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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水稻土的氮素矿化

及土壤供氮 的预测

朱兆良蔡贵信 徐银华 张绍林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研究土壤氮素矿化和供应
,

不仅是评价土壤肥力的需要
,

而且也有助于确定氮肥的适

宜用量
。

在这一方面
,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
,

也有一些文献综述 , ,
,

‘
。

七十年代以

来
,

为了预测土壤的供氮量或矿化过程
,

也提出了数学模式  ,
。

我们曾经指出囚
,

在运

用水解氮定量预测土壤供氮量时
,

必须针对具体条件确定一个换算系数
,

本文就是在研究

水稻土氮素矿化和供应的同时
,

探讨用全氮或水解氮作为预测土壤供氮量指标的初步结

果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食
供试土堆的性质见表

。

淹水密闭培养
。

风干磨细过 毫米筛的土壤
,

℃
、

淹水密闭培养两周
。
测得的

一

简称培

养氮
,

扣除起始
一
后计为矿化氮量

。

试验分批进行
,

年为 个样品
, , 年为” 个样品

其中 年两个样品
。

双季稻田间试验
。

从 年早稻开始
,

设无氮区
,
只施磷钾肥

,
早稻收获后不再施肥接着种晚

稻
。

各季水稻成熟时采取地士部分籽粒和茎叶
,

测定其全氮量
,

再扣除秧苗带入的氮量
,
即得出土壤的

自然供氮量
。

取得资料的田块数
,

早稻为
,

晚稻减为
。

在水稻生长期间
,

分别在昊县和松江两个试

点上
,
观测 厘米处的土温

,
以计算有效积温

。

供试土壤在施肥栽插早稻前采取
,

深度 一 , 厘米
。

分析方法
。

水解氮—
伙 ℃ 扩散 小时

【, , ’。 。
交换量—

一

钱盐法
〔”。

无定

形氧化铁—草酸
一

草酸钱法“
〕

速效磷— 法 全氮—克氏法
。

粘粒—
吸管法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培养中土壤氮素的矿化

从表 来看
,

本区水稻土的矿化氮量平均达到
,

其中囊水水稻土的平均矿

化量最高
,

其次是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
,

而以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为最低
。

矿化量

的这种顺序显然与全氮的含量的差异有关
。

统计表明
,

矿化量与全氮的相关系数达到极

显著水准
。

对 年 个资料较全的样品
,

进行了矿化量与土壤性质的偏相关和复相

年的 田间试验得到苏州地区 农科所和上海市农科院土肥所
, 以及播遵谱

、

奚振邦
、

汪寅虎
、

刘德本等同志

的大力支持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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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培并试驻中土城氮的矿化 和矿化率及其与土城全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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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D 表列矿化t 和矿化率的数据系 宜土SD ; 2)
. 达到 , % 显著水准

,

.. 达到 1% 显著水准
。

关计算
,

如表 3
。

在所检验的几种性质中
,

只有固定 声 这一因子时(
, 。‘

)

,

矿化! 与全氮

t 的相关性才比单相关
, 。
高

,

因而复相关系数 R :
,、
也提高到 0

.
752**。 在复相关中再

加人其他土壤性质
,

相关系数还可略有提高
。

当把全部检验的土壤性质纳人复相关时
,

则

复相关系数
.
R :口, 可达 0

.
892.* (

,
~ 2 6

)

o

本尽水稻土的氮素矿化率平均为 东38 多(表 2)
,

其中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偏低
,

其

他两类土城的平均矿化率非常接近
。

矿化率与全氮
,

除个别外
,

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表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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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 abl.
培养试验中氮紊矿化t 与土镶性质的相关分析 (1978 年

,
26 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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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l) 矿化云变幅 21
.
2一 163pp m

。
2
)

* 达到 5% 显著水准
,
二 达到 1% 显著水准

。
3
) 代号: 1 为矿化

t ; 2 为全 N : 3 为< 1拜m 粘拉% ; 4 为 pH ; 5 为 0 1二n 一 P ; 6 为无定形氧化铁
。

2)

