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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状况不仅影响水稻土的发生性质�’� 叭川
,

也影响水稻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

当档

田灌水盘满足燕发
,

蒸腾和渗漏需要时
,

水稻可获高产 � 如水分过多
,

反不利于水稻生长
。

太湖与华南等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地区
,

多因地势低平
,

土质粘重
,

土壤排水不良
,

引起了次

生潜育作用
,

出现青泥层。 �,�’ � ,

致使三麦常受渍害
,

水稻迟发
。

从而削弱了 水稻土生态系

统功能的发挥
。

为了进一步探讨水分状况对土壤的影响
,

本文采用模拟土柱试验
,

研究不同水分状况

下
,

土坡中物质淋淀
、

剖面分化
、

形成以及对生物产盘的影响
。

一
、

试验设计和土样性质

�一� 试验设计 过去研究土城水分状况
‘一“

‘

,��
,

多从土坡剖面的性态来判断
。

本文采用生态样

块的研究方法
‘弓, � � ,

川
,

模拟试验是在温室内进行的
。

照片 � 中的前排五个土柱系由太湖地区采集的五

种原状土剖面
,

自左向右分别为漏水
、

班水
、

爽水
、

滞水和侧渗型水稻土
。

后排为不同水分类型的模拟土

柱
。

模拟土置人长 ��� 厘米
,

直径 �� 厘米的有机玻璃简中
,

模拟田间不同水分类型
,

模拟土的基本情况

见表 �
。

为了测定溶解氧
、

助 与收集渗漏液
,
在筒壁上开有测定孔和收集装置

。

筒内分别种植水稻与小

照片 � 模拟土柱试验的装置

��
� ��

�

� � � � � 己
� �运� 。成� � � ��

�
�
本文系张喜群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 刘多森同志对本文的数学处理给予很多帮助
,

南京土坡研究所生 态组 及新技

术室亦协助本项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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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

分期分层测定溶解氧
、
� � 值以及掺漏液组成等

。

为了避免作物生长带来的影响
,

室内另设两个模拟

筒作对照
,

其一不加有机物
,

其二加入高于上述五个筒一倍的有机物
,

水分状况同模拟 � ,
也作了相同的

测定与分析
。

分析方法主要参考文献【� �
,

从略
。

�二 � 下蜀黄土的基本性质 鉴于太湖地区有相当面积的水稻土发育在下蜀黄土母质上
,
因此

,

采用下蜀黄土做为模拟试验材料
,

其基本性质如表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模拟土柱溶解级的动态变化

土壤淹水后
,

氧向土体内的扩散明显受阻
,

氧在水中的扩散系数仅为在空气中的万分

之一网
,

据研究训 水稻土淹水层溶解氧的含量随昼夜
、
� � 值

、
日照强度以及作物种类的

不同而变化
。

通过模拟土柱分层溶解氧的动态测定的平均值�图 �� 证明
,

在淹水期间
,

各

模拟土柱与大气相接的表层
,

始终有一红棣色的氧化层
,

淹水层中
,

由于藻类的光合作用
,

溶解氧的含量常常高于该温度下溶解氧的饱和值 �图 ��
。

溶解氧的含量在耕层内有明显

的减少
,

耕层以下随土层深度也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

从各模拟土柱的比较可看出溶解氧

的含量受水分类型的制约
,

即 日渗漏最愈大
,

溶解氧的含量愈高 �反之则低
。

�泊加�功伪
溶解权 �哪�� �

�
“

�

《翻�� �� 】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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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模拟土柱中溶解氧的平均值

中的曲线编号分别同于表中模�一��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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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模拟土柱 � � 值的动态变化

季节性淹水所引起的氧化还原过程是水稻土形成的重要特点
。

土壤中易分解的有机

质含量和氧化剂含量的相互关系是制约土坡还原强度的最基本因素娜
,

�� !
。

模拟土柱淹

水后
,

曾分层动态测定各层土柱的 � �值
,

并将土柱中 � 厘米深处在淹水后不同时期的 � �

植绘制曲线�图 � �
,

说明水稻土中 � � 的变化规律
。

淹水初期
,

五种模拟土柱的 � � 值均迅

� ���

� � ��

八争��上�

图 � 模拟土柱中 � 厦米深的 � � 值动态变化

��‘
·

� � �� �� ��� � � � 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心 期 张喜群等 � 土坡水分状况对物质移动及作物生长的影响

