸态

氮的含量和氨基酸组成
,

计算出部分石灰性和非石灰性土壤中的非
a 一

氨基酸态氮的含量
,

结

果列于表 3
。

由表 3 可见
,

无论从 占全氮的相对比率

或 占H U N的相对比率来看
,

石灰性土壤中非

a 一氨基酸态氮比率都比非石灰性土壤低
, 这

可能是石灰反应有利于脱氨作用
, 从而导致

易脱氨的氨基酸数量的减少
。

赵斌军等〔 5〕 也

曾发现
,

如将酸解液 中各种形态氮以有机氮

为基数计算
,
则石灰性土壤中易脱氨的氮占

有机氮的比率略低于同一地 区的非石灰性土

壤
。

这与上述结果是吻合的
。

表 3 石灰性和非石灰性土壤的非 a 一氨基酸

态氮的含量

土 壤 (母质 ) 全氮

(g {k g )

非 a 一氨基酸态 氮

占 N 凭a 占H U N 分乞

棕色石灰土 (石灰岩 )

棕壤 (角闪片麻岩 )

1
.

1 7 5 6 4 3 5
.

4 7

1
.

5 3 5
.

9 5 3 7
.

6 6

红 色石灰土 (石灰岩 )

黄 棕镶 (下蜀黄土 )

2
.

5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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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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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镶 ( 玄武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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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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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消 息
创 ` 一 、 匆

.

少声 、 、 曰

“
`

“

全国名特优农产品的土壤与环境条件研讨会
”

将于今年 11 月在青岛市召开

由中国土壤学会土壤发生分类和土壤地理专业委员会与山东省土壤肥料学会
、

青岛市农

业委员会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项 目组联合组织的
“

全国名特优农产品的土壤与环境条件研讨

会
” ,

将于1 9 9 4年 1 1月上旬在青岛市召开
,

会议通知于 8 月发出
,

请有意与会的同志作好准备
,

并互相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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