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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析技术在土壤腐殖质研究中的应用。 

粱重山 刘丛强 党 志 
(中厨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塞重点实验宣 贵 阳 55O。o2) (华南理工大学应用化学系) 

摘 要 土壤庸殖质的研究巴成为土壤学、环境化学和地球化学等领域的热点方向之一。应用核磁井 

掘光谱(NMR)、红外光谱(m)、荧光光谱(FS]、电子 自旋共振谱(EsR)等现代丹析技术，对在土壤腐殖质组成和 

结构研究中取樽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缘连。 

关键词 土壤腐殖质；分析技术；组成和结构 

由于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在全球变化研究 中碳循环将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地 

位_lJ。全球约有 1500Gt碳是以有机碳形态储存于土壤中，是大气碳库储量的 2倍，因此土 

壤有机碳库储量较小 幅度的变化．会直接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固定或释放过程有较大的影 

响 。另外，土壤有机质的植物所需多种营养元素(如 N、P)的主要来源，是土壤肥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使土壤具有通气性、渗透性和缓冲性。土壤有机质舍多种疏承基、亲水基和游 

离基等官能团，是土壤中对污染物的吸附一脱附过程起主要作用的组份口。 。因此，土壤有 

机质的研究已成为土壤学、环境化学和地球化学等领域的热点方向之一。 

腐殖质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部分，是土壤中所特有的一类有机物。按其在酸碱溶液中 

的溶解度分为胡敏酸、富里酸和胡敏索。目前，对腐殖质的结构存在两种认识 J：1)认为胡 

敏酸、富里酸及胡敏索都包古由一个酚和部分氧化了的木质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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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腐殖质的物理性质受其分子结构形状 

影响．而化学性质则 由表面的酚基和羧基等官能团决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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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形状受 pH值的影响极大。 由此推测不同结构 

单位是依靠氢健和范氏力聚合在一起形成腐殖质的弹性海绵状结构。当 pH值升高时有利 

于羧基和羧基的离子化，因此胶团会变小。这两种结构模型是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推测的，还 

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的发展为土壤腐殖的研究提供了先进的 

手段，从而使土壤腐殖质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本文将对此作一 

概述。 

l 腐殖质的降解方法 

采用承解、氧化还原和热解方法可以提供腐殖质分子比较直观的信息，是研究腐殖质早 

期采用的方法。缺点是在极端降解条件下发生的化学反应很复杂，产生的降解产物很多，因 

此分析结果很困难。有时检测到的主要降解产物不一定是腐殖质分子的基本组成单位，容 

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1．t 水解方法 

0 国家攀登预话项 目 一预一39_5—4专题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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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聚合物如高聚糖、蛋白质和核糖等可以通过水解反应而确定其组成。由于腐殖质 

内部键台关系很复杂，大多数键通过水解反应很难断裂，因此腐殖质在水解反应中主要释放 

蛋白质类物质和碳水化合物。Pars。nsl )研究表明在 6N HCI条件下，胡敏酸水 解过程 中会 

产成 032和水溶性分子(单糖、氨基酸、嘌呤和嘧啶等)，同时单糖和氨基酸的有机物可能发 

生缩合反应．最后 50％以上的胡敏酸发生了水解反应。 

1．2 还原氧化方法 

金属单质、氢、金属氢化物等还原剂与腐殖质发生还原降解反应．其中钠汞齐常被作为 

还原剂。Hayes~7]用钠汞齐作为还原剂．发现土壤腐殖质的降解产物主要有九种．主要是苯 

酚(醚)和苯酚(醚)的衍生物，同时还发现降解产物中有少量脂肪类有机物。原 因是酚醚和 

联苯结构上的取代基与苯酚基的键、芳香醚与脂肪基的健在反应中断开了 Ches1．．／~(s)根 

据这些实验结果认为腐殖质的网状结构是以多环芳烃类为核心．而其他酚类、金属离子、多 

肽、羧酸化台物再连接上而构成的。 

氧化铜、碱性高锰酸钾溶液、氯气、硫化钠、硝酸等氧化剂与腐殖质发生氧化反应。用碱 

性高锰酸钾和氧化铜氧化时，主要是脂肪羧酸和苯基羧酸类等降解产物，而且在不同的氧化 

条件下(反应时间、温度、氧化剂浓度等)最后的降解产物会不同。 

1．3 热解反应 

水解法和氧化还原法往往需要先将腐殖质提纯，这榉不但会增加实验步骤，而且可能会 

改变腐殖质的性质和组成。热解法可以克服这些映点，样品直接放在真空柱中热解，灰分物 

质不会干扰实验．最后热解产物用场离子质谱仪检测。热解一场离子质谱(Py—FIMS)提供 

了腐殖质分子的基本结构信息，各种热解产物在谱盈上有特定的分子离子峰，已有 332种热 

解产物被确定 。依据热解方法的结果人们提出了胡敏酸单体的分子式是 C31s} 9N5090 

和对应的结构式．考虑单体发生脱水反应和脱氢反应，分子内的氢键作用及弱相互作用力 

(范德华力等)等因素，还提出了胡敏酸的三聚体、十聚体和十五聚体的分子式和结构式u。J。 

热解法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受热解腔壁的限制．热解产物的量很少，而腐殖质很复杂．热 

