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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土的电导与其肥力的关系

于天仁 何
‘

荤
’

菊柏藩 宣家祥 榭建昌
(中国科学院士奥研究所)

在研究水稍土的肥力状况的时候
,

发生了肥力指标的简题
。

根据土壤研究所 1 9 5 8 和

195 9 年的初步握瀚
,

一般常用的速测方法
,

大多不能反映水稻土的具实肥力情况
,

尤其是

对于在水稻营养上占最重要地位的按态氮和磷
。

因此寻找另外的肥力指标
,

就成为土壤

化学上的重要简题
。

应用 电导方法测定盐清土的可溶盐含量
,

久巳在土壤研究中广泛应用
。

但是关于应

用这种方法来判断土壤的肥力状况简思
,

却很少受到土壤学者的注意
。

在仅有的少数工

作中
, A tki ns [1] 最早注意到士壤加水放置时电导的增加

,

可能是肥力的一个有用指标 ; 以
‘

后 sen [z1 把第 8 日与第 1 日电导之差
,

作为
‘

,7 日增加材
, ,

并发现这个指标与土壤肥力有

一定关系
。

此外
,

w hit
e
和 Ro ss [s] 应用 电导法研究了化学肥料对土壤溶液浓度的影响

,

Me

rkl
e
和 D un kl 少1 应用 电导法比较了温室士壤和田简士壤的可溶盐含量的差另lJo

我俩想来
,

在水稻土研究中应用电导方法判断土壤肥力
,

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

我国的水稻主要是种植在南方非盐清性的士壤上
,

由于土壤一般不含可溶性盐
,

所以 电导

数值与可溶性矿盾养分之简的关系
,

应数比较明显
。

另外
,

在种植水稻的时期内
,

耕作层

一般为水分所鲍和
,

这就使电导的田简直接侧定成为可能
。

因此我俩在实盼室和直接田

简的条件
一

F
,

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

截图找出水稻土的电导与其肥力水平的关系
,

并从而

把电导测定拮果
,

作为$lJ 断水稻土肥力状况的一个粽合性参考指标
。

一
、

方 法 部 分

(一 )研究方法

在工作中使用了两种电导他
。

在实阶室内所用的电导池系用常法制成
,

两 个白金片
-

的面积各豹为飞x l。毫米
,

捍封于玻璃管上
,

用火漆将二玻管固定以保持二电极简的固定

距离
。

白金表面用常法镀铂黑o’ 电导池常数为 0
.

4 2 9 。 电导用 D r
.

La ng
e 直萧式电导仪

侧定
,

测定时室温接近于 25 ℃
,

并以每 1℃ 为 2 多的改正值
,

算成 25 ℃ 的数值
。

测定桔

果诚奔蒸翩水的改正值
。

由于在 田简土壤中直接侧定时
,

通常的电导池的白金电极之简

的距离可以被改变
,

所以我俩特制了一个电导池
,

使二白金片固定于塑料板上
,

以保持片

简的距禽不变
。 电导池的构造如图 1 所示

。

电导池常数为 。
.

4 7 。

田 简测定时用 携带式电

导仪进行
,

交流电源系由成应圈供抬
,

测定拮果亦换算成 25 ℃
。

所有电导数值均用比电

导 X 土o ,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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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城水分含 t 对电导的形响

在水稻生长的时期内
,

耕作层的士壤一般为水分所鲍和 ;上层泥糊的含水量可以

透明塑

料板

水邻

白金片

图 i 田简电导测定中所

用的电导池构造

一

超过最大持水量
,

而在烤田时或水稻生长后期
,

表土的含水量

也可以低于最大持水量
。

‘

从表 1 中用 8 种士壤所测得的拮果

看来
,

当土壤含吞量介于最大持水量的 7 0一 1 30 多时
,
除了厦

地特别袒的士壤如白砂土以外
,

电导的差异很小
。

考虑到在

水稻生长的时期内
,

表土的含水量大 多是 在最大持水量的

85 界一 1 20 杯的范围之内
,

所以在 田简直接侧定土壤 的 电导

时
,

一般可以把水分含量的影响 这个因素除去不针
。

‘

(三)平衡时简对电导的形响

当应用干土进行研究时
,

在土壤加水以后
,

土壤被水分的

湿消过程和可溶性物盾的溶解作用
,

需要一定的时简
。

另外
,

在放置过程中
,

微生物的活动可使电导增加
。

因此选择最合

适的平衡时简
,

就成为一个重要简思
。

表 2 是用 6 种士壤进

玻 1 土 . 水 分 含 . 对电 妞的毯 响 (又 10a )

城 1 : 1

2127抖一书31料222852抖3933料2228弘3839,3+抖1726歼30323133

最大持水量

(% )

57
。

7

6 1
。

7

研
.

2

63
.

1

8 弓
.

1

4 5
.

1

4 3
。

7

5 0% (注) . 7 0%

1。。%

{
1 3。%

1
.

5

斗
.

斗

6
.

8

5
.

8

6
。

2

13

土土土
,

土泥土土砂砂泥泥生格格白岛岛岛黄黄青

注 : 最大特水量的% ; 1 : 1 为水土比例值
,

加水后- 天测定
。

表 2 加 水 后放 皿 时 周 对电 绷的 峪 响 (又1哟

土土 号号 采集地点点 复 目目 不放登登 1 小时时 2 小时时 3 小时时 5 小时时 ‘叼
、

时 }}}
2 6小时时

江江土刃刃 江四安义义 比 电 导导 5
。

5 333 6
。

0 777 6
。

1 666 6
。

3 999 6
.

6333 7
。

1 555 7
.

5 000

每每每每小时增加加 000 0
.

科科 0
。

0 999 0
。

乃乃 0
。

1 222 0
。

1000 0
.

0 222

222 7 1站站 江西东乡乡 比 电 导导 7
。

8 555 8
.

1555 8
。

1000 8
。

1222 8
.

5 000 9
.

0 555 9
.

9 888

每每每每小时增加加 000 0
。

3 000 一 0
。

0 555 0
。

0 222 0
。

1 999 0
。

1 111 0
.

0 666

刃刃0 ]歹歹 广东博罗罗 比 电 导导 乃
.

888 2V
。

斗斗 2 8
。

222

丫丫
3 0

。

333 3 0
。

888 3 3
.

222

每每每每小时增加加 000 「 1
.

666 0
。

88888 0
。

555 0
.

111 O
。

l ,,

333 J多打打 浙江宁波波 比 电 导导 2 6
。

000 2 6
。

999 2 7
.

666 2 8
.

111 2 8
,

888 29
.

