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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黄棕镶
、

红集
、

黄城
、

暗黄棕壤4 种地带性土坡的腐殖质组成和胡敏酸的光学特性
。

结果表明
,

土笋
腐殖质组成和性质 与其生物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

并且有一 定的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规律
。

土壤腐殖质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的组成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土壤的形成条

件
。
因而它是土壤分类的依据乏一

。

本文根据安徽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和前人的工作 1[, 幻 ,

就安徽省地带性土壤的腐殖质

组成和性质及其与生物气候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

并了解不同水热条件
、

植被类型
、

土壤性质对土壤腐殖质性质的影响
。

一
、

供试土滚和分析方法

(一 )供试土城 主要有 4 种
: 1

。

江淮丘陵区 (北亚热带 )的黄棕壤
,

采 自江淮西部大别山

北麓 , 2
。

皖南地区 (中亚热带 )的红壤
,

采自皖南低山丘陵区
; 3

.

皖南 (中亚热带 )山
.

地的黄

壤
,

来自黄山
、

九华山
、

马鞍山等中山山地 , .4 皖南 (中亚热带 )山地的暗黄棕壤
,

来样地点

同黄壤
。

前两者为低山丘陵地
,

后两者翔中山山地
。 4 种土壤分布于不同的生物气 候 带内

,

并处于不同海拔高度的垂直带谱上
,

植被覆盖度高
。

`

同类土壤的景观条件基本相同 (表 1 )
。

(二 )分析方法 土壤有机质用丘林法测定
,

腐殖质的组成及胡敏酸
、

富里酸的提取
、

分

离方法用科诺诺娃 M
.

M
.

法 〔4〕。

E
`
和 E

。

分别为腐殖酸在 4 6 5 n m 和 6 6 5o m处的消光系数 (光密

度 )值
,

用 7 21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土幼旋姚质的含且和组成

由
’

表 2 可见
,

安徽省 4 种地带性土壤均有较明显的生物积累作用
,
其中尤以中山上部的

暗黄棕壤最甚
,

其表层有机质含量高达 70 一 2 0 0 9 / k g ,

这与其生境湿凉
,

植被郁密度高
,

有

机质分解相对缓慢有关
。

黄棕壤和红壤生物积累作用较弱
,

表层有机质含量多低于 5 0 9 / k g
,

甚至更低
,

这与其生境湿热
,

有机质分解作用较强和植物覆盖度低
,

一

土壤侵蚀较重有关
。

4

种土澳的腐殖化度均较低
,

腐殖徽碳含量多不足土壤有机碳的 50 %
,

土壤有机碳大部分以
一

胡

敏素 (残渣 )形式存在
。

4 种土壤之间腐殖敌碳含量略有差异
,

但不明显
,

黄棕壤和暗黄棕壤

腐殖酸碳占土壤有机碳的百分比较红壤和黄壤高
。 4 种土城腐殖质组成均以富里酸为主

,

胡

敏酸含量相对较少
,

HA / F人 比值小于 1
.

0 ,

但不同土城类型之间有较明显的差异
。

黄棕
一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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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号号 土 镶镶 地 点点 海 拔拔 年均温温 年降水 ttt 植 被 类 型型 母质类型型
(((((((((m ))) (℃ ))) (

r o r 。 )))))))

1111111 金寨县抱儿 山山 1 6 000 1 4
.

666 1 0 8 000 混交林一草被被

2222222 金寨县瓦 冲冲 1 8 000 1 4
.

666 1 0 8 000 混交林一草灌灌
3333333 金寨县姜河河 1 5 000 1 4

.

666 1 0 8 000 很交林一草准准

4444444 广德县 四合合 1 2 000 1 5
.

999 1 2 9 555 常绿阔 叶林一祖丛丛

5555555 欲县呈村降降 1 5 000 1 6
.

333 1 6 2 111 常绿阔叶林一滋丛丛

6666666 九华 山山 1 8 555 1 6
.

222 1 40 444 常绿阔叶林一浪丛丛

7777777 径县漳波波 1 4 000 1 6
.

222 1 4 0 444 常绿阔 .卜林一灌丛丛

8888888 祁门祁山山 1 0 000 1 5
.

000 1 6 7888 常绿阔 叶林一范丛丛

9999999 黄 山山 8 2 000 1 3
.

555 1 8 0000 针阴混交林林

111 00000 九华山山 8 2 000 1 2
.

666 1 7 8000 针阔混交林林

111 11111 广德马鞍山山 6 8 000 1 3
.

888 1 7 0 000 针阔很交林林

111 22222 黄山山 8 5 000 13
.

333 1 8 0000 针阔棍交林林

111 33333 九华山山 12 3 000 10
.

888 1 8 5000 混交林一草斑斑

111 44444 九华山山 1 34 222 1 0
.

222 1 9 0 000 灌丛一草类类

111 55555 九华山山 140 000 7
.

999 1 9 0000 混交林一草灌灌

111 66666 黄山山 1 3 8 000 1 0
.

555 1 9 0000 很交林一草灌灌

11177777 黄山山 15 0 000 7
.

777 2 1 0 000 浪丛一草类类

111 88888 祁门枯牛降降 13 2 000 1 1
.

000 1 8 5 000 灌丛一草类类

虽然有机质含量较低
,

但土壤腐殖质的胡敏酸含量相对较高
,

表土 H A / F A 比值多在 0
.

55 一

0
.

