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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吸附与解吸
‘�

甘海华 梁中龙 卢 瑛 吴顺辉 李永涛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

广州
,

�� 仪闷�

摘 要

研究了 ,
’ ‘

东省 � 种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吸附与解吸特征
,

结果表明
,

� 种不同母

质赤红壤等温吸附方程 �腼
乡阴 �� 方程

,

�
�� �� ������ 方程 和 ��耐

�

方程 � 的拟合结果

都达到了极 显著的水平
�

土壤 吸附磷量 由大到小 的顺序为 � 玄武岩 � 页岩 � 花 岗岩

� 砂页岩
�

赤红壤 对磷的解 吸顺序为
�

玄武岩 � 页 岩 � 花 岗岩 � 砂 页岩
,

说明粘粒

较少的母质土壤对磷的吸附力也小
,

因此
,

更容易解 吸
�

提高土壤有机 质 的含量
,

可 以改善土壤的供磷性 能
�

关键词
�
赤红壤

,

母质
,

吸附与解吸
,

氏月、石
�

广东省赤红壤以花岗岩母质为主
,

其次为砂页岩和页岩
,

局部地 区有玄武岩母质发

育的赤红壤
�

土壤缺磷是赤红壤地 区土壤的
一个重要问题

,

严重影响了作物产量的提高

和磷肥的合理施用
�

为了因地制宜地合理施肥
,

提高磷肥的肥效
,

有必要对不同母质发

育的赤红壤磷酸盐吸附与解吸进行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 供试土壤

选取有代表性的 � 种母质发育的赤红壤

性状如表 � 所示
,

任一��
� � � 土样为研究对象

,

其基本理化

表 � 土壤样 品的基本理化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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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甘海华等
�
广东省不 同母质赤红壤磷的吸附与解 吸

�
�

� 磷 的吸附与解吸

土壤磷吸附测定
� 称取过 �

� 筛 的风 干土样 �
�

�鲍
,

按 �� �� 的土液 比分别加人

��
�

�� 间 含磷量为 。
,

�
,

��
,

��
,

� �
,

扔
,

印
,

��� 腮
·

�
一 ’的 �

�

�� �� �
·

�
一 ’� �一溶液

,

振荡

�� 而 � ,

放人 �� ℃恒温培养箱间歇振荡 �� �
,

离心 ��以�〕
�

·

而 � 一 ’
�

,

测定平衡液中磷量和

原液磷量之差
,

即得吸附磷量
�

吸附磷的解吸测定
�
将进行 吸附试验 的土样

,

用 �� � 乙醇洗涤至无磷
,

加人 �
�

��

�� 卜�
一 ’的 �� � ����

�

�� 溶液
,

土液 比为 � � ��
,

在 �� ℃恒温培养箱 中间歇振荡约 �� �
,

离心
,

取上清液测定
�

�
�

� 赤红壤有机质的除去

称取 �
�

�� � 过 �� 筛的风干土样
,

用 姚�
� 加热处理除去有机质 �直到无气泡反应

,

土体发白为止�
,

然后对处理后的土样进行磷的吸附与解吸试验
�

磷的吸附试验用 � � ��

的土液比
,

如“�
·

�
一 ’
的磷溶液

�

� 结果与讨论

�
�

� 不同母质赤红壤对磷的吸附特征

研究和比较不同母质赤红壤磷 的吸附特性
,

必须选择同一实验方法
�

在等温的条件

下
,

制作了 � 种不同母质赤红壤磷 的吸附模型 �如图 ��
�

图 � 结果表明
,

当浸浴液磷浓

度在 。一 ��� 滩
·

�
一 ’
磷的范围内

,

土壤吸附磷的数量随浸浴液磷浓度的增大而增加 � 当磷

浓度继续增大时
,

则土壤吸附磷逐渐达到平衡
,

曲线变得平缓 � 最后即使浸浴液磷浓度

再增加
,

土壤磷的吸附量也不再增加
,

则土壤磷的吸附量达到最大值
�

在同一浸浴液磷

浓度下
,

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吸附量是不同的
,

从图 � 可以看 出
,

土壤吸附磷量 由大到

小的顺序为
�
玄武岩 � 页岩 � 花岗岩 � 砂页岩 �

�

这和土壤粘粒含量顺序一致
,

和土壤

有机质的含量相反
�

价一护尹

十 花岗岩 �

� 花岗岩 �

。 砂页岩

减 页岩

� 玄武岩

‘一—
‘

��� ����� ��!��∀��������
下助书切姜咽参猫督

� �  � �� 

平衡液磷 的浓度� � �� �
一 ’

� � ��� 

图 � 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等温吸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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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土壤磷 的等温 吸附特性时
,

张新 明[‘1
,

李鼎 新川
,

Q

u

an
g v D [s] 都 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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鲡gm uir 公式
,

F re
un dli ch 公式

,

叭”永in 公式
.
现按照 3 种等温式对该地区土壤磷的等温

吸附曲线进行描述
,

并计算
r
值

,

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资料可知

,

对 4 种不 同母质土壤

应用腼
gllllir公式 ,

阮
lllldlich 公式 和 Ten盘in 公式计算其相关系数

,

3 种公式的计算结

果都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
由此可知

,

赤红壤地区土壤对磷的吸附
,

都可以用以上 3 个方

程对土壤磷吸附特征进行描述
.