777 3 3
。

777

每每每每小时增加加 000 U
.

999 0
。

777 0
.

555 0
.

3555 0
。

1 888 0
。

乃乃

了了2 0 1000 广东博罗罗 比 电 导导 2 8
.

333 2 8
。

777 29
。

OOO 29
0 333 29

。

666 29
。

777 3 0
.

888

每每每每小时污加加 000 0 丹丹 0
。

333 0
.

333 0
.

1 555 0
。

0 222 0
.

0777
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广广东广州州 比 电 导导 39
.

555 3 9
,

999 4 0
。

555 斗1
.

444 松
.

111 们
。

666

每每每小时增加加 000 0
。

斗斗 0
。

666
、

0
.

999 0
.

3555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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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仃

行测定的拮果
。

测定时用风千土 10 竟
,

在小三角瓶中加水 50 毫升
,

摇 1 分钟
,

在室温

放骨半小时
,

摇半分钟使悬液混匀
,

放 10 分钟使较大土粒沉下后
,

测定上部悬液的电导
,

作为起始数值
,

以后放看不同时简测定
,

每次测定前摇动半分钟
,

放置 ]0 分钟
。

从表 2 的

拮果可以看出
,

大多数土壤在最初 3 小时内
,

电导都增加校多
,

并且增加速度随时简而渐

减 ; 到 3 小时以后
,

每小时所增加的数值即较小
,

并且大致为一常数
。

可以款 为
, 3 小时似

前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可溶物盾的溶解作用 ; 3 小时以后的增加
,

nlJ 主要是由于微生物的活

动所致
。

其中 刃歹8了 (宁波 ) 和 了2口41 (广州 )二个标本的有机盾含量较高
, 3 小时以后的

增加数值也较大
,

其他几个标本都是扛壤性水稻土
,

有机盾含量低
,

电导增加数值较小
,

也
可以税明这个简题

。

此外
,

刃04 1 的增加数值较大
,

还可能与含有石灰有关
。

所以当应用

风干土进行研究时
,

加水后放置 3 小时左右即行测定
,

较为合宜
。

(四 )土粒对电导的影响

在土壤悬液或泥糊中进行电导测定时
,

除了可溶盐的种类和浓度这个主要因素以外
,

土粒本身也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电导数值
。

在这方面有三个简题值得考虑
,

一个是土粒

本身的休积
,

减小了两个电极简的溶液的具实体积
,

因而应使电导较真溶液中为低 ; 一个

是土粒本身带有电荷
,

因而应使电导增高 ;一个是带电荷的土粒与离子之简的相互吸引等

作用
,

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离子的活度和迁移速度
。

关于第一个简愚
,

已为多量的研究

材料所敲实
,

并在测定土壤中的可溶盐时根据不同质地加以改正
。

第三个简题是个非常

复杂的简题
,

需要进一步阴明
。

关于第二个简题
,

文献上有着不同的豁载
。

例如 At ki ns tl]

注意到大土粒沉下后
,

土壤悬液的电导与离心液相同 ; w 说ox [s] 发现 1 :1 士壤悬液的电

导
,

较滤液稍低 ; Re ite m eie
r
和 w 说ox [61 应用钝矿物研究的拮果

,

欲为只有在可溶盐量极低

时
,

胶休本身的电导才需要考虑
。

我俩从几个途径
,

来接近这个简跟
。

1
.

将表 2 中已测过电导的土壤悬液
,

摇动半分钟
,

使土粒混匀
,

放置
,

插入电导池
,

使

白金片刚没入悬液中
,

在不同时简测电导 ;然后离心 15 分钟
,

测离心液的电导
,

拮果如表
3 所示

。

可以看出
,

对于大多数土壤
,

开始时电导较高
,

以后随着士粒的下沉
,

电导稍为降

低
,

从 20 分钟到 1 小时以后
,

电导又稍为升高
。

离心液的电导
,

大多较悬液为高
。

戮 3 土杜沉降时圈对瓜液上部电猫的影响 (火 1。‘)

采采集地点点 2 分种种 5 分钟钟 10分种种 2 0分钟钟 3 0分钟钟 1 小时时 2 小时时

江江四安义义 7
.

3 777 7
.

3 222 7 : 4 555 7
.

4 555 7
.

3 777 7
.

3 222 7
.

5 666

江江西东乡乡 3 1
。

666 9
.

9 777 9
.

6 777 9
.

6斗斗 9
.

6斗斗 9
.

5 222 9
.

9 888

广广东博罗罗 3 2
。

666 3 1
.

斗斗 3 1
。

222 3 1
。

222 3 1
。

斗斗 3 1
.

斗斗 3 2
。

111

广广东博罗罗 3 斗
.

888 3 2
.

888 3 2
。

000 3 2
。

222 3 2
。

666 3 3
.

888 3 斗
.

000

浙浙江宁波波 5 0
.

000 3斗
.

666 3 4
。

555 3斗
.

555 3斗
。

333 3斗
.

88888

广广东广州州州 4 9
。

666 斗9
.

666 4 8
。

斗斗 5 0
.

000 5 0
.

斗斗斗

2
.

称干 士 10 克
,

在离心管中加水 50 毫升
,

摇 1 分钟
,

放置 4 小时
,

使达平衡
,

摇半分

钟使土粒混匀
,

放置 10 分钟后测不同深度处的龟导和离心液的电导
,

拮果列于表 4 。

可

以看出
,

悬液上部 (粗粒校少 )的电导
,

较下部者稍大
,

而完全除掉土粒的离心液
,

电导较前

二者更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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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 4 土 扭祖液 不同澳 度处 的 电 弃 (义 10勺

土土 号号 镇 目目 1一2 厘 来来 3 - 4 厘 来来 sto 6 厘 米米 离 心 液液

江江 土 刃刃 比 电 导导 6
.

6 111 6
.

, 斗斗 6
.

5斗斗 6
.

9 333

(((((% ))) 9 5
。

666 9斗
.

555 9 斗
.

555 1 0 000

222 7 1站站 比 电 导导 6
.

9 222 6
.

9 222 6
.

8888 7
.

3 222

(((((% ))) 9斗
.

777 9斗
.

777 9斗
.

111 1 0 000

夕夕刃打打 比 电 导导 2 1
.

333 2 1
。

斗斗 2 1
。

444 2 2
。

222

(((((% ))) 9 6
。

222 9 6
.

666 9 6
.

666 1 0 000

比比 电
’

导导 2 7
。

999 27
。

999 2 7
.

333

(((% ))) 9 斗
。

333 9斗
.

333 9 2
.

555

3
.

