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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化土壤悬液透光度的研究

石 万 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南京 1 2 00 0 8 )

刘明刚 赵普平

(新乡市黄淮海农业开发办公室 )

摘 要

通过侧定碱化潮土 1 04个土样悬液的透光度和碱化度
.

研究了碱化土壤悬液透光度与土壤碱化度的关

系
。

结果表明
,

土壤悬液透光度与土壤碱化度之间有极好的相关性
,

从而建立了碱化度与土壤悬液透光度的

直线方程
,

为快速地确定土壤碱化程度提供了方法
。

关键词 碱化土壤 ; 悬液透光度; 碱化度

碱土作为一个土类
,

它的划分标准国内外过去都采用化学指标
,

即碱化度 ( ESP )
、

pH

与电导率 ( E )C
。

但是它对作物的危害除了高 p H 值的碱性腐蚀外
,

还因其在化学性质影响

下
,

土壤粘粒高度分散
,

堵塞了土壤孔隙
,

使地表水分不能下渗
,

造成不良的物理性质
。

表

现在湿时泥泞不透水
,

干时坚硬板结
。

这种物理性质与土壤碱化程度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

很

少见到有关的研究报道
。

本研究企图寻找一个土壤物理指标与土壤碱化度的关系
,

以便用其确定土壤的碱化程

度
,

从而代替碱化度的测定
。

因为碱化度的确定
,

需要通过土壤交换性钠和交换性阳离子总

量的测定
,

其手续繁杂
,

又费时间
,

并且一些基层分析室无条件进行交换性能的测定
,

因此

也就无法确定土壤的碱化程度和对碱化土壤提出科学合理的改良措施
。

1 试验方法
1

.

1 供试土壤

我们选用黄淮海平原具有代表性的 3 种不同质地的土壤
,

即砂壤土
、

壤土和中壤土
,

采

用室内配制成碱化度分别为 O
、

20
、

40
、

80
、

100 六种不同的土壤
,

土水比为 1 : 10 和 1 :
20

两种比例
,

进行了土壤悬液透光度的测定
,

以便选择适宜的土水
·

比例
。

采用黄淮海平原河南封丘的土壤样品 104 个 (耕层 )
,

其中包含了不同碱化程度的轻
、

中
、

重碱化潮土及瓦碱
。

用其风干土进行土壤悬液透光度的测定
。

1
.

2 测试仪器

采用 721 型分光光度计
,

可见光波长 久= 5 80
,

加 E 值为 1
.

08 的消光片
。

经用 E SP 为

60 % 的土水比为 1 : 10 的中壤土样品悬液透光度 ( % ) 测得结果看
,

比色杯置于比色槽左边

时悬液透光 ( % ) 为 0
.

5
,

置于右边时为 2
.

0
,

置于中间时则为 1
.

0
。

因此比色杯置于比色

槽的中间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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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备样品悬液

用土水比为 1二2 0 制备成土壤悬液样品
,

再采厅土水比例为 1 :
20 加分散剂六偏磷酸钠

( 0
.

s m o1 L
一 ` ) 溶液制成的土壤悬液作为对照样品

。

最后结果选用土壤悬液样品与对照样品

所测得结果之比值来衡量土壤悬液透光度
,

这样即可消除不同质地间的差异
。

2 结果与讨论
.2 1 土水比的选择

我们选用黄淮海平原具有代表性的 3 种不同质地的土壤
,

用人工室内配制成 6 种不同的

E S P
,

土水比为 1 : 10 和 1 “ 20
,

进行土壤悬液透光度的测定
,

结果列于表 1
。

从表 1 中可以

看出
,

采用土水比 1 :
20 的样品

,

因其土壤悬液透光度 ( % ) 值大
。

因此测定优于土水比 :1

10 的样品
,

从所测前 4 个小时土壤悬液透光度 ( % ) 与土壤碱化度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

均达到了 0
.

05 和 0
.

01 显著水平
。

前 1 个小时的测定值亦都达到了 0
.

01 显著水平 (表 2 )
。

因此在野外采集样品后
,

只需制备悬液静置 1 小时进行测定
,

即可得到满意结果
。

表 2 室内制备样品土壤悬液透光度 ( % ) 与土壤 ES P 相关性

1小时 2小时 小时 4 小时
质地 处理

—
r

值

1: 1 0 一 0
.

9 58 一 0
.

9 4 8 一 0
.

9 47 一 0
.

9 3 4

砂壤土
一 0

.

9 3 5 一 0
.

9 2 1 一 0
.

9 13 一 0
.

8 9 1

一 0
.

9 06 一 0
.

9 04 一 0
.

8 9 8

一 0
.

9 27
一 0

.

9 0 9

1: 1 0 一 0
.

9 36 一 0
.

9 5 5 一 0
.

9 56 一 0
.

9 5 5

壤 土 1: 1 0 一 0
·

9 36 一 0
·

9 06

1 : 2 0 一 0
.

