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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姜黑土有机无机复合体结构特征及其对土壤颜色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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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颜色是反映土壤发生&形成环境及肥力特征的一项重要物理性状$通常高有机质含量土壤的

颜色比较黑!但我国典型低有机质含量的砂姜黑土土壤颜色也很黑$基于传统化学方法的研究认为高度芳

构化的腐殖质成分与土粒结合使砂姜黑土呈现黑色$然而采用化学方法只能提取部分腐殖质成分!且破坏

了有机质及有机无机复合体的化学结构!其结果不具有代表性$通过不破坏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结构的物

理方法从砂姜黑土中提取黑色物质的研究发现蒙皂石吸附有机质形成的黑色有机无机复合体是砂姜黑土呈

现黑色的决定性成分$但是!这些黑色有机无机复合体的有机质结构及复合体呈现黑色的机制还不清楚$本

研究旨在通过物理方法从砂姜黑土中提取黑色组分!从有机质结构及其与蒙皂石矿物作用方面研究这些黑

色有机无机复合体的特征!探讨其呈现黑色的机理$首先采用物理方法从黄淮海平原三个地点的典型砂姜

黑土表土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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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提取浅色组分'

#

3(

%

%

颗粒&白"

[

#和浅白"

:[

#(和黑色组分'浅黑"

:-

#&

黑"

-

#和纳米黑"

9-

#($然后采用分光测色仪&固态#(

6

核磁共振谱仪和
S

射线衍射仪分别测定不同提取组

分的黑度&有机质结构和蒙皂石含量$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提取组分有机质的羧基碳&氨基碳&

烷基碳和烷氧碳对砂姜黑土黑度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效应都较大!芳香碳含量和芳香度对土壤黑度的影

响则较小!蒙皂石对土壤黑度的直接影响效应及其通过羧基碳&氨基碳和烷基碳对土壤黑度的间接效应都

较大$因此!砂姜黑土中大量存在的蒙皂石通过吸附有机质中含有生%助色团的羧基碳&氨基碳&烷氧碳及

烷基碳形成有机
,

无机复合体是其呈现黑色的主要机制!并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芳香碳及高芳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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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砂姜黑土面积大约
4"""

余万亩!主要分布在安徽&

河南两省的淮北平原'

#

(

$由于该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质地粘

重!土壤耕性差!存在湿涨干缩等不良物理性状!使其成为

我国面积最大的低产土壤之一'

#,)

(

$土壤颜色是土壤理化性

质的外在表现!可以用其来预测土壤有机质'

(

(

$通常土壤黑

色与高有机质含量有关!例如我国高有机质含量"可超过

30

#的东北黑土土壤颜色很黑'

#

(

$但低有机质含量的砂姜黑

土"一般不超过
#/30

#土壤颜色也很黑'

#

(

$传统观点'

!,3

(认为

高度芳构化的腐殖质成分如胡敏酸&胡敏素与土粒结合使砂

姜黑土呈现黑色$然而!这些研究中的胡敏酸&胡敏素等腐

殖质成分是用化学方法从土壤中提取的!提取不完整!且破

坏了有机质的化学结构'

4,.

(

!其结果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足

以证明是腐殖质的高芳构化程度导致砂姜黑土颜色比较黑$

由于化学提取方法"酸!碱!螯合剂等#会破坏土壤有机
,

无机

复合体的结构'

1

(

!前期研究采用不破坏有机无机复合体结构

的物理方法从砂姜黑土土壤中提取出黑色物质!通过分析其

特征后发现蒙皂石与土壤黑度显著正相关$有报道土壤有机

质和矿物组成对土壤光谱有重要影响$吸附试验表明蒙皂石

矿物能够吸附有机质形成黑色的粘粒
,

有机复合体!因此蒙

皂石吸附有机质形成的黑色有机无机复合体!可能是砂姜黑

土呈现黑色的主导因素$然而该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中的有



机质结构及复合体呈现黑色的机制还不清楚$本研究旨在采

用物理方法从砂姜黑土中提取黑色物质!通过研究黑色物质

中的有机质结构&蒙皂石矿物及其对黑度的影响!探讨有机

无机复合体结构及其对土壤颜色的影响机制$不仅可以解释

砂姜黑土黑色的形成原理!也可为研究土壤的发生&形成及

肥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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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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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和土壤样品采集

供试砂姜黑土土壤样品分别采自河南省西平县"

##(/11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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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太和县"

##3/!2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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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

#和利辛县

"

##4/#)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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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田土壤表土层"

"

!