厄� �� � �

�� �

摸拟土住

�� ����
侧廷坦刊

八�。�‘已,��。二盆�。�毛��

图 � 模拟土柱中 � � 的分层平均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降至一 � �� 毫伏左右
,

可能是受高温下微生物嫌气分解的影响
,

随后各土柱的 � � 值回

升
,

虽仍有升降变化
,

但一直维持在 。一 ��� 毫伏左右
。
� �值的动态测定说明

�
尽管 ��

、

值的侧定简单易行
,

但要得到一个重现值是相当困难的网
。

此处 � � 值只是说明土壤氧

化还原总的状态与水分状况是影响 � � 值变化的因素之一
。

由各土柱的平均 � � 值 �图 � �

可以看出
,

� �随土柱日渗漏量的减少而降低
,

在 �� 厘米土层中
,

表现得尤为明显
。

渗漏

盆少的囊水和滞水土柱 �模 � , � � 的平均 � �值都低于渗漏量多的漏水和侧渗土柱 �模 �
,

5
)

,

充分说明各模拟土柱之间氧化还原状况的差异
,

这必然会影响铁锰还原及其它矿质元

素的活化与淋溶
。

( 三 ) 模拟土柱中矿质元素的活化与淋失

在氧化还原过程交替影响下
,

水稻土中的某些矿质元素产生还原淋洗与氧化淀积现

象
,

既影响土壤剖面的分化
,

又影响土坡养分的活化与淋失以及作物生长
。

‘

1

.

渗漏液矿质元素组成的动态测定 通过各层渗漏液的五次动态分析(稻季三次
,

麦季两次) 可以看出
,

淹水初期
,

由于 Eh 值的急剧下降
,

各土柱均处于较强的还原状态

(一 150 毫伏左右)
,

致使高价铁锰还原成低价铁锰
,

各土柱渗漏液中均有较高 浓 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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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 和 Mn
十+ 。

日渗漏最少的襄水
、

滞水土柱(模 2
、

心其 Eh 更低
,

F e+ +, Mn ++ 的含里相对

较高
,

表层可达 初一5师Pm
,

随淹水时间加长
,

E h 值回升
,

各土柱处于中等还原状态 (Eh

约 0一180 毫伏)
,

土壤溶液中 Fe ++ 和 M n+
+
的含量下降

,

在小麦栽培期间
,

不受人为水位

控制的漏水和侧渗土柱 (模 1
,

习含 Fe ++ 和 M
n++

甚微
,

而受人为水位控制的囊水和滞水

土柱(模 2
,

4
)

,

在 60 厘米土层以下
,

Mn
++ 的相对浓度则较高

。

模拟土柱中铁锰的还原
,

还可以引起钙
、

镁
、

磷
、

钾等元素的活化
,

这些元素在土柱内

的迁移受水分类型的制约
。

淹水初期
,

日渗漏最较大的漏水
、

爽水和侧渗土柱 (模 1
,

3
,

5
)

,

土壤溶液中 c a,

M
g 的浓度以土柱底层最高

,

而日渗偏量少的囊水
、

滞水土柱 (模 2
,

4
)

,
C

a ,

Mg
的最高浓度出现在第 2 层

,

随淹水时间加长
、

囊水
、

滞水土柱(模 2
,

4
) 中 C a,

M g 的最高浓度向第 3
、
4 层以至最底层迁移

,

由此可见
,

土壤淹水还原后
,

矿质元素的活化

与迁移密切受水分类型的制约
,

因此各模拟土柱中矿质元素的动态变化是不同的
。

2

.

矿质元素的淋失方程 根据各模拟土柱渗液中矿质元素的动态测定
,

按下式计

算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
。

Y
~ ( M

:

一 M
‘

)
X

式中 y 为某种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 (毫克/日)
,

M

:

为模拟土柱 100 厘米深处某种矿质元

素的浓度 (毫克/升)
,

M

:

为灌溉水中某种矿质元素的浓度(毫克 /升)
,

x 为模拟土柱的日

渗漏水盘(升/日)
。

在土柱淹水后的不同时期
,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不同土柱五种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模拟土柱中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与淹水日期和 日渗漏水最密 切相关
。