85 之间 , 红壤的腐殖质胡敏酸含茸明显减少
,

表土 H A / F A 比值多在 。
.

30 一 0
.

50 之间
,

低

于黄棕壤
。

两种土壤间 H A / F A 比值的差异
,

显示着一定的水平地带性
。

黄攘的腐殖质 胡

敏酸含量较低
,

表土 H A / F A 比值多在 0
.

40 一。
.

70 之间
,

高于红壤 , 暗黄棕壤的腐殖质胡敏

酸含量明显增高
,

表土 H A / F A 多在0
.

50 一。
.

95 之间
,

高于红壤和黄壤
,

与黄棕壤相近
。

可

见
,

皖南山区红壤
、

黄壤和暗黄棕旗 3 种地带性土壤腐殖质的 H A / F A 比值的差异显示着一

定的垂直地带性
,

即随海拔高度的上升
,

土壤腐殖质的 H A / F A 比值从基带红壤经 黄壤 到

暗黄棕壤逐渐增高
。

安徽省森林植被下的 4 种地带性土壤
,

虽然均呈酸性反应
,

但它们的粘粒矿物组成
,

一

游

离R
Z
O

3

含量和酸性程度各不相同
。

黄棕壤和暗黄棕壤粘粒矿物以水云母和高岭石为主
,

游离

R
Z
O

:

较低
, p H S

.

5一 6
.

5 , 黄壤粘粒矿物以蛙石
、

三水铝石和高岭石为主
,

游离 R : O :
较高

,

p H 4
·

5一 .5 匀 红壤粘粒矿物以高岭币为主
,

游离 R :
0

:

较高
, p H 4

.

。一 5
.

50 可见
,

安徽 省

江淮黄棕壤和皖南红壤腐殖质组成的差异
,

H A / F A 比值的水平地带性变异
,

皖南 山 地 红

壤
、

黄壤和暗黄棕壤腐殖质组成的差异
,

H A / F A 比值的垂直地带性变异
,

与其土壤发生学

性质一样
,

主要取决于生物气候条件的不同
。

当然
,

各种土壤间的腐殖质组成是逐渐过渡的
,

其属性也是由量的渐变而发展到质的实变
,

没有截然区分的界线
。

(二 )大雄胡敏雄的光学性质

土举腐殖质的组成可以反映一定成土条件下腐殖质的转化过程
,

而土壤胡敏酸的光学性
;

质可以说明腐殖质的缩合程度
、

芳构度和化学稳定性
。

胡敏酸的光密度愈大
,

其分子的复杂

程度愈高
,

芳香核原子团多
,

缩合度高多
,

相反
,

较为简单的胡敏酸则芳构度小
,

脂肪 键 多
,

其光密度小
。

由图 1 可见
,

安徽省 4 种地带性土壤胡敏酸的光密度值都偏低
,

说明腐殖质的

复杂程度都较低
,

芳构度小
,

但不同土壤间有差异
。

水平地带
,

土壤胡敏酸的光密度值由江



表泛 安 徽省 地 带性 土 堆的腐 殖 质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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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北亚热带黄棕壤到皖南中亚热 带 红 壤减

转说明黄棕壤的腐殖质分子较红壤的复杂
。

皖南中亚热带山地
,

土壤胡敏酸 的 光 密 度

(消光系数 ) 以红壤最低
,

在可见光内曲线平

缓
,

一

说明它的芳构度低
。

山体上部的暗黄棕

壤
,

胡敏酸的光密度较高
,

说明其腐殖质的

芳构度大
,

芳香核中
,

C = C 键及网状结 构

均甚明显
。

黄壤胡敏酸的光密度及腐殖质的

复杂程度介于红壤和暗黄棕壤之间
。

安徽省 4 种土壤的胡敏 酸 E
`

/E
。

值 也

可作为判断土壤腐殖质复 杂 程 度的 指 标
。

E `
/ E

。
值以红壤最高 ( 6

.

0一 7
.

0)
,

黄壤次之

( 4
.

7一 6
.

0 )
,

暗黄棕壤最低 ( 4
.

1一 5
.

5 )
。

这

表明皖南山地土壤腐殖质的缩合程度和芳构

度以暗黄棕壤最高
,

黄壤次之
,

红壤最低
。

山

体上部暗黄棕壤胡敏酸的 E
`

/ E
。

值低 的 主

要原因是其自然植被中草本植物较多
。

草本

植物积累有机质
,

胡敏酸的 E
;

/ E
。

值较低
,

因而使胡敏酸的缩合程度提高
,

芳构度加大
,

相应提高腐殖质的稳定性
。

银喊长鹅

波长 (n m )

图 1 安徽地带性土壤胡敏酸的光密度曲线

1
.

黄棕维 (金寨县瓦冲 )
, 2。

黄棕墩 (金寨县姜河 》

3
。

红族 (祁门祁山 ) , 4
。

红坡 (径县漳渡 )

5
。

黄城 (广德马鞍 ilJ ) , 6
:

暗黄棕坡 (九华 llJ )

上述土壤胡敏酸的光学特性表明
,

安徽省 4 种地带性土壤腐殖质的复杂程度和化学稳定

性的序列大致为
:

( 1) 水平地带
:

黄棕壤 > 红壤
,

即由南向北土壤腐殖质的复杂程度和化学

稳定性增高 , ( 2) 垂直地带
。
暗黄棕壤 > 黄壤 > 红壤

,

即海拔高度上升
,

土壤腐殖质的复杂

程度和化学稳定性逐渐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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