方法同上
,

但选择了不同厦地的土壤
,

并且 同时测定了底部泥糊的电导
,

拮果列于

表 , 。

可以看出
,

离心液的电导
,

仍较悬液者为高
,

但底部泥糊 (土粒大部集于此处) 的电

导
,

则因土城盾地的不同而有差slJ
。

对于盾地较粘的土壤
,

泥糊的电导大多较悬液为高 ;

质地较握的土壤(刀口2 1 )(含大量石英粒的砂壤土)
,

泥糊中的电导较悬液低得多
。

获 S 土 公 蔽 液 不 同 部位 的 电耳(又1护)

2 9了刃
比 电 导

(%)

0
.

9 5

95
.

斗

·

1
.

23

1 2 4
.

3

O
。

99

10 0

2 9夕JZ
比 电 导

(% )

2妇1了
比 电 导

(% )

5
.

0 3

8 0
.

8

刃0 2 1
比 电 导

(% )

科
.

6

1 0 0

9

::了⋯
1 0

;
.

7’

1。

:::
‘

{
1。

:
·

”

;;川
”

’

三一
’

众

以上这些桔果视明
,

土壤胶体电荷对电导的正影响和土粒本身对电导的具影响
,

是

一个很复杂的简题
,

二者影响的相对大小
,

因条件而不同
。

表 3 中为什么在 20 分钟到 1

小时之简有个棘折点
,

目前还难于找到适当的解释
。

但有一点是似乎可以肯定的
,

即在一

般情况下
,

悬液中土粒休积的影响和士粒电荷对离子活度的影响
,

超过了土粒电荷本身的

电导
。 、

4
.

在离心管中加水20 毫升及不同量的土壤
,

使土水此例变动于 1 : l到 1 : 32
,

放看 3 小

时使达平衡后
,

摇匀
,

放 20 分钟
,

使大土粒沉下
,

侧上部悬液的电导
。

将测定拮果换算成

每克士壤的比电导
,

根据悬
.

液的
“

稀释
, ,

程度
,

拾成图 2 的曲校
。

可以看出
,

曲枝大致可以

分成三部分
。

在水土比例 1 :4 到 1 : 8 的范围内
,

每克士壤的此电导大致相等 ; 在士壤悬

液较
“
浓

”
时

,

每克土壤的比电导减低
,

这应敲主要是由于土粒本身对电导的食影响所造

成 ;在悬液较
“

稀
”时

,

每克土壤的比电导迅速增加
。

由于所研究的三种土壤都不含游离的

可溶性盐
,

其引起电导的离子
,

应孩基本上是由于吸附性离子在液相中的解离所致
。

图中

的材料瀚明
,

悬液愈
“
稀

, ’ ,

吸附性离子的解离度愈大
,

即带电的胶体对离子的吸引力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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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1
、

2
、

3 号三种上壤的阳离子代换量分别为每百克土壤 2 1
、

]8
、

9 毫克当量
, 与三个

曲修的高低位置相符
。

三种土壤在
“
无限稀释

, ,

时每克士壤的此电导分别为 6. 7
、

3
.

9 和

3
.

0 X l。一 , ; 可以舒算
,

按一般钙镁钾等

盐的当量电导来看
,

8IJ 然在这样稀释的

情况下
,

也只有豹 0. 5 %数量极的吸附性

离子引起了电导
。

表 5 中的材料还指明
,

当土壤的可

溶性离子数量较低(2 9了了。
, 2 9 了1了)

,

而胶

体含量较高时
,

在胶休密集的泥糊中
,

电

导可以超过离心液的电导
。

这暗示在这

种情况下
,

胶休电荷本身的导电能力也

不容忽溉
。

对于这两种发育于第四耙杠

壤的水稻土
.

,

泥糊和离心液的此电导之

差
,

分别为 0
.

2 4 和 0
.

4 5 X 1 0 一 , 。

根据

ov
e

rbe ek [v1 所引用的材料
,

一些无机胶休

\一_
塑鱼渔于蜀系物

翅缝些掣
‘杠垠,生,

7654321

H袱答
�、护哥封

从舵枪 场

图 2

抢

稀孚晕手呈度(土水比f列》
片

土水比例与电导的关系

的电导的数量极为 10 一,
到 10 一 , 。

本工作中所测得的数值
,

也落在这个范围以内
。

由于田

简水稻土的此电导一般都在 1 弓 x 1 0 一 ,
以上

,

所以土壤胶休电荷本身对于电导的 影 响 这

个因素
,
一般可以不予考虑

,

而凯为水稻士的电导
,

全系由与肥力有关的可溶离子的数量

所决定
。

这也是应用 电导法磕别水稻土肥力的理萧基础
。

二
、

土坡髦导与肥力状况的关系

我俩在江西总桔农民丰产握睦的工作中
,

在水稻生长时期
,

直接在 田简进行了大量测

定
,

现在分成几喂封萧
。

(一 )电导与肥力水平的关系

根据大量的田简测定桔果
,

在艳大多数情况下
,

土壤的电导与肥力水平有明显相关
。

几个典型的拮果列于表 6 ,

用以显示高肥由与低肥田的差别情况
。

在田简mf1 定中
,

由于土

壤肥力的微域差异性很大
,

所以每个田块都有数个至十数个重复测定
,

以得到较为准确的

桔果
。

例如
,

一个施少量肥的田块的各次测定值为 1
.

0 , 1
.

1 , , 1
.

1 5 , 1
.

3 , , 1
.

1 0 , 0
.

9 , , 1
.

1 ,

1
.

1 , 1
.

1 5 , 0
.

9 , 1
.

02 , 1
.

0 , 0
.

9 3 , 1
.

1 , 1
.

1 3 , 1
.

1 , 1
.

0 5 , 1
.

0 , 1
.

3 5 , 1
.

3 欧姆
,

平均为 1
.

1 0 欧姆
。

施中量肥的田块的各项侧定值为 o
·

9 5 , 0
.

9 , 0
.

9 , 0
.

9 , 0
.

8 3 , 0
.

5 , 0
.

9 , , 0
.

5 , 0
.

5 , 0
.

9 , , 0
.

5 , ,

0
.

9 , , 0
.

5 7 , 0
.

9 3 , 0
.

9 , , 0
.

9 , 0
.

5 , , 0
.

9少
, 0

.

5 , 0
.

9 , 欧姆
,

平均为 0
.

