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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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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若千土壤样品的腐殖质
,

其中包括黑
.

上
、

黄

棕壤和红壤等
。

从其中 11 个土壤样品中分离出胡敏酸

和富里酸
,

并测定其土壤腐殖质组成
,

胡敏酸和富里

酸的元素组成
、

各含氧官能团含量
、

光学特性以及高

锰酸钾氧化的降解产物
。

据初步研究结果
:
土壤腐殖质的组成和性质与其

形成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

并具有地带规律性
。

各土

壤带荒地土壤腐殖质的组成互不相同
,

黑土不但有机

质含量较高
,

且其腐殖质中以胡敏酸为 主
,

胡 /富 比

(胡敏酸 /富里酸 比值
,

下同 )在 2
.

0以上
,

活性胡敏酸占

胡敏酸总量的 3 5
.

8%
,

由北往南
,

胡 /富比逐渐降低
,

红壤
、

砖红壤中的胡 /富比最低 ( 0
.

16 一 0
.

5 3 )
,

同时活

性胡敏酸增多 ( 7 7
.

7一 87
.

1% )
。

从黑土到红壤
,

胡敏

酸的光密度值
、

元素组成
、

C / H 比值以及芳化度均具

有地带规律性
。

含氧官能团中
,

狡基多于酚径基
,

胡敏

酸中梭基与酚经基含量的比值为 1一 1
.

5
,

富里酸中的

比值在 3 以上
。

官能团氧占胡敏酸总氧含量的 6 9
.

3一

9 1
.

9%
,

富里酸中90 一 95 %的氧存在于官能团中
,

其

中按基氧占50 % 以上
。

高锰酸钾氧化降解所得胡敏酸

碳的芳化度为 3 5
.

8一 52
.

4 %
,

部分样品
` “ C 核磁共振

波谱计算的芳化度在 50 %左右
。

根据上述诸项结果可

以认为供试 土壤腐殖物质体系由北往南趋于 简单化
。

水稻土与同一地带的荒地和早地比较
,

有机质含

t 增加
,

胡 /富比变高
,

而活性胡敏酸比例均显著降低
,

说明在水耕植稻条件下
,

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
,

水耕

熟化改变了腐殖质组成并能提高腐殖质品质
。

但是
,

在

水田的嫌气条件下有机质的分解和缩合受到限制
,

导

致形成和积累分子较小
、

腐殖化程度较低的腐殖物质
。

E 4 、

E ` / E 。比值与元素组成
、

C / H 比值
、

含氧官

能团及芳化度之何的相关系数
,

表明E 4除 了 与C %
、

O %
、

阶经基
一
0 %

、

醒基
一 O % 呈极显著或显著相关外

,

还与C / H 比值及芳化度呈极显著相关
,

而 E ` / E 6比值

与后两项因子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

因此这次研究结果

指明E 4可作为表征腐殖物质芳化度的 一 个 指标
,

而

E 4 / E 6比值与芳化度无关
,

但 E 4和 E打 E 6比值两者均

植物根系一土壤界面的养分状况对了解土坡中养

分的迁移和利用十分重要
。

但是
,

研究技术上存在很

多困难
。

六十年代以来
,

应用放射性自显影方法使根

系对养分吸收和分布的研究有了一些进展
。

然而
,

对

于根系的吸收部位
、

养分吸收与水分吸收的关系等问

题
,

过去一般都在水培条件下进行试验
,

得到的结果

与生长在土壤中的不完全一致
。

为 了进一 步澄清这些

问题
,

我们应用薄层标记的自显影方法进行了有关的

研究
,

现将初步结果简述如下
。

1
.

玉米
、

箭苦豌豆在砂壤土
、

高岭土和蒙脱土的

混合介质上吸收
“ “ P和

“ 。 R b Z性小时
,

可 以看到根系内

部从根尖到以上 1
.

5厘米处累积量最强
,
1

.

5一 6厘米根

毛区次之
,

6 厘米以上侧根生长区除新生侧根的根尖

端外基本上看不到有放射性同位素的累积
。

但是
,

从

近根微区土壤中被根系吸收后出现的亏缺程度却呈现

相反的现象
,

即亏缺区是从根尖以上 2厘米的根际土

壤中开始出现
,

6 厘米以上最为明显
。

表明根内的累

积虽然是由根尖开始越向上越弱 , 然而真正的吸收 区

却是根尖端最弱
,

根 毛区次之
,

侧根出生处最强
。

可

以认为
,

根尖区的累积量虽大但吸收量最小
,

但是由

于根内输导组织发育不完全
,

以致输出能力较弱
。

相

反
,

根毛 区以上虽然吸收能力很强
,

而输送能力也强
,

因此根内的累积量不明显
。

由此指出
,

以往水培条件

下仅以根内的放射性同位素累积强度解释根的吸收部

位是值得商榷的
。

2
。

植物根系培育在标记 3 么P的溶 性 介 质— 琼

脂上
,

5 小时后 即观察到近根 , : P的累积现象
。

而 当处

理植物套以聚乙烯薄膜
,

使燕腾盆比不套膜的减少 50

一75 % 时
,

吸收强度套膜者为 6
.

09 x lo
`
( e p m )

,

不套膜

者为 8
.

89 x 10
`
( c p m )

,

两者吸收量相差 3 1
.

6%
。

同时
,

自显影的结果也表明
,

蒸腾强度大的处理
,

根际
” Z P

的累积区范围可宽达 2 毫米
,

强度也大 , 而蒸腾强度

小的则略有累积
,

范围不超过 1毫米
。

表明
,

土壤溶

液中的磷同样可 以随着水 分 的 吸 收 一 集 流 ( m as
s

fl o w )的机理进入根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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