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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结果表明
,
影响安徽省土壤有效相含量的因素主要有 : (l) 成土母质的影响 : 硅质页

岩和湖积物发育的土壤有效铂含量最高
,

其平均值分别为 。
.

1 76 和 。
.

1 5 7湘 / g ; 而黄土沉积

物
、

黄土古河(湖 )沉积物及紫色砂岩发育的土壤有效钥含量最低
,

平均为 。
.

0 05 一 0
.

07 0 拌g / g ,

此类母质发育的土壤有 90 肠的有效钥都在临界值 。
.

1 5雌 / g 以下
。

(2 )水
、

旱种植不同的影响 :

统计了 1 40 个种植水稻的水稻土壤有效铂含量一般都在 0
.

1 , 胖g / g 上下 ; 而 81 个种旱作物的

旱地土壤有效铂都在 。
.

1。。雌/ g 以下
。

(3 ) 水稻土 亚类间水湿程度的影响 : 受水湿影响越深

土壤有效相含量越趋于增加
,

一般潜育型水稻土平均高于储育型
、

渗育型和淹育型
。

(4 )施磷

的影响 : 在一定的施磷水平下
,

土壤有效铝及作物体内钥的含量均有增加 ; 而施磷过量会产生

反效果 ;磷对土壤有效铂含量的影响程度是因土类不同而异
。

(约种植作物会引起土壤有效铂

的亏损
,

但部分可用秸杆还田来弥补
。

关键词 土壤有效铂
,
成土母质

,

旱地土壤
,

水稻土
,

施磷水平
,

土壤铂亏损

一
、

目U 舀

根据全省各地 13 个主要土类
,

共 15 种母质发育的 1 4 0 0 个土壤(其中有 1 0 0 6 个耕层
,

39 4 个剖面 )

样品
,

所进行的土壤有效铂含量及分布状况的研究
,

曾于 1 9 9 0 年作过报道
「” : 安徽全省的土壤有效铂

含量分为四级
,

即 < 0
.

1 ; 0
.

1一0
.

1 , ; 0
.

1 5一 0
.

2 ; > 0
.

2”g / g ,

其中 0
.

1 , 拼g / g 为临界下限 ; 0
.

2”g / g

为临界上限
。

全省有 88 % 的土壤有效钥低于 。
.

1 , 雌 / g ,

尤其皖西和皖北的土壤缺乏有效铂比江淮
、

沿

江及皖南更严重
。

全省土壤有效铂含量变幅很大
,

其变幅范围从 0
.

00 3 到 0
.

7 3 1雌 / g 之间
。

作者在

1 , 8 7一 1 , 90 年的研究过程中
,

同时对稻
、

麦
、

豆
、

玉米等作物进行了系统的 田间和盆栽试验
,

基本上弄清

了安徽省土壤有效铂的现状及作物对土壤铂需求的紧缺情况
。

为了合理施用相肥及有针对性地生产微

肥提供理论依据
,

为此
,

对影响安徽土壤有效相含量和分布的几个因素
,

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

影响土

壤有效铂含量及分布频率因诸多因素而异
。

P o

nd ia 。
等

『
川和 B

.

E
.

D e , ie s 〔’‘ ’
以 及其它研究者“

,

川先

后对此作了多方面研究
。

本试验所研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成土母质
、

水旱不同种植情况
、

水湿影响程度

不同以及不同施磷水平等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研究的土壤样品(包括盆栽
、

田间等辅助试验的土壤)有效铂的测定均采用 T : m m 溶液浸提振荡

名 小时(液 : 土 ~ 1 0 : l)
,

示波极谱测定 ;植株相经湿消化后
,
亦采用示波极谱法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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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果 与 讨 论

(一 ) 成土母质对土族有效相含t 的影响

1
.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有效钥含量及丰缺频率表 现 出 差异 由于不同母质中的

铝含量存有很大差异
,

所以直接影响到土壤中有效铂含量的状况
,

过去曾有 过 一 些 报

道 ￡, .3. ‘4] 。

本研究的结果(表 l) 再次说明了这一观点
,

硅质页岩和湖积物土壤有效铝含量

最高
,

平均值分别为 0
.

