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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缺在植稻土壤中的蒋化及其对

土壤氮案供应状况的影响

朱兆夏 汪祖孩 徐银华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对陈永康水稻丰产趣喻的研究表明
,

在中性水稻土上铜节水稻的土壤氮素营养状况

是达到丰产的关键
。

这就是根据土壤的氮素供应特点
、

因土制宜地运用肥水措施
,

铜节水

稻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土壤氮素供应状况
,

以满足水稻器官协稠生长的共同要求 [l, 2 ]。 因此
,

必填研究土壤理化生物学性盾对土壤氮素供应状况的影响
,

以及肥水措施对氮素供应状

况的影响与土壤性厦的关系等
,

才能有助于阴明陈永康因土制宜运用肥水措施 的 原 AlJ
。

在前报中 [4] 探尉了植稻土壤氮素供应状况的指标
,

本文是研究江苏南部几种水稻土在植

稻条件下的氮素供应状况
,

以及表施硫酸按后
,

按在土壤中的斡化及其对氮素供应状况的

影响 ;与此同时
,

进一步探索植稻土壤的氮素供应状况的指标
。

土壤的氮素供应状况是土壤中氮素搏化的粽合反映
。

土壤中氮素搏化的各个途径虽

然都分8lJ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但大多是各个途径分开研究
,

而且多限于旱作土壤条件
。

关

于土壤中矿厦氮的变化规律方面
,

J
a n s so n [161

、

M u n so n
和 入

s e k [i‘]
、

N o m m ik [1 , l以及 Al lis o n

和 幻ei n[ 7 1 等人都研究了在好气培养下
,

土壤中矿盾氮的生物固定及生物固定氮的重新

矿化
,

以及由滓固定搏入泽矿化的裤折点
,

但是土壤性厦的影响HlJ 未予研究
。

w ins or 和

Po lla rd 叫 研究了加入氮肥的最大固定量和斡折点的迟早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

但却是在加

入蔗糖条件下进行的
。

不仅如此
,

这些研究都是用不种植物的培养法
,

而且在作物生长条

件下还可能产生根际效应固题115
·

1v]
。

土壤中存在着有机和无机形态的氮
,

对表层土壤来魏
,

有机态氮无疑是最主要的
。

关

于土壤中有机态氮的形态和状态方面都累积了一定的文献
。

在有机
一
矿厦复合体方 面

,

T 。朋沙习
、

陈家坊和榻国治 [3J 研究了复合体中氮的合量
,

原田 [6] 研究了 G ; 、 G Z

祖复合

体中氮素的有效性 ;在有机态氮的形态方面
, R e n d ig [2 0] 、 ste v e n s o n L2 1 ]

、

C o r n fie ld〔, ‘] 等研究

了生长几年作物或握长期翰作和施肥以后 6 N H CI 水解的有机态氮的变化
,

敲为非基性

氮基酸 (或,a
一
氨基酸)和酞胺态氮易于分解

,

而施肥或有豆科作物参加的翰作土壤中
, 。-

氨基酸比例增高
。

但山根 〔, ,研死了不 同浓度 H cl 水解氮中
,

不同形态的有机氮的有效性
,

却献为
a 一
氨基酸和酞胺态氮是难以矿化的

。

而 Ba
rne s [8] 指出

, 2外 H CI 溶性氮在长时

简培养过程中的变化很小
。

这些桔果一方面还不能满意地阴明有机态氮的形态基础
,

另

一方面也没有连系到氮肥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斡化
。 Bhu iya n[ 9 〕研究了稻 田水解氮的变

化
,

但是没有得出什么规律性
。 C h e n

sll 3]
、

S te w ar 尹] 指出
,

施入土壤中的化肥氮
,

艳大部

分搏化成有机态氮
,

其中又以氨基酸态氮为主
,

但是这些搏化对当季作物的氮素营养状见



土 壤 学 报 1 1 卷

的影响仍缺乏研究
。

因此
,

为了阴明植稻条件下的土壤氮素供应状况
,

我们在盆栽条件下

研究了三种土壤中肥料氮的固定量和其后的矿化量
,

及其与有机态氮形态的关系
,

并企图

将这些桔果与水稻的土壤氮素营养状况速系起来
。

一
、

拭脆材料和方法

(一 ) 盆栽拭脸

截输在南京进行
,

每盆装风干土 1
.