!"$%

#!三个采

样地点都位于我国砂姜黑土分布面积最大&最典型的淮北平

原$在每个地点!从大约
)""

!

(""%

) 地块内的五个不同位

置收集的混合土样中取三个重复样本$将新鲜土样去除植物

残渣&根系和石块等!然后按照不同指标分析要求做相应的

筛分处理!土壤基本性质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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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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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指河南省西平县&安徽省太和县和利辛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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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土壤中黑色物质的提取采用先冻融交替"

&."g

#土样!

参照土壤团聚体和有机质的物理分组方法向冻融并风干后土

样依次加入碘化钠重液"

#/.3

=

)

$%

&(

#抽滤&六偏磷酸钠分

散剂溶液"

"/30

+

1

%

1

#振荡后过筛"

3(

%

%

#!土样被依次分

离出不稳定的轻组分&

#

3(

%

%

颗粒组分和矿物结合态有机

质"

WBW

+

$

3(

%

%

#组分'

#"

(

$依据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颗粒

大小分组法原理并做出改进和创新'

##

(

!采用渐进式多层次

槽型超声波分散和不同离心力沉降方式接着从
WBW

"

$

3(

%

%

#组分中依次提取出两种浅色组分'白"

[

#&浅白"

:[

#(

和三种黑色组分'浅黑"

:-

#&黑"

-

#和 纳米黑"

9-

#($具体操

作步骤如下$按照
#')"

的土水比向
WBW

组分中加入蒸馏

水配成悬液*于
)#/3O7Y

和
(""%+

多次循环超声
("%K<

分散样品!且每次超声后依次静止
#"%K<

&离心"

#3"j

=

#

3

%K<

&离心"

#)3"j

=

#

3%K<

&离心"

(1""j

=

#

("%K<

!后依次

得到的底部沉淀物分别为白"

[

#&浅白"

:[

#&浅黑"

:-

#和

黑"

-

#组分!最后离心后的悬浮液烘干"

3"g

#后的底部沉淀

物为纳米黑"

9-

#组分$

选择基于
6?8#124

颜色系统的
9J,.""

分光测色仪"光

源*

>43

+观察者角度*

#"h

#测量土壤颜色$待测样品通过
#

%%

筛后烘干"

3"g

#!后取
#

!

)

=

放于白色参考色板上!压

实和压平后!随机取三个区域用土色仪进行测量$然后求得

土壤颜色的平均参数值!仪器可测定的明度值在
"

!

#""

!根

据下面等式计算黑度值*黑度
e#""&

明度$

土壤
]

7

采用土水比为
#')/3

的电位计法测定$土壤粘

粒含量采用吸管法测定$土壤有机质采用
ZB6

仪"固体模块

7Z#(""

!

VF<E

!德国+炉温*

##"" g

#测定+首先用盐酸

"

#"0

#去除土样中无机碳!烘干"

3"g

#后测定有机碳含量!

将有机碳含量乘以
#/2)!

即得到有机质含量$

土壤中提取组分"

:[

!

:-

!

-

和
9-

#的有机质结构采用

固态#(

6

核磁共振谱仪"

-L@OFL+ME<$F!""W7Y

型#分析$样

品过
#""

目筛!称取
(

=

于
#""%:

离心管中!加入
3"%:

7R

溶液"

)0

+

2

%

2

#!振荡
#P

!

("""L

)

%K<

&#离心
)"%K<

!

移去上清液!继续用
7R

处理!这样连续处理
1

次!振荡时

间分别为
3

次
j#P

!

(

次
j#4P

!

#

次
j4!P

$将残余物用去

离子水洗涤三次并冷冻干燥!后过
#""

目筛待测$固体样品

采用#(

6

交叉极化魔角自旋"

6_W+J

#技术测定!采用
!%%

转子的固体双共振探针!共振频率&魔角自旋频率分别为

#""W7Y

&

#!O7Y

!脉冲延迟时间
"/(3N

!

1"h

#(

6

脉宽
!

%

N

$

土壤及其提取组分的蒙皂石矿物含量采用
S

射线衍射

仪"仪器型号*

CHGK%E?f

!日本+操作条件*

6@

靶!

!"Of

!

!"%+

+衍射角*

)h

!

."h

+速度*

#h

)

%K<

&#

#测定$样品

W

=

)5饱和后!用甘油水溶液处理!制成定向薄膜!进行
S

衍

射分析$

HIK

!