5 9 欧姆
。

由此看来
,

平均

值的准确度还是很高的
。

归钠大量的田简侧定拮果
,

可以看出几个趋势 :早稻生长初期时
、

各田块的电导差异较大
,

以后随着水稻的生长
,

电导值降低
,

而且 田块之简的差异也渐小 ;

到水稍生长末期
,

电导又稍有升高 ;晚稻的情况大致相同
,

但到后期也不晃电导回升
。

所

有这些情况
,

都符合于水稻不同时期对养分的吸收速度和由温度所决定着的土壤养分释

放荡度之简的平衡情况
。

(二 )施肥对土城电导的影响

表 7 是一个施肥拭脆田的测定拮果
。

截阶地点为江西青溪
,

士壤是由花尚岩发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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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壤握中距离冲积而形成的水稻土
,

肥力较高
。

可以看出
,

不但施肥的数量可以在电导上

明显地反映出来
,

而且肥料种类也有影响
。

由于火土灰吸收了一部分养分
,

所以施火上灰

田块的电导反较不施者稍低
。

(三)深耕中的施肥周通

表 8 为在花尚岩风化物质的河流冲积性水稻土上所进行的深耕
.

截阶中的测 定桔果
。

可以看出
,

在深耕 7 寸时
,

由于施肥量的不同
,

电导有明显差别 ;深耕 1 尺者的电导
,

较施

同量肥而深耕 7 寸者为低 ;深耕 7 寸者与施同量肥而耕 斗寸者的差别情虎也相同
。

这能

朋为了保持一定的养分浓度以供水稻的吸收
,

当土壤深耕时必填有相应的肥料配合
,

否Bl]

产量不一定能够提高
,

甚至还有可能减产
。

本献阶中的水和产量精果
,

就淤明了这个简

愚
。

我 6 水稻土耕作层电. 的田周溯定枯果

(s 月中至 ‘月初) 我 8 裸耕傲旅中电书的潮定枯纽
.

摄摄 号号 地 点点 土 壤壤 比电导 义1 0 。。

资资肥 222 江 四四 花 尚 岩岩 对
。

777

资资普 222 资 溪溪 风化物 厦 冲 积积 16 )))

监监肥 222 江 四四 秦 河 冲 积积 3 0
。

222

临临普 666 炫 川川川 2 6
。

777

乐乐 肥肥 江 四四 千
。

枚岩石灰岩岩 斗6
.

333

乐乐 普普 乐 平平 风化 物质 冲积积 3 7
。

777

江江 西西 第四耙赶色粘土土

进进 哭哭 发育(常施石灰)))

翻耕深度
}施
肥量(担/t)l

比电导“护

下丁下刁一7寸 }
5 0

}
”

‘

0
,

7 寸
}

7 ,

}
2 2 , 2

7 寸
}

’0 0

}
3斗

‘

斗

‘0寸 }
’D O

}
’8

’

7

(注)分策期浏(4 月 29 日)
.

(注)肥为肥沃土盛
,

普为一般肥力土盛
。

玻 7 施肥对土 . 电娜的 形 响

35
1,2002权51书57的7368Nl

姚
N , K

N . PK

N :

N aK

N aPK

紫云英 35 担

紫云英 35 担
,

猪粪 35 担
,

大粪 15 担
,

硫酸嫂 18 斤

同 N’
,

另加火士灰 67 。斤

同场K
,

另加过磷酸钙 50 斤

紫云英 35
、

担
,

猪粪 70 担
,

大粪 巧 担
,

硫酸按 18 斤

同 风
,

另加火土灰 67 。斤

同Na K
,

另加过磷酸钙 5 0 斤

(四 )水把吸收对土城电导的影响

上节中已趣淡到
,

随着水稻的生长
,

土壤的电导降低
,

这意味着养分浓度的减小
。

那

么在水稻根系密集的区域
,

电导是否应歌较低 ? 为了简明这个尚愚
,

我俩在江西青溪进行

了晚稻根际士壤写根外士壤电导的动态观 mlJ
。

插秧时田中留出 1 尺多的空隙
,

以使水稻

根系不致伸到此处
,

从而避免了根系对养分的吸收的影响
。

测定时按根际 (根系密集处)

和根外(只有少数稻根)分BlJ 取样
,

取样的深度相同
。

从表 9 的测定拮果看来
,

无希对于施

肥量少的田块或施肥量多的 田块
,

在所有的各次测定中
,

除了一个例外以外
,

根际土壤的

电导都较根外为低
,

二者可以相差 20 多左右
。

从图 3 的趋势可以看出
,

在水稻开始分雍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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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以后
,

土壤的电导迅速降低 ;在追施稍酸按以后(低肥区为每亩10 斤
,

高肥区为每亩30 斤 )
,

表 , 水稻根际与根外土嫂电弃的动态变化(注)

2 7
.

6

29
.

7

1 07
.

6

斗3
.

6

5 1
.

2

1 1 7
.

6

5 2
。

9

5 0
.

0

9 4 7

3 8
。

6

4 6
.

6

1 2 0
.

8

3 0
.

8

3 7
.

6

1 2 2
。

2

多0
.

6

6 0
.

9

1 2 0
.

5

3 8
。

2

斗7
.

0

12 3
。

2

2 3
。

3

2 5
.

2

1 0 8
.

2

际外根根

低 肥

根外 /根际 (% )

02‘
..

⋯
O沙0
�,斗62

,工

际外根根

高 肥

根外/根际 (% )

3 5
.

7

3 8
.

9

1 0 9
。

0

斗8
.

斗

5 7
.

3

1 1 8
.

4

5 1
.

2

6 1
。

0

1 1 9
。

2

3斗
.

6

3 5
.

斗

1 0 2
.

5

斗8
.

5

66
.

3

13 6
.

7

斗0
.

2

斗3
.

9

1 0 9
.

2

1 6
.

斗

2 3
.

2

l斗1
.

5

(注) 8 月 3 日插秧
, 8 月 29 日迫施氮肥

。

厂产
声肥根外
~ - -

一
, 一
气

厂

夕

气
、\嘴

。。一x侧疏习山

分睡礁期

。
滋窟一

·

图 3

13日 16 B 理日 27 8 9月2 日

拔节期
, 一上一
7 日

厂
,

/期
,产/

,, -

根际土奥与根外土奥电导的动态变化

电导又迅即升高
,

但随着水稻的生长
,

电导又剧烈降低
。

所有这些情况
,

都锐明水稻对养

分的吸收
,

可以对士壤电导发生重大影响
。

第 (一) 节中所远的土壤电导随水稻生长而降

低
,

并且高低肥 田之简的差别渐不明显
,

也可么在这里找到解释
。

表 10 中所列的与电导

同时测定的根际土壤与根外士壤的按态氮含量的拮果
,

也部分地视明了这个简题
,

在表中
,

无萧高肥田块或低肥田块
,

在每一次测定中
,

根际土壤的敛态氮含量都较根外土壤为低
。

班 10 水糟粗际与根外土翻抉态笼含, 的动态变化(雍党 N / 100 克土 ) (注)

, “

}覆
高 肥

⋯袭

3
.

