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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土壤氮矿化类型与氮肥效应
*

高家葬 章 云 黄东迈
(江苏省农科院土坡肥料研究所)

吴 敬 民 潘 遵谱
(太湖地区农科所 )

近年来许多研究工作指出
:
水稻一生所需的氮素主要来自土壤

。

一 些 研 究 还注意

到
,

土壤有机氮的矿化强度
、

容量及矿化类型与水稻生长有密切的关系
‘, ,’J 。

只有弄清土

壤的供氮特征
,

才能通过施肥技术
,

协调土壤供氮和水稻需氮之间的供求关系
,

达到合理

施肥和稳产高产的 目的
。

本工作希望用实验室培养方法
,

测定土壤氮素矿化量及其累积曲线类型
,

研究其与田

间试验中水稻产量
、

吸氮量及氮肥效应的关系
,

为预测土壤供氮水平和因土施肥技术提供

依据
。

一
、

方法 与材 料

土墩氮素矿化研究采用淹水密闭培养法
〔6 一 1 : 秤取通过 1 毫米孔 径筛 的风 于 土样 10 克

,

放入

价招 只 i。。毫米的平底试管中
,

徐徐加入 1D 毫升蒸馏水
,

并赶去土样中气泡
,

水面约高出土面 l 厘米左

右
,

用橡皮塞密封管口
,

然后将此装有土样的试管置于恒温 30 ℃ 的培养箱中
。

每个土样秤 14 管
,

分别

于 o
、
1
、
2
、
4
、
6

、
8
、
1 0

、
12 周测定土壤代换性 N H才

一N 量
。

每次测定取二管
,

以 Z N K C I 提取
,

振荡半

小时
,
过滤后吸取定量滤液加氧化镁蒸馏进行平行测定

。

供试土样采自苏州地区早稻氮肥试验网和土壤供氮水平试验各田块
,

包括苏州地区几种主要水稻

土类型
。

各试验土壤的性状列于表 1 。

氮肥试验和土壤供氮水平试验的具体试验设计已另有报告
‘’, 弓, , , 。

二
、

结果 与 讨 论

(一) 土滚氮素矿化 t 与早稻吸氮t 和产t 的关系

应用培养法测得各培养时期的矿化氮量 (减去原始土样矿质氮含量 )
,

可代表土壤潜

在 的供氮能力L3. 10)
。

现将用淹水密闭培养法测得的各试验田土壤 1 至 12 周各期的氮素矿

化量
,

与各试验田的无氮肥区早稻吸氮量 (未包括根系在内 )和稻谷产量的相关系数列于

表 2 和 3 0

. 本工作的田间试验与原苏州地区化肥试验网有关县
、

社
、

队共同进行; 整个工作得到省农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
所的支持和省土肥所化肥研究室的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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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周的土城氮紊矿化 t 与早稻吸氮t 间相关系数(
犷

值)

T. 曰
e 2 co rt e 一而

o n 。o e ff ieie n ” (
,
) 比tw e e 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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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9 8 000囊水型和非囊水型水稻土土 1 000 0
。

7 9 16二二 0
.

7 2 8 2 ... 0
。

7 2 5 8 *** 0
。

7 6 0 1*** 0
.

7 5 87 ... 0
.

7 18 1*** 0
.

7 0 9 8 ...

111 9 8 111襄水型和非囊水型水稻土土 l444 0
。

0 16 66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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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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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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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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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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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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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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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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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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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9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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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 0222 0
。

9 87 000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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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333

111 9 8 000非襄水型水稻土土 2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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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6弓.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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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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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9 9 * *** 0
。

9 3 7 555 0
.

9 0 0 222 0
.

9 8 7 000 一 0
。

8 12 555 0
。

6 5 7 333

洲

举
注(l ) 19 81 年夏家青泥土属过渡类型

,
未统计在内 ; 口)

*
为 p < 0

.

