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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土壤磷案状况的研究
*

傅明华 承友松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土城肥料研究所)

根据几年来的调查研究
,

上海地区土壤中全磷含量一般在 0
.

13 一0
.

18 书
,

主要几种土

城的全磷 t 如表 l。 不同土壤的有效磷量 (0
.

5M N aH c q 溶性磷)
,

根据 56 个标本的测

定结果
,

=> 2 2即m (巧0 ,

) 占 3 5
.

7拓
, 12一 2 2 p p m 为 4 4

.

6多
,

< 12即m 是 19
.

7务
。

所以一

般来说
,

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壤有效磷含量在中等水平以下
,

作物对磷肥反应较明显
,

五分

之一的土壤严重缺磷
。

因此近年来上海郊区
,

特别是一些高产单位对施用磷肥非常重视
。

表 l 上海地区各种土镶全 . 含I 状况 厂P
:
0

,

,

土土 城城 全 磷磷 幅 度

⋯⋯
土 壤壤 全 磷磷 幅 度度

(((((% ))))))) (% )))))

沟沟千泥泥 0
.

1斗6 (2 6 ))) 0
。

10 0 一0
。

1 7555 青紫泥泥 0
·

15 3 (3 5 ))) 0
.

1 1 5一 0
.

18 555

黄黄泥头头 0
.

1 7 1 (1 8 ))) 0
。

13 0 一0
。

2 2 000 青黄泥泥 0
.

16 5 (1 5 ))) 0
。

1 3 0一 0
.

1 8 888

夹夹沙泥泥 0
.

1 8 1 (2 1 ))) 0
。

1 35 一0
。

2 2 000 青泥土土 0
·

13 3 (5 ))) 0
.

1 1 0一 0
。

1 4 555

沙沙 泥泥 0
.

1 76 (6 ))) 0
。

16 0一 0
。

19 000 小粉泥泥 0
.

16 4 (6 ))) 0
。

12 0一 0
.

1 7000

注: 1
.

括号内是统计样本数 : 2
.

青黄泥即为西部地区黄泥头 :青泥土即为荡田青紫泥
。

但由于对土壤磷素状况了解不够
,

造成施用不当
,

浪费很大
,

效果不高
,

而成本却很高
。

为

此
,

搞清土壤磷素的形态组成
、

固定
、

转化以及磷肥的有效条件等等
,

对合理施用磷肥
、

培

育高产土壤具有重要意义
。 19 7 7一 19 7 8 年我们对上海郊区的土壤磷素状况进行以下几

方面的研究
。

一
、

土壤的磷素形态

我们应用张守敬等提出的分级磷方法(杰克逊
, 1 9 6 4 )

,

测定结果见表 2 。

表 2 结果表

明
,

土壤中磷的形态以无机磷为主
,

有机磷含量相对较少
,

除青紫泥外
,

其它土壤无机磷都

占全磷量的 90 关 以上
。

青紫泥由于土壤多呈过湿状态
,

嫌气环境有利有机质积累
,

因此

有机磷相对较高
,

无机磷占全磷 80 一85 外
。

在无机磷中
,

磷酸钙一般占全磷的 50 多以上
,

占无机磷的 60 多
。

而磷酸铁和磷酸铝含量较低
,

二级总量仅占全磷的 8一 15 务左右
,

占

无机磷的 10 一 18 务
。

闭蓄态磷一般占全磷的 20 一30 外
,

占无机磷的 22 一30 外
。

土城中磷酸钙的化学形态是多样的
,

不同化学形态在作物营养上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

不少资料已证实在土壤中有磷酸一钙
、

磷酸二钙
、

磷酸八钙和磷灰石类矿物(如氢氧磷灰

.
汪寅虎

、

顾仲兰同志也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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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土城中礴亲形态分组情况 (PP m , P
:
o

,

少

地地 点点 土城城 全全 A 卜 PPP F e一PPP C 盆一PPP 闭蓄态磷磷 无机磷磷 有机确确

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
含含含含含含 占无机机 占全全 含含 占无机机 占全全 含含 占无机机 占全全 含ttt 占无机机 占全全

引丝丝鱼⋯丝丝ttttttttttt 磷%%% 磷%%% 最最 磷%%% 磷%%% 最最 磷%%% 磷%%% 3 7 111 磷%%% 磷%%%些}鳖鳖竺{丝丝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777 5 111111111111111111111 8 1 1111111111111111111 3 2 999 2 8
。

000 2 3
.