据此
,

建立矿质元素淋失的曲线方程
,

以表达不同水分条件下
,

模拟土柱中矿质元素的淋

失状况
。

模拟土柱淹水初期 ( 9 月 23 日) 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
,

以 y ~ 。
x
今
表示

,
Y 为淋失

强度(毫克/日)
,

x 为 日渗漏水l (升/日)
。

Y O 一 7 2
.
5X o

·

, ( l )

y . 一 44
.IX o

·

扔 (2 )

Y 、 一 5 .46X ,
·

7
,

(
3

)

y
M
。

一 13
.
34 X ‘

·

公
(
4
)

Y 二一 5 .19X o二 (5)

模拟土柱淹水中期 (10 月 25 日) 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以 y ~ 。
x
合,

c’’ 表示
。

y c. 一 50
.
xx o

·

“。一 ‘
·

钓x
,

(
6

)

y
、, g
一 3 9

.
9X 。

·

脚‘ 一 ,
·

拍”
( 7 )

y ;。 一 4
.
67X ,二

‘一。
·

535

”
( s )

y M
。

一 15 .4x ,
·

, 。一 ,
·

8 , , ,

(
9

)

y
x

~ 3

.

s 6 x
。

·

洲。一 3
·

血
,

(
1 0

)

模拟土柱淹水后期 (n 月 2 , 日) 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以 y ~ , x 奋, ‘ 表示
。

y 。 一 62
.
xx o

·

‘。一 ,
·

加
,

(
1 1

)

y
M : 一 33

.
OX o

·

翻。一 , 山
,

(
1 2

)

v
, e

一 29
.
6x ,

·

“e 一 ,
,

, ,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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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矿质元素的淋失强度(毫克Z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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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土壤学者
,

多从物质循环角度研究矿质元素的得失
。

F
r认托l网 等报道了土壤库中氮

、

磷
、

钾元素的平衡问题
。

Pa
tr i

ck 以,l31 等指出淹水条件可以提高某些养分的有效性
。

但也易

造成氮
、

磷
、

钾的损失
。

有人L2,] 研究了土壤表层碳素与氮素含最同气候因素的相关性
。

但

这种研究是有条件的
。

模拟土柱矿质元素淋失方程能较好地反映淹水不同 日期
,

矿质元

素淋失强度与水分类型( 日渗漏水量)的关系
,

可进一步说明水稻土剖面分化和矿质营养

元素的淋失状况
。

这对水稻土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
。

3

.

矿质元素的活化与指标相关阵的建立 土壤中矿质元素的组成及其转化是十分

复杂的
,

演水土壤中某些矿质元素的有效性提高
,

而有的则反而下降
。

当土壤淹水及 外

值降低时
,

变化明显的是 Fe ++
+
还原成 Fe ++

,

M
n+ ++

十 还原成 Mn ++
‘
10, 城19]

,

故一般都承认

铁锰是土壤无机氧化还原体系中最重要的体系
。

不少土壤学家叭卯
5
八川 均研究过渍水土

壤与冲积土中铁锰体系的变化
。

但 Fe ++
、

M
n+

十
对某些矿质元素的活化影响

,

以及各矿

质元素之间活化时的相互关系
,

目前系统的研究材料尚不多
。

为了探讨淹水条件下
,

矿质元素总的淋溶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

将 7 个模拟土柱的五次

侧定值予以平均
,

共 35 个平均值
。

通过计算分析得到矿质元素的相关阵
,

表 4 表明
,

土坡

溶液中 c a+ +
、

Mg
++ 的浓度与水溶性 Fe ++ 的浓度呈正相关

,

钙镁并不直接受 Eh 值的影

响
,

而是受其间接影响
。

Y

am
an etl

4] 断言土壤淹水还原后
,

由于 Fe+
+
取代土壤胶体吸附的

C a+ 十 ,

而使土壤溶液中 ca+
+ 的浓度提高

,

从而加强土壤的淋溶作用
。

另外
,

相关阵表明
,

土壤溶液中 c a+
十 、

M
g
++ 的浓度与水溶性 M n+

+ 的含量呈正相关
,

并且相关性十分显著

(
,

> 0
.

