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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是土体组成元素之一
,

是土壤全量组成分析的基本项 目
。

测定钦常用双氧 水 ( H
:

O
:

)

氧化法和变色酸比色法〔’ 〕 。

其中以变色法较灵敏
。

但该法对显色液的p H要求较严
。

笔者 注

意到
,

若用已有方法 〔 13调节显色液 p H
,

则由于显色液 p H差异 (未调至同一水平 )的影响
,

两

次测定的吸光度 ( A )的最大相对偏差可达 士 27
.

1 % , 若在原方法基础上稍作改进
,

则可将显

色液的p H控制在 1
.

0 9 士 0
.

0 10 范围内
。

从而使最大相对偏差降低至 士 0
.

83 %
,

提高了分析的

精确度和准确度
。

下面把应用改进方法与原方法 〔1〕所得测定结果加以比较
,

并把改进后的 方

法作一简单介绍
。

一
、

两种方法的比较

供试样品是陕西洛川黑沪土剖面的五个发生层土壤
,

由下表可知
,

用原方法测定时
,

同一

样品的两次重复 (两次熔融所得待测液 )的吸光度相差很大
,

其相对偏 差 变幼 在 士 1 1
.

6 %一
土 27

.

1 %之间 , 用改进法测定
,

则可使重复的相对偏差降低至 土 0
.

28 一 土 0
.

83 %
,

显著地提

高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

两 种 方 法 测 钦 时 溶 液 吸 光 度 比 较

样样品编号号 重 复复 原 方 法法 改 进 法法

AAAAAAA (吸光 度 ))) 两重复相对偏差差 人 ( 吸光度 ))))) 比 色液 P HHH

((((((((( % )))))))))

LLL 111 lll 0
.

2 5 555 士 1 1
.

666 0
.

1 7 99999 1
.

0 888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00000000000 1 8 22222 1
.

1 11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 7 999999999999999LLL ::: 111111111 1
.

1000

222222222 0
.

1 8 00000 1
.

1000

1111111 0
.

1 8 00000 1
.

1 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8 222222222222222000
.

0 7 8888888

LLL `̀ 111 0
.

0 9 000

000000000
.

1 5777222222222

LLL
666 111 0

.

0 9 555 士 2 6
.

3 ) 0
.

1 4 555

000000000000000000000
.

14 22222222 1 0
.

13 22222

法

比 色液 P H

1
.

0 8

二
、

改进法简介

变色酸法测钦原理及试剂段制详见 <土壤理化分析 ) 一书〔幻 ,

这里只介绍两点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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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较弱 (
“

)
,

2
.

0一 4
.

0 % 泡沫反应中等 ( + + )
。

结合野外观察鉴定
,

建议将石灰性划分为

4 级
:

即强石灰性
、

中石灰性
、

弱石灰性
、

无石灰性
。

据此可作为棕壤与褐土区分
,

以及揭

土亚类划分的诊断特性之一
。

棕壤无游离石灰
,

而褐土则具不同程度的石灰性
。

褐土亚类中

的石灰性揭上
,

游离 C a C O
3

含量通体应高于 5 %
,

上下均具强泡沫反应
;
淋溶褐 土 全 剖 面

C a C O
。

含量应低于 0
.

5 %
,

除表层外均无泡沫反应
;
复钙褐土C a C O

3

含量上多下少
,

泡沫反

应表层多为中度
,

下部均为弱泡沫反应 ; 钙积褐土 C a C O
3

含量上 少下多
,

钙积层应具强泡沫

反应
。

(二 )钙积层指标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二稿 )
”

中将钙积层定义为
:

厚度七 1 5c m ; C a C O
3

含量视质地不同
,

分别为七巧%或 < 1 5 % ; 较 C层含量多 5 %等等
。

据对山东省具有明显钙积形态特征的剖面分析
,

钙积层中 C a C O
3

含量较上部土体可高出

7 一 25 % ; 与 C层比较由于母质类型及属性复杂
,

可 比性不明显
。

鉴于钙积层系 C a C O
3

淋溶

与淀积所致
,

故建议增加钙积层 C a C O
3

含量应较上部土体必须高出 5 % 以上的指标
。

( 三 )揭土亚类划分的碳酸钙指标 碳酸盐是褐土亚类划分的主要指标之一
。 “

中国土壤系

统分类 (二稿 )
”

中定为淋溶褐土 中剖面上
、

中部无游构 C a C O
3 ,

但在 1 00 厘米左右 有钙积特

征
。

目前所见资料有的将淋溶褐土 C a C O
3

含量定为 < 0
.

2 %
,

二者在山东都是罕见 的
。

山东

气候比较湿润
,

土体发育深厚
,

脱钙明显的淋溶褐土底部均无钙积 特 征
,

且 C a C O
。

含 量

< 0
.

5 %时
,

野外观测均无泡沫反应
,

故淋溶褐土是否应定为全剖面无钙积现 象
,

土 体 C a -

C O
3

含量平均 一 0
.

5 %为宜
,

山东石灰性褐土中
,

C a C O
。

含量较高 的土层较上部土层仅高出

2 %左右
,

故石灰性褐土是否应定为全剖面具有强石灰性
,

且钙积现象较弱者
。

钙积褐土必

须具有诊断钙积层者
。

山东复钙型褐土分布广泛
,

在生产上具有一定意义
,

建议增加复钙型

褐土亚类
。

其它亚类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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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用 0
.

1 % 2 , 6 一二硝基酚〔变色点 p H为 1
.

7( 无色 )一 4
.

4( 黄色 ) 〕代替 0
.

1% 2
,

4 一

二硝基酚〔变色点 p H为 2
.

0( 无色 )一 4
.

7( 黄 )
,

以降低变色点 p H ;

2
.

在显色液中加入一定量 p H为 1 的克拉克一鲁布氏 ( lC ar k一 L ub
s )缓冲液

,

将溶 液 p H

控制在同一水平
,

减少由 p H不同引起的误差
,

缓冲液配制方法如下
:

量取 o
.

Z M K CI 溶 液 2 5 0 0

m l
, o

.

Z M H C 14 s
.

s m l
,

稀释至 Z o o m l即得 p H i 的缓冲溶液 〔2〕 。

步骤
:

吸取脱硅后的系统分析液 10 m 1( T IO
:

含量在 2 5 0拼g内 )于 50 m l容量并 中
,

加 5 % 抗

坏血酸 5 lm
,

加水至 25 m l左右
,

加 2 , 6 一二硝基酚 2 滴
,

用 1 : 1 N H
`

O H调至黄色 (P H约

4
.

4 )
,

再用 1 : 2 H C I调至无色 ( p H 约 2
.

7 )
,

加 p H i 缓冲液 l o m l
,

最后加 3 m l变色酸显色剂
,

定容摇匀
,

10 分钟后比色 (几= 470 n m )
。

标准液处理同待测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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