数据计算及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学分析采用
J_JJ)#/"

软件$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采用双变量相关和
_FELN;<

相关系数分析$蒙皂石及有机

质各个功能团对砂姜黑土黑色形成的影响采用通径系数方法

分析$通径分析不仅能测定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能给

出原因对结果的重要性!并可将相关系数分解为直接通径系

数&间接通径系数和总通径系数分别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及综合作用效果!提示各个因素对结果

的相对重要性大小$

)

!

结果与讨论

JIH

!

土壤中不同黑度组分的提取量

三个砂姜黑土取样点相距较远!但它们的土壤性质却较

为接近"表
#

#!都属有机质含量较低而黑度较高的粘性土壤!

所选土壤对砂姜黑土具有较强代表性$砂姜黑土中不同组分

的提取量&黑度&有机质及蒙皂石含量见表
)

$在三个地点

的砂姜黑土中!黑色组分"

:-

!

-

!

9-

#的提取量与原土黑度

成正比+

$

3(

%

%

颗粒的五个组分"

[

!

:[

!

:-

!

-

和
9-

#

黑度依次增加!而其有机质含量却呈现先增加后降低趋势+

#

3(

%

%

颗粒和
[

组分不含蒙皂石!随着组分"

:[

!

:-

!

-

和
9-

#黑度的增加!蒙皂石含量依次增加!其含量与黑度成

正比$由于砂姜黑土中的粘粒矿物以蒙皂石为主体"表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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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含量与提取组分黑度的相关性并不明显!蒙皂石矿物

能够吸附有机质形成黑色的粘粒
,

有机复合体$因此推断有

机质结构和由蒙皂石吸附有机质形成的黑色有机无机复合体

可能是砂姜黑土呈现黑色的主导因素$

表
J

!

砂姜黑土中不同组分的提取量&黑度&有机质及蒙皂石含量

%&'()J

!

RM32&/3+0,&50.,3

!

'(&/@,)66

!

3*)02

7

&,+/5&33)2&,165)/3+3)/0,3),36

0-1+--)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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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Q)23+60(6

土样 指标
#

3(

%

%

颗粒 白"

[

# 浅白"

:[

# 浅黑"

:-

# 黑"

-

# 纳米黑"

9-

#

S_

提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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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

提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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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3 4) 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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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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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皂石%
0 " " 4 3" 43 #""

图
H

!

砂姜黑土!

T?

%

%U

%

BT

"提取组分有机质的

HK

PE8V:

谱图

N+

7

IH

!

HK

PE8V:6

4

)/320

7

2&50-0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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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4

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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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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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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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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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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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不同黑度组分的有机质结构及其与黑度关系

图
#

为三个地点"

S_

!

Z7

!

:S

#砂姜黑土中的四个不同

黑度组分"

:[

!

:-

!

-

和
9-

#的固态#(

66_

%

W+J9W^

波

谱!划分为烷基碳区"

!!

!

"

]]

%

#&烷氧碳区"

##(

!

!!

]]

%

#&芳香碳区"

#4)

!

##(

]]

%

#和羰基碳区"

))"

!

#4)

]]

%

#

!

个主要的共振区!其中羰基碳区又可细分为羧基%氨

基"

#..

!

#4)

]]

%

#和羰基"

))"

!

#..

]]

%

#$三个地点的砂姜

黑土中黑色组分有机质的化学组成极其相似$四个不同黑度

组分有机质中的甲基碳"

67

(

#&亚甲基碳'"

67

)

#

/

(&碳水化

合物碳"

B,EHO

A

H

#&主要被羧基或羧甲基取代的芳香碳"

+L;,

%EGK$6

#及羧酸&酯和酰胺碳 "

6BB

%

9

/

6 B

%%

#的含量较

高!也包含少量的甲氧基和含氮烷基碳"

B67

(

%

967

#&双烷

氧碳"

>K,B,EHO

A

H

#及酚基碳"

+L;%EGK$6

/

B

#

'

.

!

#)

(

$

!!

三个地点的砂姜黑土中提取组分有机质各官能团的相对

含量见图
)

$随着四个组分"

:[

!

:-

!

-

和
9-

#黑度的依次

增加!其烷基碳&羧基
,

氨基碳含量呈增加趋势$而芳香碳含

量&芳香度则随着黑度增加呈下降趋势$其中!高黑度的
9-

图
J

!

砂姜黑土提取组分!包括
BW

%

B$

%

$

和
8$

"

有机质各官能团的相对含量

N+

7

IJ

!