05 相关显著 ; Q ) 帕为 p < 0
.

01 相关极
显著 ; (峪) ⋯为 P< 0

.

001 相关极显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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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周的土镶甄素扩化盘与早稻产皿间相关系数(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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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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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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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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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6 666 0
.

52 3 777

1119 8 111 囊水型和非囊水型水稻土土 巧巧 0
。

3 5 4 777 0
。

4 3 4 777 0
。

3 2 3 888 0
。

4 5 0 333 0
.

4 2 9 888 0
,

咚4 0 999 0
。

3 8 9 999

非非非囊水型水稻土土 l111 0
.

7 6 14 * *** 0
.

8 0 8 3 * *** 0
.

7 3 7 7 * *** 0
.

77 8 7 * *** 0
.

7 6 0 5**** 0
.

6 9 7 1*** 0
。

6 8 6 3 ...

囊囊囊水型水稻土土 333 0
.

8 3 8斗斗 0
.

7 4 6 555 0
。

9 3 3 555 0
.

3 8 7 999 0
.

8斗6 999 一 0
.

9 9 5 111 0
.

9 9 3 000

1119 8 000 非囊水型水稻土土 2 111 0
。

6 9 2月* * *** 0
.

5 7 5月* *** 0
。

5 6 0 6 * *** 0
.

6 19 9 * *** 0
.

6 2 7 1* *** 0
.

5 5 2 7 * *** 0
.

5 6 8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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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8 111 囊水型水稻土土 333 0

。

8 3 8 444 0
.

7 46 555 0
.

9 3 3 555 0
.

3 8 7 999 0
.

8 4 6 999 一 0
.

9 9 5 111 0
.

9 9 3 000

套军

扮

由表 2 可见
, 1 9 8 0 年各周的土壤氮素矿化量与水稻吸氮量间都达到显著相关

,

而以

培养一周的氮素矿化量与水稻吸氮量间的相关性最高
,

其次是 6 周和 8 周的
。

但是 1 9 81

年的 14 个土样测定结果
,

二者间的相关性较差
,

这看来是 由于 1 98 1 年供试土壤中加人了

供氮特性不同的囊水型土壤(青紫泥)的缘故
。

如将囊水型和非囊水型水稻土分别进行统

计
,

则培养 2 周的土壤氮素矿化量与水稻吸氮量间的相关系数仍可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

准
。

‘

综合 2 年的资料
,

可以看出
,
对非囊水型水稻土来说

,

水稻吸氮总量与土壤氮素各期

矿化量相关性都很显著
,

说明水稻吸氮总量制约于其大田生育期间土壤的氮素矿化量 ; 对

囊水型水稻土来说
,

培养 2 周的氮素矿化量与水稻吸氮总量间的相关性也很好
。

从土壤氮素矿化量与水稻产量(无氮肥区)间的关系看 (表 3)
,

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要

表 4 田间土城有效积沮与矿化培并有效积通的对比情况

T a b le 4 c o m p a riso n o f a e e u m u la te d te m p e r a tu r e b e tw e e n t h e 50 115 u n d e r fie ld a n d in e u b a t io n e o n d itio n s

声

卜

争

培培 养 周 数数 lll 222 呼呼 666 888 l000

WWW e o b o f in e u b a tio nnnnnnnnnnnnnnn

培培 养 有 效 积 温 (℃))) 10 555 2 1000 4 2 000 6 3000 8 4 000 10 5 000

EEEf fe c t iv e a ec u m u la te d te m p e r a t u r e d u rin g 一。‘u ba tio nnnnnnnnnnnnnnn

田田 间 土 壤(5 厘 米) 有 效 积 温 (℃))) 1 02
.

555 2 0 6
.

