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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哈尔滨长期定位施肥对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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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氮磷钾化肥"

(Ŵ

#%有机肥马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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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机肥与

无机肥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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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不同处理的土壤样品!利用荧光检测技术对土壤富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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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进行

分析$荧光发射%激发与同步扫描主要特征峰及三维荧光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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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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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均出现明显蓝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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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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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不同程度红移!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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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土壤
B9

结构趋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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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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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则使
B9

结构趋于复杂$通过对不同处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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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面积积分比值等参数比较分析!进一步说明
(Ŵ

处理土壤
B9

芳构化程

度较低!而
;E

与
E(Ŵ

长期施肥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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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合度与芳构化程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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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定位施肥试验是全面了解影响农田生态系统与土地

生产力的各种因子及相互作用的重要场所!通过长期定位培

肥试验!能够系统地研究土壤肥力演变和肥效变化规律!科

学地评价轮作与施肥技术体系的效应$腐殖质作为表征土壤

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土壤理化性质%生物学特性具有深

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是广大相关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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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腐殖质在酸碱性水溶液中的溶解度!可将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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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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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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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酸是一类既可溶于酸溶液又溶于碱溶

液的腐殖质物质!其分子量比胡敏酸小!呈强酸性!移动性

大!对促进矿物的分解和养分的释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

长期定位实验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报道!但主要

集中于一般理化性质的研究!如土壤微生物量及酶活性(

+-.

)

&

土壤碳%氮%磷转化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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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的常规指标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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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采用光谱学分析手段!对长期培肥土壤腐殖

质特性进行分析!从物质结构的角度了解长期培肥对土壤腐

殖质结构演化影响的研究报道较少$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农

业部*哈尔滨黑土生态环境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长期培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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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土壤样品!采用荧光光谱分析手段!对不同施肥方

式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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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差异性进行分析!以期为农业可持续栽培模

式的选择提供科学的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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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于
*##,

年
+

月选取其中的
>

个处理小区进行土壤样品采

集$四个处理分别为对照不施肥处理"

Ĥ

#%施用化肥氮磷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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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仪器主要性能参数参照何小松等!

并将各扫描参数稍做修改'荧光发射光谱'发射波长扫描范

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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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激发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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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速度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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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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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荧光光谱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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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光谱

由图
"

"

6

#图可以看出!不同处理
B9

荧光发射图谱形状

较为类似!均在波长
>+#7J

附近产生
"

个较宽的荧光峰!它

是具有相似来源的一类基团总体荧光性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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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荧光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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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Ŵ

处理荧光峰位置发生

蓝移!位于
>>.7J

!

;E

处理变化不很明显!而
E(Ŵ

处理

荧光峰则位于
>+>7J

!出现明显红移$一般情况下!结构简

单的物质在短波长范围内产生荧光峰!而结构复杂%腐殖化

程度高的物质在长波长范围出现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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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蓝移现

象表明
(Ŵ

处理
B9

芳构化程度与其他处理比较相对较低$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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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B9

的芳构化程度较高!结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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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光谱

不同处理荧光激发图谱形状基本相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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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Ŵ

处理
!,+7J

附近荧光峰出现明显蓝

移!而
E(Ŵ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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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红移的趋势$此红移现象可解释

为分子共轭效应增加和分子缩合度的增强$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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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7J

处荧光峰因施肥处理不同存在明显差异!其中
(Ŵ

特征

峰明显!而
;E

和
E(Ŵ

则有消失趋势!此位置荧光峰由

结构较简单的物质形成$综合以上分析表明!

(Ŵ

处理
B9

缩合度明显降低!而
;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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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B9

缩合度则有趋

于复杂化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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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扫描光谱

不同施肥处理土壤
B9

的同步扫描光谱均在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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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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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特征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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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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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位置附近荧

光峰趋于消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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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

(Ŵ

处理
>"#7J

处荧光峰

出现一定程度蓝移$通过以上分析可推断!

(Ŵ

处理
B9

腐

殖化程度相对较低!这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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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射%激发光谱分析结论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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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荧光光谱特性

三维荧光图谱表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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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处理图谱基本显示四个

特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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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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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紫外区类富里酸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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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可见光区类富里酸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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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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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处理激发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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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产生明显蓝移!位于
**#7J

&而
E(Ŵ

和
;E

处理激

发"

\_

#与发射波长"

\J

#均发生红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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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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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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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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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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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Ĥ W0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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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Ŵ

处理在
\_

处发生显著蓝移!位于

!@#7J

!同时在
\J

处也明显向短波长方向移动!发生蓝移!

位于
>?@7J

!

E(Ŵ

和
;E

处理也在
\J

处发生不同程度

蓝移现象!分别位于
>.+

和
>..7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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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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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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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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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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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蓝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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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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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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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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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发生红移!分别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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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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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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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和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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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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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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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

$因此

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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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最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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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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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芳化程度与缩合度较大!物质结构趋于复杂这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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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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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发光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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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荧光发射光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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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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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荧光强度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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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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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性之间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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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较高说

明其腐殖类物质含有较少的苯环结构!芳香性较弱$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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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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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B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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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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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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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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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中!因此!可推断
(Ŵ

处理
B9

含有苯环结构较

少!结构简单!而
E(Ŵ

处理使
B9

结构最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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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波段面积积分

实验参照李文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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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荧光发射光谱面积积分!将荧

光发射光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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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扫描范围平均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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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表征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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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殖化程度$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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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增加表明荧光发射光谱红移显著!即腐殖化程度加

深&反之说明光谱发生蓝移!即腐殖化程度减弱$由此可推

断!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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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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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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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趋于简单化!而

E(Ŵ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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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复杂化的趋势$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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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

居中&而
D

>

,

D!.#

!

