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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木文对三种有机肥料和二种土壤的肌醇六磷酸磷含里和有机磷进行了测定和分组
,

通过

无菌溶液培养
,

比较了肌醇六磷酸磷与无机磷在等磷盘的条件下对水稻的营养效果
。

结果表

明 猪
、

鸡粪中有机磷的形态主要是以肌醉六磷酸钙镁盐为主
,

而土壤和牛粪是以肌醇六磷酸

铁的形式为主
。

肌醇六磷酸磷对水稻的营养效果明显优于无机磷
。
磷的分组结果表明 猪

、

鸡粪中有机磷以活性和中等活性有机磷为主
,

而土坡则以稳定性有机磷为主
,

牛粪介于二者之

间
。
因此

,

猪
、

鸡粪中有机磷的有效性高于牛粪
,

而以土壤中的有机磷为最低
。

关锥词 有机肥料
,

肌醇六磷酸
,

有机磷分组
,

水稻
,

无菌培养
,

肌醇六磷酸酶

土壤中的有机磷一般 占全磷的 一 务山
,

而其中 务以上是肌醇六磷酸磷’
。

因

此
,

在有关土壤中有机磷的分组
、

肌醇磷酸磷的测定以及在土壤中的转化等方面 已有不少

报道认
, , , 一’〕。

然而
,

作为土壤有机磷主要来源之一的有机肥料
,

孙羲等人 , 对其中的核酸

磷含量以及对水稻的营养效果已有报道
,

目前进一步研究有机肥料中主要的有机磷
—

肌醇磷酸磷的含量
、

形态以及对水稻的营养效果等问题
。

一
、

试验材料与方法

猪
、

牛
、

鸡粪三种有机肥料均取自本校畜牧场
,

青紫泥取自嘉兴市农科所
,

红壤性水稻

土取自巨州市十里丰农科所
。

有机磷含量采用灼烧法 旧 土壤和有机肥的肌醉磷酸磷含

采用 的方法 切 磷的分 组按 和 建 议 的 方

法 , , 气 肌醉六磷酸磷和无机磷对水稻的营养效果比较
,

采用无菌溶液培养
,

培养液为国

际水稻研究所配方
,

磷的浓度为
,

水稻品种为杂交水稻汕优 号 珍汕

‘
,

种子以饱和漂白粉溶液消毒 分钟
,

再用去离子水洗净
,

排在尼龙网上
,

在无 菌

培养室中发芽育苗
,

二周后根系以 外 消毒 分钟
,

再用无菌水洗净
,

移人经高压

灭菌的培养液中培养
,

每周换培养液一次
,

三周后测其千物质积累 作为营养效果
,

试验

重复四次
。

培养期间
,

每天通气 分钟
,

光照 小时
,

以日光型铀灯为光源
,

光照强度为
二 ,

温度为 ℃ 士 ℃
。

挣光合作用效率
、

气孔导度和蒸腾量用美国
一

公司

生产的
一

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系统测定 水稻对肌醉六磷酸中碳的吸收
,

取

培养液在水浴上蒸干
,

再用重铬酸钾氧化法测定 肌醇六磷酸酶活性侧定按郑洪元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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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培养液声的变化用 必 州 计测定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有机肥料和土城中肌醉六磷酸磷含 , 以及有机磷的分组

通过对三种有机肥料和二种土壤的全磷
、

有机磷和肌醉六磷酸磷的含量测定 表
,

结果表明 猪
、

鸡粪中的有机磷分别 占总磷量的 肠和 , 外
,

牛粪只占 务
,

青紫

泥和红坡性水稻土分别占 。多和 佑
。

猪
、

鸡粪中有机磷的形态主要是肌醇磷脸磷
,

占 沁左右
,

青紫泥和红壤性水稻土占 关左右
,

牛粪占 外左右
。

就形态而言
,

猪
、

鸡

粪中的川醇磷酸磷主要 以钙
、

镁盐
,

约 占 关
,

牛粪只占
,

青紫泥和红壤性水稻土几

乎全以肌醇磷酸铁的形式存在 占 肠 左右
。

造成三种有机肥料肌醉磷酸盐含量和形

态差异的原因
,

很可能是由饲料不同造成的
。

因牛主要以草和秸杆为饲料
,

猪和鸡则主要

农
‘

几种有机肥料和土城的肌醉磷酸磷含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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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子为饲料
,