2 公斤
,

无基肥
,

盆底不渗漏
。

供献土壤采 自江苏南

部
,

土壤反应中性
,

其基本性质如表 1 。

品种老来青
, , 月 2 日催芽

, 7 日播种
, 6 月 1 日

淹水插秧
, 6 月 8 日返青

,

开始采样并进行施肥处理
,

每盆表施硫酸铁 1 克
。

在水稻生长

过程中曾用 C us o ,
溶液除秀两次

。

采样时
,

每个处理取二盆
,

将新麟土壤过 0
.

多毫米筋后
,

郎进行化学分析
,

将筋上的根挑 出
,

并与地上部分分别烘干称重
,

留作全氮侧定
。

(二 ) 化学分析

1
.

土壤植物全氮分析采用包括 N O厂N 的克氏法 [lz1
,

消煮时简改为两小时
,

重复简

差异在 3务左右
。

2
.

土壤有机碳采用通用的 T lo pHH 法
,

重复简差异在 5 务以内
。

3
.

土壤有机态氮的侧定分二极进行
。

一极采用蛋白质水解条件
,

郎 6 N H CI
,

土
:
水

为 1 : , ,

在沸水浴中水解 12 小时 [10J ;另一极用半杆推水解的浓度
,

郎 2多 H CI (0
.

56 N )
,

在

沸水浴中水解 6 小时 [5]
。

侧定了 6N 和 0
.

先N H CI 水解液的全氮(霄称水解氮)
、

p H l l
.

4 援冲液蒸馏性氮因 及

N H ,
一N [1 1 ] o

6 N H CI 水解中
,

水解氮械去 PH 1 1
.

4 蒸馏性氮后郎为
“
碱稳定性氮

” ,

大体上代表氨

基酸态氮总量浏
, pH 1 1

.

4 蒸馏性氮减去土壤 N H厂N 后郎为
“
碱不稳定性氮

” ,

包括了

“
氨基酪氮

”

和“
酸胺氮

”。 0. 56 对 H CI 水解液中也区分了这些形态的氮
。

水解氮的侧定只取同一处理的一个重复进行
。

侧定水解氮及各极形态氮的重复差异

豹为 5 %
。

4
.

土壤 N氏一N 的侧定采用扩散法 [l1]
,

提取时土 : 水为 1 : 4 与 1 : 2 所得枯果的差异

都在筷差范围之内
。

化学测定的平行重复差异在 , 务以内
。

所有化学侧定都采用二个重复
。

分析桔果都以烘干土为基数表示之
。

二
、

拭 脸 桔 果

(一 ) 土城 N H广N 和水箱吸收氮t 的变化

土壤 N H ,
一N 和水稻吸收氮量分别列于表 2 及表 3 。

从表 2 来看
,

各处理的 N H 4
一

N 量都是逐渐降低了
。

在不施肥时
,

黄泥土的 NH4 一N 始格最高
,

青泥土其次
,

板浆 白最

低
。

施肥后黄泥土仍最高
,

但板浆 白从 6 月 23 日至 7 月 8 日似略高于青泥土
,

这与不施

肥处理的情况不同
。

枯合表 2 及表 3 来看
,

随着各处理 N H 。
一N 逐渐降低

,

水稻吸收累

积氮量逐渐增高
,

各处理简水稻吸收累积氮量翻值序与土壤 N H’一N 合量基本一致
。

(二 ) 土级氮案总供应t 的变化

不同采样时简的土壤氮素总供应量
,

是表 1 的 N H 4
一N 与表 2 的水稻吸收累积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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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 3 水糟崔土 . 吸咚盆t
*

(毫克 N / ‘0D 克烘干土)

代代 号号 13 /v lll 2 3 / v lll 8 / v llll 2 3 /vi lll

献献献徽重复复 平 均均 拭欲重复复 平 均均均 平 均均 试墩重复复 平 均均叭叭叭叭叭叭叭碱里复复复复复

黄黄 不 施施 1
.

8 444 1
.

7 111 5
.

6000 4
。

6 999 9
。

1 111 8
。

6 888 1 1
.

5 555 1 2
.

2 888

黄黄 施施 1
.

5 888 1
.

2 555 3
.

7777 4
.

3 666 8
.

2 444 工6
.

7 000 1 3
.

0 111 2 1
.

