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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壤调查实验室分析方法》是一本服务于土壤调查的实验室分析方法工具书。
《土壤调查实验室分析方法》共分15章，包括土壤样品的采集和制备、土壤物理性质分析、有机物质
的分析、全量组成和各种化学性质的测定，以及强酸消化元素、土壤氧化物、原生和黏土矿物鉴定、
土壤微形态薄片制备和鉴定等多用于土壤发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
此外，还对野外土壤鉴定和原位测定所常用的田间速测方法进行了介绍。
　　《土壤调查实验室分析方法》侧重于相对稳定的基本土壤性质测定方法，主要适用于土壤学教学
和土壤调查、分类、制图、评价等基础和应用研究，也适用于土壤环境和生态等学科的需求。
　　《土壤调查实验室分析方法》在采用成熟的土壤常量元素经典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快
速和稳定的仪器分析方法，并对每种分析方法进行了精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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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土壤样品的采集和制备1.1 土壤样品的采集1.2 土壤样品的制备1.3 黏粒（2mm）含量的测
定2.5 土壤自然含水量的测定2.6 容重的测定2.7 自然土块1／3×105Pa或1／10×105Pa水分2.8 土壤水特
征曲线测定2.9 凋萎含水量的测定2.10 水分吸持差（WRD）的计算2.11 饱和含水量的测定2.12 线性膨胀
系数（COI，E）的计算主要参考文献第三章 土壤pH、碳酸盐和石膏的测定3.1 pH的测定（电位法
）3.2 碳酸钙相当物的测定3.3 石膏的测定（乙醇洗盐、盐酸提取—EDTA问接滴定法）主要参考文献第
四章 土壤有机物质的分析4.1 有机质的测定（重铬酸钾—硫酸消化法）4.2 腐殖质组成的快速测定4.3 纤
维物质的测定4.4 土壤有机物颜色的测定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土壤氮的测定5.1 全氮的测定5.2 碱解氮的
测定（碱解扩散法）5.3 铵态氮的测定（靛酚蓝比色法）5.4 硝态氮的测定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土壤磷
的测定6.1 全磷的测定6.2 有效磷的测定6.3 柠檬酸溶性磷的测定6.4 磷酸盐的吸持主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土壤钾的测定7.1 全钾的测定7.2 速效钾的测定（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7.3 缓效钾的测定（硝酸消
煮—火焰光度法）主要参考文献第八章 土壤交换性能的分析8.1 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8.2 交换性盐基及
其组成的测定8.3 氯化钾浸提性酸及氢、铝的测定（适用于酸性土壤）8.4 铝饱和度的计算（适用于酸
性土壤）8.5 氯化钡一三乙醇胺（pH8.2 ）浸提性酸的测定（适用于酸性土壤）8.6 碱化土壤交换性钠
的测定8.7 碱化土壤钠饱和度的计算主要参考文献第九章 土壤水溶性盐总量和组成的测定9.1 土壤水溶
性盐待测液的制备9.2 烘干残渣及盐分总量的测定9.3 碳酸根、重碳酸根离子的测定（双指示剂滴定法
）9.4 氯离子的测定9.5 钙和镁离子的测定9.6 硫酸根离子的测定9.7 硝酸根离子的测定（还原蒸馏法）
⋯⋯第十章 土壤矿质全量元素的分析第十一章 强酸消化元素的测定第十二章 土壤氧化物的分析第十
三章 土壤野外调查的速测方法第十四章 土壤中原生矿物和黏土矿物的鉴定第十五章 土壤微形态鉴定
附录一、酸碱指示剂二、酸碱混合指示剂三、氧化还原指示剂四、络合指示剂五、不同组成形式的换