1 76 和 0
.

1 5 7 产 g / g ,

且 含量达中
、

高水平的比其它母质发育的土壤为

多
,

分布频率也比其它母质发育的土壤高
。

而黄土冲积物
、

黄土古河(湖 )及紫色砂岩发育

的土壤中
,

分别有 94 多
、

100 多 和 94 多的土壤其有效铝都低于临界下限 0
.

1 5产 g / g ,

实际

含量平均分别只有 0
.

0 6 9 士 0
.

0 0 4 , 0
.

0 5 0 士 0
.

0 0 2 和 0
.

0 6 9 士 0
.

0 0 5 产g / g 。 河流沉积物及石灰

岩母质发育的土壤有效钥状况较上述三种母质的情况略好
,

平均含量十分接近于 0
.

1 , 产g /

g 。 这些研究结果与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1 9 8 0 年发表的结果基本一致
〔3] 。

衰 1

T a l, le 1 A v e r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城有效相均值 仆g / g ) 及分布频率 (肠 )
a g e e o n t e n t s (补g / g )

a n d d ist r ib u t io n f r e q u e n c ie s
(% ) o f a , a ila ble M o

in 5 0 115 d e r iv e d f r o m v a r io u s P a r e n t m a t e r ia ls

分布频率 D is t r ib u t io n 士r e q u o n c 了

of一
母

P a r e n t

土壤数

N u m b e r

m a t e r ia l M e d iu m

5 0 11,

土壤有效铂均值

M e a n a v a ila bl e

M o

(户g / g )

V e r y lo w

(M o ( 0
·

l

拜g / g )

L o w (M o

0
。

l一 0
。

2 5

拌 g / g )
(M o o

.

1 5 一
0

.

2 拼 g / g )

H i g h

(M
o > 0

·

2

并g / g )

匆了弓沙点,,
户�U只�R�月j,jo‘n4,‘OQ00-J,叱诊里J,‘14R

工nU月、�n�

,曰,
二,火

酸性岩 A R

紫色岩 P R

硅质页岩 5 5

碳 酸盐岩 c R

泥质页岩 M S

第四纪红土 Q ;

下蜀系黄土 X L

山河冲积物 M R A

长江冲积物 C A

河流冲积物 R A

黄土冲积物 L o A

湖 积物 L S

黄土古河冲积物 A L L

0
。

0 8 6 + 0
。

0 07

0
.

0 6 9士 0
.

0 0 5

0
.

1 7 6 + 0
.

0 4 1

0
.

1 2 6士 0
.

0 1 6

0
.

0 9 3土 0
.

0 0 9

0
.

0 9 2士 0
.

0 0 5

0
.

0 9斗土 0
.

0 0 6

0
.

0 8 8土 0
.

0 0 7

0
.

0 8 4士0
.

0 0 9

0
.

1 3 8士0
.

0 1 1

0
.

0 6 9土0
.

0 0 4

0
。

1 5 7十 0
.

0 19

0
.

0 50 + 0
.

0 0 2

6 5

7 6

4 3

5 3

7 0

6 7

7 5

6 2

7 9

5 l

8 6

3 5

9 6

2 0

l8

l4

14

18

l7

l8

3 8

7

20

8

24

4

l 0

4

l4

l6

10

l6

3

0

2

1 1

2

2 9

17

2

0

4

0

l2

1 8

1

2 6

2
.

同一土类由于母质不同土壤的有效铝表现出的差异
: 表 2 以水稻土

、

棕红壤
、

潮土

及黄棕壤为例
,

说明在同一土类中由于母质不同土壤有效铝也表现出明显差异
。

由九种

母质形成的 1 52 个水稻土中
,

河流沉积物和碳酸盐母质发育的水稻土有效铝含量最高
,

平

均分别为 0. 1 78 和 0
.

