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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颐粒组成指土坡固相中矿质单粒大小的百分含量
,

它是通过土壤顺粒分析获得的
。

分

析土城中的砾和砂时用筛分 , 分析细土部分时则需分两个步骤
,

即土壤的分散处理和土粒的

分离
。

土坡的分散是否完全
,

会影响到土粒是否能全部分离
。

由于土壤
、

上质
、

土工 以及矿

物研究等方面均需土城顺粒方面 的资料
,

以作为农业
、

工程或国防建设中的参数
,

所以
,

正

确进行土城顺粒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

但是
,

目前在分析土样处理及分析方法上均未统一
,

对

土样中的有机质是否应该除去也还有争论
。

因此
,

在工作中常常是按送验者的要求来进行分

析
,
由于不便比较

,

以致多年来的大量分析结果未能充分利用
。

为了统一操作规程
,

提高分

析资料的利用率
,

我们对土样处理
、

土壤中碳酸钙和有机质对土粒分散的影响等方面
,

做了

一些研究
,

现将所得结果整理于后
。

一
、

土壤颗粒分析的土样处理方法比较

在进行土壤顺粒分析前
,

首先应除去土粒的胶结剂
,

同时使粘粒水化和增加它的负电荷 、

以促使复粒充分分散为单粒
,

但又要求不破坏土粒本身
。

因而
,

如何正确选用化学分散剂及

物理分散手段
,

便成为颗粒分析操作中的重要步骤
。

我 国研究者曾进行不同分散剂处理的对比研究
,

认为石灰性土壤
,

偏磷酸钠 的 效 果 较

好〔 1 〕
。

土壤中如有一定量的可溶盐
,

并不影响它们的分散效果
,

反而略有促进作用
。

当饭化

钠浓度达 10 %时
,

偏磷酸钠的分散效果 (指 < 0
’

001 毫米顺粒的含量 ) 最高
,

其他盐类 也 这

样〔 2 〕
。

中性土坡以草酸钠作分散剂为宜
,

对酸性土壤一般认为采用氢氧化钠较好
。

为了进一步研究土样处理的方法
,

我们选择了苏南地区几种不同肥力水平的土城 (共32

个土样 )进行分析
。

它们的成土母质
,

分别属于长江冲积物
、

太湖湖积物和下蜀黄土
。

土城性

状见表 1
。

土样处理
,

用以下 四种方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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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国际法
“
A

,

法— 用 6% H : O :
去有机质

,

用 。
.

2N H cl 破坏碳酸盐
,

然 后 加 I N

刊恤O H溶液 4 毫升
。

4
.

综合法 ( 1 法和 3 法的综合 )一用 6% H
:

O :
去有机质

,

用。
.

ZN和。
.

SN H CI 淋洗土城中

的aC
. + ,

并按土族的阳离子交换蚤加入 I N 的N ao H溶液
。

经上述四法分别处理的土样
,

煮沸一小时后用吸管法进行分析
。

两次重复
。

悬液浓度约为

1%
。

所得结果均与用作标准的卡庆斯基法 ( 1 法 )比较
,

其分散度主要根据细粘粒 ( < 。
.

0 01 毫

米》的含 t 来评价
。

吸管法两次平行侧定绪果的允许误差
,

细粘粒级为《 l %
。

由表 2可见
,

在长江冲积物上发育的土城
,

用 3 法和 4 法处理后
,

所获细粘粒含 t 之差

均 < 2%
,

其中1邝的土样比 1法的细粘粒含量高 4
.

0一 6
。

。%
,

而 2 法则普追低 0
.

3一 3
.

5%
。

在溯积物及下蜀黄土上发育的土坡
,

以 3法和 4 法处理后的细枯粒含量与 1 法的结果相近
,

其 祖

差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

2 法则低 4
.

4一 1 3
。

1%
。

仅有一个土样 ( 31 号 )
,

其 3 法和 4 法的细粘

粗含 t 相近
,

而高于 1 法 5一 6%
, 2 法则与 1 法相近

,

不同方法处理后所获结构系数大小
,

亦

有相应趋势
。

卡庆斯基认为 〔 3 〕 ,

采用国际法
“
A

,

处理时
,

交换量不超过 40 毫克当量的土族
,

其分散度

和他的方法相近
。

我们采用的 3法与国际法
“
A

.

类似
。

2 法处理由于不去任何胶结物质
,

所

以所获细粘粒含 t 均较其它三法低
。

四种土样处理方法的比较还表明
,

对在三种母质上发育的土城进行土城顺粒分析时
,

如

只摇了解质地
,

土样处理可采用中性盐分散法
,

因其处理简便
,

同一样品相同处理间的重复

较其它三法祖定
。

如孺了解各级烦粒组成
,

特别是要了解细粘粗的含皿时
,

建议采用综合法
,

虽然该法的分散度与 3 法 (似国际法
“
A

”

法 )相近
,

但对分散荆的用蚤较 3 法科学
。

二
、

影晌土坡分散的某些因素

破酸盆和有机质都是土粒的胶结剂
,

所以
,

在土壤顺粒分析时
,

先要脱钙和氧化有机质

才能使土粒分散成单粒
。

关于脱钙的意见较一致〔”
,

们
。

对是否去除 有 机质 则 有 不 同观

点 c卜 6〕
.