666

坚!鳖鳖里{竺竺
青青浦县县 青紫泥泥 1 5 7 333 8 999 6

。

77777 3 999 3
。

999 3
。

222 70 999 6 1
。

333 5 1
.

666 7 999 2 8
。

666 2 3
。

000

竺}翌翌竺}翌翌
城城东大队队 青泥土土 14 2 999 7 33333333333333333 2 1斗斗 3

。

444 2
。

777 8 1 333 6 1
。

777 4 9
。

666 3 0 555 6
。

弓弓 5
.

111

翌}坐坐竺}竺竺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5 4 111 7 999 6

.

444 5
。

111 1 4 555 1 7
。

555 13
。

999 9 0 333 6 9
。

666 5 ,
。

444 4 5 777 2 0
。

333 1 8
。

444

竺{翌翌竺}竺竺
金金山县县 青黄泥泥 1 6 5 666 13 888 6

。

444 5
。

111 1 0 888 9
.

777 8
。

888 97 222 6 0
。

222 54
.

,,, 2 6
.

777 2 4
。

666

翌{翌翌兰}竺竺
八八二大队队队 1 8 5咋咋 1 6 555 9

。

222 8
。

333 斗888 6
。

333 5
.

888 8 1777 5 6
。

888 5 2
。

4444444 2 5
。

000

暨{竺竺竺{翌翌

888888888 99999999999999999 1 3 333 3
。

777 3
。

呼呼 5 6 88888888888 3 0
.

555

翌}里里竺}竺竺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666 8
。

99999 1 0
。

333 3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弓l
。

999

竺}翌翌竺四四
金金山县永永 青黄泥泥 l呼1 99999 6

。

999 6
。

33333 7
。

333 6
.

11111 6 2
。

555 37
.

666 3 5444 2 7
。

111 2 5
.

555

竺}些些竺}竺竺久久大队队队 16 4 77777777777 6
.

4444444 4 3
。

888 3 4
。

555 5 0 222 3 8
.

777 2 0
。

000

翌}翌翌纠丝丝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6 2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7
。

333333333333333 2 7
。

777 ‘7 2‘}
9 3

·

222 12 , } 6
·

旧旧

松松江县县 青紫泥泥泥 9 333 7
。

222 5
.

77777 7
.

222222222222222222222

古古松种子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9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444444444 444 3

。

333 2
。

777 9 9999999 6 8 666 5 0
。

777 4 2
。

111 5 2 000 3 8
。

444444444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11 3
。

777 3
。

555 1 0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4 斗999 2 7
。

lllllllll南南汇县县 夹沙泥泥 17 5 888 6 444 4
。

333 3
.

888 1 0 99999 6
。

000 1 0 3 555 6 2
。

666 58
。

999 3 3666 2 2
。

666666666

人人民大队队 沟干泥泥 1 6 8000 5 999 5
。

333 3
。

444 8 00000 6
。

555 97 2222222222222222222 未检出出 2 9
。

8888888881111111 7斗111 8 888 5
.

111 4
.

888 16 888888888 6 ,
。

444 57
。

999 5 1 22222222222

1111111 8 4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666 9 7 444 8 7
.

000 55
.

9999999999999

嘉嘉定县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9
。

111 9 5 222 55
。

333 5 1
.

6666666666666

行行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衰 3 土族无机礴形态分组测定结果

土土样编号号 土 城城 全磷%%% e a 一p (p p
, n
))) }.A

,一p
、、

}介
P
、、

}}}}}}}}}}}}}}}}}}}}}}}}}}}}}}}}}}}}}}}}}}}}}}}}}}}}}}}}}}}}}}}}}}}}}}}}}}}}}}}}}}}}}}}}}}}}}}}}}}}
、p p m 夕夕 } 弋p p m 少少

全全全全全全 磷酸一
,

二钙钙 磷酸三钙钙 磷灰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含含 占占 含含 占占

含含含含含含最最 占全全 占全全 含量量 占全全 占全全含ttt 占全全 占全全 最最 全全 ttt 全全

磷磷磷磷磷磷磷%%% 钙%%%%% 磷%%% 钙%%%%% 磷%%% 钙%%%%% 磷磷磷 碑碑
%%%%%%%%%%%%%%%%%%%%%%%%%%%%%%%%%%% %%%

777 80 0 333 沟干泥泥 0
。

1 8 777 1 15 555 5 0
。

333 2
.