。

但是
,

矿化率与声有显著的负相关 (表 4)
,

这可能与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的矿化

率偏低有关
。

值得注意的是
,

1 9 7 8 和 1981 两批培养试验中
,

矿化率都与无定形氧化铁的

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 (表 4)
。

活性比较高的一部份铁锰氧化物
,

在水稻土的干湿交替中

变化很大
,

研究它们对土壤氮矿化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

表 4 培养试验中土城氮素矿化率与土镶性质的相关系橄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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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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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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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9 0
” 二 31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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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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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土城对水稻的 自然供氮纽

;
田间试验无氮区中

,

土壤对早稻和晚稻的供氮量
,

及其占 。一20 厘米土层中全氮量的

百分率(以下简称土壤全氮的供氮率)的结果列于表 5
。

采样深度虽为 。一15 厘米
,

但为

了便于与过去的结果相比较
,

而且也考虑到水稻还能利用 15 厘米以下土层中的一部分

氮素
。

因此
,

仍采用 0一20 厘米土重 30 万斤作为计算全氮储量的系数
。

当然
,

所得供

氮率会比用 。一巧 厘米土重 22
.
, 万斤计算时要低

,

但不同土壤间的相对差异并不会受到

影响
。

本地区水稻土对早稻供氮量平均每亩达到 8
.
57 斤 (折 每 公 顷 64 公 斤 )

,

供 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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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s 土城对水拍的供抓. 及其占土该全级t 的百分率 (1981 年田间试验无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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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土壤有效积温
, 公( T 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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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1
.
7‘拓

,

这与本地区 已有的资料相符闲
。

第二季晚稻平均为 4
.
59 斤(折每公顷 34 公斤)

,

供

氮率为 1
.
05 多

,

只相当于对早稻供氮量的 54 务
。

这虽然与早稻期间的土壤有效积温高于

晚稻(表 幻有关
,

但是
,

许多其他因子也都有明显的影响
。

例如
,

早稻田是麦茬耕翻的
,

在

早作期间又经过冬季的冻融(虽然不严重 )
,

因此
,

在淹水种稻时
,

就可能产生干燥效应和

冻融效应
,

从而提高了土壤对早稻的供氮量
。

土壤对早稻一晚稻合计供氮量平均每亩为
13
.
1 斤 (折每公顷 98 公斤)

,

供氮率 2
.
8%

。

这些结果略低于过去本地区非石灰性排水好

的水稻土(黄泥土)的结果
‘,] 。

本次测定中这类水稻土的平均供氮量和供氮率与过去的结

果非常接近t41
。

从不同土壤类型来看(表 5)
,

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与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
,

无

论是对早稻
、

或是对晚稻的平均供氮量都非常接近
,

而明显地高于囊水水稻土
。

这与全氮

含里(表l) 的趋势不相一致
。

从供氮率来看
,

则以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为最高
,

囊水水

稻土最低
,

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则介于二者之间
。

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过去在盆

栽中用新鲜土进行试验的结果[11 .141
。

但是
, ,

田间试验中不同类型水稻土在供氮率上的差

异
,

却与表 2 中用风干土进行培养所得到的结果不一致
。

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比较多
。

例如
.
,

在 田间试验中
,

水稻生长川
, 、土壤结构性

‘sJ 、

以及耕作管理措施等都对氮素矿化有明

显的影响
,

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

、

,

( 三) 土维对早格供氮t 的预测

由于供试田块只有 29 个
,

按三大类型分开后
,

每类只有 8一12 块田
,

加之只有一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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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田间试验无氮区土城对双攀早稻的供抓, 与抓素指标的相关系橄矩阵(198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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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因此
,

这里只想对早稻供氮量
.
的预侧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至于晚稻
,

由于田块更少
,

就不作讨论了
。

在用水解氮或其他氮素指标预测土壤供氮量时
,

需要针对具体地区
、

土壤类型和作物

等条件
,

确定一个换算系数田
。

为此
,

我们首先分别对不同土壤类型进行了供氮量与某些

氮素指标间的相关分析
,

如表 6
。

除囊水水稻土外
,

全氮
、

水解氮
、

培养氮三个指标之间都

有显著的正相关
,

各类土壤中
,

全氮与水解氮的相关性都非常高
。

但是
,

这三个氮素指标与

供氮里之间却没有相关性
。

表 7 结果进一步表明
,

除个别例外
,

三个氮素指标的供氮率与

农 7 土旅供氮率与土族性质的相关系橄 (1, 8 1 年
,
双季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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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性质也没有相关性
。

