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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介绍了棱磁共振波谱法在腐殖质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及进展，包括。℃ 棱磁共振渡谱的应用、腐殖质的组成、 

腐殖质的网状结构模型及腐殖质研究的环境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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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es OFt humlc materials have mmay important meanings in pedology
． ，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atld agriculture． 

Nuclear magnetic 1~$otlallce (NMR)has been employed in the study of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humic materials，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is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the main condusJons are~eviewed in this paper． 

Kt~wot'ds： humic n~terials 咖clear Bl~gRetic Te如nar e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固相的组成部分，也是土壤形成的重要 

物质基础 土壤有机质来自自然回归到土壤中的各种动植物 

残体及人工施^的各种有机肥料 这些有机质在物理、化学、 

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绝大部分较快的分解为水和二氧化 

碳，只有一小部分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物质 ，就是土壤腐殖 

质 这些有机质是作物所需的各种养料的源泉．而且还能改善 

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土壤有机质与土壤的结构性、通气性、 

渗透性、吸附性和缓冲性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与土壤中金属离 

子，金属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粘土矿物结合生成无机有机团聚 

体．有利于进行离子交换和氮、磷、硫的保存。其中腐殖质是土 

壤有机质的主要部分．约占总有机质的50％ 一65％。因此对腐 

殖质的研究在土壤学、环境科学 、农业生产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核磁共振渡谱法已广泛的应用到腐殖质的研究中．并取得 

了许多新的进展，本文对此做一总结。 

1 ”C核磁共振波谱 (”C—NMR) 

棱磁共振渡谱法包括 H、 C和 ”N波谱，其中 -H和 ”N 

的应用较少，本文着重介绍 c的应用。。H桉磁共振渡谱图的 

直观性较差，分辨率较低，只能测定液体样品；另外样品残留 

水会严重干扰测定，需要进行前处理过程I 。 N核磁共振波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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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点是测定时间较长． N的丰度低 (0 37％)，磁旋比小，因 

此灵敏度比 C低50倍左右。目前对含氮有机物的测定缺少 

合适的方法，因此 N—NMR很有发展前景，必将成为测定台 

氨有机物的有效方法 。 c—NMR开始只能测定液体样品，灵 

敏度不高，由于腐殖质是部分可溶的，因此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限制了它的应用。采用固体参差极化魔 

角样品自旋核磁共振波谱(CPMAS”c—NMR)能对不同的样品 

进行测定．提高了测定腐殖质的灵敏度，并且能直接测定土壤 

样品 这样可以真实的反映腐殖酸的结构特征，因此 ”C核磁 

共振波谱已成为腐殖质研究中主要的分析手段之一13-fi]o 

在分子体系中，由于各种碳棱所处的化学环境不同．所以 

它们具有不同的共振频率，即产生化学位移现象。从核磁共振 

波谱能获得许多关于腐殖质的结构信息，从组蜂的数目可以知 

道分子中不同种类的氢核数目；从化学位移值可推测碳核所处 

的官能团；从各种蜂的积分高度比可求得对应的碳核个数比。 

2 核磁共振波谱测定腐殖质的组成 

腐殖质根据其在酸碱溶液中的溶解度分为胡敏酸、富里酸 

和胡敏素3个部分。腐殖质主要由C、H、0、N、S、P等元素组 

成，元素组成相对固定，40％一60％碳，30％一50％氧，4％一 

5％氢．1％一4％氮，1％一2％硫．0—0 3％磷。不同来源的腐 

殖质在核磁共振谱图上都有这几个特征蜂 ：32 ppm处指示是 

甲基、亚甲基、次甲基 c；56阳 处指示与术质素及其类似物有 

关的甲氧基 C；73 ppm指示与纤维素有关的氧基 C；105 ppm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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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多糖的芳香C；130 ppm指示芳香基、非饱和C；150ppm指示 