152 拼 g / g 属中等相水平 ; 酸性岩和紫色岩水稻土次之
,

平均 值 为

0. 10 2 拼 g / g; 第 四纪红土
、

下蜀黄土及长江冲积物发育的水稻土有效铝含量最低
,

仅在

0. 04 一 0. 0 7 拼 g / g 。

由六种母质发育的 1 17 个旱地棕红壤中
,

硅质页岩发育的土壤有效银

含量最高
,

平均为 0
.

1 5 3 拼 g / g 属中等铝水平 ; 从安 山岩和紫砂岩发育的土壤次之
,

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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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T 一b le Z

发育于不同母质的水稻土
、

棕红城
、

湘土及黄棕维中有效相含t 的差异

A v ai la ble M o v o r i一t io n o in p a d d y 5 0 115 ,

b r o w n 一r e d 5 0 115 , e u lt iv a t e d m e a d o ,

5 0 115 , a n d ye llo w
一
b r o w n 5 0 115 d e r iv e d f r o m v a r io u s Pa r e n t m a t e r i al s

.

土类 母质
r e n t m a t e r i al

地 点
L o e a t io n

土样数
N u m b e r o f

s a m Ple

钥含 量变幅(拜g / g )
M 。 均值

8 0 11 tyP e
M o e o n t e n t r a

(户g / g )

(拜g / g ) M e a 。

M o e o n te n t

水稻土

河流冲 积物

第四纪红土

下蜀系黄土

紫色岩

溯积物

酸性岩

泥质页岩

碳酸盐岩

长江冲积物

宜城
,

宁国
,

六安等五县

宣城
,

广德

广德
,

寿县
,

巢湖等五县

广德
,

天长
,

休宁
,

黔县

合肥
,

繁昌
, 休宁等七县

霍山
,

径县
,

广德
,

黔县

广德
,

宁国

祁门
, 石台 ,

径县

沿江

2 9

l7

3 9

6

2 8

0
.

0 4 8一 0
.

42 4

0
.

0 0 5一 0
.

1 9 3

痕一 0
.

12 1

0
.

0 4 0一 0
.

1 4 5

O
。

0 5 7一0
。

6 5 5

0
.

0 1 9一 0
.

14 8

0
。

0 4 0一0
。

12 4

0
.

0 3 1一0
.

3 8 1

0
。

0 3 0 一 0
。

0 5 7

(拜g / g )

0
。

17 8

0
。

0 7 2

0
。

0 6 0

0
。

1 0 2

0
。

1 9 2

0
。

1 0 5

0
。

0 7 5

0
。

1 52

0
。

0 40

0
。

0 3 1一 0
。

5 7 7

0
。

0 0 5一 0
.

2 5 1

0
。

0 2 8一 0
.

6 1 1

O
。

0 6 4一 0
。

3 2 0

痕一 0
.

0 6 8

0
.

0 3 2一0
。

3 8 8

0
。

10 6

0
。

10 7

0
。

0 9 8

0
。

1 5 3

0
。

0 42

0
。

13 4

QU工,O尸
�

O月,�,月,一内‘,山,
且

棕红壤

欲县
,

休宁等 13 县

太平
,

绩溪等 10 县

怀宁
,

祁门等 9 县

休宁
,

石台
,

广德

祁门

纵阳
,

太湖
,

郎溪等 10 县

潮土

第四纪红土

酸性岩

泥质页岩

硅质页岩

碳酸盐岩

其它

黄土冲积物

长江冲积物

河流冲积物

阜阳
,

界首

安庆市部分县

合肥
,

天长

::
0

。

0 1 7 一 0
。

1 8 0

0
.

0 2 0一 0
。

2峪8

0
.

0 7 4一0
。

4 6 6

0
。

0 8 2

0
。

0 6 6

0
。

2 0 0

下蜀黄土

酸性岩

霍邱
,

巢湖
,

六安等 6 县

金寨
,

六安
,

凤阳

0
。

0 0 3一 0
。

1 74 0
。

0 7 5

黄棕壤
0

。

0 9 1一 0
。

3 2 8

0
.

1 3 4产 g / g ,

接近临界下限 ;第四纪红土及花 岗岩 (酸性岩 )发育的土壤再次之 ; 而石灰岩

发育的土壤有效铝含量最低
,

平均仅为 0
.