英美的某些研究者认为
,

有机质是土壤的胶结剂之一 所以应该除去
。

英国鲁宾逊 `G
·

侧
W

。

R o ib son
n )认为

,

少量有机质的存在对分散的影响不大
。

美国贝佛尔 ( L
.

D
.

Bva cr )认为
,

如果有少 t 的有机质存在
,

常常不用H ; O :来处理
,

有钙离子存在的情况下大部分有机胶体将

理二



表 2 不同处理对土壤箱粒分析的影响 (粒径
:

毫米 》

顺粒含盆 (肠 )顺粒含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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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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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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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处理方法 : (1 ) H
.

A
.

卡庆斯基法
,

( 2) 中性盐分徽法
,

(3 ) 似国际法
口
A

,

法
,

( 4) 综合法
。

结构系致 (% ) : 按H
.

A
.

卡庆斯羞法计算
。

质地名称 : 按 1 9 7 8年 《中国土城 》一书上的质地分类
。

会再度水化而进入溶液 〔 ` 〕
。

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研究则持相反的意见
。

卡庆斯墓认为“ 〕 ,

在

上城分析样品中
,

去除有机质是不允许的
,

因为有机质是土坡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
,
役有有机

质
,

.

土集本身的概念是不可想象的 , 而且在顺序淋洗掉易溶性盐和碳酸盐
,

并用钠离子使吸

收性盆合体饱和之后去掉有机质并不能增加土壤矿物质部分的分散 度〔5, “ 〕 。

并 认 为
,

使 用

1幼1



H
:O :

和 Hc l来处理土壤
,

会使土壤中的硅酸铭与硅酸铁受到显著破坏
。

而且
,

经大量研究表

明
,

在碳酸钙洗失的条件下
,

实际上有机质已并不起胶结土粒的作用
。

我国的研究者认为
,

不

论有机质含量多少
,

对分析结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只有供试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低于 1 %

时
,

才可省略除去有机质的步骤 〔
伙

_

为了解碳酸钙和有机质的影响
,

我们选择在长江冲积物上发育的 9 个土样 (土城性质见 v

表 1 ) ,
每一土样有四种处理

: 1
.

不去有机质及碳酸钙 ; 2
.

去有机质
、

不去碳酸钙
; 3

.

不去

有机质
、

去碳酸钙 , 4
.

去有机质及碳酸钙
。

经上述处理后的土样
,

分别再进行加分散剂 (表

3 a) 和不加分散荆 (表 3 b) 处理
。

用吸管法分析
,

均为两次重复
。

以各土样分别经不同处理后所获 < 0
.

00 1毫米细粘粒的含量 (表 3 a) 和 < 0
.

00 1毫米徽团

雍体的含 t (表 3
,

处理 1 之b) 来讨论土壤中不同含量的碳酸钙或有机质
,

分别存在或同时存

在时对土镶细粘粒的分散和微团聚体形成等的影响
。

首先看碳酸钙和有机质对土坡细粘粒分散的影响
:

1
。

去有机质
、

不去碳酸钙 (处理 2 )和不去有机质
、

不去碳酸钙 (处理 1 )的比较
:
所有供

试样品中
,

同一土样的处理 2 和 1 所获的细粘粒含量之差无规律性
,

可见
,

当土壤中单含碳

酸钙或有机质和碳酸钙同时存在时
,

它们的含量对细枯粒的分散看不出规律性
。

2
.

去有机质
、

去碳酸钙 (处理 4 )和不去有机质
、

去碳酸钙 (处理 3 )的比较
: 19 和 22 号两

个土样的有机质含量 > 3%
,

它们处理 4 的细粘粒含量高于处理 3 ,

其余 7个土样两处理的细

粘粒含盈之差均 < 1%
,

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 ( 1% )
。

说明土壤中去碳酸钙后
,

当有机质含盈

< 2
.

5 5 %时
,

对细粘粒分散的影响似乎不大
。

3
.

不去有机质
、

去碳酸钙 (处理 3 )和不去有机质
、

不去碳酸钙 (处理 1 )的比较
:

23
、

6
、

13 和 19 四个土样两处理间细粘粒含量相差较大 ( 1
.

2一 4
.

1% )
,

其它土样则相差较小
。

可见
,

有翻
机质和碳酸钙同时存在时对细粘粒的分散有影响

,

但从有机质和碳酸钙的含量高低对其分散

的形响却看不出规律性
。

4
.

