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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

但以富里酸的篇最稳定
。

永不呈现完圣絮固
。

黑土的胡敏酸絮固所需畴

阴较短
,

而所需的雷解臀量蔽篇灰化土的�
。

灰化土中的胡敏酸完全絮固的界限潺援而不明

颖
。

同一剖面中的胡敏酸隋土屠向下絮固趣限

有规科纱也诚低
。

同一漂本中的各极胡敏酸分散

度也不同
,

与磺物部分联精较髦的其分散 度小

方络联精蛟聚的
。

胡敏酸的絮固栖限值与光学密

度正好成反相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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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用 凭 �� 邱林腐殖臂系就分析法测

定了哈涟克的下述七种土壤
�

�� 腐殖臀含量中

等重粘壤臀黑土
,

����腐殖胃含量中等
、

袒度碱

化重粘壤臂黑土
,

�� �� � 粘壤胃暗栗钙土
,

��  !

粘壤育袒度碱化晤栗新土
,

��� 粘壤臀碳酸盟袒

度碱化淡栗钙土
,

�、��重粘壤臂棕钙土
,

��  !

鲤粘壤臂灰钙土
。

韭测定了各土壤中胡敏酸的

光学特性
。

研究精果示明
�

��� 土壤中腐殖臀的腮量决

定朴胡敏酸的含量
。

黑土的腐殖臀含量最多
,

棕钙
二

曰勺最少
,

栗钙土的介乎其 中
。

灰钙土中

胡敏酸的相对含量高朴棕钙土
,

但由朴落援的

赓类技衡
,

其腐殖育撇量低赘棕钙土
。

��� 各土

壤中腐殖臀的叙成均以胡敏酸
、

富里酸及胡敏

素三粗物育焉主
,

但各粗的相对含量 及超对含

量均随腐殖箕稳量而燮
。

��� 胡敏酸的相对含

量及艳对含量均以黑土 � 屠最高
。

由黑土往

南
,

逐渐诚少 � 同一土壤中
,

胡敏酸含量亦以 �

屠最高
,

沿剖面向下逐渐减少
。

富里酸含量亦

以黑土篇最高
,

但沿剖面向下或由此向南
,

其相

对含量
,

逐渐增加
。

�劲黑土 � 居的 �胡敏酸

碳 �广�富里酸碳�此率大赘为淡栗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在 �上下, 袒碱化燮种 � � 及 � � 二居 的

�胡敏酸碳�产�富里酸碳�比率小朴 �
。

�� �胡敏

素是与土壤该物部分牢固拮合的胡敏酸或其燮

性崖物
,

其含量与土捆及亚颊热阴
,

而与胡敏酸

含量成反相明
。

在大隆性氧候倏件下
,

有利价

胡敏酸燮性过程和不可逆吸附过程的淮行
,

因

此哈藤克地逗各土壤中胡敏素的含量蛟之苏联

其他地遮土壤中者篇高
。

�� 第一粗胡敏酸�游

雕的�和第二粗胡敏酸�与断拮合的�的含量
,

因

钙与胡敏酸的当量此不同而互焉消畏
。

富里酸

和胡敏酸保成腹脂熊精合
,

故第二粗富里酸的

含量恒隋第二粗胡敏酸量而增减
。

土壤 � � �注

一�� � 降将阻碍棋脂的形成
,

从而富里酸在脱钙

峙将被洗出
,

故鲤度碱化土 � 唇中的胡敏酸量

雕有增加
,

而富里酸量不高
。

��� 各土壤胡敏酸

的诚光曲钱形肤均相似
,

羡明各土壤中胡敏酸

的桔裤均履朴同一颧型
。

胡敏酸的诚光度从黑

土
、

暗栗钙土
、

淡栗抓土到棕钙土依次延诚
,

表

明共敬色团的依次诚少和共分子举造的依次筒

化
。

�� �翅度碱化的黑土和栗钙土中
,

沿剖面向

下
,

其腐殖臀含量蛟之黑土和栗钙土诚少 得更

篇翩著� 同降由朴其 � � 值蛟高 �� ��
,

阻碍了

胡敏酸大分子的合成
,

故其中富里酸的相对含

量和艳对含量均蛟黑土和栗钙土篇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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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输文裹
,

作者提出了自已在 ��拐一

�� 的年阴藉助赘微生物因素来提高土壤拮梆性

的研究成果
。

根族不同晨作物根系的研究
,

作

者靓明在生畏着的植物根内存在着能崖生原果

窿酶的相菌
。

这些翩菌活勤的精果
,

首先将植

物耕撇内不可溶解的原果腰蒋化焉果廖
,

再将

果腰分解
,

崖生乙酸
、

半乳塘
、

阿拉伯塘
、

木塘
、

甲醇和水解乳塘醛酸�或其他醋醛酸�
。

除了水

解乳塘醛酸和 ��� � 之外
,

所有这些物臂均易

焉微生物利用而搏化焉二氧化碳和水
。

水解乳

糖醛酸不易被微生物同化
,

而溶入微生物韧胞

援与蛋白寮相作用
,

形成所稠酪醛阮的腰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