0 42 户 g / g 属铝极缺水平
。

表 2 还例举了 由三种

母质发育的 60 个潮土中
,

河流冲积物发育的土壤有效铝含量最高
,

平均为 。
.

2 0 0 产 g / g ,

远

远高于长江冲积物或近代黄土沉积物发育的土壤 (后二者的土壤有效铂都在 0
.

1那 g / g 以

下 )
。

发育于酸性花岗岩母质的黄棕壤有效铝平均为 0
.

1 5户 g / g ,

明显地高于发育在下蜀

黄土的黄棕壤有效铝
。 0

.

0 7 5 科 g / g 。

由此可见
,

表 2 的结果再次说明了母质对土壤有效铝

含量的重要影响
。

(二 ) 水
、

早种植情况的不同对土壤有效相含t 的影响

水
、

旱种植制度的不同
,

其土壤有效铝含量有明显的差异
,

据全省各地的调查资料证

明
,

旱地土壤中有效铝含量明显地低于种水稻的水稻土 (表 3 )
。

以安徽省面积最大的丘

陵区
—天长和凤阳两县的土壤为代表

,

巧 个旱地有效钥平均含量为 0
.

0 8 7 产 g / g ,

而相

同母质的 48 个水 田土壤有效钥却达 。
.

13 5产 g / g; 同样在本省南部的石台及祁门两县土壤

中
,

旱地有效钥也明显低于水田土壤的有效铂 ; 还有合肥地区及皖南
、

大别山区的几个县

的土壤
,

旱地和水田土中有效钥也呈同样的趋势
。

(三 ) 水相土中水湿程度不同对有效祖含 t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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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不同种植条件下的土壤有效相含量 (湘 /的
a v a il a ble M o e o n te n t

(拌g / g ) b e t w o e n u p l a n d a n d p a d d 萝 5 0 115

水叮表 3

T a b le 3 C o m p a r is o m

母 质 地 点

P a r e n t m a t e r ia l L o 一a t io n

土 类

5 0 11 ty Pe

M o 含量变幅 (拌g / g )

M o e o n t e n t r a n g e

(拜g / g )

M 。 均值

M e a n M o

(拜g / g 〕

C o n t e n t

下蜀黄土 合肥地区

水稻土

黄褐土
(旱地土)

土样数
N u m b e r o f

s a m Ple

4 6

3 9

0
。

0 2 4一 0
。

19 3

0
。

0 2 0一 0
。

2 2 4

(补g / g )

0
。

0 6 4

0
.

0 5 4

水稻土

黄褐土
(旱地土)

0
.

0 6 0 一 0
.

峪6 8 13 5

下蜀黄土 天长
,

凤阳 0
。

0 5 1一 0
。

13 3 0
。

0 8 7

口01,乙‘,二

岳西
,

太平
,

族德等县

水稻土

棕红壤
(旱地土)

黄棕壤
(旱地土)

0
.

0 16一 0
.

6 0 7

0
.

0 3 3一 0
.

2 5 7

0
。

0 9 3

0
。

0 8 9

0
。

0 16一0
。

2 4 0

O
j,内“,乙,几.‘

酸性岩

0
。

0 7 ,

水稻土

棕红壤
(旱地土 )

0
.

0 4 6一 0
。

3 8 1 0
.

1 4 7

碳酸盐岩 石台
,

祁门 0
.

0 5 3一 0
.