6 9

斗
。

0 9

1
.

0 5

2
.

8 3

1
.

7 1

3
。

3 1

0
。

斗0

2
。

3 0

0
。

钓

2
。

69

0
.

1 9

2
。

斗6

5
.

2 6

7
.

2 2

7
.

65

10
.

05

际外

斗
.

7 0

9
。

0 0

斗
.

0 9

8
。

4 1

3
。

10

8
。

62

2
。

9 9

5
.

0斗

1
。

68

6
。

5 2

0
。

7 7

9
。

82

8
.

1斗

10
.

5 2

6
.

63

12
.

05

外际

(注) 8 月 3 日插秧
,

26 日分策盛期
,

29 日迫施氮肥
,

, 月 9 日拔节
。

三
、

有机态养分的释放速度

长期以来
,

人俩在赣BlJ 土壤肥力的时候
,

大多是采用两类指标
。

一类是土壤中养分的

总储最
,

如氮
、

磷
、

钾
、

有机质含量等 ; 一类是所带速效性养分
,

即能为植物迅速吸收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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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户 但是因为前者并不能全部为植物吸收利用
,

而后者又仅是植物吸收养分总量中的一

小部分
,

所以
,

往往不能根据二者
,

正确地赣别土壤肥大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

对于另一个重

要因素
,

即储藏态养分在植物生长期简释放的数量和速度
,

一般却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
。

如前所述
,

由于在水稻生长期简能从土壤中迅速吸收大量养分
,

所以可能正是这个因素
,

在决定土壤对于养分的供应情况上
,

起着重要的作用
。

这种释放出来的养分
,

一部分来自

矿盾部分的分解
,

一部分来自有机部分的矿化
。

这种有机部分的矿化作用
,

应歌表现为电

导的增加
。 S如阔 正是利用这个原理

,

把土壤加水 7 日后电导的增加数作为士壤肥力的一

个指标
。

我俩应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
:
称风干土 10 克(通过 l毫米筋)

,

骨于三角瓶中
,

加入蒸

馏水 50 毫升
,

摇 1 分钟
,

放置 3 小时
,

使达平衡
,

摇半分钟混匀
,

放置半小时
,

.

使较大土粒

下沉
,

测上部悬液的电导
,

作为土壤的起始电导数值
,

然后在 28 ℃ 的恒温室中放置
,

按 1 ,

2 , 4 ,
7

, 1。,

14
,

21 天的次序
,

测定电导
,

每次测定前在 25 ℃ 左右的室温等到平衡
,

摇半

分钟
,

放餐半小时后侧定
。

我佣把所研究的水稻土分为三个大的类型
,

即鼓度淋溶
、

中度淋溶和弱度淋溶
。

这个

淋溶程度
,

是把水稻士的原来母盾所受到的淋溶作用和在水稻士发育过程中所受到的淋

榕作用一讲考虑在内
。

每种士壤都选择一对
,

一个是比较肥沃的
,

, 个是肥力较低的
,

用

以比较二者在养分释放方面的差别
。

所得拮果分别列于表1 1
、

12
、

1 3 ,

并将典型材料擒成

图 4 ,

用以轰明养分的释放情形
。

、

l

一 沙 - ~ 一 ~ - 一 一 乌 ~ ~ ~ 心 肠

竺协世多丝
‘

哪二

一
夕

产一
‘

一

瞩住 畔
之
- - - - - - -

一
‘ _ _ _

t|ll./
‘

|卜
习20

。。�x帅卿月妇

犷
, ,

‘
一 _ _ , _ _ - - - - -

一不门一
r -

2 4 6 8 ‘

州冬

to [ 2 14 16 旧 匆 2 2

方女I B寸问‘天 ,

图 4 水稠士清水时电导的变化

J

,月刁

(一 )强度琳溶性土城

这类士壤大多是赶墩所发育
,

PH 值一般在 ,
.

5 到 6
.

, 之简
,

起始的比电导不高
,

一般

为2一1 0 (已乘 10 , ,

下同 )
,

三星期中的比电导增加 15 一35
,

每天平均增加 1. 0一2. 0 。 这

类土壤的重要特点之一
,

就是在同一类型中高肥者与低肥者的电导差异非常显著
。

根据

现有的材料大致可以视
,

如果这类土壤在清水二遇后比电导能在 25 以上
,

就可算是比较

肥沃的土壤
。

(二 )中度淋溶性土城
-

这类土壤大多是由中性的冲积物盾所发育
,

或者可溶盐和石灰已握洗去
。

起始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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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弓3

魏 11 强 度淋落性 水 稻土 漪 水 时 电璐的 变化

PPPHHH 有机盾盾 c/ NNN 比 电 导 父 1 0 压压 增 加加

(((((% ))))))))))))))))))))))))))))))))))))))))))))))))))))))))))))))))))))))))))))))))))))))))))) 333333333 小时时 i 天天 2 天 {
; 天天 7 天天 10天天 抖天天 2 1界界 总数数每天天

资资 44444 高肥肥 6
。

666 3
,

1 000

件
444 1 1

。

999 1 7
.

555
:z0

斗斗 27
.

222 3 1
.

666 3 3
。

111 3 7
.

777 3 8
.

444 2 6
.

555 1
。

333

资资 222222222222222 低肥肥 5
.

333 2
。

7 222 1 1
。

666 8
。

666 8
.

666 8
。

666 8
,

666
.

8
.

666 8
。

222 8
,

888 8
。

666 000 000江江江四置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溪

江江土 歹夕夕江四宜春春 高肥肥 6
.

999 3
.

3弓弓 9
.

555 6
.

999 17
.

666 乃
。

111 3斗
。

111 斗0
.

777 斗2
.

333 斗8
.

000 盯
.

666 4 0
.

777 l
。

999

江江土 臼臼臼 低肥肥 6
。

111 2
.

6888 1 2
.

555 3
。

000 6
.

222 1 0
。

222 1 1
.

222 13
。

斗斗 1 6
。

555 1 8
.

999 2 0
。

000 17
。

000 0
.

888

江江土 1刃刃湖南长沙沙 高肥肥 6
.

333 2
.

7 000

议议
3

。

222 5
.

777 Z 333 13
.

111 1 9
。

555 2 8
.

000 3 7
.

222 3 7
.