777 斗
。

444 1 6 5
。

222 8
。

888 l斗
。

333 9 3 999 5 0
.

111 8 1
.

333 30
。

333

777 80 0 444 青紫泥泥 0
。

1 6 777 9 3 555 3 9
。

222 2
。

444 4
。

222 1 4 0
。

333 8
。

斗斗15
。

000 7 5 555 4 5
。

333 8 0
。

888 3 5
。

999

777 8 0 0 888 青泥土土 0
。

1 2 444 9 0 666 12 5
。

斗斗 10
.

111 1 3
.

888 1 4 6
。

333 11
。

888 16
。

222 6 3 444 5 1
。

333 7 0
。

000 50
。

888

777 8 0 0 999 沟干泥泥 0
。

1 9444 1 4 0 888 2 1 3
。

555 1 1
。

000 1 5
。

222 2 8 8
。

999 1斗
。

999 2 0
。

555 9 0 666 斗6
。

888 6 4
。

333 39
。

333

777 8 0 1 555 黄泥头(青黄泥))) 0
。

1 5000 9 8 444 1 7
。

999 1
.

222 l
。

888 8 6
。

999 5
。

888 8
。

888 8 7 999 5 8
.

666 8 9
。

333 , , ,,

777 8 0 1 666 黄泥头(青黄泥))) 0
。

1 6666 1 2 1 000 4 6
。

777 2
。

888 3
。

999 17 9
。

lll 1 0
。

888 1 4
。

888 9 8 444 5 9
。

lll 8 1
。

33333333333777 8 0 1 777 黄泥头(青黄泥))) 0
。

17 222 1 1 2 }}} 9 5
。

000 5
。

555 8
。

555 1 0 0
。

999 5
。

999 9
。

000 9 2 555 5 3
。

777 R , 气气3 5
。

222

777 8 0 2 333 青紫泥泥 0
。

2 0 888 12 0 888 5 7
。

222 2
。

888 咯
.

777 , , , qqq 10
。

777 1 8
。

555 9 2 888 4 4
.

7777777777777 2 1
。

555

777 8 0 2 999 夹沙泥泥 0
。

18斗斗 1 2 3 555 2 2
。

000 l
。

222 l
。

8888888888888 13
。

333 1 9
。

777 9 6 999 5 2
。

888 7 6 ‘888 5 9
。

666

777 8 0 3 222 夹沙泥泥 0
。

2 0 222 1咚2 777 7 5
。

777 3
。

777 5
,

333 2 4 3
。

555 1 1
。

斗斗1 6
。

lll 1 1 2 111 5 5
。

444 7 8
。

555 2 9
。

222

777 8 0 3 333 夹沙泥泥 0
。

15 666 1 1 5 222 1 9
。

lll l
。

222 l
。

777 2 30
。

111 1 1
。

999 1 6
。

222 9 4 777 6 0
。

555 7 8
。

666 4 1
。

888

111111111111111118 6
。

44444444444 R , ,, 2 5
。

555
}}}}}}}}}}}}}}}}}}}}}}}}}}}
~ ~

’
一lllll

石
、

氟磷灰石 )等
,

其中磷酸一钙
、

二钙对作物是有效的
,

而磷灰石对作物的效果一般较小

(黎耀辉
, 1 9 6 4 )

。

为此我们又应用 H A c一N H 尹一N a 0 H一H声。
。

循序浸提法
,

用三种浸提剂把磷酸

钙细分为三组。。 分析结果表明 (表 3 )土壤中磷酸钙绝大部分是以磷灰石类的形态存在
,

l) 浙农大土坡教研组编
,

19 7 5: 土坡中无机磷分组的系统侧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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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占到全磷酸钙形态的 70 一 80 务左右
。

磷酸一钙和二钙一般都在 10 拓 以下
,

其他

的钙盐占 15 一20 多
。 用此法测定的磷酸钙含量一般要占全磷 的 60 一70 务

,

而 Al 一P 和

F扮
,
P 二级含最一般只占全磷的 4一8 务

。

据统计
,

磷酸钙总量与土壤全磷含量有显著相

关
,

相关系数
, = 0

.

