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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水稻土有效磷测定方法的研究

史陶钧 朱荫谓 鲁如坤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土壤有效磷的测定是合理施用磷肥的重要依据之一
。

土壤中磷素含量的局部变异较

大
,

不同的田块常不相同 ; 加之各种作物对土壤磷素的要求也不一样
。

因此
,

选择能够较

好地反映土壤有效磷水平的化学方法
,

在当前生产上是有一定意义的
。

一 方 法 比 较

我们比较了通常认为较好的四种土壤有效磷的测定方法
。

这四种方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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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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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为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

不同利用年限和不同肥力的水稻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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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作物为水稻
。

肥料用量在施氮
、

钾肥的基

础上
,

每亩施钙镁磷肥或过磷酸钙 50 斤(约相当于 P 20 5 8 斤/ 亩)
。

磷肥全部作基肥施用
。

表 1 列出了四种方法所测得的土壤有效磷含量及磷肥对水稻的增产效果
。

表 1 不同方法所测得的土族有效磷含t 及礴肥对水箱的增产效果

有效磷含量 (P
, p p m ) 稻谷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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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量的实践和产量曲线
,

我们可以推断土壤有效磷含量和作物增产量之间的相

关性质
,

应该是指数函数
。

我们根据曲线的性质
,

选了三种可能的曲线函数进行统计
,

其

四种方法所测得的土壤有效磷含量与每亩稻谷增产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列于表 2 。

衰 2 应用三种曲线函数统计的土城有效礴含t 与增产t 的相笑系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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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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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H c q 法测得的有效磷含量与水稻每亩增产 量 之 间 的关系以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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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土坡有效磷含最与水稻增产量的回归曲线

在我们的试验条件下
,

用 Na H c o ,

法

测得的土壤有效磷含量与水稻增产量之间

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 ~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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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

而其他三个方 法均 无 显 著相关

性 (p > 0
.

0 5 )
。

可以认为
,

N a H Cq 法可

以较好地反映土壤磷素的供应状况
。

ol sen 法本来是设计用于石 灰 性土壤

上的
。

因为在碱性条件下
,

可以抑制钙的

活度
。

此后大量研究证明
,

这一方法不仅

可用于石灰性土壤
,

而且也适用于中性和

微酸性土壤
。

对于酸性水稻土也证明该法

是一个较好的方法 (W
a lm l即

,

19 7 3 )
,

其主

要特点是它能较好地反映土壤中磷酸铁部

分
,

而磷酸铁盐已证明是酸性水稻土中的

主要形态
,

并且也是水稻的主要磷源(蒋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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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验证 N a H c q 法反映酸性水稻土供磷状况的能力
,

我们布置了磷肥用量

试验
。

土壤是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程度较好的水稻土
,

当地叫做黄泥土
。

在水稻分典期

测定土壤有效磷的含量(表 3 )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Na H c q 法能够较好地反映施肥量 的不 同
。

这进 一步说明 了

N aH c q 法在酸性水稻土上的适用性
。

二 土壤有效磷的临界值

所谓临界值
,

一般认为是在此值以下施磷肥能获得增产效果的机率高
。

因此
,

临界值

的确定
,

有其实用上的重要意义
。

通常确定临界值
,

多采用 c a te 的简易方法
。

根据此法
,

将上述 N aH c o ,

法的测定结

果绘于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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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稻对磷肥反应的临界值

由图 2 可以看出
,

在这类土壤中
,

土壤有效磷对于水稻的临界指标为7 pPm (P )
。

三 干
、

湿土样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土壤有效磷的测定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数值
。

例如
,

Ol sen 曾指出
,

用

N aH c q 法测定时的温度在 20 一30 ℃
,

土壤有效 磷含量 在 5一 4 opp m (P) 时
,

温度每相

差 1℃
,

测定结果平均相差 0
.

4 3即m ( P)
,

可见测定条件对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

由于有些地方用风干土进行有效磷的侧定
,

有的地方用田间湿土
。

这种千
、

湿不同的

土样对测定结果影响如何
,

以及在那种情况下更能反应土壤供磷水平
。

我们进行了一些

试验
。

在不同肥力水平的土壤上
,

水稻不同生育期和在磷肥不同用量条件下
,

分别测定了干

土
、

湿土的有效磷含量 ( N aH c o ,

法)
。

现将其中七个上壤测定结果列于表 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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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移栽前土样

湿土是在工作地点测定的
,

而干土是在实验室测定的
,

因此测定温度可能有某些差异
,

为了避免这一系统误差的干扰
,

我们采用
“
不成对法

”
进行统计

,

表明风干土和湿土有效磷

含t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 < 0
.

0 5)
。

而且一般风干土测定的结果高于湿土
。

我们又进一

步进行了统计分析
,

表明风干土和湿土的有效磷量同样都与增产量有较好的相关性
,

相

关系数(
r
)分别为一 0

.

8 4 4印 < 。
.

0 5) 和一0
.

82 0(p < 。
.

。, )
。

因此
,

不论湿土或风干土都同

样可以反映土坡供磷水平
。

考虑到用风干土测定较为方便
,

如称量操作快速
,

土样可较

长期保存
,

在测定时间上也灵活得多等等
。

所以我们认为应用 N aH c oa 法测定土壤有效

磷可采用风干土样
。

四 结 语

1
.

在酸性红壤性水稻上上
,

测定土壤有效磷
,

N aH c q 法与增产量的相关性最好
。

同

时由于它适用土壤类型较广
,

这可以使不同土壤有效磷的测定结果相互比较
。

2
.

应用 N aH c q 法测定土壤有效磷时
,

水稻对磷肥反应的临 界值在 7P p m (P) 左

右
。

3
.

建议采用风干土进行有效磷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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