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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腐殖酸的近红外光谱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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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我国黑土腐殖酸碳含量及其光化学性质，并探索了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法(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对其进行预测的潜力。针对东北典型黑土带土壤样品，利用偏最小二乘法(PLSr)建立定
量模型，并用独立样本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对腐殖酸碳、胡敏酸碳和富里酸碳含量的预测效果很

好，NIRS对富里酸碳和胡敏酸碳的465 nm(E4)和预测结果也较好，665 nm光密度(E6)的预测达到可接受水

平。胡敏酸碳和富里酸碳含量与SOC的相关性，高于其与NIRS模型预测值的相关性，二者光化学性质与SOC的

相关性则低于其与模型预测值的相关性。NIRS在简化黑土腐殖酸碳、胡敏酸碳和富里酸碳含量和光密度测定领域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且能够反映SOC性质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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