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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 要

对辽宁省 1、万多平方千米面积上不同土壤
,

采集了三千多个样品
,

用 IC P 测定了有效态

B (沸水提取 )和 Cu
、 z n 、 F 。、 M ”

(D T P A 溶液提取)
,

经过分级评价绘制成 5 幅含量分布图
,

阐明了不同地区
、

不向土壤类型间有效态微量元素含量的差异
,

并结合当地作物生长和肥效

反应进行讨论
,

为辽宁省微量元素肥料合理施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
。

早在 60 年代
,

方肇伦
〔1] 对东北地区土壤全量微量元素做

过光谱分析和制图
。

后来刘铮等
〔, ,3] 应用姜黄素比色法

、

极谱法及原子吸收光谱等技术对

我国土壤有效态 B
、

M 。 、

Z] 。、

Mn 、

c u 进行了分析制图
,

指出了东北地区有效态微量元

素的概况
。

我们长期在东北工作中
,

亦对该地区土壤
,

特别是辽宁省水稻土和某些市县土

壤有效态微量元素含量累积了大量资料
,

但缺乏系统的一次性大批量分析研究
,

对辽宁省

土壤微量元素供给情况尚没有一个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

本研究的 目的是利用电感藕合等

离子体光谱 (1CP ) 分析技术
。

查明辽宁省土壤有效态 B
、

M n 、

c u 、

Z n 、

F。 等微量元素

的含量分布
,

为合理施用微量元素肥料和改 良土壤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南
。

一
、

方 法

为了达到上述 目的
: ,

首先对全省土壤统一布置采样
,

山地土壤以母质为基本单元
。

平

地土壤以土属为基本单元
,

全省平均约 6 万亩一个样品
,

其中耕地布点密集
,

约 2 万亩一

个样品
。

共采集分析了三千多个样品
。

为了使样品符合要求
,

预先制订了布点原则及样品采集
、

制备的具体细则
。

样品的风

干
、

粉碎
、

过筛 (l m m 孔径)
、

提取
、

测定等操作严格限定器具
、

避免污染
。

有效态 B 用沸

水提取
,

M n 、
c u 、

Z n 、

F。 用 D T PA 溶液同时提取 [6]
,

全部用 11- Pl a s m a 一 1 00 型电感揭

合等离子体光谱仪进行测定
: 、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技术
,

灵敏度高
,

化学干扰少
,

线性范围宽
,

手续简单
。

参照 D a hlg ui s t 和 K n
oll 的工作 [5]

,

经 D T PA
’ 一

溶液浸提的土

壤浸出液可直接测
.

定 C u 、

z n 、

Fe
、

Mno 对土壤沸水溶性硼
,

不经其它处理也可直接测

定
。 c u 、

Z n 、

Fe
、

M州 B 的检出限均可达 p p b 级
,

而且分析精度较好
。

在测定上述元素时
,

首先对 Ic P 实验参数(等离子输出功率
、

观测高度
、

载气流速等)

进行了综合选择
,

并对各元素的测定精度和准确度做了试验
。 B 用同一土样进行重复泌

* 康宁
、

张桂兰
、

于学敬
、

梁伟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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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n 次得到的结果为 : x ~ 0. 绍 4 p p m , S 一 0. 0 0 3 0
,

R SD 一 0
.

5 6娇 ; 回收 率 在 90 一

1时多之间
,

经比较试验证明
,

测定结果和经典的姜黄素法一致
。 c u 、

Z n 、 F e 、 M
n

用

默)漂穿){黔瞥髯霎黑龟
一

{鬓忿嘿{飘
厕

翼羹玄
·

5 务
,

在大批量样品分析过程中
,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

采取了如下措施
: (l) 对所

用的实验容器进行校准
,

采用二次去离子水 ;( 妙每次分析前
,

临时配制标准溶液
,

同时进

行空白测定 ; (3 )在测定过程中
,

每隔 20 分钟进行一次校准
,

以避免由于仪器波动和其他

原因造成测定结果偏高或偏低
,

同时进行平行双样测定
,

平行双样测定不少于 5外 ; (4) 在

锹{鬓彬滩粼毖{袭:
圈绘图斑

,

制成 1 : 40 万的含量分布图
。

二
、

结 果

豁黑升聚碧瓢黯篡
乏

,

Fe 多

~
水

伽柳枷
偏向子比较丰富

。

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

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土壤中还有很大差异
。

从有效态微量元素含量分布图可以看出(图 1一匀
: 有效态B 的含量在沿海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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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辽宁省土壤有效态锰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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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辽宁省土壤有效态铜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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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

营

效态 M n

口
、

盘锦及锦州市的海边地区比较高
,

而在其他地区则多为较低或很低水平
。

有

在东部地区含量丰富
,

其它地区多为中等水平 ;有效态 c u

在中部平原
,

尤其是沈



学 报 2 5 卷

图件 辽宁省土壤有效态铁含量分布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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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土壤有效态锌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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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盘山
、