999 52 5
。

444 8 7 6
。

22222

以以fe e tiv e a e eu m u la te d te m p e r a t u r e u n d e r field e o n d itio 。。。。。。。

水水 稻 移 栽 后 天 数数 1 1 1 {{{
DDD a y s a fte r r ie e tr a n sP la n tin ggg 12 2 3 4 8 7 222

生生 育 期期 l { ! {{{
GGG r o w in g s t昭

eee
分萦盛期 幼穗分化期 抽穗期 收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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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些
,

对非囊水型水稻土来说
,

其中亦以培养 I
、
2 及 8 周的矿化量与水稻产里间的相关

性较好
。

通过土壤有效积温的概念(培养温度 T 一 15 ℃的 日累积量)
,

将矿化培养期与大

田水稻生育期联系起来 (表 4 )
,

可以清晰地看出 : 室内土壤矿化培养 1 和 2 周的有效积

温
,

分别相当于大 田早稻的分莫盛期及幼穗分化期的田间土壤有效积温 ;土壤矿化培养 8

周的有效积温
,

则接近于大田早稻整个生育期的土壤有效积温
。

骤看起来
,

似乎这正好说

明土壤矿化氮量
,

特别是培养 1 、 2 周时的矿化氮量为何与水稻吸氮总量或产量密切相关
,

因为众所周知
,

前期土壤供氮量的多少
,

对早稻早发和增穗增粒
,

提高产量有着重要的意

义
。

但是应当注意到
,

由于本试验中采用的是风干土
,

因此
,

培养的矿化氮量与有效积温的

关系与大田情况下并不完全相同
。

无论如何
,

上述结果表明
,

用培养 1 周的土壤氮素矿化

量作为评价土壤氮素有效肥力的指标是可行的
,

近期一些学者也曾得到类似的结果比,lo

当然
,

对于囊水型水稻土来说
,

这一点还有待验证
。

(二 ) 土城氮素矿化 t 累积曲线与氮肥效应曲线的关系

通过培养法
,

获得土壤氮素矿化量累积曲线及其回归方程
。

经验公式(l) 为夕
:

~ K砂
,

其中 K 和 。
是常数项

, 二 为培养周数
, y :

为各周矿化氮累积量 (减去原始土样矿质氮含

、.卫.

、
..月矛、J,胜
.

、

l
,I,.
胜‘.户口

门汾b.刊-班

一l一5.51匆J.工百
.�之勺卫勺
七趁一‘怡口。弓￡y

场 井口扭 《日 )
训匕卜, o r ‘佑u b 川 . ,

注 : 图中数字为土样代号

图 1 土坡氮素矿化量累积曲线( 1 9 8 1)
Fig

.

1 A e e u

mu l涌
o n c u r , 。 o f N

m i n e r a li z a ti o u 10 5 0 11

量 )
,

各土壤的曲线如图 1 所示
。

曲线表征土壤氮素

的矿化强度(即曲线斜率
,

尤其是初始期的斜率)和矿

化容量 (即曲线上升高度)
,

其中矿化强度尤为重要比
i

气

H a

~
等曾把曲线划分为四种类型

。

从图 1 可见
:

在苏州地区
,

非囊水型水稻土大都属于氮素矿化强度

和容量较低的 (代号 l) 或适中的类型 (代号 n ) ; 而囊

水型水稻土 (青紫泥 )则属于偏高的类型(代号m )
。

但

是
,

如前所述
,

图 1 中的矿化曲线都包括了土样的风干

效应在内
,

因此
,

在据以评价土壤时应予以充分注意
。

出井和鬼鞍等在上述回归方程 ( l) 中引人土壤有

效积温概念
‘, ·8 , ,

经验公式 ( 2 )为 夕
2

~ K [ ( T 一 1 5 ) D ]
“ ,

其中 T 为培养时温度(℃ )
, D 为培养天数

,
夕

:

为各期培

养累积矿化氮量
,

实测矿化量需减去预培处理 ( 2一4

周 )的矿化氮量
【‘

一本文大部份土壤采用减去二周预培处理
,

青紫泥为四周预培处理 )
,

如

图 2 所示
。

应用这种公式及其曲线能较好地评定土壤供氮的早发和晚发性
。

土壤氮素矿化类型的不同
,

必然会影响到水稻的生产
,

以往文献大都局限于土壤矿化

氮量与无氮区水稻吸氮量
、

产量间关系的论述
,

对与氮肥的水稻产量效应关系研究甚少
。

潘遵谱等曾将氮肥的早稻产量效应曲线(以下简称氮肥效应曲线 )分成良效高限型 ( l)
、

低

效低限型 ( n ) 及良效低限型 ( m ) 等三大类 ‘习 。

仔细研究图 1 及 2 与三类氮肥效应曲线

相对应
,

可见图 1 的土壤氮素矿化量累积曲线 ( 夕
:

~ K 砂)也可划分成三个组合 ; 而图 2 与

氮肥效应曲线则无明显的对应关系
。

三个组合中三种曲线的常数项变异系数的统计表明

(见表 5 )
,

氮肥效应曲线的三组类型中常数项变异系数在 6一29 多之间 ; 夕
:

~ K 砂 矿化量

累积曲线的常数项变异系数在 5一 3 7沁 之间
,

与氮肥效应曲线相似 ; 夕
2
一K 〔( T 一 1 5 ) D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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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的常数项变异系数却为 16 一 1 67 外
。

因此
,

下面我们将着重考查土壤氮素矿化量累

积曲线 (夕
:

一 K尸 ) 与氮肥效应曲线间的联系
,

进而探讨土壤供氮及其与因土施肥的关

暇配坛肠刊

(曰,.9一勺日)有诵与名勺欲一It�‘�
。甚乞EV系

。

氮肥效应曲线以式( 3 ) 夕
3
~

。

+ 公 + cx
,

表达
,

其中
a

值为水稻基础产量
,

表明该土壤自然供氮的生

产力; b 值的大小
,

表明水稻在该土壤供氮状况下
,

对

增施氮肥的效应大小 ; ‘
值为负数

,

表明施氮水平增大

时
,

由于其他生长因素的不平衡
,

影响其增产效益上升

的程度 ; 极限施肥量
二m ax

~ 一 云
, 如超过 这一 施肥

量
,

产量趋于下降
。

兹将 1 98 1 年试验田的矿化量累积曲线 与氮肥效

应曲线相对应的三类组合各常数平均值制作成图 3 。

图 3 (l ) 类的组合
,

矿化量 累积曲线属于强度和容

量都比较低
,

( K ~ 2
.

7 7 2 士 1
.

0 2 7 ,

培养 s 周的 夕
,

~

有效积沮 ( 1 )

曰f“伽
e 盆即 m ul 曰 e d , e m 伴 r . 飞. 怕 ‘吧 ,

注 : 图中数字为土样代号

图 2 土壤氮素矿化量累积曲线(1 9 8 1)

F ig
.

N

2 A c e u m u l欧io
x i c u 犷v e o f

m i n e r a li z a t io n i n , 0 11

5
.

88 士 0
.

95 N 毫克 / 1 00 克土)
,

表示土壤供氮能力较差的类型
。

其对应的氮肥效应曲线

表 5 不同曲线常数项的变异系数比较

T . ‘le 5 e o m p ar is o o o f t h e v at ia t io n e o e ffie ie n t s d e r iv e d fr o m d iffe r e n t p a r a m e te r s

项项目目 抓肥效应曲线线 土壤氮素矿化量累积曲线线
llli e l刀刀 N it r o g e n e ffie ie n e y fo rrr 人 e c u m u la t io n e u r v e o f N m io e r a li z a t io n i n 5 0 1111

eeeee ar ly r i e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 夕
, 二 a + b君 + e , ,

))) 乡
:

= K 苦,,

夕
:

二 K [ ( T 一 15 ) D ]
...