9 2 8
)

。

ca ++

、

Mg
++ 浓度同 M n+

十
的相关系数高于同 Fe

十十 的相关系数
,

可能是土

柱中还原强度较弱 (0一 180 毫伏)
,

锰的溶解度高于铁的溶解度
。

土壤溶液中 K
十 的浓度

与水溶性 Fe十十 、

M
n 十十

的含量呈正相关
,

并且相关性十分显著
。

G . w

a!n

i
[3l1 认为

,

土壤

淹水后
,

由于 Fe ++
、

M
n 十十 的增加而发生离子交换作用

,

使溶液中 K 十 的浓度提高
。

磷在淹水土壤中的变化也是很多土壤学者关心的问题
。

Po

n

~

pe ru m all
8) 和 G os w 二

-

m 户l] 从六个不同方面说明了对磷的活性提高的原因
。

尽管两人的观点并不十分一致
,

但

都承认磷酸铁的还原是磷有效性提高的主因
。

矿质元素相关阵也说明磷与水溶性 Fc++
、

M
n+

+ 的含量呈正相关
。

Pa tri ck [13] 认为土壤淹水后水稻土中可溶性硅一般趋向增加
,

可能

是吸附态硅和闭蓄态硅从铁
,

铝氧化物中释放出来或淹 水后由 pH 增高引起的
。

Po nn

a
m

-

伴rll m all .J也认为是解吸作用的结果
。

从相关阵分析看
,

si 与水溶性 Fe ++
、

M
n

++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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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棋拟土柱中矿肠元素的相关阵 (自由度 , 33)

T.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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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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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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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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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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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一

M

ggg
0

。

9 9 6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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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62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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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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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8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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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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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0

。

8 2 6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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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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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7777777

咭咭 M
nnn 0

。

9 斗4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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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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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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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000000000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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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000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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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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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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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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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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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A III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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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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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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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

铁与硅的相关系数为 0
.
26 3 ,

锰与硅的相关系数仅为 0
.
060 。 硅可溶

性的提高
,

是否与 pH 升高有关
,

有待验证
。

淹水土壤中铝的活化研究较少
,

一般认为铝

在淹水后变化不明显
,

而 Brink m .n t37] 认为掩水后
,

铝也有所迁移
,

但铝的活化机理是一

个未解决的问题
。

相关阵说明铝与水溶性 Pe ++
、

M n+

十
含量的相关性很不显著

。

有人认

为131 铝的活化与哪 值有关
。 此外

,

相关阵也清楚地表明了 c
:、

M
g

、

K

、

P 元素之间的相

关性
,
说明C

。
同M g

、

K

、

P
,

吨同 K
、
P 以及 K

、

P 之间均呈正相关
,

且相关性显著
。

而 Si
、

Al

同 c
。、

M
g

、

K

、

P 相关性均不显著
。

矿质元素相关阵的建立较好地阐明了矿质元素活化与

铁
、

锰还原的相关性
。

4

.

主组元的土壤发生学意义 矿质元素相关阵的建立阐述了八种矿质元素之间的

相互关系
。

为了说明模拟土柱淹水后
,

八种矿质元素的活化富集与淋失过程
,

采用了主组

元分析
〔幻。

不同的主组元代表了模拟试验中同时存在的而又各不相同的土壤发生学过程
。

各个

主组元的贡献率
,

反映了相应的土壤发生学过程在模拟试验中的重要性的相对大小
,

从表

5列出的前三个主组元的贡献率看出
,

这三个主组元代表的土壤发生学过程
,

是模拟试验

中的三个主要过程
。

其中尤以第 1 主组元代表的过程更为重要
。

八种矿质元素对第 1 主组元均有正向负荷
,

说明淹水后
,

各矿质元素活性均有提高
,

但以 K
、

M

。 、

ca

、

M
g

、

P

、

Fe 的负荷较大
,

说明土坡淹水还原后
,

上述六种元素的活化度较

高
。

随模拟土柱淹水时间延长
,

矿质元素的淋溶作用增强
,

土壤溶液中矿质元素浓度降

低
,

反映为第 1主组元的减少
。

:

第 2 主组元的土坡发生学意义
,

是在土壤溶液矿质元素活化富集程度大体相同条件

下
,

M g

、

ca

、

M

。

琳失作用的量度
。

峋
、

c
:

、

M
n

对第 2 主组元有较强的逆 向负荷
,

而其它五

种元素均是正向的
,

并且 si q 和 Al 的正向负荷较大
,

这似乎说明在 吨
、

ca

、
M

n

淋失的同

时 , 伴随着 si q 和 Al 的富集作用
。

,
l

第 3主组元的土壤发生学意义
,

是在土壤溶液矿质元素活化富集程度及 吨
、

c
: 、

M
n

琳失程度大体相同的条件下
、

si
q

、
F

e
、

K 的淋失作用和 Al
,

P 富集作用的量度
。

51 0
〕、

P
e

、



呼 期 张喜群等: 土镶水分状况对物质移动及作物生长的影响

衰 5 前三个主组元的贡献率和正想化怜征向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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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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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11 1

。
.