9 888

施施肥的增量量 1
.

0 222 一 0
.

4 666 4
.

7 888 一 0
。

3 333 1 6
.

2 999 8
.

0 222 2 2
.

4 555 9
.

7 000

青青 不 施施 1
.

咚777 l
。

1000 3
.

9 333 2
.

7 999 1 7
.

1 111 咯
.

7 666 2 1
.

5000 5
.

9 222

青青 施施 1
.

2 333 0
.

9 777 2
.

7 222 3
.

5 000 4
.

8333 12
.

5 222 5
.

7 777 1 8
,

0 555

施施肥的增量量 0
.

9 666 一 0
。

1333 2
.

8 555 0
.

7 111 4
.

6 999 7
。

7 666 6
.

0 777 1 2
.

1333

板板 不 施施 0
。

9 555 0
.

8 999 3
。

1 888 3
.

7 333 1 3
.

6 555 12
。

9 222 1 8
.

0 555 5
.

0333

板板 施施 0
。

9 999 0
.

6 888 3
.

822222 1 1
。

3 99999 5
.

2 333 1 8
.

2 111

施施肥的增量量 0
,

8 111 一 0
.

2 111 斗
。

呼22222 13
;
0 55555 4

。

8222 13
.

1888

00000
.

9 77777 3
,

0 33333 12
.

7 99999 1 8
.

2 55555

00000
.

4 2222222222222 1 8
.

177777

00000
。

9 33333333333333333

*
水稻根和地上部分抓素累积总量

—s/ vi 返青时各处理的秧苗的平均氮素累积且
。

之和
,

兹将枯果棺于图 1 。

在不施肥时
,

总供应量不断增加
,

郎土壤始格处于氮素泽矿化

过程
。

泽矿化量和速率 (表 4 )大致与土壤的全氮合量成正相关
。

例如
,

黄泥土
、

青泥土
、

板浆白在 7 月 23 日时的氮素总供应量分别为 1 3. 25
、
6

.

科 及 5. 42 毫克 /百克土
,

其此例依

二二一一一了
.

盛‘‘一
. .

.

. ‘ 心. . ‘
.. ‘ . .

.
.目, .
‘ . , . .

一
. 口

.
‘ ‘

. . . ,

一
~

, .
.

, . .
.

二二二二二二

劝l0
似妇8之N
·

帜,

llV1 8 13 23 ZV ll 23

-
黄旅 一~ 青施 —一扳施 (以下各图

—
黄不施一一青不抽 一一扳不施 图例同此》

一 裸样日期

图 1 土澳氮素供应总量的变化

次为 2
.

0 : 1 : 0
.

8 ,

全氮的比例依次为1. 4 : 1 : 0. 7 。

但由此亦可看出
,

黄泥土总供应量 占全氮的

此例显著大于其他两种土壤
,

这可能是 由于

黄泥土田简取土时紫云英生长良好
,

所含易

矿化的有机态氮的比例较高
。

在施肥处理中
,

施肥后半月内
,

三种土壤

的氮素总供应量都不断降低
,

其量分别为 9
.

13

(黄施 )
、 5

.

4 1 (青施)
、

6
.

6 9 (板施)毫克
,

降低

量的士匕例佼次为 1
.

1 : 1 : 0
.

8; 而至半月后总供

应量都棘而不断增加
,

至 7 月23 日
,

三种土壤

依次增加 7
.

3 9
、

5
.

5 9
、

5
.

斗3 毫克
,

其比例为

1
.

3 : 1 : 0. 9 。 郎大体上降低量愈大者
,

以后的增加量亦愈大
。

桔合下段关于有机氮形态的

变化来看
,

总供应量降低的原因主要应为生物固定作用的精果
,

当然部分地也可能 由化学

固定和脱氮作用所致
。

从这些枯果来看
,

施肥后初期
,

土壤处于氮素泽固定阶段
,

达到最

大固定量后斡入泽矿化过程
,

浮固定量和速率
、

泽矿化量和速率大体上与土壤的有机质

(三个土的比例为 1 .6 : 1 : 0. 7 )和全氮含量成正相关
。
但仔袖此较全氮

、

有机质与浮固定量

的比例
,

可以看出
,

在泽固定阶段黄泥土的泽固定量与其有机碳或全氮的此值偏低
,

这可

能是 由于策泥土有机氮的矿化作用较孩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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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 / v l一2 3 / v ll 的桔果
。