‘‘‘‘ bbb CCC bbb KKK 刀刀
培养 8 周矿化化 KKK 月月 培养 8 周矿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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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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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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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基础良效高限型
,

即
。
值较小(5 3 , 斤 /亩左右)

, 吞值大 ; 极限施肥量高‘81
.

8 士 ,
.

2 斤 /

亩硫铁左右 )
。

白土
、

砂壤土以及中等偏下的黄泥土(包括黄泥白土)大都属此类
。

图 3 (11) 类的组合
,

矿化量累积曲线属土壤氮素矿化强度和容量都适宜 (K ~ 4
.

6 91

土 0. 7 7 1
,

培养 8 周的 夕
:

~ 9
.

5% 土 1
.

08 7 N 毫克八00 克土)
,

表示土壤供氮能力优良的类

型
。

其对应的氮肥效应曲线为高基础低效低限型
,

即 a
值大 (69 。斤 /亩左右 )

, b 值小 ; 极

限施肥量也较低 (”
.

1 士 6
.

4 斤 / 亩硫钱左右 ); 且
‘
值最小

,

表明稳肥性能较好
,

容易达到

少肥高产
。

黄泥土
、

青黄土以及肥力较高的黄泥白土
,

鳝血白土等大都属此类
。

图 3 (m )类的组合
,

从矿化量 累积曲线看属于土壤氮素矿化强度和容量都偏高的类

型
,

但由图 2 可见
,

这类土壤具有晚发特性
。

所以
,

其对应的氮肥效应曲线表现为高效低

限特殊型
。

由于前期土壤供氮能力较差
,

所以它的
a
值偏低 (6 33 斤 /亩左右)

, b 值较(11)

类的大 ; 又由于其后期土壤供氮过猛
,

因此极限施肥 量偏低(为 56
.

3 土 5
.

6 斤 /亩硫按左

右)
,

且 ‘
值最大(当施肥稍有超过极限量

,

稻谷产量即陡降 )
,

是早稻高产栽培中较难调节

( 1 ) ,

弗
砂

价

、、、
‘

扩 /

, * ‘ “’

竺
价犷

5 9
。

孟

, 。0

之
夏
诬签
褥 民

夕一
2 15 考 o , 一

。。

茎

乳
· 2

.

71 , x o
·

川

14·1210 ,0绝2

��节,001初
已�.习�坛璐T

叹跳二咬之”一勺h己毛�
0lu二盈.咬

培养周

, ”
“
“

‘ ’ ””

1

一
一从

周)

施肥t (硫铁) 20 40 6〔

翔, . 山‘ of
a

州妇」 介
叮忿每l臼吧 r

一 习 功(周 )

: 0 1 00 (斤 亩)
( N H 书

儿 5 0 . ( j叮m “ )

20 的 ‘O 日0 100 (斤 亩) 2 0 ,0 60

8 叫周》
。0 1 0 0 (斤/ 亩)

图 3 土壤氮素矿化量累积曲线( , :

)与早稻氮肥效应曲线( y
,

)

在三个类型组合中对应图 ( 1 9 8 1 年 )

F ig
.

3 T h e 。u r v e o f t h e e ffe e t o f fe r t iliz e r N o n e at ly r i e e
( , ,

)
a o d th e e u r , e o f

a c e u m u la t io n o f m i。。r a liz e d N 10 . 0 11 臼
:
) fo r t址

e 。 g r o u p , o f p a d d y , 0 11 -

掌握的土壤
。

一般囊水型水稻土如青紫泥
、

青泥土
、

青泥白土等都属此类
。

鉴于上述两种曲线间具有相对应的关系
,

我们对此二个回归方程中某些常数项进行

了相关分析
。

根据 1 9 81 年的资料
,
K 值与

。
值呈直线正相关

,

其中非囊水型水稻土经验

公式为
a
~ 3 9 6

.

9 + 5 9
.