9 49 0
,

9 43

1 : 10 一 0
.

93 6 一 0
.

95 5

中壤土
一 0

.

94 3 一 0
.

94 9 一 0
.

9 5 4 一 0
.

9 5 4

r o 力 5 = 0
.

8 11 ; ro
.

o , = 0
.

9 1 7 ( n = 6 )

2
.

2 土壤悬液透光度与土壤碱化度的关系

10 4 个样品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3
、

表 4
。

表中数据为土样悬液透光度 E 值与对照样品透

光度 E 值之比值
。

用此比值与相应的土壤碱化度进行相关性统计所得
:
值列于表 5

。

从表 5

可以看出
,

用 99 个样品 (去掉不正常的 5 个样品 ) 测定值进行统计
,

相关性达到极显著
,

说明土壤悬液透光度与土壤碱化度有极好的相关性
。

据此
,

我们用碱化潮土 70 个样品 (去

掉不正常的 5 个样品 ) 的土壤悬液静置 1 小时后的测定值 (表 3) 进行统计
,

得土壤悬液透

光度与其碱化度之间的方程
:

少 = 一 1 3
·

8 8 5 2 + 7 1
.

0 6 0 1x ( : = 0
.

5 4 9 1
. ’ , n = 7 0 )

xS = 0
·

1 5 3 4 ;
乓

= 1 9
·

85 4

式中
: 少为土壤碱化度 ; x 为土壤悬液透光度 E 值与对照样品透光度 E 值之比

。

xS
、

S y 为

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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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碱化潮土土壤悬液透光度 E值与对照值之比值

样品
P ES

1小时 2 小时 3小时 4小时 钱品
P E S

1小时 2 小时 3小时 4小时

8 2
.

15

7 9
.

5 5

5 5
.

0 0

30
.

8 4

2 7
.

3 7

6 3
.

88

16
.

2 8

2 5
.

92

3 1
.

1 1

3 3
.

2 1

3 3
.

49

2 7
.

6 8

6 1
.

2 3

6 6
.

0 9

40
.

8 3

2 3
.

8 4

6 2 0 3

5 5
.

1 1

2 1
.

7 1

2 1
.

0 1

2 9
.

46

2 1
.

0 9

2 0
.

2 3

0 1
.

9 5

6 1
.

28
’

0 5
.

02
’

2 9
.

3 3

3 7
.

6 8

7 41 4

3 9
.

1 1

3 1
.

5 5

2 2
.

70

2 1
.

0 4

19
.

41

18
.

53

15
.

0 9

6 4
.

0 8

7 5
.

1 4

0
.

8 9 4

0
.

908

0
.

9 45

0 6 49

0
.

0 7 5

0
.

8 2 6

0
.

5 49

0
.

6 5 7

0
.

8 13

0
.

58 0

0
.

50 9

0
.

42 0

0
.

8 2 6

0
.

90 0

0
.

8 9 1

0
.

6 2 9

0
.

9 92

0
.

8 9 9

0
.

6 6 3

0
.

0 6 7

0
.

9 4 4

0
.

72 3

0
.

7 5 9

0
.

7 9 9

1
.

0 3 9

1
.

0 0 0

0
.

9 5 9

0
.

8 90

0
.

92 3

0
.

90 7

0
.

7 75

0
.

6 2 7

0
.

70 3

0 6 0 6

0
.

6 52

0
.

7 46

0
.

8 8 0

0
.

8 0 9

8 8 2

8 93

0 9 7

57 4

6 5 3

7 7 7

48 1

6D 2

8 0 1

450

48 0

2 8 0

76 4

8 8 5

96 6

6 42

6 9 5

9 70

5拟

6 8 5

8 9 1

6 70

6 9 1

7 42

0 2 9

8 9 5

8 8 9

8 1 5

8 6 9

9 ]8

70 1

6 3 3

6 6 7

5 49

56 9

6 97

8 0 5

970

8 5 3

8 70

8 66

2 2 5

6 18

7 5 1

42 6

5 5 7

7 7 4

40 3

40 1

2 0 0

6 95

8 8 2

9 55

6 39

9 9 1

9 7 4

5 5 5

6 43

86 1

6 5 3

6 8 0

72 6

0 1 4

98 5

8 6 4

8 0 2

8 5 4

8 8 3

6 6 7

8 5 4

6 6 9

5 48

6 5 3

6 6 2

8 30

0 9 1

0
.

8 44

0
.

8 7 4

0
.

8 3 5

0
,

4 8 0

0
.

6 0 1

0
.

7 1 8

0
.

3 60

0
.

5 12

0
.

7 67

0
.

3 40

0
.

3 4 0

0
.

0 90

0
.

7 0 2

0
.

8 8 9

0
.

9 2 1

0
.

5 8 3

0
.

9 7 1

0
.

9 7 4

0
.

5 4 0

0
.

6 0 7

0
.

8 2 8

0
.

6 1 7

0
.

6 4 6

0
.