(三) 硫酸故在土级中的棘化与有机态氮形态的关系

兹将二极水解氮及各种形态氮的含量的变化箱于图 2一7 。 由图 2一 4 可兄
,

施肥处理

达到最大固定量时
, 6 N H CI 水解氮量也达到最高攀

,
其中又以

“
碱稳定性

”

氮的增加为

主
,

这与 S te w ar 尹〕 的拮果是一致的 ; 在棘入浮矿化后
, 6 N H cl 水解氮随之迅速降低

。

从图 5一 7 来看
,

在泽固定阶段 0. % N H CI 水解氮变化很少
,

而斡入泽矿化后 RlJ 先迅速上

升而后复降低
。

表明在泽固定阶段
,

微生物同化 N H 。
一N 直接形成复杂的有机氮

,

至滓矿

化阶段
,

所形成的复杂有机氮迅速分解
,

趣过分解的中简阶段而部分地矿化成 N H. 一N
。

表 S 总玻化盆 , 与有机氮 , 的变化
*

(毫克 N / 100 克烘干土)

6 N H C I 水 解 0
·

5 6 N H C I 水 解
代 号 } 总矿化氮

全 氮 }碱稳定性氮 碱不稳定性氮 全 氮 !碱稳定性氮 }碱不稳定性氮

黄 不 施

青 不 施
’

板 不 施

1 5
.

2 一 1 1
.

5 6
.

5 一 5
。

0 一 2 3
.

2 一 2 2
.

5 一 0
.

7

6
.

0

5
.

2

一 8
’

5

}
一 ‘, ”

一 7
.

3 1 一 8
.

6

+ 3
。

8 2
.

6

+ 1
.

3 4 1 一 3
.

4

+ 0
.

9

+ 2
.

0

*
总矿化藏量是以供水解用的土囊在植稻期简的总供应氮量+ 7月 23 日取徉后在风千过程中君加

的土胶 N H ‘
一N 盘
—

原始土奥 N H二N 黄
。

有机氮量的变化为原始土各极氮含量
—

7 月 23 日取样风干后的土奥的各粗氮含量
。

在不施肥处理中
,

总的看来
,

无渝 6 N 或 0
.

先 N H CI 水解氮都逐渐降低
,

但从表 5

来看
,

又以前者比较明显(除黄泥土外)
,

其中
“
碱稳定性

”
氮的变化较大

。

拮合上述变化趋

势来看
, 0

.

56 N 水解氮比 6 N 水解氮易于矿化
,

但前者在矿化的同时又可能受到 6 N H CI

水解氮的分解所补抬
,

因此其合量的变化较小
,

而 6 N H CI 水解氮的减少量却大致接近于

总矿化量
。

黄泥土 0
.

56 N 水解氮大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是因紫云英生长所增加的这极氮
,

在植稻条件下不易保持
,

而大量矿化提高了总供应量
,

而此时 6N H CI 水解氮对 0
.

56 N 水

解氮的补抬速率又不足以补偿其消耗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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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桔果来看
,

在不施肥时
,

似可将氮素供应过程划成二个阶段
,

郎 6 N H CI 水解

氮分解补始 0
.

乡6N H CI 水解氮
,

后者又补拾土壤 N H广N
。

在施肥条件下
,

HlJ 部分肥料氮

道接提供水稻利用
,

部分被土壤微生物同化形成相胞体
,

在其死亡分解时
,

补始0
.

5 6 N H CI

水解氮而后部分地矿化成 N H ,
一N

,

另一部分AlJ 进行腐殖化而斡入短期内难以大量矿化

的有机氮中
。

三
、

封 翁

前报中已握指出
,

我俩孰为土壤氮素供应状况包括容量
、

弦度及其持疲时简三个内

容
,

这里我们将根据上述查料
,

对三种土壤的氮素供应状况以及施肥对土壤氮素供应状况

的影响进行一些甜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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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土城的氮案供应强度及其持箱时简