2K
, , ~ 0

.

7 8 3 6 * ; 囊水型水稻土 为
。 ~ 2 9 5

.

6 + 4 1
.

I K , , -

0
.

7 0 0 5 。

而土壤培养 8 周矿化氮量 (计算值) 与极限施肥量间呈极显著负相关
,

其经验公

式为
x m a 二

~ 9 1
.

0 4 一 2
.

7 y
。

( 夕
。

代表土壤培养 s 周矿化氮累积量计算值 ) r 一 0
.

7 4 2 5 * * o

这说明进一步探讨二个回归方程中常数项间的关系
,

将有可能通过测定氮素累积矿化里

求
.

导氮肥效应的有关参数项
,

为测土施肥提供新的途径
。

(三) 土族氮素矿化过程与土性评价及其与早稻艳肥施用的关系

土壤氮素矿化过程不同
,

施肥方法及其效果将因之而异
。

出井和鬼鞍指出
,

根据经脸

式( 2 )中指数、 < 尸或 ,’n > 1”来判断某种土壤属于早发或晚发性
。

然而
,

这尚未阐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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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氮素矿化过程中的全部函义
,

将经验式(2) 微分
,

即获得土壤氮素矿化速率公式(4 )为

l ~ K
· 。L(T 一 1 5)D ]

”一 ‘ ,

在双对数纸上绘成直线图象(图 4 )
,

其直线回归方程(5)为 :

19 1 ~ (lg K + lg
n

) + (
。 一 l)lg [ (T 一 1 5 )D ]

81 一 16

8 0 一 17 9

百
1一 2 4

1 一1 5,口

0.
�.

XOO与

省三 。
.

6
l一 17

2472873z-
‘lr

1
J .l‘.1,‘

火
侧
。

洲权。叫。\帜一书s的00受的‘12�

二致

勺懈N��O的口,~

~ 王75

舀

~ 1 8 0

~ 1 70

僻联汉梅瑕属璐-H
u左l目一勺‘吕一亡2怡

。feC ti , :

CCu m

凌邸禁禁潜黔n;( 盖蒲低
m * ‘iza ‘

l 一飞 , o 一 u n Q e r 一n c u b a t诬o n e o n d i tio n

图 4 土壤氮矿化速率 (图中 81
一

22 等分别为年分和土样代号 )

F lg
.

4 R a te o f N m i n e r ali z a t io n in 50 11

由此可知
,

( , 一 l) 为直线方程的斜率
,

它不仅决定土壤的早发或晚发性
,

而 }
, 一 11

值则指出速率强度
。

至于土壤初期土壤氮矿化强度是否能满足早稻早发的需要
,

还要视

( 4 )式中常数项 (K
·

砂 的乘积
,

即矿化速率起始点的大小而定
。

根据两年来多点测定结果(见图 4 )
,

可以清楚地将苏州地区主要水稻土按氮素矿化

过程分为两大类型
。

大多数平田地区的黄泥土
、

黄泥白土
、

白土
、

青黄泥及沿江砂壤土等

属于早发田 (
, < 1)

。

而囊水型的青紫泥
、

青泥土
,

青泥白土及乌山土等
,

都属于晚发田

( 。 > l )
。

生产经验表明
,

穗肥的效果在早发田和晚发田上有所不同
。

从 1 9 81 年的氮肥

试验结果来看亡表 6 )
,

虽然
,

在早发型 ( 。 > l) 土壤上
,

施用穗肥有增加水稻产量的趋势
,

在晚发型( 。 < l) 土壤上则有减产的趋势
,

但是
,

产量差异大都未达显著水准
。

可能穗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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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T . ‘le 6 P a tt e r
皿

o f

土滚氮亲过程类型(
。

值)与早稻施旅肥的关系(1 9 8 1年 )
50 11 N m in e ral iz a tio n p r

oc
e ss in r e la d o n t o th e r e , p o n se o f ear l, riee

to N d r e , , e d a t

地 点

L o e a lity

土 坡

Pan ie le d iffe r e o tia tio n sra g e

稻谷产盆(亩) Y ield (m
u
)

n v a lu e 基施硫被
4 0斤 /亩

基施硫按 初 斤/亩 +

穗肥硫按 10 斤 /亩

认梨醉 }。
过程类擎

I成挤e’a赛,o
:

1 r
a t竺

r

只
‘

夕犷
d e c r e a s e in I m

, n

恻
,

竺
‘, O D

yie ld l p 「。‘〔, ,

+ 2 7
。

5

一 2
。

8

一 1 0
.

0

一 7
。

7

+ 2 4
。

咚

+ 2 7
.

0

+ 4 9
。

2

+ 呼5
.

2 .

+ 8 7
。

7‘

. < l

,jn甘nU,、�臼/n�nU,‘�日000880324623160900
QU阅Jn己翻了.了于.了流跳U�J�别U

口UnUnU丙jnUn哭目n甘月j陀10们22%““12
门了�吕.了自了‘U1

.

产尹匕�产矛

黄泥土

黄泥土

白 土

黄泥土

黄泥土

白 土

白 土

黄泥土

砂壤土

0
。

8 2 1

0
。

6 5 2

0
。

6 62

0
。

85 2

0
。

9 2 3

0
,

8 00

0
。

7 6 6

0
.

4 7 6

0
.

6 6 1

7 8 0
。

8亭桥径墓溪亭山隆余东捻张陆越望金乐兴

一 2 3
。

1

一 1 8
。

0

一 16
。

9

一 呼0
。

0

一 4
。

0

+ 2 6
。

4

” > 1

J七月oj
‘

口UO口,‘

04188350权57
口目�了护七一了八乙�
声产,才,jo�n石�洲�夕�

⋯⋯
11,‘0
nU�0nUJ,,‘nUQ夕月,门,�公tU了�了了口了口U,产,/。O

曰

,,了.0户t),‘J“.月,,人,二IJnU口J0Ifj月‘J工fJ

⋯⋯
..几, ‘二‘.二,‘,‘
‘.几

鳝血黄泥土

青黄土

乌 L土

青紫泥

青紫泥

青泥白土

谊家岐罗泽都夏友桐铜展八

注: * 为均数的差数
,
大于 LSR S% 为差异显著

。

效果不仅与土壤供氮特点有关
,

而且还和前期氮肥施用量和管理措施有关
。

小 结

本试验测定并探讨了苏州地区水稻土土壤氮素矿化曲线回归方程与早稻氮肥效应曲

线有关参数项间的相互关系
,

目的在于为评价上壤氮素肥力与合理施肥提供依据
。

通过对土壤氮素矿化量累积曲线 ( 夕
:

~ K 砂 )与氮肥效应曲线(夕
,

~
。

+ 的 + ‘扩)的

比较
,

发现两种曲线均可分成三种类型的对应组合
。
相关分析指出

,

上述两个经验式中的

参数
“K 品与、

”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 ; 土壤培养 8 周的矿化氮量与氮肥效应曲线中的极限

施肥量 }一川 之间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
。

这表明有希望通过土壤矿化量累积曲线的测
1 Zc l 一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

一

定
,

预测田间早稻的氮肥效应曲线类型
、

基础产量及其极限氮肥施用量
。

根据出井和鬼鞍提 出的土壤氮素矿化过程曲线经验公式 夕
,

~ K 〔( T 一 15 )刀 ]
. ,

评

定了本区主要类型水稻土的土性
,

囊水型的青紫泥
、

青泥土及乌山土 大 都属 于 晚发型

( 。 > 1 )
,

平田地区的黄泥土
、

黄泥 白土
、

白土
、

青黄土及沿江砂壤土大都属于早发型

( 。 < 1)
。

这与农民的实际经验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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