%*)2)(&3+=)/0,3),30-=&2+0.602

7

&,+/-.,/3+0,&(

7

20.

4

E

60-3*))M32&/3+0,/05

4

0,),36

"

+,/(.1+,

7

BW

!

B$

!

$

&,18$

#

+,3*)P#Q)23+6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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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的烷基碳&羧基
,

氨基碳含量分别比
:[

组分高
!/"0

!

#"/40

!

!/"0

!

3/(0

!

-

组分比
:[

组分分别高
4/"0

!

#)/30

!

(/20

!

3/30

$而
9-

组分的芳香碳含量和芳香度

却比
:[

组分分别低
#(/40

!

#3/#0

!

#3/"0

!

#2/#0

!

-

组分比
:[

组分分别低
#3/30

!

)#/!0

!

#2/#0

!

)3/"0

$

因此!砂姜黑土中黑色组分的烷基碳&羧基
,

氨基碳含量高于

浅色组分!而其芳香碳含量及芳香度则低于浅色组分$相关

分析表明"表
(

#!三个地点的砂姜黑土提取组分有机质的烷

基碳&羧基
,

氨基碳含量与土壤黑度显著正相关!烷氧碳&羰

基碳与黑度正相关但不显著!而芳香碳含量&芳香度则与黑

度显著负相关$因此!烷基碳&羧基
,

氨基碳对提高砂姜黑土

土壤黑度有显著影响!而芳香碳和芳香度对提高土壤黑度的

影响并不显著$

表
K

!

砂姜黑土提取组分!

BW

%

B$

%

$

和
8$

"有机质各官能团的含量与黑度之间的相关性

%&'()K

!

P022)(&3+0,')3A)),3*)/0,3),30-=&2+0.602

7

&,+/-.,/3+0,&(

7

20.

4

6&,13*)'(&/@,)66

0-3*))M32&/3+0,/05

4

0,),36

"

BW

!

B$

!

$&,18$

#

+,3*)P#Q)23+60(6

土样 烷基碳 烷氧碳 芳香碳
羰基碳

羧基%氨基 羰基
芳香度

S_

"/1((

""

"/))1

&"/211

""

"/1)!

""

&"/#("

&"/212

""

Z7

"/.12

""

"/!"#

&"/23(

""

"/.3!

""

"/!#)

&"/2!1

""

:S

"/.3(

""

"/(#2

&"/.42

""

"/14(

""

"/"(4

&"/213

""

!

注*芳香度
e

芳香碳%"烷基碳
5

烷氧碳
5

芳香碳#

j#""

+星号分别表示
"/"3

"

"

#和
"/"#

"

""

#水平的显著相关性!下同

!

9;GF

*

+L;%EGK$KG

A

e+L;%EGK$6

%""

+HO

A

H65B,EHO

A

H65+L;%EGK$6

#

j#""

+

ZPFENGFLKNOaEN@NFXG;K<XK$EGFNK

=

<KUK$E<G$;LLFHEGK;<NEG"/"3

"

"

#

E<X"/"#

"

""

#

HFMFHN

!

LFN

]

F$GKMFH

A

!

GPFNE%FTFH;a

JIK

!

土壤中不同黑度组分的蒙皂石矿物与有机质各官能团

的关系

三个地点的砂姜黑土提取组分的蒙皂石与有机质各官能

团含量的相关性见表
!

$结果显示!提取组分的蒙皂石与烷

基碳&羧基
,

氨基碳含量显著正相关!与烷氧碳&羰基碳含量

正相关但不显著!与芳香碳含量则呈负相关$因此!蒙皂石

对烷基碳&羧基
,

氨基碳有显著影响!对其他有机基团的影响

不显著$

表
L

!

砂姜黑土提取组分!

BW

%

B$

%

$

和
8$

"的蒙皂石含量

与有机质各官能团含量的相关性

%&'()L

!

P022)(&3+0,')3A)),3*)65)/3+3)&,13*)=&2+0.6

02

7

&,+/-.,/3+0,&(

7

20.

4

6/0,3),30-3*))M32&/3+0,

/05

4

0,),36

"

BW

!

B$

!

$&,18$

#

+,3*)P#Q)23+E

60(6

土样 烷基碳 烷氧碳 芳香碳 羧基%氨基碳 羰基碳

S_

"/243

""

&"/#"2 &"/32!

"/214

""

&"/"1"

Z7

"/1.1

""

"/4)(

"

&"/1!#

""

"/.1(

""

"/34!