去有机质
、

去碳酸钙 (处理 4 )和去有机质
,

不去碳酸钙 (处理 2 )的比较
:
所有供试土

样中
,

同一土样的处理 4 均较处理 2 的细粘粒含量高
。

可见
,

土壤中单含碳酸钙时对细枯粒

的分散是有影响的
,

而且较单含有机质时影响大
。

5
.

去有机质
、

去碳酸钙 (处理 4 )和不去有机质
、

不去碳酸钙 (处理 1 )的比较
:

除 1和 5

号土样外
,

其余 7个土样各自的处理 4 均较其它三个处理的分散理想
,

细粘粒的分散度也最

高
。

进一步说明土壤中有机质和碳酸钙同时存在时对细粘粒的分散影响大
。

6
。

不去有机质
、

去碳酸钙 ( 处理 3 )和去有机质
、

不去碳酸钙 (处理2) 的比较
:
所有供试土

祥中
,

同一土样的处理 3均较处理 2 的细粘粒含量高
。

同样说明了碳酸钙对细粘粒分散的影

晌较有机质大
。

从上述结果看出
,

不论碳酸钙或有机质含量多少
,

对土坡颖粒分析 (主要看 < 。
.

0 01 毫米

细粘粒的含 t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它们含量多少和土壤中细粘粒的含量高低
,

对土壤分散

的形响大小呈正相关
。

土壤中同时含有碳酸钙和有机质时影响最大
,

单含碳酸钙的比单含有

机质的影响大
。

因此
,

在土壤顺粒分析前凡含有碳酸盐的土样以进行脱钙处理为宜
。

至于有

机质是否除去或去到何种程度则需酌情处理
。

有关洗失 t 的问题
,

我们认为在碳酸盐土壤的顺粒分析时
,

应将洗失量 %单独列为一栏
。

甲
洗失 t ` 10 %的土样

,

以烘干样品重作为基础
,

计算各级顺粒含量% , 洗失量 > 10 %的土样
,

川以洗除破酸盐和有机质后的烘干土样重为基础计算
。

这样
,

可避免所测各级顺粒组成及城地

皿, B



表 3碳酸钙和有机质对细枯粒 (< 0
.

0 0 1毫米 )分散的影响

公
注 . 处理 :

1 ()不去 有机质
、

不 去碳酸钙
,

( 2) 去有机质
、

不 去破成钙
,

(3 ) 不去 有机质
、

去族徽钙
,

“ ) 去有机

质
、

去砚徽钙
。

` ~ . ~
, 。 , 、

E 一 F
_

` _ _ 。 ,

用月 承城 ` 为 , 二 一
一

石 -

一 x I U U羚
七口

式中 : E
—

经不 同处理 后土坡获 较分析时 < 。
.

00 1毫米 的细粘 粒含 t %
,

即表 3为

F
—

处理 ( 1) 中徽 团聚体 分析时 < 0
.

0 0 1奄米 的徽团康体含盆%
,

即表 3b
。

偏轻
。

其次
,

从表 3 a 一 b来看
,

同一土样各处理中
,

一般都以处理 4 去有机质
、

去碳 酸 钙 的

a 一 b之值较其它三处理的小
,

可见
.

完全去除胶结剂的土样再加分散剂
,

有的土样细粘粒的

含 t 可增加一倍多
。

1 , 3



小 结

1
.

对在长江冲积物
、

太湖湖积物及下蜀黄土三种母质上发育的水稻土 (共 1 8个土样 )
,

用

吸管法傲土城顺粒分析时
,

如只需了解土城质地
,

土壤处理可采用中性盐分散法
,

因其处理

简便
,

同一土样相同处理间的重复也较其他三法稳定
。

如需进一步了解各级顺粒组成
,

特别

是要知道细粘粒 ( < 0
.

00 1毫米 )的含量时
,

建议采用综合法
。

2
.

土城中碳酸钙和有机质的存在
,

对土壤顺粒的充分分散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并取决于

它们的含皿和土样中细粘粒的含量
。

二者含量愈高
,

对分散的影响愈大
,

反之则小
。

土旗中

同时含有碳酸钙和有机质时影响最大
,

单含碳酸钙的比单含有机质的影响大
。

因此
,

在土城

获粒分析前
,

对于含有碳酸盐的土样
,

最好进行脱钙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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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P m , 绿肥 (黑豆 + 芸芥 )的土城有效碑 ( P )临界值为 4
.

SPP m
。

3
.

上述临界值是在施礴配合施氮条件下
,

以纯磷增产效果确定的
,

试脸点有 84 %以上是

且著增产的
。

若亩施土粪 60 0 0斤 (不加氮肥 )
,

则获得增产的试验点数为 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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