首先应敲明确供应孩度的含意
。

土壤中含有的 N H广N 量无疑是当时土壤的氮素供

应强度的重要内容
,

但在施肥处理的泽固定阶段
,

土壤微生物与水稻争肥 (当然可能还有

其他消耗 N H广N 的因素
,

如化学固定
、

脱氮捐失等)
,

因此当时土壤中的 N H ;
一N 量并不

是全部对水稻有效的
,

而应从中扣除其他 因素消耗 N H厂N 的速率
,

其中主要是泽固定速

率 ;反之
,

对照及施肥处理在泽矿化阶段时
,

水稻可利用的氮量不仅是当时土壤的N H 4
一N

量
,

而且还应加上氮素的滓矿化速率
。

因此我们爵算了不同时简的泽矿化速率和泽固定

速率 (兑表 4 )
。

将两次采样期简 N H厂N 的平均值加上滓矿化速率或减去浮固定速率
,

得到不同时简的氮素平均供应孩度如表 6 。

为了比较这两种概念
,

又斜算了不同时阴水

稻吸收氮的平均速率与当时的 N H 4
一N 平均值或平均供应张度的此值

,

如表 7 。

看来似

乎平均强度作为水稻当时可利用的氮量的量度略较 N H厂N 平均值为优
。

但由于在本贰

硫中
,

泽固定速率
、

滓矿化速率比当时土壤 N H 。
一N 量都小得多

,

二种针算方法的差异很

获 6 雨次采样期周水稻所处的氮华宫养水平 (毫克 N / 10 0 克烘千土)

8一 13 / v l 13一2 3 / v l 2 3 / v l一8 / v ll 8一2 3 / v ll

应度供均平弛供应度均平描
代 号

N H 砚
一N

平均值
供应
度

N H 4
ee N

平均值
均供应

度

N H 4

一 N

平均值

N H -

一N

平均值

6
.

3 3 5
.

2 7

16
.

3 1

1 1
。

0 4

5
.

3 7 2
.

7 8

2 3
.

0 5

1 6
.

7 2

l5 8
.

2 4

1
.

0 6

2
.

7 8

1
.

4 9

2
。

9 2

1 0

。

6 4

.

2 7 ,
.

46

2
.

7 6 1
.

73 0
。

8 8

6
.

1 1

1
.

7 2

0
.

6 5

l
。

魂3

0
.

7 2

.

9 2

.

2 0

�jnU护白n�左
且,l一、护口U

:
1 2

斗
闰了

�了n,

黄 不 施

黄 施

施肥的增量

青 不 施

青 施

施肥的增量

板 不 施

板 施

施肥的增量

2 3

9 5 *

1 0

1 2
.

2 3 l2

.

03 *

.

0 6

2
.

7 2

7
.

8 9

5
.

17

0
。

7 6

5
。

9 8

5
.

2 2

6
.

8 5

5
.

2 3

7
.

0 3

平强一
11111

.

⋯
,‘,‘,10

i且,.几

2
.

0 6 2
。

2 5

刀,丈U1
.

�布j�U归/傀j
�

6,j
�

6工J002,1
. .1口Ud

.了O
...

⋯⋯

置
。儿。2招。、。?

,一孟U咬U成UnUQ, .1�了4
.

闰/
..

⋯
R
一

6
1.1工J工工J

盛.11.111.11

* 2 3 /v l一2 3 /v ll 的平均拮果
。

我 7 水稻吸收盆速率与氮派, 葬水平的比位

代代 号号 8一1 3 /v lll 13一2 3 /v lll 2 3 /v l一8 /v llll 8一 23 /v llll

AAAAAAA BBB AAA BBB AAA BBB AAA BBB

黄黄 不 施施 0
.

0 5 444 0
.

05 222 0
.

0 5 666 0
.

0 5 666 0
.

0 9 888 0
.

0 9 666 O
。

1 999 0
。

1 666

黄黄 施施 0
,

0 1 111 0
。

0 1 111 0
.

0 1 999 0
.

0 2 000 0
。

1000 0
。

1 000 0
。

1 222 0
.

1222

青青 不 施施 0
。

0 8 000 0
.

0 7 555 0
.

1000 0
.

1 000 0
.

1777 0
.

1555 0
。

1 222 0
.

1 111

青青 施施 0
。

0 1 000 0
.

0 1 111 0
.

0 2 000 0
。

0 2 000 0
。

1000 0
.

09 888 0
.

2 222 0
.

1夕夕

板板 施施 0
.

0 0 888 0
‘

0 0 888 0
.

0 2 555 0
.

0 2 555 0
.

0 9 000 0
.

0 8777 0
.

1 777 0
.