酚基 C；172 ppm指示羧基C；200 ppm指示羰基、醛基、酮基 。 

由此可确定腐殖质的官能团主要有教基、醇羟基、酚羟基、醌型 

羟基和酮型羟基等，其中富里酸含羧基、醇羟基、酚羟基和酮型羟 

基的量要比胡敏酸多，而胡敏酸含醣型羟基的量要比富里酸高。 

另外，一般使用碱溶液来提取土壤腐殖质，这样提取的腐 

殖酸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 采用”C—NMR 

谱对土壤样品和腐殖质各组分测定，表明虽然提取过程中腐殖 

质有较大损失，但提取物完全能反映其原有组成 (表1)。 

3腐殖质的网状结构模型 

从 c—NMR谱可以知道胡敬酸中含有丈量的长链烷烃， 

同时古有～定量的芳香基、羧基和碳爿c化合物为其主要结构特 

征；富里酸以古有大量的靛基、碳水化古物及多糖，同时古有一 

定量的芳香基和链烷基为主要结构特征；胡皴索吉有许多羧 

基、碳水化合物及多糖结合在脂肪链上，同时含有一定量的甲 

基、醚、羧基和酰胺基同等 。Schultcn 通过 c—NMR数据和 

热解方法提出一个胡敏酸分子的化学结构摸型，认为胡敏酸分 

子的核心结构是烷基芳香烃 Zhang{埘等人也认为带蛔链烃的 

表 1土壤和其腐殖酸【胡敏酸、富里馥和胡敏素)NMR谱中的富健团组成 

Table 1 Component of Function Groups of NMR Spectrum in Humic Acids(Humle Acid，Fulvic Acid 