因此
,

为了进行预测
,

只能考虑采用三种类型土壤的各种氮素指

标的平均供氮率作为换算系数
。

从表 5 可知
,

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
,

全氮的供氮率平均

为 2
.
29 并

,

变异系数 22
.
7务

,

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的相应数值为 1
.
86 关 和 ”

.
3多

,

囊水水稻土为 1
.
18 并和 23

.
7务

。

用这种平均供氮率作为换算系数的方法当然不够理想
,

但如
.
上所述

,

目前似乎也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

计算表明
,

将土壤按类型分别处理比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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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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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田不分类型统一用平均供氮率 1
.
76多计算的变异系数 37

.
, 务要小

。

以同一想法
,

我们

也分别求出了三类土壤的供氮量占水解氮和培养氮的百分率的平均值 (简称水解氮或培

养氮的供氮率) (表 8)
。

据此计算了各田块土壤的供氮量
,

并与实测值比较求出偏差
,

如

表 8
。

由于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的供氮率与水解氮有显著的相关性
,

石灰性排水好

的水稻土
,

其供氮率与培养氮有显著的相关性
,

因此
,

我们分别建立了三个直线回归式
,

据

此并根据氮素指标测定值计算出各田块土壤的供氮率
,

进而计算出供氮量预测值
。

其偏

差也列人表 8
。

看来以培养氮作为指标来预测土坡的供氮量
,

并不比用全氮或水解氮更

准确
。

以各类土壤的全氮平均供氮率预测供氮量
,

其偏差的分布情况与用水解氮的相似
,

两种指标都可选用
。

偏差在 2 斤氮或相对偏差在 20 多 以内的
,

分别占各类土壤田块数的

58
.
4一”

.
8拓和 50

.
0一“

.
7 务

。

相对偏差在 30 关 以上的占 11
.
1一25

.
0外

,

因此
,

采用平均

供氮率作为换算系数预测土壤的供氮量
,

可以达到半定量的要求
,

而且非常简便
。

当然
,

进一步积累资料
,

修正各类土壤的平均供氮率
,

将可能使偏差进一步降低
。

通过全氮或水解氮与其供氮率的直线回归式
,

计算出某一田块土壤的供氮率
,

作为预

测供氮量的换算系数
,

其偏差比用平均供氮率的要小(表 8)
。

因此
,

尽管这种回归式是经

验性的
,

但对于提高预测准确性来说
,

努力建立这种经验性回归式仍是有利的
。

本试验中

田块数还比较少
,

应 当进一步进行大量的田间和室内研究
,

以便对每一土壤类型和某一氮

素指标(例如全氮或水解氮)建立起各 自的回归方程
。

总之
,

由于在田间条件下土壤对水稻的供氮量
,

不仅因土壤类型
.
、

全氮含量和土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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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以及水稻的生长期内有效积温的不同而异
,

而且还受到耕作碎土
、

晒垫
、

以及前茬的种

类
、

产最和有机肥料的施用量等的强烈影响
。

因此
,

用化学或培养的方法
,

来预测田间条

件下土壤的供氮量
,

期望达到很高的准确性看来是不现实的
,

至少在目前
,

能达到半定量

的预测就已经不错了
。

三
、

结 语

在淹水密闭培养中
,

土壤氮素的矿化量是全氮和一些土壤性质的函数
。

但是
,

在田

间
,

土壤对水稻的供氮量与这些性质没有相关性
。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

从本文的结果来看
,

针对不同土壤类型和水稻季别
,

在田间试验中实际测定某一指标 (如

全氮或水解氮)的平均供氮百分率
,

作为换算系数
,

可以达到半定量的预测土壤供氮量的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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