?##7J

比值则呈相反的趋势$

D

"

,

D!.#

!

?##7J

值较高说明简单物

质较多!腐殖化程度低!而
D

>

,

D!.#

!

?##7J

值高则表示在

长波长处的
B9

结构复杂!腐殖化程度高$因此!短波长荧

光峰面积"

D

"

#%长波长处荧光峰面积"

D

>

#分别与整个扫描

波长荧光峰面积"

D

#比值证实!与
Ĥ

比较!

(Ŵ

处理土壤

B9

分子芳构化程度最低!而
E(Ŵ

处理则最高$这与张晋

京等(

"@

)施用猪粪对棕壤富里酸的研究!分子结构变得复杂

化结果基本一致$综合以上荧光参数分析!各处理土壤
B9

腐殖化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

E(Ŵ

!

;E

!

Ĥ

!

(Ŵ

$

)*

+

%?

!

#.82

+

-91349-294-3:?JT

$

G$&.:9.AH?W

$

ITT.:*.8522:*77*3.7

0

298-9

!

!

结
!

论

!!

采用荧光光谱分析手段!通过对长期定位施肥黑土富里

酸荧光图谱"传统图谱%三维图谱#解析及荧光特性参数比较

证实!与不施肥处理"

Ĥ

#比较!长期施用无机肥"

(Ŵ

#可使

黑土富里酸分子结构逐渐简单化!腐殖化程度降低&而有机

无机肥料长期混合施用后土壤富里酸分子结构趋于复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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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2M%40%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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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

[

6]06&%̀0380

[

300%DB9MCJ:D:162:%7

!

6781%J<:762:%7%D%3

[

67:1J67C306781M0J:16&

D032:&:X62:%74 %̀C&8&0682%6

[

30620380

[

300%DB963%J62:X62:%7:7<&61Y4%:& :̀2M&%7

[

-203J&%16208D032:&:X62:%72M67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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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

#第一轮通知$

!!

由中国化学会和中国光学学会联合主办!韶关学院和韶关市化学化工学会联合承办的*第
".

届全国分子光谱学术报告

会+!将于
*#"*

年
"#

月
",

0

**

日在广东韶关召开$

本次会议是我国分子光谱界的又一次聚会和高水平%高信息容量的学术交流$本着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本次会

议将全力展示我国在分子光谱及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成果!增进广大分子光谱科学工作者和支持分子光谱事业

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分子光谱事业的发展$届时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分子光谱有关学术领域的

前沿热点问题作大会报告!同时会议还将组织各类专题讨论和学术交流$竭诚欢迎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从事

分子光谱研究和应用开发的同事和朋友们来广东韶关参加会议!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推进分子光谱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在国

民经济和高新技术开发中的广泛应用和技术转化$我们真诚期待着国内外同行在
*#"*

年
"#

月相聚在美丽的韶关$

征文范围

分子光谱理论研究!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荧光光谱%磷光光谱%紫外
e

可见吸收光谱%激光光谱%光谱成像等各类光谱

技术在在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科学%表面,界面科学%医药%环境%工业过程%催化学%地学%农林及其它领域的基础理论

与应用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同时也欢迎相关的光谱技术"如质谱%核磁共振等#的最新研究成果$

论文要求

"'

论文内容必须是未在期刊杂志上发表过或其它全国或国际会议宣读过$

*'

提交论文扩展摘要一份!纸张大小用
9>

纸版式"用
;DD:10 %̀38

软件排版!页边距为
*1J

!单倍行距#$

!'

扩展摘要按以下顺序排版'文题"三号黑体居中#&作者"四号仿宋居中#&单位"小四号宋体居中!含所在省市%邮政编

码%电子邮址"如有#&论文的创新性!研究意义与结果"五号宋体#&关键词和主要参考文献"自版芯左起!五号宋体#$文稿中

可穿插主要论据的图%表和照片!图题%图注和表题%表注一律用英文表述$摘要的字数!包括图!表!参考文献!总共不能超

过
>+##

字$

>'

具体投稿要求可参看模板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征稿简则$稿件一经录用!将由.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以增刊形式发表

会议论文摘要集$

+'

论文截稿日期'

*#"*

年
>

月
!#

日!尽量通过电子版!一般!不接受手写稿$

论文提交方式

欢迎大家通过网站提交论文!请您注册登陆中国光谱网"

M22

)

',,

`̀ '̀4:7%4

)

0123%41%

)5

'%3

[

'17

#点击论文提交上传您的

论文$论文将采用网上评审的方式!你可在网上浏览对您论文的评审结果和修改意见$请您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论文$请

发往'

[)

M

5

*#"*

#

"*?'1%J

&若以信件方式投稿!请以挂号邮寄!信封上请注明*第十七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征文+字

样&收稿地址'邮编
+"*##+

!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大塘路九公里韶关学院化学系&黄冬兰收$

报告形式

为充分利用会议时间!提高学术交流的效率!本次会议仍采用
x

口头报告
x

和
x

墙报展示
x

两种方法进行学术交流$无论是

口头报告还是墙报展示!均属大会同等学术交流!无水平高低之分$对内容好!制作精良的报展颁发奖励$为尊重个人意见和

便于组委会的安排!请投稿人注明选择自己的稿件为*口头报告+或*墙报+的字样$在安排
x

口头报告
x

和
x

墙报
x

时!将充分考

虑作者的意见$同时会议还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分子光谱有关学术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作大会报告和主题报告$主

要报告形式有'

"'

大会邀请报告'主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报告光谱分析的前沿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

#下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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