444 3斗
.

222 1
.

777

江江土 1 4 77777 低肥肥 5
.

斗斗 2
。

0 66666 2
.

000 2
.

666 2
.

斗斗 斗
.

333 7
.

333 1 0
。

111 15
.

777 16
.

111 1 4
.

111 0
。

777

江江土 1000 江四乐平平 高肥肥 6
.

111 斗
.

0 222 10
。

333 6
。

333 10
.

333 1 3
。

888 2 1
.

222 27
.

333 3 0
.

888 37
.

555 3 6
.

斗斗 3 0
。

111

:::::江江土 166666 低肥肥 6
。

,, 2
。

3 222 1 0
。

222 9
.

000 1斗
.

666 1 8
.

999 2 3
.

777 2 6
.

999 29
。

斗斗 3 3
.

888 3 3
。

999 Z斗
。

99999

江江土 刃刃 江西安义义 高肥肥 几几
2

.

6999 9
.

333 5
.

999 7
。

888 1 0
.

000 29
.

000 4 8
.

斗斗 5 7
.

111 6 3
.

888 65
.

111 弓9
.

222 2
.

888

江江土 无无无 低肥肥肥 2
.

6 222 9
。

111 2
。

111 2
。

555 3
。

333 2
.

555 1 斗
。

000 1 6
。

999 2斗
.

222 2 1
。

888 2 0
.

777 1
。

000

江江士 刃刃刃 高肥肥 ‘
。

222 2
.

凡lll 9
.

555 3
。

999 6
.

333 9
。

斗斗 15
.

000 1 9
.

111 2 2
.

555 2斗
.

666666666

江江土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低肥肥 5
。

666 2
。

5 555 1 0
。

777 2
,

111 2
,

888 3
。

333 9
.

999 2 2
。

斗斗 2 6
.

333 3 1
.

222222222江江江四女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义

江江土 砰砰江西万载载 高肥肥 6
。

222 牛
.

0555 10
.

111 斗
.

888 7
.

555 1 0
.

555 17
.

111 2 4
.

333 2 9
.

999 3 3
.

666666666

江江士 699999 一般般 6
。

斗斗 3
.

3555 11
。

333 5
。

000 8
.

555 1 2
.

222 2 0
.

111 2 6
。

888 3 1
.

666 3 5
。

777777777

江江土 歹OOOOO 高肥肥 5
.

888 斗
.

0999 1 5
.

777 1 0
.

555 18
.

斗斗 2斗
。

111 3斗
.

333 3 9
.

555 松
.

888 呼7
.

222 牛7
.

222 J6
.

777 1
.

777

江江土 列列列列列列列列 低肥肥 6
。

666 斗
。

斗777 1 7
.

斗斗 斗
.

777 IU
。

999 1 5
。

000 2 2
。

555 2 7
。

777 3 3
。

000 3 5
。

333 3 5
。

111 3 0
.

斗斗 1
.

斗斗
ZZZZZ工四坪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

江江土 1了111 浙江义岛岛 表土土 5
.

222 1
.

8 11111 5
.

666 5
.

555 斗
.

888 6
.

111 1 1
.

333 1 9
.

888 2 牛
.

777 2 7
.

555 2 1
.

999 1
。

000

江江土 1站站站 荤底层层 6
.

888 0
.

7 00000 1
。

666 2
.

000 2
.

222 斗
,

000 6
.

000 5
.

777 7
.

222 7
.

000 5
.

444 0
。

333

少少2 0 1 000 广东博罗罗 高肥肥 斗
.

888 3
.

188888 3 0
.

888 3 3
.

000 3斗
.

000 3 7
.

333 4 8
.

333 4 9
.

呼呼 5 Q
.

000

了了2 0 1夕夕夕 ~ 般般 5
.

777 2
.

9 66666 1 9
.

555 2 3
。

666 25
.

666 斗0
.

000 朽
。

斗斗 5 1
.

斗斗 6 5
.

000

汤 ,

我 12 中 度 淋 溶性 水 抽 土 漪 水 时 电 弃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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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玲 朋度 淋 溶性 水 抽 土 汤 水 时 电 娜的变化

地地 点点 脱 明明 PHHH 有机厦厦 C / NNN 比 电 导 x 1 0 sss

(((((((((% ))))))))))))))))))))))))))))))))))))))))))))))))))))))))))))))))))))))))))))))))))))) 3333333333333 小时时 1天天 2天天 4 天天 7 天天 1 0天天 1斗天天 2 1天天 总数数每天天

了了打2 999 广西罗城城 高 肥肥 7
.

999 6
。

9 666 9
.

333 2 1
.

222 2 9
.

斗斗 3斗
.

666 科
。

888 肠
。

555 5 2
,

111 68
。

999 6斗
.

999 63
.

777 2
。

888

了了汀2 00000 中 肥肥 7
。

999 斗
。

1 111 1 0
.

555 1 ,
。

斗斗 2 2
.

888 27
。

555 3斗
.

666 3 7
.

777 4 1
.

888 盯
。

333 5 2
.

999 3 7
。

乡乡 1
.

888

刃刃夕1 77777 低 肥肥 7
.

777 2
。

5 222 9
。

666 7
。

444 1 1
.

777 1 4
。

555 1 8
.

999 18
、

111 料
.

555 2 8
.

888 3 1
。

999 解
.

,, 1
。

111

江江土土 江西鼓州州 紫色岩发育育 6
。

000 2
.

2 000 9
。

333 5
。

666 7. 555 9. 111 1 2
.

222 1 8
.

333 2 1
.

555 3 1
。

111 3 6
。

777 卜: 111 1
。

666

1111 33333 紫色岩发育育 6
。

999 3
。

8555 1 0
。

555 7
。

000 1斗
。

000 1 8
。

斗斗 32
。

888 39
。

111 朽
.

777 盯
。

777 铭
。

99999999999 2
。

000

222 9夕9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斗1
。

99999

常常 444 江苏常熟熟 高 肥肥 8
.

000 3
。

9999 1 0
.

777 19
.

444 2 5
。

666 3 0
。

777 3 8
。

333 3 9
‘

555 4 2
.

888 4 7
。

111 钓
。

OOO 29
。

666 1
.

斗斗

常常 11111 微度盐清化化 7
。

777 9
。

牛000 1 0
。

222 斗7
。

斗斗 5 3
。

333 5 8
.

888 6 3
。

牛牛 63
。

斗斗 7 0
.

999 7斗
。

444 8 0
。

呼呼 33
。

OOO 1
。

666

潜潜潜潜育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江江苏南京京 高 肥肥 8
。

111 3
。

5 111 9
。

555 10
.