1 666

极极 差差 0
.

0 7 222 0
.

0 6 777 0
。

0 8 111 0
。

0 8 000 0
.

0 8 000 0
.

0 6333 0
.

1 000 0
。

0 888

注 : A :
与 N H 4

一 N 平均值的此值
。

B :
与平均供应弛度的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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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从而 N H4 一N 含量亦可做为供应弦度的相对量度
。

这样
,

前报中指出的碱解法
,

特别

是 M g o 蒸馏法亦可用于侧定供应强度了
。

由此看来
,

一般所魏的
,

水稻在什么生长期
,

土壤中 N H ,
一N 大致应保持多高水平的意兄

,

是有其一定的相对意义的
。

从表 6 来看
,

在不施肥时
,

土壤的氮素供应张度
,

在各个时期都与土壤全氮合量成正

相关
,

但是黄泥土的供应强度远此青泥土为高
,

而青泥土只吐仅略高于板浆白
,

这可能 与黄

泥土的易分解性有机质含量高有关(参觅图 , 及图 6 )
。

在施肥后
,

黄泥土的供应弦度仍始格大于青泥土和板浆白
。

从氮肥对供应弦度的真

献来看
,

如表 6 所示
,

在 6 月 13 一23 日 ,
黄泥土却略低于青泥土

,

而板浆白此时未侧对

照
,

无法针算氮肥对供应张度的育献
:
但看来是高于青泥土的 (例如

,

郎使用 6 月 8 日至

13 日板不施处理的平均供应弦度作为 6 月 13 一23 日的对照针算
,

板施处理的氮肥的育献

已达 10
.

23
,

而十分接近于青施处理上的贡献了
,

实际上板不施处理在 6 月 13 一23 日中

的供应张度应明显低于 8一13 日者
,

这可以从黄不施
、

青不施处理的供应弦度的变化估针

出来)
。

但是在 6 月 23 日以后
,

黄泥土上氮肥对供应弦度的胃献自p斡而大于青泥土了
,
这

显然与黄泥土的最大固定量大
,

此后的泽矿化量亦大有关 ; 板施处理在 6 月 23 日以后的

平均供应兹度略高于青泥土
,

而与不施肥相反
。

由此看来
,

在泽固定量大的黄泥土上
,

氮

肥的肥劲相对的比较稳而长
,

而固定量小的板浆白上则相对的比较猛
。

此外
,

由于施入氮

量高
,

而水稻在生长初期吸收氮的速率却很小
,

因此
,

氮肥的肥劲也比较长
。

当然
,

如果在

水稻吸收氮的速率较大时施肥
,

可能会表现为猛而短了
。

(二 ) 土级的氮案供应容t

我们献为土壤氮素供应容量是矿厦态氮和能在短期内矿化的氮素总量
,

也就是在一

段时简内的氮素总供应量
。

这里我俩企图寻找土壤氮素总供应量与土壤某极氮含量的表

面关系
。

将不施肥处理 7 月 23 日总供应量减去贰验前土壤 N H 心
一N 后郎为

“
泽矿化量

” ;

泽矿化量占各极氮的比率
,

郎为“
矿化率

. 。

桔果如表 8 。

黄泥土的全氮
、

6 付 H CI 水解氮

以及各种形态氮为基数时表现的
“

矿化率
”
都显著高于其他二种士壤

,

但以 0
.

56 N H CI 水

解中的
“

碱稳定性
”
氮为基数时

,

Rl] 三个生止匕较接近
,

似乎以这部分氮做为不施肥时的供应

容量的相对量度此全氮更好些
。

而如果从全氮估针不同土壤简供应容量的相对大小时
,

应考虑到茬口 和释肥的生长好坏等
,

而从表 8 第二栏来看
,

粘粒合量少的板浆白
,

其全氮

的矿化率似也比粘粒含量多的青泥土高一些
。

枯合供应弦度一段的尉渝来看
,

土壤的氮

表 8 各妞抓的
“

洲七率
”*

(% )

代代 号号 全 氮氮 6 N H C III 6N H C I水水 6N H C I水水 0
.

5 6N H C III 0
一

56N H CIII 0
。

5 6N H CIII N N aO HHH

水水水水解氮氮 解
* *
碱稳稳 解碱不稳稳 水解氮氮 水解** 碱碱 水解碱不不 .*

*
扩散氮氮

定定定定定性氮氮 定性氮氮氮 稳定性氮氮 稳定性氮氮氮

黄黄 不 施施 7
.