芳香基是腐殖质的基本结构单元，并且通过其芳化度的大小， 

可近似的估计出删链烃的长度。而 Hatcher“”在实验中发现热 

解过程中古氧产物比例根高，而模型中缺步含氧官能团，因此 

这一模型需要进行必要修改，甚至根本就不对。后来，Cod和 

l~nsfo=t“ ‘通过参差极化魔角样品自旋(cP—MAs)”c—NMR 

测定了土壤腐殖质的结拘特征。指出富里酸的结构特点是骨 

架由脂肪烃构成，芳香基是主要变化的部分，羧基是主要变化 

的官能团；而胡敏酸由绝大部分固定组分脂肪烃与很少的变 

化组分(芳香基)构成 

4 不同来源腐殖质的差异 

Krossha~,n等 ” 研究表明土壤腐殖质结构受到腐殖化度 

和植被的影响。发现随着腐殖化度的提高，土壤的脂肪 C增 

加，羟基减步，羧基增加，而芳香C几乎不变。植物类型对腐殖 

质组成有较大影响，树林土壤和沼泽土壤中腐殖质的芳化度有 

较大的差异，分别为 16 2％和8．5％。Wershaw和 Pinckney it~ 旰 

究了各种类型土壤中和沉积物中胡敏酸的结构组成，发现这 

些胡敏酸都部分的包含原有植物组织。通过”C—NMR谱标识 

这些植物组织主要古有木质素、碳水化合物和长链烷烃等结 

构单元。因此植被类型不同会导致腐殖质组成不同是必然 

的。$aiz—Jimenez et al 通过棱磁共振光谱法测定了不同地 

点土壤样品中腐殖质，表明不同土壤中胡敏酸、富里酸和胡敏 

素的结构特征相似=胡敏酸与胡敏素的芳化度接近，富里酸比 

胡敏酸的芳化度要低。胡敏酸和富里酸是两种类型的有机质， 

富里酸不是胡敏酸的降解产物。腐殖质中有木质素的降解产 

物，因此腐殖质中的芳香结构可能来自木质素的降解，而腐殖 

质中链烷结构可能是角质和软木脂等生物聚合物的后期加 

^ 。 

研究表明表层土中胡敏酸的酚基含量较高，随着降解过 

程加剧含量会下降；芳化度随土壤深度和降解过程会升高，原 

因可能是芳香基不易被降解，或土壤微生物会合成出芳香化 

台物加人到腐殖质中 Malcolm“ 比较了土壤、河流沉积物和 

海洋沉积物腐殖酸结拘的差异。海洋沉积物的富里酸中的烷 

烃含量最高，芳化度最低，而土壤中富里酸的芳化度、C—O键 

和羧基含量最高。海洋沉积物胡敏酸中的芳化度、酚基和甲氧 

基含量最低；河流和土壤的胡敏酸芳化度相同。由于气候、地 

理位置、植被的不同．腐殖质的组成存在很大的差异，通过对 

腐殖质的研究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过程。 

5 腐殖质研究的环境意义 

将 ”C—NMR法应用于土壤环境化学中。取得了许多新的 

认识 用”C—NMR测定土壤有机质的极性碳含量后。发现它 

与吸附量有直接的关系，而不是早先笼统的认为有机质含量 

与污染物暧附量有直接的关系m1。 0rrI[] 用 N羟胺标记物 

研究了腐殖质中羰基的衍生化反应机理，探讨了古氮有机污 

染物在土壤中的吸附、固定和降解过程。Guthrle eL a1．1I， 研究 

了有机污染物芘在土壤的吸附和迁移过程。 C—NMR谱显示 

芘与土壤腐殖质存在非共价键关系，即存在范氏力和氢键 

力。这些作用力避免了有机污染物对地下水的污染。Lu 。1将腐 

殖质在”c—NMR谱图上的特征峰定义了四个比值，分别具有 

特殊的意义：73ppm／105ppm大小代表纤维紊和术质紊的相 

当含量；73ppm／130ppm大小表示纤维素 C和芳香基C的分 

配特征；172ppm／130ppm表示腐殖质的氧化程度；56ppm／ 

I30ppm表示腐殖质的矿化程度：他们测定了沼泽水、土壤、泥 

炭及褐煤中的腐殖质，发现沼泽和土壤腐殖质比泥炭及褐煤 

古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和羧酸化合物，并且腐殖化程度要比 

泥炭及褐煤的低。可见通过这”c—NMR谱可以标识不同来源 

的腐殖质。人们已证实了沉积物中的腐殖质是藻类生物的降 

解产物，而不是早先认为的主要来自陆地植物。 

6 总结 

综上所述，核磁共振波谱法在腐殖质研究中应用，使我们 

对腐殖质有了更多的认识。但从目前腐殖质研究的现状来看， 

仍有许多有持解决的同题，而其中大部分问题的解决必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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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核磁共振渡谱法和其他分析测试方法(IS，FS、ESR) 

6．1 N、P和 S组分 

N、P和 s是植物生长所需的重要元素，在农业上有特殊的 

地位。要认识这些元素在土壤中的赋存状态、迁移形式和化学 

反应，前提是要确定这含 N、P、s有机质。但至少50％的 N有机 

化舍物和更高比率的有机P和有机S化合物没有被确定下来， 

因此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6．2庸殖质的化学结构 

目前，对腐殖质的化学结构存在两种认识：①认为胡敏酸、 

富里酸及胡敏素都包含由一个酚和部分氧化了的木质素单体 

和双体组成网状结构，其他羧酸类、脂肪类等有机物吸附在这 

种结构上，所 ，实验中发现有机质分子的结构形状决定了其 

物理性质 ，而化学性质则由表面的酚基和教基等官能团决定 

的；②通过扫描电镜 黏度测定、表面张力测定发现胡敏酸和富 

里酸胶团的太小和形状受 口H值的影响极大。认为是不同组分 

的有机化合物依靠氢键力 范氏力及色散力等作用力聚台在一 

起，形成弹性海绵状结构．吸附和固定有机和无机组分。pH值 

升高时有利于援基和羟基的离子化，所 胶固变小了。这两种 

结构模型是在大量宴验基础上的推测，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6．3单一组分的腐殖质 

尽管做了许多努力．至今未能成功分离出单一组分的腐殖 

质。包括使用多次色谱柱分离 进行物质结构分析的前提．是 

要得到其单一的组分一可见在土壤腐殖质结构的研究中最大 

障碍是分离的腐殖质组分不是单一组分：在今后的研究中应 

优先发展先进的分析方法解决遗一难题。 

6．4无机成分与土壤有机质的相互作用 

需要进一步研究金属离子和黏土与土壤有机质的相互作 

用关系。原因是对于土壤的起源、土壤结构的形成及养分的可 

利用性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能了解主要有用养分的化学性质及 

它们在土壤中的迁移 转化和赋存形式 在缺乏土壤有机配体 

时，土壤中过渡元素 因发生水解而沉淀或吸附在土壤胶体表面 

会在环境中迁移，而土壤有机质与过渡元素的配合能形成稳定 

的结构，有利于消昧这些元素对环境的污染 有些土壤腐殖质 

与矿质颗粒形成稳定的结构而不易被萃取，被认为是胡敏素。 

用二甲亚砜 一盐酸溶解它们后，发现这些有机质的性质与胡敏 

酸和富里酸类似，只是含羧基较多。如能释放这些腐殖质可为 

植物提供更多的养分 

6．5土壤有机质与有机污染物的相互作用 

土壤有机质是多电荷的胶团，在 自然系统中有重要的作用 

— — 吸附有机污染物 (农药和杀虫剂等j及促使樗染物的降 

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存在时间、降解过程 、生物可利用 

性及挥发性取决于土壤有机质的性质和维度 土壤有机质舍 

量高有利于有机污染物的吸附和降解，自然的消除有机污染而 

保持生态平衡。现在的许多研究只是初步的探索过程，借助于 

先进的分析方法和测试手段，对土壤有机质与有机污染物相互 

作用的机理需要做进一步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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