6 9 * 。

而磷灰石类与磷酸三钙二级与土壤全磷含量的相关系数
犷 ~

0. 7 2 . * ,

达到非常显著相关水平
。

二
、

土壤对磷素的吸收
、

固定和转化

不同土壤由于其性质不同
,

它对磷酸的吸收能力也是不同的
。

我们测定的方法是 :

称 20 克土样
,

加 1 00 毫升 45
.

sp p m (巧0 ,

) 的 K H 护o. 溶液
,

振荡
,

放置 24 小时(其间多

次振荡)
,

过滤
,

测定滤液中的磷
,

测定结果见表 4 。

其结果表明吸收磷酸的能力依次为青

表 4
、

不同土族. 欲吸收能力洲定结果

拍拍号号 土坡坡 磷酸吸收力
___

平均均 粘拉拉 相关系数数 有机质(% ))) 相关系数数
ppppppp : 0

,

(毫克 / 10 0 克))))) (< 0
.

0 0 1 毫米)))))))))
%%%%%%%%%%%%%%%%%%%

7778 0 0 444 青紫泥泥 2 1
。

777 2 1
。

555 户户 尸= 0
。

9 9 4 * *** 5
。

0 666 尸‘0
.

8 6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

0000000000000000000

777 8Q2 33333 2 1
。

222222222 5
。

3 55555

77780 0 333 沟干泥泥 19
。

222 1 9
。

lll 1 8
。

00000 2
。

0 00000

777 800 99999 19
.

000000000 3
。

0 斗斗斗

777 80 1555 黄泥头头 18
。

666 1 8
。

lll 巧
。

斗斗斗 1
。

755555

(((((((((((青黄泥)))))))))))))))))))))))))))))))))))))))))))777 80 166666 17
。

777777777 l
。

7 99999

,, 8 0 3 333 夹沙泥泥 1 5
。

lll 15
。

111 10
.

00000 1
.

4 11111

衰 s 不同土镶固定礴吸的能力 (% )

土土 坟坟 培 养 天 数数

22222 天天 7 天天 1 9 天天 2 8 天天 6 1 天天

提提提取率率 固定率率 提取率率 固定率率 提取率率 固定率率 提取串串 固定率率 提取率率 固定率率

青青紫泥泥 5 7
。

444 4 2
。

777 5 0
。

222 4 9
。

888 3 9
。

呼呼 6 0
。

666 3 8
。

222 6 1
。

888 2 6
。

999 7 3
。

lll

沟沟干泥泥 62
。

777 37
。

333 5 8
。

111 4 1
。

999 4 7
。

QQQ 5 3
。

000 今5
。

444 5 4
。

666 3 6
。

999 6 3
。

111

费费泥头(青黄泥))) 6斗
。

000 36
.

000 5 6
。

333 4 3
。

777 4 3
。

333 5 6
。

777 弓3
。

666 5 6
。

555 3 0
。

222 6 9
。

888

...

夹沙泥泥 7 4
。

111 2 5
。

999 6 7
。

888 3 2
。

222 5 5
。

333 今4
一

777 5今
。

333 今5
。

777 4 4
。

777 5 5
。

444

注 : 5 月 3 1 日开始培养
。

紫泥
、

沟千泥
、

黄泥头
、

夹沙泥
。

统计表明
,

影响土壤磷酸吸收能力的因子与土壤粘粒
、

有

机质含最成正相关
。

但土壤对磷酸的吸收能力并不能完全反映土壤对磷素的固定能力
。

为此
,

我们应用

同位素 匆 标记方法
,

对四种主要土壤的固磷能力进行侧定
。

具体方法是
:
用 5 克土样

,

加 100 p p m (巧O, ) K H :

印q lo 毫升(代表施人肥料磷
,

放射强度为 ” 微居里)
,

进行淹水

培养(代表水田土壤)
,

然后每隔一定时间用 0. 5M N aH COs 浸提土壤中有效磷
,

用切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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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辐射计数法测定有效磷放射性强度 (王遗宝等
, 1 9 7 8 )

。

同时测定标准放射性样品
,

从

而计算出 o
.