算因数表六、标准筛孔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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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2.7 土壤形成物（Pedological features）　　土壤形成物是指土壤形成过程的产物，大体上相当于
大形态上的“新生体”，但其含义和内容更广些。
因为在薄片中所观察到的土壤形成物，除那些由含有一定物质成分的真溶液、胶体溶液和悬浊液在其
移动过程中随土壤条件的变化而在一定的土壤环境中浓缩，其中的物质离析、结晶，并聚集成具有一
定外形的单个实体，相当于大形态上的新生体（例如铁质凝团、黏粒胶膜等）外，尚包括一些在大形
态上（借助肉眼或手持放大镜）和中形态上（借助体视显微镜）不能被辨识的土壤形成物（例如土壤
物质中黏粒就地重新排列而形成的光性定向黏粒集结体和由可风化矿物风化生成的各种风化黏粒体）
。
　　土壤形成物按其形貌可分为胶膜、晶膜、凝团、结核、晶管、晶囊、假晶、斑块等。
　　按其物质组成可分为黏粒形成物、颗粒形成物、铁锰形成物、碳酸盐形成物、硫酸盐形成物等。
　　按其物质组配状况可分为：　　①单一形成物　　全部或几乎全部由某一物质组成，以“物质组
成”+“土壤形成物形貌”命名，例如黏粒胶膜、腐殖质凝粒、方解石凝团等。
　　由某一物质胶结粗骨颗粒浓聚而成。
以“物质组成”+“质”（或“胶结”）（后者仅用于腐殖质胶结情况，以避免出现重叠的“质”字
）+“土壤形成物形貌”，例如方解石质凝团、腐殖质胶结凝块等。
　　②复合形成物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组成，一般呈层状排列，命名时两种物质组成之间用
连字符连接，例如黏粒-方解石膜。
　　③混合形成物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混合组成的形成物，命名时两种物质组成间加黑点符号
，在形成物的形貌名称前或冠以“混合”，例如腐殖质，黏粒（混合）胶膜。
　　④复杂形成物　　一种土壤形成物被另一种土壤形成物包裹而形成新的形貌称为复杂形成物。
在区分这两种先后形成的“形成物”时，将最终形成的复杂形成物称为主体形成物，被包裹者称为内
含形成物。
例如土壤中方解石晶出并将原来的黏粒胶膜包裹形成凝团，这种凝团便为主体形成物，命名为内含黏
粒胶膜的方解石凝团。
　　对于复合形成物、混合形成物和复杂形成物来说，它们在物质组成上、排列上、发生上都有其主
次或先后的关系。
在命名时需反映它们的主次或先后关系，即将次要的或先发生的物质组成置于前面，主要的或后发生
的放在后面。
例如，在一复合胶膜中若黏粒淀积在先，后来因生态环境的变化又发生碳酸盐的淀积，在原淀积黏粒
胶膜上沉积一层方解石膜，可命名为黏粒-方解石膜；反之则命名为方解石-黏粒胶膜，由此可以区分
出这两种复合形成物在发生上的时间序列。
又如在一混合胶膜中，占优势的组成成分为黏粒，次要成分为腐殖质，可命名为腐殖质·黏粒（混合
）胶膜；反之，则称黏粒·腐殖质（混合）胶膜。
在命名中反映出这两种混合形成物中各自优势的物质组成。
前述关于复杂形成物的命名（例如内含黏粒胶膜的方解石凝团）也体现出本命名原则。
　　上述几种分类法，实际上是互相联系、互相交叉的，这是采取以物质组成分类为纲的描述。
　　（1）黏粒形成物　　①淀积黏粒体　　淀积黏粒胶膜，分布于孔隙壁，在单偏光下呈弯曲叠层
状或流胶状内垒结，与孔隙壁有明显的界面，颜色比土壤基体鲜艳洁亮，多呈亮黄棕、亮棕黄、亮红
棕、亮棕红等色，与黏粒晶格中存在一定的铁或与游离氧化铁的浸染有关。
在氧化铁浸染明显的情况下称为淀积铁质黏粒胶膜。
在正交偏光下呈叠层状或整体状光性定向型式，具较高的双折射率（0.018～0.025），干涉色有金黄、
金橙、金红等色，有黑色消光带垂直于层理，随着载物台的转动而掠过。
　　如果悬浊液中含有一定数量的粉砂，则可形成淀积粉砂·黏粒胶膜。
　　若黏粒与腐殖质一起移动则形腐殖质·黏粒（混合）胶膜，在单偏光下颜色带棕，而且不鲜艳；
含腐殖质越多，在正交偏光下干涉色受掩蔽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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