弓888 U
。

7 7 333

666 2

。

666 1 7

。

333 9

。

6 丁丁

K 对第 3 主组元有较强的逆向负荷
,

而 Al
、
P 则有较强的正向负荷

。

但第 3 主组元的贡献

率小(表 5)
,

在整个模拟试验过程中所反映的 si q
、

Fe

、
K 淋失作用和 Al

、

P 相对富集作用

是微弱的
。

( 四) 模拟土柱的剖面分化

模拟土柱中矿质元素的活化
、

淋失与水分类型有密切关系
,

从而影 响了铁
、

锰在剖面

中的淋溶淀积
,

K
a

nn

。
等人[38 ,30J 认为

,

土壤淹水后产生了一系列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
,

因

而也导致了水稻土剖面层次的变化
,

并且强调指出水分条件不同
,

水稻土形成的层次和顺

序也是不同的
,

M its uc hi[ 川 研究了水稻土剖面随水分条件改善的变化规律
,

并定名 为爽

水序列
。

中
、

日土壤学者
。
浏均注意研究铁

、

锰在水稻土剖面中淋溶淀积的特点
。

陈家坊。

认为土壤中氧化铁的形态和各种性质
,

显然是成土过程和成土环境的反映
,

并把土壤中

铁
、
锰化合物的转化归结为老化过程和活化过程

。

何群
〔目等报道

,

土壤加人有机质淹水还

原后
,

活性与游离铁的活化度提高
。

由于铁
、

锰的淋溶淀积受水分类型的影响
,

不同水分

类型条件下
,

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水稻土土体构型
,

所以也同时研究了铁
、

锰在模拟土柱

中的分化
。

经过稻
、

麦栽培后 (约一年时间)分层采取土样
,

进行游离铁
,

锰和活性锰的测

定Ll]
。
.

结果表明 (表 6)
,

淹水后
,

模拟土柱的游离铁含量与下蜀黄土相比较
,

各土柱各层均

处于累积态
。

其原因可能有二
,

一是土壤淹水后有利于铁的活化
,

二是模拟试验处于较弱

l) 陈家坊 1982 , “

氧化物
”
( 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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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原状态
,

高价铁向低价铁转化的数量少
,

土壤渗漏液中铁t 少
,

以原位的淋溶淀积为

主
,

因而在淹水期间铁的淋溶不多
。

故模拟土柱之间游离铁在剖面中的分异不十分明显

(表 6)
,

当然
,

模拟时间过短也可能是分化不明显的重要因素
。

锰在模拟土柱中的分化不同于铁
,

同下蜀黄土相比
,

游离锰
,

活性锰既有淋溶又有淀

积
,

在同样还原条件下
,

不仅可使锰活化
,

而且有相当数量的高价锰向低价锰转化
,

土坡溶

液中锰的含量较高
,

致使活性锰
,

游离锰在剖面中分化明显
,

锰不仅表现淋溶与淀积
,

而且

还反映出水分状况对其淋溶淀积的影响
,

从游离锰和活性锰在模拟土柱剖面中的分布来

看
,

与下蜀黄土相比
,

可分出三种不同形式
,

第一
,

日渗漏量大的
、

旱季不受控制水位影响

的漏水和侧渗土柱 (模 1 ,
,

)
,

以淋溶为主 ;第二旧 渗漏星中等的
,

早季控制水位 8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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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爽水土柱 (模 3)
,

是淋溶与淀积大体相当; 第三种是 日渗漏量少的
,

旱季控制高水

位的囊水和滞水土柱(模 2
,

4
)

,

以淀积为主(表 6)
。

造成这种剖面分异的原因可能是
:
(l) 漏水和侧渗土柱(模 l

,

劝
,

日渗漏量大
,

锰的

淋溶作用强
。

早季无地下水位影响
,

可溶性锰不会随毛管水上升
,

所以土柱上部不会出现

氧化淀积层
。

而游离和活性锰可从还原作用强的表层向底层迁移
,

并出现上部淋失
,

下部

累积的现象
。

侧渗土柱中游离锰在 60 厘米处夹然减少
,

活性锰在 40 厘米处减少
,

这可能

与土柱 60 厘米处开侧渗 口有关(日侧渗 200 一400 毫升); (2)爽水土柱(模 3)日渗漏量中

等
,

土柱上下层的 Eh 值相差不大
,

锰在剖面中的分化也不如其它土柱明显
,

但在 20 厘米

和 60 厘米处出现锰的淀积
,

前者可能是淹水下移的深度
,

后者可能是控制水位毛管水上

升的高度; (3)囊水和滞水土柱(模 2
,

4
)