222 9
.

888 1 4
.

333 3 0
。

999 2 2
.

666 2 8
.

222 1 1
.

555 9 0
.

222

青青 不 施施 3
。

999 乒
·

555 8
。

444 1 6
。

lll 1 9
.

777 2 7
。

777 6 8
。

777 4 8
.

666

板板 不 施施 4
.

666 6
.

000 9
.

555 1 6
.

333 1 6
.

777 2 5
.

444 4 8
。

666 5 4
.

000

*
将不施肥处理 7 月 23 日土奥氮素总供应量减去拭旅前土奥 N H 。

一N 得到的矿化童
,

除以各极

形态氮(亦扣除了原始 N H一N 含量)即得
“

矿化率
” 。

** 碱稳定性氮本身不包括 N H一N
,

故未从其中诚去土囊 N H :
一N

。

* * *
扩散犯 小时

,

方法觅前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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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供应容量
、

强度及其持擅时简
,

在不施肥时
,

都与全氮中易分解的有机氮含量的关系比

较密切
,

而 0
.

多6N H CI 水解氮
,

特别是其中的
“
碱稳定性

”

氮似可做为易分解性有机氮的相

对指标
,

因此或可用来估针不施肥时不同土壤的氮素供应容量
、

弦度及其持精时简的相对

大小
。

至于施硫酸按后
,

土壤在短期内的总供应氮量 (包括肥效) 牵速到最大固定量及生物

固定态氮的矿化阴题
,

而比较复杂
。

从施肥后 巧 天氮肥的表观回收率来看
,

黄泥土的为

”.6 %
,

青泥土的为 “
.

7 务
,

而板浆白4lJ 达 74
.

4务
,

其比例依次为 0
.

8 : 1 : 1
.

1 ,

而与最大固

定量以及全氮和有机厦合量成反相关
。

这意味着
,

在一个生长阶段中
,

同量的氮肥
,

在最

大固定量大的土壤上
,

对氮素供应容量的贡献比较小
。

土壤中生物固定态氮在短期内不

能大量矿化成矿厦氮[16 .z3]
,

是造成这种拮果的原因
。

粽上所述
,

氮肥对土壤氮素供应容量
、

孩度及其持擅时简的影 响
,

都与土壤对施入氮

肥的固定量和固定速率
,

以及褥折点后的矿化量和矿化速率密切相关
。

因此
,

研究固定量

和速率
、

矿化量和速率与土壤性盾的关系
,

以及水稻对土壤中氮素斡化的影响
,

将可能对

陈永康的因土制宜的施肥原 RlJ 提供一个方面的依据
。

四
、

桔兼和 摘 要

1
.

在拭盼条件下
,

土壤中 N H 。
一N 可以做为植稻土壤氮素供应张度的相对量度

,

但用

不同时简的滓固定速率或滓矿化速率分别加以校正后
,

nlJ 与水稻吸收氮的速率的关系似

更为密切
。

2
.

在不施肥时
, 卜

土壤的氮素供应容量
、

张度及其持擅时简都与土壤全氮含量成正相

关
,

但茬 口 (休阴
、

椽肥及其生长好坏)
、

可能还有粘粒舍量都有一定的影响
。

以半杆推水

解条件水解得到的
“
碱稳定性

”
氮作为估针不施肥时不同土壤的氮素供应容量

、

弦度及其

持按时尚的粽合指标
,

可能比全氮及其他形态有机氮
、

N N a O H 扩散氮为优
。

3
.

硫酸铁施入土壤后
,

在初期进行泽固定作用
,

至一定时简后方斡入滓矿化
,

三种土

块的柳折点时简相同
,

而不受其本身的有机碳
、

全氮含量的影响
。

滓固定速率和滓矿化速

率以及最大固定量与土壤的有机碳
、

全氮舍量成正相关
,

但易分解性有机氮含量高者
,

最

大固定量与有机碳或全氮的比值较低
。

在搏折点后的泽矿化量和速率与裨折点前的泽固

定量和速率成正相关
。

4
.