0 6 8 0
。

0 6 2

表 4 水稻土不同亚类有效相含盆 (拼g / g ) 比较

T a b le 4 C o m p a r i。o n o f a v a ila b le M o 。o n t e n t (拌g / g )
a m o n g v a r io u s t了p e s o f p a d d y 5 0 115

地地 点点 母 质质 水稻土亚类类 有效相含量 (拜g / g )))
LLL o e a t io nnn P a r e n t m a t e r ia lll P a d d 了 s o il t了P eee A v a ila b le M o (户g / g )))

岳岳西县汤池乡乡 酸性岩岩 赌育型型 0
。

0 1666

潜潜潜潜育型型 .
。

2 5 777

岳岳西县连云 乡乡 酸性岩岩 那育型型 0
。

0 2 111

潜潜潜潜育型型 0
。

0 6 999

桐桐城县朱桥乡乡 下蜀黄土土 漪育型型 0
。

0 7 666

潜潜潜潜育型型 0
。

13 888

太太平县三 口 乡乡 酸性岩岩 沸育型型 0
。

0 3444

潜潜潜潜育型型 0
。

12 777

肥肥西 县李祠祠 下蜀黄土土 掩育型型 0
。

0 5 222

沸沸沸沸育型型 0
。

0 6 777

凤凤阳县江山乡乡 下蜀黄土土 漂洗型型 0
。

0 6 888

潜潜潜潜育型型 0
。

13 999

天天长县乔田乡乡 下蜀黄土土 漂洗型型 0
。

13 444

锗锗锗锗育型型 0
。

16 111

研究发现
,

在不 同水湿程度下生成的水稻土亚类中
,

由于水湿程度的影响其有效钥含

量表现出明显差异
,

表 4 中几对土壤例子
,

其母质
、

耕作种植等情况基本一致
,

仅仅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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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湿程度不同而划分成的亚类
,

结果表明 : 储育型水稻土有效铂含量显著低于潜育型水

稻土
,

而淹育型水稻土又低于沸育型水稻土
。

而且还可 以看出受水湿状况影响程度越深
,

有效钥含量越趋高
。

但当地的漂洗型水稻土
,

因漂洗层多在 2 0c m 以内
,

这种土壤的养分

和粘粒易于流失
,

因此
,

其有效钥含量相对较低
。

关于水湿程度对土壤有效钥含量的影响情况
,

前人 Sa m u e l 曾引用了 Fl e m ing (1 9 7 3 )

的试验结果阐明在排水良好的土壤中有效铂仅为 0
.

3 9 产 g / g ,

排水不充分的土壤有效铂为

0
.

4斗产 g / g ,

而排水不好的土壤有效铂可高达 2
.

3 6 拼 g / g ,

他认为排水不好的土壤容易积累

高量的有效铝
,

因而可使植物体内积累的铝也随着过量地增加
,

甚至会使牧草对牲畜产生

毒害 [19 , 。 由此可见
,

我们所研究的土壤水湿程度对土壤有效铝含量的影响与前人研究的

相一致
。

(四、施人不同童的磷对土壤中有效相含l 的影响

1 9 8 8 年我们在中性至碱性土壤中施人磷酸盐
,

结果 巧 天后土壤有效铝均有下降
,

而

至 30 夭时又转而上升
,

其受影响程度是因施磷水平和土壤类型不同而异 图 (表 5 )
。

同

年我们又在施磷对大豆和玉米幼苗吸收积累土壤铝的研究中也观察到施磷对土壤铝有影

响‘, 山 ,

汪新民等(1 9 8 7一 1 9 8 9 )的研究也表明了施磷对土壤有效钥影响的类似情况
。

据表 5 统计
,

施磷水平 (幻 与土壤有效铝 (刃 之间是呈极显著曲线相关关系 :

(l) 施磷与棕红壤中有效相的相关性

1 5 天
: y ~ 0

.

1 4 一 0
.

0 0 lx + 5
.

8 1 x 10 一‘x , r ~ 0
.

9 6 4 * * , ~ 9

3 0 天
: , ~ 0

.

17 + 0
.

0 0 o 5 x 一 2
.

7 3 x 10 一‘x Z ; 一 0
.

8 8 1 * * , ~ 9

(2 ) 施磷与黄褐土中有效铝的相关性

15 天 : y ~ 0
.

0 95 一 0
.

0 0 0 7 x + 3
.

5 x 10 一 6 x 2

30 天
: y ~ 0

.

0 9 5 + o
.

o o 2 3x 一 3
.

4 2 x 1 0 一 , x ,

r ~ 0
.

7 6 1 * ” ~ 9

+ 1
.