SM N aH c O ,

溶性肥料磷的提取率
,

用 1 00 减去提取率
,

即是土壤固定肥料磷

的百分率
。

测定结果见表 5
。

由表 5 可见
,

随土壤培养时间延长
,

土

壤对施入的肥料磷的固定率逐步增大
,

四

种土壤固磷能力以青紫泥最高
,

其次为黄

泥头和沟干泥
,

夹沙泥最小
。

当磷肥施入

土中 19 天内
,

土壤固磷率上升较快
,

19 天

后土壤固磷率的增加逐渐缓慢 (图 1 )
。

磷肥在水稻土中的形态转化
,

以同样

四种土壤的盆栽试验进行
。

每盆施
3
牛 标

记的过磷酸钙 10 克
,

然后在水稻不同生育

期
,

分析土壤中各种形态的磷 (水溶性磷
、

A
I-P

、 Fe- P 、 C a一P)
。

试验初步结果表明
,

肥料磷施入土壤后
,

短期内有一些水溶性

磷存在 (表 6 )
,

但初期大部分是以磷酸铝

的形态存在
,

以后除夹沙泥外
,

其余三种土

壤的磷逐渐向以 Fe- P 的形态为主
,

夹沙

泥中的磷大部分转化为 C a一P ,

最后四种土

壤中提取出的肥料磷含量大部分是以 C a -

节 50

nU通�

称哥徊

1 0 2 0 3 0 40

培养天数 (天 )

50 60

l

—
萝= 4 1
.

斗+ 1
.

0 3 x r = 0
.

9 9 3

2

—
y= 3 4
.

3 + 1
.

1 9x r = 0
.

9 9 6

3

—
y= 3 5
.

5 + 0
.

9 2x 尸= 1
.

0 0

4

—
y = 2 4
.

1 + 1
.

0 9x r = 0
.

9 9 9

s

si
y二5 4
.

0 + 0
.

3 lx r = 0
。

9 9 3

6

—
y= 4 8

。

8 + 0
.

3呼x r = 0
.

9 7 6

7

—
y= 咭8
.

1 + 0
.

2 5 x r = 0
.

9夕8

8

—
y= 3 9
.

1 + 0
.

2 7 x 犷二0
.

9 9 3

图 1 不同土壤固磷率

农 ‘ 肥料礴在土镶中转化状况

土土 坡坡 测定日期期 水溶性磷磷 A 卜PPP F
e 一 PPP C a ~ PPP

((((( 月
·

日 ))) ( 毫克 /盆 )))))))))))))))))))))))))))))))))))))))))))))))))))))))))))))))))))))
毫毫毫毫毫克 /盆盆 占提出磷%%% 毫克/盆盆 占提出磷%%% 毫克/盆盆 占提出磷%%%

黄黄泥头头 8
.

1888 4 7
。

222 7 5 6
.

111 5 8
。

888 呼6 9
。

555 3 6
。

555 6 0
.

555 斗
。

777

(((青黄泥 )))))))))))))))))))))))))))))))))))))))))))))))))))))))))))))))))))))))))))))))))))))))))))
99999

。

2 222 痕迹迹 2 9 3
。

777 3 0
。

444 5 8 1
。777 6 0

。

222 9 0
。

999 9
。

444

11111 0
。

3 11111 1 1 3
·

555 2 4
。

000 1
.

555 2
。

666 4 1
。

444 7 3
。

555

青青紫泥泥 8
。

1 888 1 9
。

777 6 6任
。

222 斗8
。

000 5 7 1
。

777 4 1
。

333 1 4 9
。

333 1 0
。

888

99999
。

2 222 痕迹迹 8 9
.

888 15
。

555 4 0 2
。

888 6 9
。

666 8 5
。

999 14
.

888

11111 0
。

3 11111 痕迹迹 000 8
。

666 1 6
。

666 4 3
。

333 8 3
。

斗斗

沟沟千泥泥 8
。

1 888 2 9
。

000 6 7 1
。

555 5 1
。

888 4 9 3
。

999 3 8
。

lll 1 3 0
。

777 10
。

111

99999
。

2 222 痕迹迹 2 2 0
。

000 2 3
。

222 5 0 0
。

666 5 2
。

777 2 2 8
.