解产物是否有代表性还很难说 ；检测到的主要热解主产物不一定就是腐殖质 的基本结构单 

位 ；而且分子中的羧基和羟基会在腐殖质的热解过程中脱去。后来采用烷基化试剂与羧基 

和羟基发生衍生反应来保护羧基和羟基【llj。但也只能部分地保护羧基和羟基．不能完全避 

免脱羟基反应的发生。 

2 腐殖质的光谱分析 表I曩j直质研究中常用分析方法(摘自G蜘 J．s．n ( ) 
降蔚法破坏了腐殖质的原有组成． 

同时会有很多降解产物生成．导致最后 

实验结果很难解释。光谱法能将腐殖质 

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其破坏也很少． 

是主要的研究手段。表 1列出了测定腐 

殖质性质和组成 的一些常用分析方法。 

2．1 核磁共振光谱 

校磁共 振光谱 (NMR)用来研究土 

硬 目 测 定 方 法 

定分子- 虢 器 蕾肢过漕 

定 蚰 薹 鼍蠹 箍 
苎皇 苎竺! 垄苎苎： 兰堡 

定键位关系霎 i； 荧光法、光声光潜法、蓼析 
壤腐殖质及其腐殖化过程已有20年了，开始只能测定液体样品，灵敏度比较差。只有一部 

分腐殖质是可溶性的，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限制了它的应用。将傅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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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技术应用到核磁共振光谱后．不但提高 了测定有机质的灵敏度，消除了无机离子的干 

扰，并且能直接测定固体样品。这样可以在不破坏腐殖质的化学组成条件下，真实地反映其 

结构特征，因此核磁共振光谱已成为腐殖质研究中重要的分析手段。 

圃相 C—NMR方法加深了人们对腐殖质的认识．取得 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l1 “J： 

①腐殖质的性质和组成。腐殖质主要有羧基、醇羟基、酚羟基、醌型羟基和酮型羟基等官能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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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敏酸含醮型羟 

基的量要比富里酸高。各种官能团的含量，对不同土壤差异较大。Krosshavn等tis)研究表 

明土壤腐殖质结构受到有机质的腐殖化度和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腐殖化度的提高，土壤的 

脂肪族 C增加，羟基减少，羧基增加，而芳香 C变化没有规律。wershaw和 Pi,mlmey[16 研究 

也发现腐殖质包含有植物组织的降解产物。因而地理环境和植被的不同会影响腐殖质的组 

成。@腐殖质的各种组份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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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芳香基不易被降解，或土壤微生物 

会合成出芳香化舍物加人到腐殖质中。Salz-J n 吼 al(i7 通过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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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酸和胡敏酸素的结构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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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胡敏酸和富里酸 

是两种类型的有机质，富里酸不是胡敏酸的降解产物。腐殖质中有术质素的降解产物，因此 

腐殖质中的芳香结构可能来自木质紊的降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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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腐殖质的网状结构模型。通过 NI恹 被谱的定量分析，结合其他 

分析方法和计算化学；构造出了胡敏酸的三维结构模型。Schdtent~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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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胡敏酸分子的核心结构是烷基芳香基。 

2 ng【l 也有相同的结论。Hatcher[2．oj实验发现热解过程中含氧产物比例很高，而模型缺 

少台氧官能团，因此这一模型需要进行修改。也可能根本就不对。Cool和 Langford_21 通过 

参差极化魔角样品自旋(CP—MAS)”C-NMR技术分析土壤 中的腐殖质结构特 征。指出 

富里酸分子结构特点是：结构骨架由脂肪烃组成．其 中芳香基是主要变化的组份，而变化的 

含官能团化台物是糖类化合物。而胡敏酸分子由绝大部分固定组份与很少的变化组份(芳 

香基)构成；④环境科学中的应用。土壤有机质吸附污染物机理的研究是环境科学中重要的 

课题之一 捌。用”C—NMR测定出土壤的有机质的极性碳含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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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量有直接关系 J。n1om 】用”N羟 

胺标记物研究了腐殖质中羰基的衍生化反应机理，探讨了含氮有机污染物在土壤 中的吸附、 

固定和降解过程。由于核磁共振光谱的应用。使在污染物吸附机理方面的研究达到了分子 

水平的徽观世界；⑤地球化学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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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研究表明 

沉积物中的腐殖质是藻类生物的降解产物，而不是早先人们认为的主要来自陆地植物。 

“ N和 H核磁共振光谱法也被采用，只是应用很受限制。 H核磁共振光谱图的直观 

性很差．分辨率低。样品残留水会严重干扰测定．需要进行前处理过程E28J。目前．对含氮有 

机物的测定存在一定困难， N—NMR将成为测定含氮有机物的有效方法。缺点是测定时 

问较长，”N的丰度低(O．37％)，磁旋比小，因此灵敏度比 C低 5O倍左右。 

2．2 红外光谱 

红外光谱(m)是定性分析有机物官能团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据红外吸收曲线的峰位、 