777 15
.

000 巧
。

888 22
。

555 27
。

000 29
.

111 3斗
。

111 3 7
。

777 27
。

OOO

一一一 般般 8
。

000 3
。

0 555 1 0
。

555 9
.

555 1斗
。

555 1 7
.

222 2 2
。

000 针
.

,, 2 6
.

777 3 1
.

777 3牛
。

777 25
。

222

电导在 5一15 之简
,

’

三星期中的此电导增加 10 , 55
,

变异很大
。

这类土壤的高肥田与低

肥田的电导差别不很明显
,

但仍然有些土壤可以看出差BlJ
。

例如陈永康长期培育的肥棒
土壤

,

较附近相同土壤的电导为高
,

而且增加较快
。

关于这种类型的水稻上的电导与其肥

力水平的关系
,

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
。

(三)拐度淋溶性土城

这类士壤或者是由盐清性或石灰性士壤所发育
,

或者是施用了大量石灰
, pH 还保持

在 7 以上
,

起始电导在 6一20 之简
,

个别土壤由于地势低洼
,

有微度的盐清化作用
,

所以电

导可达 4 7 。 三星期中的比电导增加 25 一扣
,

个别达 60 以上
。

对于这类土壤
,

电导的增加

是否能反映肥力的差异情况
,
砚土壤种类而定

。

例女扩西一种发育于石灰岩风化杨盾上

的水稻土
,

高中低肥水平之简的差别仍很明显
。 .

从总的情况看来
,

土壤起始时的电导与盐基合量的关系很密切
,

所以在 pH 6
.

5 么上

时
,

电导迅速增加 (图 5 )
。 pH 6 以下时电导稍为增高

,

也可能 与氢离子的浓度增加有关
, 扁

比电导月
/

勿
胶

(x !0 5)
飞;介钾双

2 3 4 5 6 7

图 , 土壤的电导与 p H 的关系 图 6

有机艘〔为

王盛清水时电导的增加与有机厦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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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氢离子的当量电导
,

较一般金属离子大得多
。

但是图 5 中各点比较散乱
,

这是由于土

壤厦地(代换量)不同
,

而且阳离子的粗成非常复杂所致
。

从图 6 中的趋势可以看出
,

土壤清水后比电导的增加
,

与有机盾的含量有一定相关 ;

虽然由于各种土壤中有机盾的品盾有所差异等等原因
,

各点的位肴此较散乱
。

土壤清水后电导的增加
,

是否主要是由于有机质的分解 ? 或者还有矿厦部分的溶解

作用 ? 为了了解这个简题
,

我仍选择了几种有机盾含量和盐基鲍和度不同的士壤
,

分别在

28 ℃ 的倾温箱和 5℃ 左右的冰箱中放看
,

仍用前法测电导的变化
。

此外
,

又用 过氧化氢把

一种土壤的有机盾大部除去
,

选净后与原土作了此较
。

拮果列于表 14
。

可以看出
,

当在

28 ℃ 放置时
,

土壤的有机盾合量愈高
,

电导的增加值也愈大 ;
.

当将有机厦大部除去后
,

电

班14 有 机熨分 解 与 电 璐组加 的关系

士士 号号 砚 明明 放 脸 沮度度 比 电 导 又 1 0 ‘‘ 增
一

加加

℃℃℃℃℃℃℃℃℃℃℃℃℃℃℃℃℃℃℃℃℃℃℃℃℃℃℃℃℃ 222222222 小时时 1 天天 2 天天 4 天天 7 天天天

了了乃SJJJ 有机厦5
.

3 2%%% 2 888 18
.

888 3 6
.

777 呼7
.

555 59
.

333 6 2
.

666 呼3
.

888

PPPPPH 6
.

555 555 18
。

888 2 5
。

666 29
。

555 3 1
.

222 3 0
。

777 1 1
。

999

刃刃0 1 000 有机质3. 18 %%% 2 888 2 6
.

222 3 3
。

888 3 1
。

222 3 5
。

000 斗

犷犷
15

。

000

pppppH 4
.

888 555 2 6
。

222 2 9
.

333 2 9
。

888 2 9
。

33333 3
。

111

江江土刃刃 有机厦2
.

69 %%% 2 888 8. 222 1 3
.

777 1 8
.

777 科
.

333 5 3
。

666 朽
.

斗斗

555555555 8
。

0 888 9
‘

7 000 9
.

6斗斗 9
.

8333 1 0
。

9 000 2
.

8 222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222夕了刃刃 赶壤性幼年水水 2 888 3
。

1444 3
,

1 222 3
.

0 888 3
.

9 333 5
.

7 111 2
.

5 777

稻稻稻土
, pH 5

.

222 555 3
.

0 333 3
。

3 777 3
。

2 222 3
.

5 333 3
.

斗888 0
.

4 555

有有机质 1
.

77 %%% 2 888 9
。

333 1 3
.

999 17
.

000 2 3
.

888 3 1
.

333 2 1
.

000

pppH 6. 05
,

原土
‘‘

555 9
.

斗斗 1 1
。

222 1 1
。

999 1 1
。

999 1 1
.

555 2
。

111

1 号 用 H. O ,

去有

机盾后

2 8

5

5
·

5
!

,
·

6
}

”
·

6

5
.

4 8 1 5
.

杨 ! 5
.

62

1 0
.

6

5
.

5 6 5
。

5 8

1 0
.

斗

0
。

1 0

导的增加值就减小很多
。

当在 , ℃ 的冰箱中放肴时 (此时微生物的活动应已大部分被抑

制 )
,

电导就增加很少
。

因此可以孰为
,

土壤清水后电导的增加
,

主要是 由于有机盾的分解

所致
。

这样把清水时的电导的增加情形
,

作为有机盾中养分的释放速度的一个指标
,

应歌

是合理的
。

四
、

豺 骗

(一 )电导与离子浓度的关系

根据上面所述
,

对于非盐清性的水稻土
,

特别是对于南方的酸性土壤
,

电导可以在一定

程度
_

L反映士壤的肥力状况
,

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了
。

所余
一

F的一个简愚是
,

究竟是些什

么离子来引起士壤的电导
。

M or ti m er[ 8] 欲为湖泥中电导的增加
,

与按
、

敛和其他盐基 的

增加有关
。

显然
,

一般盐清土中所得到的拮萧
,

不能够应用于非盐清性的水稻士壤
。

根据

我俩与电导同时进行的田简土壤的水溶液(自然土壤用抽气机抽取 )的分析拮果来看
,

敛

经离子的数量很小 ;按离子的数量也很小 ;钾离子可占一定的此重
,

而且大多与电导成相

关 ;土嫂溶液中的主要阳离子
,

是钙和镁
。

在这个基础上
,

我仍又进行了一个此较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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鱿脸
,

用以阴明士滚溶液的浓度和粗成与电导的关系
。

拭脆是在水泥池中进行
,

用第四纪

杠色粘士作供献土壤
,

加入不同量的猪粪和底肥
,

并分别配以磷(过磷酸钙)和押(草木灰)

肥
,

在水稻不同生长时期中
,

用抽气机抽取土壤溶液
,

分slJ 侧定电导和阳离子
,

包括敛
、

按
、

钾
、

钙和镁
。

所得的典型材料精成图 7 。

可以看出
,

与大田的情况一样
,

士竣溶液的电导

、、

、

—
沈电导

,

一一一 阳离子琅魔

均90

的。一试呻双钟
!