999 2礴
。

lll

111110
。

3 111 痕迹迹 1 1
。

999 1. 8
。

444 1
。

111 1
。

777 5 1
。

666 7 9
。

999

夹夹沙泥泥 8
。

1 888 89
。555 6 1 9

。

000 5 0
。

888 2 8 5
。

333 2 3
。

444 3 13
。

888 2 5
。

333

99999
。

2 222 痕迹迹 1 3 5
。

999 1 6
。

000 1 0 9
。

333 12
。

999 6 0 4
。

666 7 1
。

222

11111 0
。

3 11111 1 0
。

666 7
。

lll 4
.
777 3

。

lll 1 3咭
。

999 8 9
。

888

注: 8 月 6 日施人磷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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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形态为主
。

这进一步说明上海土壤中的磷
,

是向磷酸钙方向转化
。

三
、

对有效磷的估价

1
.

有效价

过去几年我们曾用 T r o u g 法 (0
.

0 02 N H声0
月

浸提) (中国农业科学院江 苏 分 院
,

1 9 6 0) 和 ol se n
法 (0

.

5 M N aH e q 浸提) (杰克逊
, 19 6 4 ) 测定土壤有效磷

。

实践证明

后者反映较好
。

因此我们应用 ol se n
方法

,

根据群众反映的土壤肥力高低状况
,

测定了不

同土坡的有效磷量
,

计算出 F值
,

检验差异显著性的结果见表 7
。

统计表明
,

不同土壤肥

力状况反映在 。玩
n
法测定土壤有效磷上的差异是显著的

。

表 7 不同肥力水平土镶有效价含, (PP。
, P, 0

,

)

地地 点点 土坡坡 肥力水平平 有效磷
}}}

地 点点 土坡坡 肥力水平平 有效碑碑

南南汇县新场公社社 黄泥头头 上上 ‘6
·

,

}}}
南汇县黄路公社社 夹沙泥泥 上上 18

。

444

杨杨辉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海沈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中中中中中 ‘,
·

,

{{{{{{{
中中 12

。

lll

下下下下下 , ,
·

,

}}}}}}}
下下 1 4

。

000

川川沙县黄楼公社社 黄泥头头 上上 “
·

,

l⋯⋯
南汇县万祥公社社 夹沙泥泥 上上 11

.

777

黄黄楼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新三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中中中中中 ,‘
·

,

1111111
中中 9

。

444

下下下下下 ‘,
·

0

}}}}}}}
下下 8

。

777

奉奉贤县江海公社社 沟干泥泥 上上 4 7
。

222 金山县枫围公社社 青紫泥泥 上上 3 0
。

999

建建国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新华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中中中中中 , 2

·

6

⋯⋯⋯⋯
中中 2 5

。

lll

下下下下下 , ,
·

,

⋯⋯⋯⋯
下下 13

。

444

上上海县纪王公社社 沟干泥泥 上上 , ,
·

“

{{{
宝山县顾村公社社 沙 泥泥 上上 4 6

。

lll

纪纪王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羌家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中中中中中 , ,
·

“

}}}}}}}
中中 2 1

。

lll

下下下下下 ,
·

,

}}}}}}}
下下 8

。

777

注 : 1
.

F二4
·

3弓 (F
o

.

。一= 3
.

4 7 )
,

2
。

0
。

SM N a H C O ,

提取
。

在水稻产t 上
,

用 Ol se n
法测定的土壤有效磷也是较令人满意的

。

根据原定的标准
,

含有效磷在 12 p , 旧 (P
: O ,

) 以下的土壤对作物磷素的供应总是不足的
,

23 pp m 左右是中

等水平但并不能满足高产的要求
,

含 S OpPm 以上的土壤施用磷肥通常是没有明显的增产

效果
。

在青浦县周家港大队的试验统计证明 (表 s)
,

有效磷含量从 6
.

9一26
.

2 pp m 左右
,

土壤有效磷盘与产量的相关系数为 0
.

8 94
,

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

其中从 6
.

g pp m 分别提高

到 巧 p pm
,

其含里与产盆的相关系数为 0
.