6 9 2

1
.

0 9 3

0
.

9 7 7

0
.

8 30

0 7 9 6

0
,

5 25

0
.

8 65

0
.

7 0 4

0
.

5 53

0
.

5 9 3

0
.

4 5 2

0
.

5 2 1

0
.

6 4 2

0
.

7 5 0

0
.

9 10

0 9
’

23
.

nU八UCU八UCUCU

9 3 6

8 5 3

8 5 6

4 9 0

4 7 0

3 70

0 17

0 22

9 77

8D 7

99 5

88 5

90 0

99 O

7 14

80 0

70 0

6 0 0

70 9

9 4 5

9 8 1

7 5 7

7 4 8

8 6 8

9 8 5

0 0 0

9 9 3

7 1 1

7 96

9 8 1

9 50

7 80

7 00

7 90

72 0

74 0

67 0

9 3 6

8 3 3

8 02

3 90

3 40

2 50

0 13

0 18

92 7

72 9

9 6 5

8 4 0

8 3 0

9 8 0

7 0 7

7 0 0

5 7 C

5 0 0

6 6 3

9 3 1

9 62

7 26

7 1 5

8 08

9 69

9 96

9 89

6 59

7 46

9 67

9 30

, 90

5 90

78 0

70 0

70 0

62 0

9 0 8

7 9 1

7 8 0

2 9 0

2 2 0

1 1 0

9 9 1

0 2 3

9 0 7

6 9 2

9 7 2

8 3 7

8 0 0

9 7 0

6 5 6

7 0 0

5 6 0

4 2 0

6 2 1

9 0 4

9 2 7

6 8 5

6 6 9

7 7 9

9 40

9 96

9 93

60 7

70 9

96 4

9 10

8 10

5 50

72 0

6 4 0

6 10

5 8 0

8 7 9

7 64

, 68

230

150

0 3 0

0 18

0 3 2

8 9 4

6 9 0

9 3 7

8 1 5

7 60

9 1 0

6 3 3

6 8 0

4 8 0

3 5 0

5 7 3

8 9 0

9 0 4

664

63 0

760

94 4

9 9 2

9 8 9

5 6 5

6 8 0

9 1 1

8 9 0

7 3 0

4 4 0

7 7 0

6 0 0

5 9 0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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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非碱化潮土土壤悬液透光度 E值与对照值之比值

1小时 2 小时 3小时 4 小时
样 品

l E s
)

5
.

4 0

1小时 2 小时 3小时 4 小时

0
.

4 2 50
.

38 8 0
.

308

4
.

0 9

4
.

6 5

0
.

0 52

0
.

0 0 5

0
.

4 2 3

0
.

4 4 0

0
.

8 3 3

0
.

8 3 3

风
月斗ō了一只一、ó卜

.

4气ù、

口.

ll nn U自

0
.

4 92 0
.

4 0 30
,

33 9 0
.

2 6 8
几曰
月

1ù、O八

,,Q
jes丈
门仁」气li

J

络气勺ù
J

q
月伟
4
r、矛Ù

..

…
OCénénnU曰4

.峙n,6n”̀U6
12rJ.q月峰气é

.

…
nll八U曰UO

11n,内JQ
子

O
产

46
C凸尺一̀Jr、é尸、

.

…
八曰nUCU八们COJ峥亡J哎」

ù、,止ō乙犷」获曰产hr卜̀U
.

…
n曰n曰nén

ēj̀Ù
碑

马7C,
了h气é Z仍

…
n们nUnù

样 品

E S P

1
.

83

2
.

50

3 53

6
.

62

5 2 1

6 79

8
.

0 1

5
.

10

4
.

9 8

4
.

5 7

0
.

7 19 0
.

6 69 ( )
.

5 5 3 ( )
.

48 4 0
.

4 1 2 ( )
.

3 5 8

0
.

6 64

0
.

7 5 1

0
.

6 10 0
.

50 6 3
.

2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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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采集样品土壤悬液透光度与土壤 玲 F 的相关系数

样品数

99

l 小时

O
,

6 4 28

2 刁
、
fl于

0
.

6 3( ) 4

3 小时 4 小时

( 1 6 2 2 7 0
.

6 0 16

r 。 加 1 二 0
·

33 7 5 ( q o 个样品 )

根据上述建立的直线方程
,

在野外采集土壤样品以干后
,

直接应川 7 2 1 型分光光 )州十测

定土壤悬液 E 值
,

即可知道土壤碱化程度
。

这在县
一 级农科 听及土肥站基本都具备该测定

条件
。

从上可以看出
,

通过测定碱化土壤悬液透光度来确定土坎碱化积度这一方法是可行的
_

土壤悬液透光度与土壤碱化度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 土壤县液制 备的 [水 比以 1 : 2 0 为宜

,

静

置 1 小时后即可进行测定
,

并可得到满色的结果 这
一

方法省力
、

省时
,

节约药品试剂
。

县

级农业科研单位有条件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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