肥料氮在土壤中趣生物固定后形成 6 N H CI 水解的有机氮
,

其中主要是
“

碱稳定性

氮
” ,

在罄入滓矿化后
,

这部分氮郎迅速诚少
,

握过较筒单的有机氮而部分的矿化成 N H ;
一

N
。

武硫中观察到了在 6 N H CI 水解氮大量减少后
, 0

.

56 N 直Cl 水解氮迅速上升
,

而后这

部分氮又再减少的现象
。

5
.

固定量和速率大的土壤
,

在施肥后初期
,

因固定 N H ,
一N 量较多

,

使初期氮肥对供

应张度的真献小
,

而至斡入滓矿化后
,

又由于净矿化量和速率比较大
,

对当时土壤 N H ;
一N

的补始能力也较大
,

郎氮肥对搏折点后的供应孩度的真献比较大
,

从而造成氮肥在这种土

城上对供应我度的影响相对此较平稳
,

自p“肥劲稳而长
” 。

反之
,

在固定量和速率比较小的

土壤上
,

RlJ 氮肥对供应张度的真献在初期比较大
,

在后期则相对比较小些
,

因而氮肥对这

种土城的氮素供应强度的影响比较猛
,

在本拭盼中
,

由于初期水稻吸收氮的速率很小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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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肥劲也较长
。

但是
,

在献翰中
,

由于固定量大的土壤
,

本身的供应强度亦较大
,

因而施肥后总的供应

张度始格高于固定量小
、

本身供应张度低的土壤
。

6
.

氮肥的表观回收率与最大固定量和土壤全氮
、

有机碳成反相关
。

这表明氮肥在不

同土壤上对供应容量的真献是不同的
,

最大固定量愈大(或全碳
、

全氮愈高 )
,

胃献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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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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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a m o u n t o f m a x im u m n e t im m o biliz ed N

,

w hic h 15 p a r alle l to the n e t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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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x im u m r a te o f 6N H CI hyd r o lysia b le N

c o in eid e s w ith the t u rn in g Po in t o f the c u rv e
.

A t the s a m e tim e ,
the 0

.

5 6 N H CI h yd r o -

lysia ble N v a r ie s slig htly
,

A ft e r t u r n in g p o in t
,

th e c o n te n t o f 6N H CI h yd r o lysia ble N

d r o p s r aPidly to its o rig in a l lev e l
,

b u t the 0
.

5 6N H C I hyd r o lysia ble N in c re a se s sig n i
-

fic a n tly a t firs t a n d the n d e er e a s e s in the s a m e w a y (Fig
.

2一7)
.

3
.

Th
e r e c o v e汀 o f fer ti liz er N

, a s e stim a t ed by the d iffe r e n c e fr o m fe r tiliz e d t re a t
-

m e n t a n d c o n tr o l 15 in a n eg a tiv e c o r r ela tio n w ith the m a x im u m n e t im m o biliz a tio n i
.

e
.

t he im m o bili: ed N 15 le ss m in e ra liz a ble w ithin a sho rt p e rio d
.

T he n itr o g e n s u p p lyin g

c a Pa c ity o f c o n tr o ls 15 a PP ro x im a te ly Pa r a llel to the to t找1 n itr o g e n c o n te n t o f th e 5 0 11
,

b u t the m in e r a liz a tio n ra t e o f 50 115 15 Po sit iv ely c o r r ela ted w ith the r a tio o f
“ alk a li

s ta ble
, ’

N in 0
.

5 6N H CI hyd r o lys a te o v e r th e t o ta l o r g a n ic n it r o g e n o f the 5 0 11
.

4
.

T he n itr o g e n s u p p lyin g in te n s ity a n d it s p e r sist e n e e a r e c o n fo r m a ble to the n itro
-

g e n su p p lyin g c a p a c it y
.

T he in e r em e n t o f th e n it ro g e n su p p lyin g in t e n sity a n d it s p e r si。
-

t e n c e d u e t o fe r tiliz a tio n ,

ho w e v e r , a r e n e ga tiv ely e o r re la t ed w ith th e n itr o g e n s u p p lyin g

in te n sity o f c o n tro ls b e fo r e tu r n in g p o in t
, a n d p o sitiv e ly a fte r it

.

A s r e v e a le d by the P r e s e n t in v e st ig a tio n ,
the im m o biliz a tio n 一r em in e ra liz a tio n p ro c e ss

15 a n im p o rt a n t fa c to r g o v e r n in g the n itr o g e n su PPlyin g s ta t u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