营们地区含量很高
,

其它地区多为中等水平 、有效态 F e 一

含量在西北部有大片

地区处于低水平
,

而共它地区则较高 :有效态 z二 含量在西部和北部的朝服
、

锦州, 阜新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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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等市及东部 的部分地区大面积严重缺乏
,

其它地区亦有严重缺乏或较低水平的散乱

分布块
。 l : 40 万的原图对全省土壤资源整治利用规划及施肥技术的制订有重要意义

。

(二 ) 不同土壤类型有效态微量元素的含量状况

本省从山地到平原和滨海分布着暗棕壤
、

棕壤
、

褐土
、

风沙土
、

草甸土
、

水稻土
、

盐土
、

碱士和沼泽土等土类
。

为了查明不同土类中微量元素的供给状况
,

分别对这些土类及其

亚类典型样品的分析数据进行了分级评价
。

发现有效态 B 主要在棕壤各亚类
、

揭土各亚

类
、

风沙土及草甸土中比较缺乏
,

而在盐化沼泽土
、

盐化水稻土
、

盐土及盐化草甸土中比较

丰富 ;有效 M n
各类土壤都不十分缺乏

。

但在草甸褐土
、

褐土
、

风沙土
、

滨海盐土
、

草甸碱土

中偏低
,

而在棕壤
、

水稻土及草甸土各亚类中则较丰富 ;有效态 c u
各类土壤中亦不十分

缺乏
,

仅在泥炭沼泽土
、

风
‘

沙士中偏低
,

而在水稻土
、

棕壤
、

草甸土
、

盐土
一
、

盐化沼泽土
、

腐殖

质沼泽土中则较丰富 ;有效态 Z n 几乎所有土类都比较缺乏
,

尤以褐土各亚类
、

风沙土
、

盐

化草甸土
、

碳酸盐草甸土
、

草甸碱土
、

沼泽土为最
,

其次是水稻土和棕壤
。

省内所有土类几

乎没有富含有效态 z n 的
,

仅在某些土类中少数样品含量偏高 ;有效态 Fe 在褐土各亚类及

盐土中较缺乏
,

而在水稻土
、

泥炭沼泽土和暗棕壤中比较丰富
。

辽宁省几个主要土类的有

效态微量元素含量分布列于表 2 。 由表 2 可见
,

棕壤和草甸土主要缺乏 z n 、

砚 水稻土

和沼泽土主要缺 z n ; 褐土主要缺 Z n 、

B
、

Fe ; 盐土主要缺 Z n 、

M
n 、

F‘ 风沙土则 Z n 、

B
、

Fe 、

M
。 、

c u 都缺
。

三
、

讨 论

本省土壤类型与作物种类较多
,

按统一指标对土壤有效态微量元素含量进行分级制

图
, J‘

虽然速于
一

比较和得出一个全面的概蕊
、

一

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土壤和作物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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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称 水稻的缺乏临界值虽然随气候
、

土壤
、

品种等条件而变动
〔飞 但总的来说水稻

是既耐 B 毒又耐 B 缺的植物闭
。
众所周知水稻和芦苇需 B 量都少补尽管本省水稻土和沼

泽土样品 B < 0
.

25 即m 的分布频率分别达到 36
.

住外和 23
.

5肠
,

但生产上未发现过缺 B

症状
,

亦无 B 肥效应报道
,

所以我们认为本省水稻土和沼泽土基本上不缺 B 。

然而
,

在棕

壤
、

褐土和草甸土上
,

种植有大豆
、

甜菜
、

棉花
、

果树
、

蔬菜等喜 B 作物
,

缺 B 症状常有出现
,

生产上 B 肥显示明显效果
,

所以这类土壤认定缺 B 。

D T PA 溶液提取的土壤有效态 z n 和 C u ,

采用刘铮等
〔, ,3J 提出的分级指标进行评价

,

基本上符合本省的实际情况
。

本省绝大多数土壤上作物缺 Z n 表现明显
,

z n 肥的施用 已

相当普遍
,

几年内累计施用面积达到 30 0 多万亩
,

但至今未见缺仁u 现象发曳
-

·

D T p粼溶该提取的土壤有效态 响
一

和 凡的分级指标示是参考国夕卜文献甲
,

并根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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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年在东北地区累积的资料和作物生长表现拟定的
,

试用于东北地区
,

但有待进一步

研究
。

在辽宁省 p H > 7
.

5 的土壤上木本植物和部分农作物 (如大豆 )常有缺 Fe 症状发

生
,

缺腼 症状则极少见
,

仅某些地区部分作物(如大豆
、

甜菜
、

棉花 )对M
n

肥有良好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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