9 7 7 ,

也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

而有效磷含量在 20

ppm 以上者(金山县八二大队)和产量的相关性就不显著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土肥植保所

土壤组
, 19 7 8 )

。

由上说明
, 0 .5 M N aH c o ,

浸提土壤有效磷是基本上能反映上海地区土

坡有效磷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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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土城有效礴与早稻产t 关系

地 点
有效磷

(P
:
o

, , n p m )
产量

(斤 /亩 )
相关性 地 点

有效碑
(p

:
o

, , p p m )
产里

(斤 /亩)
相关性

6
。

9 5 2 3 2 0
。

9 10 5 0

妥.z’
’

}
, 87

2 6
。

l 9 80

1 1
。

7

1 3
。

7

6 94 4 2
。

9 10 0 9

青浦县朱家

角公社周家

港大队

7 1 8 r

= 0
。

8 9 4 * * 金山县金

卫公社八

二大队

4 1
。

月 10 2 7

二三二⋯二三二
一二兰工一}- 兰址

一

2 1
。

3 1 7 5 1

无相关
r = 0

。

9 7 7 * * 弓6
。

4 9 8 9

2 9
。

5 1 0 1 9

表 , 土壤有效磷总t (p卜m
, P夕

,

)

编编 号号 上 壤壤 有效磷磷 有效磷总 量量

⋯
, 、、 土 坡坡 有效磷磷 有效磷总ttt

XXXXXXXXX yyyyyyy 万万 夕夕

777 8 0 0 444 青紫泥泥 2 9
.

999 5 0
。

999

}
’8”‘555 黄泥头头 2 1

·。

888 3 5
。

333

(((((((((((((((((((((((((((((((((((((((((((((((青黄泥)))))))))))))))))))))))))777 8 0 2 33333 呼0
.

666 6 2
。

lll

}
’8。“““ 3 1

。

999 4 6
。

999

777 8 0 0 333
‘

沟干 泥泥 10
.

666 15
。

555

}
’”。, ,, 夹沙泥泥 3 2

。

888 4 6
.

555

777 8 0 0 99999 3 5
。

777 5 1
。

333

}{
, 8。, ,,, 3 3

。

333 4 1
。

999

表 10 土城连续没提有效礴总l (PP m , P, 0
,

)

编编 号号 土 壤壤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总和和

777 8 0 0 444 青紫泥泥 2 2
。

000 17
。

222 15
。

333 1 1
。

555 1 1
。

555 1 3
。

斗斗 9
。

666 1 0 0
。

555

777 8 0 2 33333 4 7
。

888 2 3
。

999 1 4
。

333 12
。

444 1 1
。

555 9
。

111 7
。

666 12 6
。

666

777 8 0 0 88888 2 1
。

lll 19
。

222 14
。

斗斗 13
。

弓弓 1 1
。

555 9
。

666 9
。

666 9 8
.

888

777 8 0 0 333 沟干泥泥 2 1
。

222 10
.

666 5
。

999 4
。

777 2
。

斗斗 0
。

66666 4 5
。

斗斗

777 8 0 0 99999 斗1
。

888 2 8
。

555 20
.

000 1 6
。

222 1 4
。

333 1 2
。

斗斗 1 1
。

444 14 4
。

666

777 8 0 0 22222 9
。

444 4
.

777 9
。

444 3
。

555 3
。

555 1
。

22222 3 1
。

777

777 8 0 1 555 黄泥头(青黄泥 ))) 2 1
.

777 1 3
。

222 1 1
。

333 8
。

555 9
。

444 5
。

777 牛
。

777 7 4
。

555

777 8 0 1 66666 30
。

333 2 0
。

888 1 4
。

222 1 7
.

000 8
。

555 5
。

777 7
。

555 1 0 4
.

000

777 8 0 177777 3 3
。

111 2 1
。

777 1 5
。

111 1 1
。

333 9
。

555 8
。

555 9
。

555 1 0 8
。

777

777 80 2 999 夹沙泥泥 2 9
。

000 1 8
。

777 9
。

444 9
。

444 7
.

555 6
。

666 7
。

555 8 8
。

lll

777 80 3 22222 5 7
.

000 2 4
。

333 巧
。

444 14
。

000 15
。

999 8
。

斗斗 8
。

444 14 3
。

444

777 80 3 33333 33
.

666 1 5
。

000 7
。

555 5
。

666 七7
。

555 5
。

666 6
。

111 8 0
。

999

2
.

有效礴总储t

为了进一步了解土壤有效磷的总量
,

我们应用同位素稀释法来测定土壤中有效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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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t (索科洛夫
, 19 6 0)

,

测定结果见表 9 。 用同位素稀释法测定有效磷总量与用化学

法测定的有效磷含盆相关性非常显著
, 尸 ~ 0. 95 6 *

气 相关方程为 扒。二
) ~ 1

.

