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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周试验区土壤腐殖质累积及其特性研究
’

简报

郁晋琅 牛灵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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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

北京

, ,

曲周试验区位于河北省南部
,

经过长期治理
,

盐渍土得到了改造
,

并建立起不同改 良

时间的三代试验区 一代 年
,

二代 年
,

三代 年
。

对不同熟化程度的土壤的腐殖质

积累与特性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

利用砂滤管法
,

对试区土壤培肥中
,

几种主要的有

机归还物进行分解测定
,

研究各种有机物料的腐殖化系数
,

结果表明 供试有机物料的腐

殖化系数从大到小的顺序是 玉米根 麦根 厩肥 玉米秸 麦秸 紫花首箱
。

分别达到
· , · , , , , 。

根据试区有机物料的归还权重 比例
,

试区

归还有机物料平均腐殖化系数为
。

同时
,

根据长期定位试验中
,

土壤氮素矿化率的测

定
,

初步求得的在该地区土壤有机质年矿化率在 之间
,

平均为
。

根据

上述结果计算曲周试验区土壤有机质积累平衡
,

结果表明 当粮食年亩产
,

残留根

茬可基本补偿耕层土壤有机质矿化量
,

维持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的水平

当粮食产量在 左右时
,

要维持土壤有机质含量 的水平
,

需补偿有机物料 秸

秆干物重 亩以上
。

计算结果与长期定位试验结果基本吻合
。

对不同熟化程度的土壤

腐殖质研究测定结果表明 随着治理时间的增加
,

腐殖质总量及
,

都呈递增趋势
,

在

一定的改 良年限后土壤腐殖质含量可以较快地达到当地非盐渍土的腐殖质含量
。

研究结果

还表明 曲周试验区土壤腐殖质处在形成积累阶段
。

随着改良年限的增加
,

腐殖质形成时

间增加
,

腐殖质组成亦发生规律性的变化
。

各代试区表层土壤的胡敏酸 富啡酸 比值有明显

差异
,

盐荒地胡富比最低
,

只有 左右
,

第一代试区最高
,

可达 以上
,

第二
、

三代试区的

胡富比介于二者之间
。

说明改良年限的增加
,

土壤由低肥力向高肥力方向演变
,

腐殖化程

度提高
,

土壤腐殖质组成与结构向着复杂化发展
。

腐殖质组分在土壤剖面中也有显著的差

异
,

改良后的土壤表层胡富比较底层大
。

且随着改 良程度的提高这种差异有加大的趋势
。

这

说明在盐渍土熟化过程中
,

胡敏酸分子结构不断复杂化
,

分子量在增大
,

芳化度在提高
,

其移

动性较小
,

逐渐在表层积累起来
,

因而提高了表层腐殖质的胡富比
。

富啡酸分子结构简单
,

分

子量小
,

容易产生在土体中的移动
,

结果造成底层胡富比相对变小
。

这种胡敏酸和富啡酸在

土壤剖面上的分异现象
,

对于衡量土壤熟化程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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