:S

"/2!3

""

"/(.(

&"/.#1

""

"/..#

""

&"/"23

JIL

!

蒙皂石矿物和有机质结构对土壤黑度的影响

表
3

为有机质各个官能团和蒙皂石矿物对砂姜黑土黑度

影响的通径系数$结果显示!在三个地点的砂姜黑土中!提

取组分有机质的芳香碳&羰基碳&芳香度对土壤黑度的直接

通径系数都较小!而其通过其他因素对土壤黑度的间接通径

系数之和也较小!说明它们对土壤黑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都较小!不是影响土壤黑度的主要因素$烷基碳&羧基
&

氨基碳和烷氧碳对土壤黑度的直接通径系数及其通过其他因

素对土壤黑度的间接通径系数之和都较大!说明烷基碳&羧

基
,

氨基碳和烷氧碳对土壤黑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较

大!是影响土壤黑度的主要因素$其中!烷基碳&羧基
,

氨基

碳对土壤黑度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烷氧碳$

蒙皂石对土壤黑度的直接通径系数及其通过其他因素对

土壤黑度的间接通径系数之和都较大!说明蒙皂石对土壤黑

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较大!也是影响土壤黑度的主要

因素$其中蒙皂石通过烷基碳和羧基
,

氨基碳对土壤黑度的

间接通径系数明显大于其他有机碳基团!说明蒙皂石通过烷

基碳和羧基
,

氨基碳对土壤黑度的间接效应较大$

!!

一般情况下!物体对照射白光中各波长的吸收率越高其

颜色就越黑!紫外区和可见光区"

Cf,fKN

#内的吸收主要是

由原子外层价电子或成键电子吸收能量而跃迁到较高能级产

生的电子吸收光谱$有机质分子中决定电子吸收波长和强度

的原子团及其相关的化学键称为生色团!常见的生色团有烯

烃&苯环&羧基&酰胺和羰基等'

.

(

$而胺基&羟基&烷氧基等

称为助色团!它们本身在
)""<%

以上不产生吸收!但这些

含有未共用电子对的助色团连接到生色团上能使生色团的光

吸收移向长波方向!从而使颜色加深'

#(

(

$一般腐殖质的颜色

与其分子芳构化程度呈正相关'

#!

(

!传统观点也通常认为以

苯环为代表的生色团对腐殖质呈现黑色影响较大!因而出现

了腐殖质的高芳构化程度导致砂姜黑土土壤颜色较黑的观

点'

!,3

(

$但腐殖质是从土壤中仅能部分提取的有机质成分!

且提取过程中破坏了有机
,

无机复合体及有机质的化学结

构'

4,.

(

!因而上述观点代表的仅是腐殖质颜色!不能代表土

壤及有机
,

无机复合体的颜色$本研究中砂姜黑土呈现黑色

的主导成分是由蒙皂石颗粒吸附有机质形成的黑色有机
,

无

机复合体!而不是单纯的有机质成分$有机质被蒙皂石吸附

后形成比原有机质更黑的有机
,

无机复合体!其颜色发生特

异性变化!说明单纯的有机质颜色与有机质被蒙皂石吸附后

形成的有机
,

无机复合体颜色是有差异的!且差异较大$本研

究采用物理方法提取土壤中的黑色物质!然后利用固态

#(

6,9W^

技术测定有机质的化学结构!克服了化学方法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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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X

!

砂姜黑土提取组分有机质各官能团和蒙皂石对黑度影响的通径系数

%&'()X

!

?&3*/0)--+/+),360-=&2+0.602

7

&,+/-.,/3+0,&(

7

20.

4

6&,165)/3+3)&--)/3+,

7

3*)'(&/@,)660-3*))M32&/3+0,/05

4

0,),36+,3*)P#Q)23+60(6

土样 指标
烷基碳

"

S#

#

烷氧碳

"

S)

#

芳香碳

"

S(

#

羧基%氨基碳

"

S!

#

羰基碳

"

S3

#

芳香度

"

S4

#

蒙皂石

"

S2

#

S_,Z S#

"/1((

"

"/"11 "/441 "/214 "/"!( "/422 "/2#4

S) "/!"3

"/))1

"

"/311 "/!4) &"/"). "/4"2 &"/#""

S( &"/2." &"/#2#

&"/211

"

&"/.23 "/")! &"/214 &"/3(.

S! "/."( "/##! "/232

"/1)!

"

&"/")! "/2!. "/2!3

S3 &"/(## "/"!1 "/#!4 "/#2#

&"/#("

"

"/##4 &"/".!