,

日渗漏盆少
,

表层还原强度高
,

锰由表层向下淋

溶的作用比较强烈
,

但总的淋溶量是相当少的 (表 3)
。

因此
,

土柱下部淀积的锰较多
,

游

离锰和活性锰在囊水土柱和滞水土拄中都出现明显的淀积部位
,

这可能同控制水位有关
,

因为囊水土柱的控制水位距土表仅 20 厘米
t

,

土柱几乎被水饱和
,

锰由上层淋溶而淀积于

40 厘米左右
。

滞水土柱的控制水位距土表 , O 厘米
,

土柱上部未被水分饱和
,

可产生强烈

的毛管水上升作用
,

而将下部水溶性锰带到上层
,

并淀积于 20 厘米左右
。

模拟试验虽短
,

但从上述可以看出
,

游离铁
、

锰
,

活性锰在土柱剖面中的分异是比较明

显的
,

特别是锰的分异
,

充分证实水分状况是决定水稻土中物质淋溶淀积的最活跃的因子

之一
,

并将对土壤剖面的分化有深刻的影响
。

但是
,

应当强调指出
,

水稻土剖面的形成往

往需要几十年
,

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

本试验只能初步说明水分状况对土壤剖面分化的影

响
o

(五) 水分状况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不同水稻土肥力与作物生长的关系是密切的门
。

上述可见
,

不同水分状况对模拟土

柱产生的影响
,

势必也影响土壤对作物的供肥能力与作物生长状况
,

为此
,

进行了稻麦栽

培试验
,

并进行了生物量和植株营养物质组成的测定
。

表 7 的结果表明
,

水稻的生物产量与 日渗漏量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

漏水
、

特别侧渗土

柱上的水稻长势比其它三个土柱都差
。

其它三个土柱的生物产量相似
。

小麦的生物产量

与水分类型的关系更为密切
,

囊水土柱和滞水土柱上小麦生物产量明显低于其它三个土

柱
,

而爽水土柱的小麦生物产量最高
,

说明适宜的 日渗漏量对水稻和小麦的生长均有利
。

C h
a n

g 哪】 曾测定植株营养物质组成以说明土壤对作物的供肥能力
,

并指出分奠期稻叶含

氮量的临界水平为 2
.
5务

,

含钾量的适宜范围为 1
.
2一2

.
4 沁

,

植株的含磷量受外界的影响

较多
,

模拟试验的测定结果 (表 s) 略高于上述数值
。

表 8 表明
,

漏水和侧渗土柱水稻茎叶的营养元素组成一般均低于其它三个土柱
,

特别

是 N
、

P

、

K 和 51 0
:
的含量更为明显

。

说明日渗量大的模拟土柱
,

其矿质元素和氮的淋失强

烈
,

土壤的供肥能力较低
。

水稻茎叶矿质元素的组成与淋失状况是一致的
。

值得注意的

是爽水土柱中 N
、

P 的含最最高
,

适宜的 日渗漏量可能有利于 N
、
P 的吸收

。

小麦茎叶的营

养元素含量也与控制水位的高低有关
。

囊水和滞水土柱上生长的小麦因受渍害的影响
,

小麦根系不易吸收 N
、

P

、

K

,

特别是 K 。

所以
,

囊水和滞水土柱小麦茎叶的 N
、

P

、

K 含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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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低于其它三个土柱 (表 s)
,

反之
,

囊水和滞水土柱的小麦茎叶中
,

Fe

、

M
n 和 Ai 的含

量都较高
,

这也可以说明受控制水位影响的模拟土柱 (模 2
,

4

)

,

其溶液中铁
、

锰和铝量都

攀高的原巴
。

而爽水土柱中小麦茎叶具有较高的 N
、

P
、

K 含量
,

特别是含 N 量
,

与小麦的

干物质最呈正相关
。

总之
,

水分状况不仅是影响水稻土淋溶
、

淀积的重要因素
,

而且也是影响土坡养分供

应与作物生长的重要条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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