Fre un dli ch 和 Te mk
in 方程式不能计算土壤最大吸磷量

,

但是 h
ng l”」i r 方程式可以 计

算土壤最大吸磷量和标准需磷量
.
只要确定不同作物的标准需磷量

,

就可以从理论上计

算不同母质赤红壤的施磷量
.
根据表 2 中 肠

nglllllir方程式计算的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最

大吸附量以页岩最大
,

达 5犯
.
gmg

·

k
g

一 ‘; 其次为玄武岩
,

为 sll
.
Zmg

·

k
g

一 ‘; 花岗岩 1和

花岗岩 2 的最大吸附量分别为 18 6
.
5 和 31 3

.
2rng

·

k
g

一 ‘; 砂页岩最低
,

为 170
.
3mg

·

k
g

一 ’
.

表 2 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等温吸附特性比较

Table 2 1、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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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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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神〕一 值都达到了极 显著水平
.

2
.
2 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解吸特征

由图 2 可知
,

赤红壤磷的解吸数量随土壤吸附磷的增大而增加 ; 当磷浓度继续增大

时
,

曲线变得平缓
.
由于土壤磷的吸附量有一最大值

,

因此
,

赤红壤磷 的解吸不会无限

的增大
,

最终会达到一最大值
.
不同母质赤红壤对磷的解吸量是不同的

,

在赤红壤磷量

保持相同的情况下
,

玄武岩 < 页岩 < 花 岗岩 < 砂页岩
.
这说明粘粒较少 的母质土壤对磷

吸附力也小
,

因此
,

更容易解吸
.
不同母质土壤施磷的效果是不 同的

,

页岩和玄武岩 比

花岗岩和砂页岩施较多的磷肥才能发挥作用
.

+ 花岗岩 1
. 花岗岩 2

‘ 砂页岩

跳 页岩
。 玄武岩

洲尸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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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等温解吸曲线

珑
·

2 I so th

e

m

l a

l d

e

so rp

t
i

on

e

明at i
ons of 珑R 飞厂i

n late
d tie re d so ils 肠m d漩 , nt l”re n t m a te ri al

s



期 甘海华等
:
广东省不同母质赤红壤磷的吸附与解 吸

2
.
3 有机质对赤红壤磷吸附和解吸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 : 赤红壤用 玩姚 加热除去有机质后
,

对磷 的吸附量明显升高
,

并

巨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对磷的吸附升高更为显著
.
这说明有机质与土壤矿物结合

,

占据

了粘粒表面的活性吸附点
,

使其吸附量变小
,

因此
,

对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 当用 H
20 2

加热除去有机质后
,

其活性吸附点暴露
,

吸附点增加
,

从而增加其吸附量
.

表 3 不同母质赤红壤除去有机质前后对磷的吸附量变化 (单位
: ,卿 g

一 ‘
)

Ta
bl
e
3 R

e
l
a ti

o n s
h ip be

tw e e n
ad * 甲Lion ea哪

eity of 埃R 犷 an d th
o o
rsa
nie m atter

公王质类型 花岗岩 l 花岗岩 2 砂页岩 页岩 玄武岩

末处理

用 l卜仆 除 去有机质

,

竺
”

17口
.
J

2 50
.
3

2 8吕
.
6

62
.
7

73
.
1

4 粼)
.
2

52 夕
.
5

塑
·

“

57 3 2

表 4 为不 同母质赤红壤除去有机质前后对磷的解吸量变化
,

从中可以看出
,

赤红壤

用 H ZO :加热除去有机质后对磷的解吸量都相应减少
,

这是由于用 H 20 :除去有机质后土

壤表面积增大
,

活性吸附点增多
,

对磷酸根离子的吸附能增加
,

因此
,

其解吸量就少
.

上述结果说明 : 土壤有机质是影响赤红壤磷的吸附与解吸的重要因数川
,

增施有机

肥
,

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

可以改善土壤的供磷性能
,

提高土壤肥力
.

表4 不间母质赤红壤除去有机质前后对磷的解吸量变化 (单位
: ,唱

·

g

一 ’
)

T a b 】e 4 限l
ationship 块tw een deso rpt i

on eapaCity of姚m i
and th e orgalllC fna

tter

母质类型 花岗岩 I 花岗岩 2 砂页岩 页岩 玄武岩

未处理

川 tlZ()之除去有机质 ::

.

;

16
.
9

13 5

20
.
5

18
.
1

17
.
2 25

.

14
.
1 20

.

3 结论

(l) 广东省 4 种不同母质赤红壤等温吸附方 程
: lan gllllli

r
方程

,

F re
u

n( l1i ch 方程和

Te 川ki n 方程的拟合结果都达到了极 显著的水平
.
土壤吸附磷 量由大到小 的顺序为

: 玄

武岩 > 页岩 > 花岗岩 > 砂页岩
,

这和土壤粘粒含量的顺序一致
,

和土壤有机质的含量相

反
.

(2 ) 赤红壤对
一

磷的解吸顺序为
:
玄武岩 < 页岩 < 花岗岩 < 砂页岩

.
不同母质上壤施

磷的效果是不同的
,

页岩和玄武岩比花岗岩和砂页岩施较多的磷肥才能发挥作用
.

(3) 土壤有机质是影响赤红壤磷的吸附与解吸的重要因数
,

可以通过施用有机肥
,

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来改善土壤的供磷性能
.

「
州 张新明

,

5 5 3 一556

「2 ] 李鼎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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