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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铬酸钾容量法和高频红外碳硫仪法测定土壤中 
有机质含量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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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准确测定其含量对农业生产和土壤环境监测具有现实意义。目

前关于土壤有机质含量测定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类是重铬酸钾容量法；另一类是使用高频红外碳硫仪进行测

定，两种方法都是通过测定土壤中有机碳的含量，再乘以校正系数间接求得有机质的含量。选用 6 种含量不同的

土壤和沉积物标准物质，通过两种方法分别进行测定，考察了两种方法测定数据的准确性和精密度，当样品有机

质含量较低时，两种方法的精密度都较差，但重铬酸钾容量法测定结果更加稳定、准确，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

加，两种方法的测定结果均表现出稳定的状态，相比较而言，高频红外碳硫仪法前处理简单，测定方便，适用于

大批量土壤样品有机质的快速测定。选取豫北某地区土壤样品进行验证实验，使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和高频红外碳

硫仪法测定的有机质含量在 15.8 ～ 29.0 g/kg，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基本一致，相对偏差分别为 0.8 ～ 1.1 和 0.6 ～ 

1.0 g/kg，精密度 2.8% ～ 6.1% 和 2.1% ～ 6.2%，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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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指土壤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含碳有

机化合物总和，是土壤中除土壤矿物质以外的物质，

它是土壤中最活跃的部分，土壤有机质转化为二氧

化碳、水、氨和矿质养分（磷、硫、钾、钙、镁等

简单化合物或离子），同时释放出能量。这一过程

为植物和土壤微生物提供了养分和能量，并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着土壤性质，同时也为合成腐殖质提供

了物质基础，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1-2］。

可以说没有土壤有机质就没有土壤肥力。我国耕地

土壤类型多，不同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差异很大，

有机质含量的研究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不同类型土壤

肥力的高低，对土地利用方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同时分析土壤有机质含量在空间大尺度上的变化特

征，有利于了解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地域性分布

特征，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科学依据。根

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农田耕层土

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24.7 g/kg，耕地土壤中有机质

含量低于 10 g/kg 的面积占 26%。因此，准确测定

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含量，能为土壤改良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依据［3-7］。

目前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方法有很多种，主

要是通过测定土壤中有机碳的含量，乘以换算系

数来间接测得有机质的含量。根据测试原理的不

同，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灼烧法（重量

法），测定原理：通过测定土壤灼烧前后重量的变

化情况，计算出土壤有机质的含量；第二类是容量

法（外加热法），是用氧化性强的重铬酸钾硫酸溶

液与土壤中的有机碳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再用标准

还原剂（硫酸亚铁）滴定剩余的重铬酸钾；第三

类是光谱法，主要有高频红外碳硫仪法、碱液浸

提 - 比色法等［8-13］。目前较常使用的是重铬酸钾容

量法，适用于测定有机质含量在 15% 以下的土壤，

测定结果较为准确，但测试流程较长，过程繁琐，

不利于大批量土壤样品的快速测定，随着测试技术

的进步，高频红外碳硫仪已经广泛应用于有机质含

量的测定，但农用地土壤中电磁性物质较低，存在

大量的还原性物质，导致测量结果的精密度和准确

性较差，因此，该方法在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测

定中未能普及。本研究通过对比两种方法测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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