S4 &"/21) &"/#2! &"/21. &"/.42 "/"#1

&#/212

"

&"/3)2

S2 "/2#( &"/")! "/!31 "/2(3 "/"#) "/!!.

"/1(4

"

Z7,Z S#

"/.12

"

"/)"# "/44( "/2#. "/)4. "/43( "/.31

S) "/!!.

"/!"#

"

"/4!# "/411 &"/"." "/4!! "/3!)

S( &"/2.1 &"/(!#

&"/23(

"

&"/.#) &"/#)( &"/2!1 &"/.#.

S! "/23( "/(). "/2#4

"/.3!

"

"/"34 "/2#3 "/224

S3 "/3.( &"/"2. "/))3 "/##2

"/!#)

"

"/)"1 "/!1"

S4 &"/2.) &"/(!3 &"/23( &"/.#3 &"/##3

&"/2!1

"

&"/.#(

S2 "/..4 "/)3" "/2"1 "/24( "/)() "/2"#

"/.41

"

:S,Z S#

"/.3(

"

"/#44 "/.(2 "/212 &"/""4 "/2). "/2))

S) "/!!.

"/(#2

"

"/314 "/".. &"/"(( "/4(4 "/(2)

S( &"/.)( &"/)#.

&"/.42

"

&"/2!! "/"#( &"/2.( &"/21!

S! "/2"4 "/")1 "/42#

"/14(

"

"/"#" "/3)4 "/.3!

S3 &"/#3" &"/)1! &"/(#. "/)4.

"/"(4

"

&"/!#( &"/"2)

S4 &"/2.# &"/)3! &"/.33 &"/4(. "/"#1

&"/213

"

&"/23#

S2 "/4(3 "/#)) "/2## "/.!. &"/""( "/4#3

"/12"

"

!

注*

"

直接通径系数

!

9;GF

*

"

>KLF$G

]

EGP$;FUUK$KF<GN

取腐殖质成分不完整且破坏土壤有机
,

无机复合体及有机质

结构的缺陷'

.

(

!可以更好地研究有机
,

无机复合体中的有机

质结构特征$

土壤中
1"0

以上都是固态物质!而固态物质中矿物又占

主体'

#!

(

$土壤中单独存在的腐殖质胶粒或矿物胶粒很少!主

要是以有机
,

无机复合体形式存在$蒙皂石能选择性地吸附

腐殖质溶液中的烷基和羧基化合物'

#3

(

!羧酸&酯&酰胺等羧

基%氨基碳类物质既含生色团!也含助色团!而烷氧碳是助

色团$结合有机质中羧基
,

氨基碳&烷基碳和烷氧碳是影响砂

姜黑土呈现黑色的主要因素!而且蒙皂石对土壤黑度的直接

影响效应及通过有机质中的羧基
,

氨基碳&烷基碳的间接效

应都较大$因此!含有生&助色团的羧基碳&氨基碳和烷氧

碳对蒙皂石吸附有机质形成的复合体呈现黑色发挥主导作

用!而芳香碳并不是主要因素$而且微小的蒙皂石颗粒吸附

这些生&助色团形成的复合体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进一步

增强了其对光波的吸收!从而使复合体黑度增强!这些复合

体在土壤中大量的均匀分布使砂姜黑土呈现黑色$

烷基碳既不含生色团也不含助色团!但其通过羧基碳&

氨基碳对土壤黑度的影响效应较大$根据腐殖质颜色与其相

对分子质量大小呈正相关'

#!

(

!我们推测烷基碳可能是通过

连接羧基碳&氨基碳形成较长脂肪链的羧酸&酯&酰胺等使

得有机分子的分子量增加!从而提高了有机质黑度!也可能

与烷基碳在蒙皂石颗粒表面的平卧排列使得这些长脂肪链的

羧酸&酯&酰胺能够均匀分布在矿物表面!进一步增加了对

光波的吸收有关!不过这些有待进一步研究$

!

!

结
!

论

!!

研究结果表明!芳香碳含量和芳香度对砂姜黑土呈现黑

色并没有显著影响!土壤有机质中的羧基碳&氨基碳&烷基

碳和烷氧碳是影响砂姜黑土呈现黑色的主要因素$砂姜黑土

中大量存在的蒙皂石通过吸附含有生&助色团的羧基碳&氨

基碳&烷氧碳及烷基碳形成有机
,

无机复合体是其呈现黑色

的主要机制!其在土壤中的均匀分布使砂姜黑土呈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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