而种子中的磷主要是肌醇六磷酸钙
、

镁盐
。

此外
,

因牛是反当动物
,

可能也

与动物的消化系统有关
。

同时
,

不难发现
,

尽管青紫泥和红壤性水稻土在有机磷和肌醉磷

酸中的磷含量存在着较大差异
,

但在有机磷 占全磷的比例
、

肌醉磷酸中磷占有机磷的比例

以及不同形态所占的比例方面都是十分一致的
。

采用 R
.
A
.
B ow m an 和 C

.
V
.
C ol 。

的方法对有机肥料和土壤进行了有机磷的 分

组
,

将其分成四组 (表 2)
。

结果表明
,

在三种有机肥料中
,

虽然活性有机磷在含t 上表现

出较大差异
,

但各自占有机磷总量的比例十分一致
,

均在 20 关左右 ;在中等活性有机磷占

有机磷总量上
,

三种有机肥料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

猪
、

鸡粪为 6夕多左右
,

而牛粪只占 27 务
,

即猪
、

鸡粪显著高于牛粪 ; 中等稳定性有机磷在有机磷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

猪
、

鸡粪都在

10 并左右
,

而牛粪占 25 拓左右 ;在高度稳定性有机磷占有机磷总最的比例中
,

牛粪高达

27 肠
,

猪
、

鸡粪只占 3~ 5并
。

换言之
,

猪
、

鸡粪中的有机磷是以活性和中等活性有机磷为

主
,

而牛粪中活性有机磷和稳定性有机磷各占一半左右
。

从结果中不难发现
,

有机肥料中

的肌醇磷酸钙
、

镁主要来自于中等活性有机磷
,

而肌醇磷酸铁主要来自于稳定性有机磷
,

这与贺铁等人即 在土壤中得到的中等活性有机磷很可能与肌醉六磷酸钙有关
,

稳定性有

机磷很可能与肌醇六磷酸铁有关的结果是十分吻合的
。

由于肌醇六磷酸铁的矿化速率很

低
,

而肌醇六磷酸钙的矿化速率较高囚 ,

因此
,

猪
、

鸡粪中的有机磷的有效性比牛粪高
。

在

土壤中
,

有机磷主要以中等稳定性有机磷形态存在
。

因此
,

相比之下
,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
,

有机肥料中的有机磷的有效性比土壤高
。

( 二) 肌醉六磷酸磷对水稻幼苗的曾养效果

采用化学试刻肌醇六磷酸进行了水稻无菌培养试验
,

以国际水稻研 究所无机完全培

养液作对照
,

在等养分情况下
,

比较了肌醇 l

六磷酸磷与无机磷的营养效果
。

结 果 指
之

劝
,

是顾有机磷处理的水稻苗生长良好
,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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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肌醉六磷酸磷与无机磷对水稻的营

养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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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三周后
,

水稻苗的净光合作用效率
、

气孔导度和干物质积累t 均明显高于无机确处理
(图 l

、

表 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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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用经水稻无奋培养 7 天的培养液进行酶活性翻定
.

通过对培养前和培养 3 天后培养液中的磷
、

碳总最变化的测定
,

发现水档不但能吸收

利用肌醉六磷酸中的磷
,

而且还能利用该分子中的碳架
,

且两者所吸收利用的比例较为

一致 (表 4)
。

这很可能是肌醇六磷酸磷处理的水稻生长明显优于无机磷处理的主 要 原

因
。

R

.

L H al st
ea d 等研究证明

,

由于肌醇六磷酸通过肌醇六磷酸酶的作用
,

可降解为肌

醉 1一 , 磷酸和肌醉
,

其中每一种肌醇磷酸盐又有许多种同分异构体t’1
。

因此
,

肌醇六磷

截中的磷究竟以那种形式被吸收利用
,

目前还不清楚
。

通过对水稻根系
、

有机肥料和土壤

中的肌醇六磷酸酶活性测定
,

结果指 出
,

水稻根系表面
、

内部以及有机肥料和土壤中均有

肌醉六磷酸酶 序在
,

而且
,

水稻根系还能分泌肌醇六磷酸酶进 :̂ 培养液 (表 , )
,

这就提示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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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介

我们
,

通过肌醇六磷酸酶的水解作用
,

水稻再吸收水解下来的无机磷
,

这手疑是水稻吸收

利用肌醇六磷酸磷的另一途径
。

在不同培养时间侧定肌醇六磷酸磷和无机磷处理的培养液 pH 变化
,

发现无机磷 处

理的可使溶液 pH 下降
,

7 天后 pH 由 5
.
00 下降至 4

.
”

,

而肌醇六磷酸磷处理可使 pH 升

高
,

由 5
.
00 升至 5

.
44 (图 z)

,

这也可能是影响水稻生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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