706D

翅一不巫产一落犷一爪扩一一言一
3 。

扮 撰朋 卫 月 熟
后 肠 期 猫

图 7 士城落液中电导与阳离子浓度的动态关系

随生长期而诚低 ;到齐穗期以后
,

由

于土壤养分的推使释放( 8 月份)和
,

水稻对养分的吸收停止
,

所以电导

又形升高
。

值得注意的是
,

士澳溶

液中阳离子的总浓度 的变 化趋势
,

与电导非常相似
。

在士谈溶液 中
,

敛和按都占1 拓以下
,

钾占2一10 拓
,

钙镁占 9 0一95 %
。

图 8 为士壤溶液的阳离子浓度

与此电导的关系
。

可以看出
,

二者

的相关性很好
。

相当于阳离子浓度

为零时的比电导 豹为 10
.

1 火 10
一, ,

这应敲是由于未舒算在内的纳和氢

等离子及相件的阴离子所引起
。

可

以算出
,

混合离子的平均当量电导

为 7 5
,

这是介于 0
.

0 0 2一o
.

o 12 N 的

7右5
1
今|l胡璐

�

琳洛海(橄眼尹�

浓度范围时 (本截盼中的浓度范围)
,

钙和却盐与镁裁的当量电导之 简的 一个数值 (晃

玩te r n a d o n 习 C 6 tic a l Ta ble )
。

(二) 田两测定时几个嘴要考虑的因案

如前所远
,

在水稻生长期简直接在田简测定电导时
,

水夯含量的变化这个因素一般可

以不予考虑
。

由于土堪盾地对电导

发生影响
,

所以在比校两种盾地差

异较大的土壤时
,

应效考虑到这个

周愚
,

最好根据当地的实际越阶
,

加

以适当的改正值
。

在比较同一个地

区同一种类型土壤的电导时
,

由于

质地上的差异往往不是很大的
,

所

以这方面的困难应靛不是很大
。

在

水稻士的情况下
,

拮构方面的影响

似乎也是不必考虑的
。

由于电导受

温度的影响很大
,

所以每次测定时

必镇精确测定土温
。

我俩在测定

中
,

使 用 了每度平均 2拓 的改正

澎
91 。

由于不同士壤中离子粗成的

908070印5o,0加加协

�3。。一拭冲侧汉

! 0 门 12

阳离子浓度 (龟
禅会

, 工C ,

图 8
、

土奥溶液的电导与阳离子浓度的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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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很大
,

所以这个数值不是很精确的
。

但是在水稻生长期简
,

除了夏天中午以外
,

土温

一般在 25 士 5℃ 的变动范围以内
,

假定温度系数的变动范围是 2 多士 0. 3 多
,

AlJ 最大的

共差也不过是侧定数值的 1
.

, 多
。

这对于田 简测定来税
,

自然是一个很小的数值
。

(三)关千应用范围简通
电导只能反映可溶性离子的数量

,

并不能区分离子的种类
。

所以在盐清性水稻土中
,

由养分离子所引起的电导
,

将被氯化纳等可溶盐所掩盖
,

因而不能在田简直接应用
。

但是

即然对于弱度盐清性的土壤
,

看米在实脸室中应用清水时电导的增加来蕴别有机态养分

的释放速度
,

仍然是可能的
。

从理萧上和本工作中的实际材料看来
,

在酸性的水稻土中
,

这个方法可以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

在这种土壤中
,

钙镁离子的含量本身就是一个在水稻

生长上起重要作用的 因素 ; 钙镁离子的数量一般与其他养分离子的数量之简有一定的相

关性 ;而且与其他类型土壤比校起来
,

钾和鼓在离子总量中所占的此重也较大一些
。

在中

性士壤中
,

电导与肥力状况的相关性应歌较不明显些 ; 但是即然对于这类土壤
,

根据土墩

研究所在江苏常熟和湖北孝威的初步田简测定材料来看
,

电导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施肥状况
。

当然
,

电导方法并不能区分土壤所含的各种养分离子的相对叛量
,

这是这个方

法的最大缺点
,

但是由于在中国
,

肥料是以农家 自然肥料为主
,

所含的各种养分离子的比

例的变异幅度较小
,

所以电导方法作为蕴别水稻土的肥力状况的一个筒便的粽合性参考

指标
,

是值得广泛应用的
。

摘 要

1
.

没斜了一个在田简直接测定水稻土的电导的电导池
,

用以蹬别水稻土的肥力状况
。

根据条件试脆
,

在水稻生长期简通常变动的水分合量范围以内
,

水分含量的差别可以不予

考虑
。

土壤胶体本身的电荷在电导上的育献也很小
,

所以一般也不必考虑
。

土城含砂粒

较多时
,

应敲加以适当的改正值
。

2
.

根据大量的 田简侧定桔果
,

在酸性的水稻土中
,

电导与肥力水平成明显相关
。

施肥

的数量和种类对土壤电导发生显著的影响
。

由于水稻对养分的吸收
,

所以根际土壤的电

导较根外为低
,

并且随着水稻的生长
,

而使土壤电导降低
。

3
.

酸性水稻士的干土清水后 电导的增加数值与土壤的肥力水平成正相关
。

这种 电导

的增加
,

基本上是由于有机盾的分解所致
。

4
.

根据与化学分析的对照拮果
,

土壤溶液的电导与阳离子的浓度成明显相关
。

在引

起酸性水稍土电导的阳离子中
,

钙镁占 90 一95 形
,

钾占 2一 8 %
,

铁和效的数量都在 1 % 以
一

卜
。

5
.

作者根据研究精果
,

扒为电导可以作为缓别酸性水稻土的肥力水平的一 个筒便的

粽合性参考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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