峰强以及峰形来判断化台物是否存在某些官能团。Sehnltzer和 Sehuppll(29J用红外光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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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明腐殖质的主要官能团有羧基、羟基和羰基等．用不同提取剂提取的腐殖质在分子量、 

芳化度、主要官能团方面存在一些 差异。Wang~}等发现不 同分子量富里酸的红外光谱图 

很相似，但也存在一些 明显的差别。认为富里酸分子量较小时其芳化度较小，并且嫒基含量 

也较高。由于红外光谱非常复杂．并受腐殖质提取剂的影响，因此对其完全解析还很困难， 

只能部分地反映腐殖质的结构组成。 

2．3 荧光光谱 

同步荧光光谱法具有谱图简单、谱带窄、干扰物影响小、选择性和灵敏度高的优点．是一 

种敏度、无破坏性的分析方法。土壤腐殖质的荧光强度不但与其结构(有色官能团和非饱和 

键)有关，还与腐殖质的来源、分子量、溶液浓度、pH值、离子强度、温度和氧化还原电势等因 

素有关【3lJ。腐殖质是一个复杂的多组分体 系．其荧光光谱是胶团中各种荧光团的综合表 

现．困此只能推测 出腐殖中可能存在的官能团。土壤 中许多重金属离子(顺磁性)具有荧光 

熄灭作用，荧光法能反映 出无机 一有机复台体之间的键位关系。Este-ces[~)等研究了不同来 

源的腐殖质与CU2 的相互关系。表明土壤中的胡敏酸和富里酸皆有两个结合点与 Cd 复 

合．而水相中的胡敏酸和富里酸则有 2～3个结合点。由于腐殖质的组成和来源决定其荧光 

光谱的最大峰和强度，因此 荧光 法能作为鉴定胡敏酸和富里酸是否 同一来 源的标准方 

法∞)。荧光光谱的峰较宽并且强度小说明腐殖质的芳化度和不饱和键较高，带有较多的亲 

电子官能团(羰基、羧基)，并且分子量较大；荧光光谱的峰较窄并且强度大说 明腐殖质的结 

构简单、分子量小、芳化度小、生色团少，带有较多的给电子官能团(羟基 、甲氧基 、氨基)。 

2．4 电子 自旋共振谱 

电子 自旋共振谱具有不破坏样品分子，对化学反应过程无影响，灵敏度高等优点，特别 

适合于研究化学活性高、寿命短的自由基及过渡金属化台物和配合物。土壤有机质中相对 

富含半醌类型的自由基(永久性自由基和暂时性 自由基)。测定哲时性 自由基时，通过改变 

土壤的 pH值、发生还原反应和进行辐射等方法来提高它们的寿命。这些自由基在与其他 

有机、无机物质发生反应(如聚合一解聚合反应，植物的生理活性和氧化还原反应)时有重要 

的作用。 

土壤腐殖质中自由基的电子 自旋共振谱图中得不到超精细结构，因此提供关于 自由基 

化学结构方面的信息较少。波谱分裂因子g是很重要的参数，每一个固定的样品均有它本 

身的 g因子．取决于样品的电子结构。从土壤和沉积物中提取的富里酸．其 自由基的 g困子 

在 2．0031～2．0o50之间，表明这些 自由基是半醌基连接芳香环的结构。腐殖质的 自由基的 

谱图有不同的线形和峰宽．反映了其内部结构中孤对电子离域位置的不同，另外 自由基的浓 

度、溶剂 一溶质的相互作用、温度等因素也有影响。通过谱图可以测定 自由基的浓度，其大 

小与腐殖的腐殖化程度、芳香度和酚基含量有关 )。Nero[3s)等研究表明土壤的 N比值 

越小(即腐殖化程度高)，其半醌 自由基含量越高。 

3 小 结 

目前．土壤腐殖质研究中其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土壤腐殖质的分离。 

腐殖质是一个多组份体系，要对其进行准确的分析。需要在分离方法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即 

提取出单一组份的腐殖质；其次是加强对胡敏索的研究。胡敏素组成复杂，分离纯化困难和 

酸碱不溶性等原因。有关胡敏素的分析资辩是十分有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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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其羧基较多。有人认为土壤胡敏紊只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土 壤 2001年 第 3期 

过是一种粘粒和胡敏酸的复台体。近年来通过对胡敏酸和胡敏索的 C—NMR光谱的研究 

证实．它们在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说明胡敏索和胡敏酸并不是同一类物I ，这些观点还需 

进一步的确认 ；最后是了解土壤腐殖质的环境作用。土壤腐殖质与有机污染物结合后，有利 

于它们进一步的降解。与重金属离子紧密配合，从而消除对动植物体的危害，这些从环境保 

护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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