8 86 +

1
.

4 1 8 截。 .
n . . 建有位一 )o

根据进人浸提液中磷酸盐有重新沉淀的可能
,

我们还采用一种浸提剂连续浸提的方
’

法来估计土壤中有效磷的总储量 (表 1 0)
。

试验结果表明上海地区一般土壤经过七次连

续浸提
,

土壤中有效磷含量就极微了
。

我们把七次测定量的总和称为土壤有效磷的总储

t
。

有效磷总储盘与一次测定的含量相关性也极好
, , ~ 0

.

8 4 8*
. ,

相关方程

y( . 续 . 提有效 . 总t) ~ 2 6
.

8 0 十 2
.

2 3 9 丸峨
.
朋

彼 . 总t)
。

用以上二种方法测定土壤有效磷的总储量
,

连续浸提法的绝对值要高于同位素稀释

法
,

两法的相关性也很好
, , ~ 0

.

8 7 1* * 。

我们认为应用连续浸提法测定有效磷总储量
,

较

能反映土坡有效磷的含量状况
。

连续浸提的有效磷总量与土壤无机磷中磷酸一钙二钙
、

获, P
、

川一P 的形态含量总和相关较好
, , ~ 0

.

5 9 * 。

说明如果土壤中这些形态的磷酸盐

含t 高
,

而有效磷含最也较高
。

四
、

合理施用磷肥的几点建议

1
.

因土施礴
,

巷免, 目性

根据同位素 印在几种不同土壤上磷肥盆钵试验表明
,

作物磷肥的吸收利用率与土壤

中有效磷含最成负相关
,

即土壤中有效磷含量越高
,

作物吸收磷就越少
,

从而磷肥的利用

率就越低
,

浪费越大
。

反之
,

土壤中有效磷含量越低
,

作物吸收肥料磷就越高 (表 1 1)
。

因

此
,

在施用磷肥时
,

要考虑土壤中磷素供应水平
,

决定磷肥的施用
。

另外
,

从土壤含有效磷

与早稻产t 相关性来看
,

土壤有效磷含量在 23 p
Pm 以下

,

施用磷肥都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

有效磷在 23 一SOp pm 之间
,

施用磷肥增产不明显 ; 有效磷在 50 p p m 以上
,

土壤供磷丰富
,

就不必强调磷肥的施用
,

即使施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亦差
。

因此
,

在目前磷肥供应不 足的

情况下
,

应把有限的磷肥施用在更缺磷的土壤上
。

衰 11 土族有效礴含t 与水稻吸收肥料礴的关系 〔P
:
0

,

)

地 点

金山县八二大队

青浦县城东大队

书定县徐行大队

南汇县人民大队

土坡中有效磷含t (p p m ) 吸收肥料磷量(毫克 /盆)
’

6 7
.

,
” ” ’. ’

{
: 1

.

‘

2 5
。

6

巧
。

2

3 9
。

4

35
。

1

6 6
。

5

32
。

3

乙 , 点放在早作上

上海地区耕作制度以麦一稻一稻和粮一棉为主的水早轮作制
,

水田回旱之后
,

由于千

湿交替的作用
,

难溶性的高价磷酸铁和闭蓄态磷含量的增加
,

降低了土壤中有效磷的含

t
,

而演水后可以导致这部分磷素有效性的提高 (蒋柏藩等
, 19 6 3 )

。

试验和生产实践表

明
,

在早田作物上施用磷肥效果更为突出
。

因此
,

在磷肥施用时
,

不要每季作物平均施

用‘而应把重点放在旱作上
。

同时
,

对低洼曦田和二熟制绿肥茬早稻也应注意磷肥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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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3
.

改进方法
,

减少土城固定

根据试验
,

肥料磷施入土壤后
,

随着时间的延长
,

有效磷逐渐转化为难溶性磷
,

最后转

化为磷酸钙类型为土壤所固定
。

因此
,

减少磷肥与土壤接触的机会
,

是提高磷肥利用率行

之有效的方法
,

应值得提倡和推广
。

例如磷肥掺入有机肥料混合施用
、

条施
、

穴施和集中

秧田施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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