3 1 X 10 一 7 x 3 r 一 0
.

9 6 0 * .

” ~ 9

(3 ) 施磷与砂姜黑土中有效铝的相关性

15 天 :

30 天 :

y ~ 0
.

7 2 7 + 0
.

0 0 5 4 x 一 0
.

0 0 0 l x 2

+ 4
.

4 7 x 10 一 7x 3

y ~ 3
.

3 一 0
.

0 0 lx + 3
.

6 6 x 10 一 6 x Z r ~ 0
.

8 0 5 * *

~ 0
.

9 2 3 * * n ~ 9

~ 9

在棕红壤
、

黄褐土
、

砂姜黑土
、

灰潮土及黄潮土在施人磷酸盐 10 一 75 拼 g / g 后
,

土壤对铝

的吸附量都降低了
,

磷的浓度越高对铂吸附量的下降幅度越大
,

其中碱性土壤表现更为

明显 ‘6] 。 R o y 等人 (1 9 8 6 )认为土壤在吸附阴离子中
,

其吸附力有大有小
,

他们证明从被土

壤吸附的强弱和难易程度来看
,

依次是磷酸根> 砷酸根> 铂酸根 t1 8] 。 B a r s k a d 认为
,

过磷

酸盐对增加酸性土壤中相的有效性影响最大
【1,J

。 D a vi e s 引用了 M ul d e : 用黑曲霉法的试

验
,

证明了施磷酸盐肥料增加了土壤有效铂的含量
“ ‘, 。 B a r r o w (19 6 9

,

19 2 4 )也指出过磷
、

相
、

硫三者的阴离子在土壤中产生竞争性吸附
,

其中铝酸根离子的吸附力是较小的
【, ‘,。

我

们认为
,

磷酸盐对土壤有效钥的影响是复杂的
,

但磷酸盐对土壤吸附性钥酸根的解吸作用

可能有助于土壤被 T a m m 液浸提性相量的增加
。

(五 ) 连年种植引起土壤有效相的亏损

种植作物对土壤有效铝必然会产生消耗
。 E

.

B
.

D a v ie 。 (19 8。)的研究中曾提到
:
在

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 (T as m ; ni a
) 和北部等地区

,

谷物种植 80 一 100 年后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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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T 一blo s

施用不同水平的麟对土壤有效相含量的影响 (雌 / g )
In flu e n e e o f P a PPli e a t io n le v e l r a t e o n 5 0 11 a v a ila b le M o

土 类

5 0 11 tyP e

施 p 水平 (x ) (拌g / g )

a p p lie a t io n (拌g / g ) (x
)

施磷 后土壤有效锢 (y )
5 0 11 a v : i la b le M o a f t e r P a PP lic a t io n (拜g / g ) (y)

第 1 5 天 15 t h d a y

{
。

}
。

·

; 6 2

} { }
“

·

1 4

子
1 IU 1 0

。

1 2 ,

八U丹Ij�n甘n�八八“U�jl‘J臼了O护11,

‘.二‘.1

棕红壤

(有效 M o = o 一 77拼g / g )

0
。

1 18

0
。

10 ,

0
。

0 9 9

0
。

1 0 5

0
。

10 6

0
。

12 8

第 30 天 3 o t h d a y

0
。

16 9

0
.

17 3

0
。

1 79

0
。

1 8 2

0
。

18 9

0
。

1 9 9

0
。

19 0

0
。

1 8‘

0
。

18 3

0
。

0 9 3

,Jn�门矛�‘�,j
�U勿了n,妇

J,月马JZ,‘1
1.1,1‘.1..1‘.1‘.1..1

.

⋯⋯
n材�“�n�的U
�U八lln

}
0

l ,

黄褐土

(有效 M o . 0
·

0 9 0并g / g )

0
。

0 86

0
。

0 9 6

0
。

0 86

0
。

0 66

0
。

0 8 6

0
。

0 7 1

0
。

0 66

0
。

0 6 1

0
。

0 8 6 0
。

1 13

�

U比Un�0n.n�n�,二砚�三J丹了Q一,
几叹」

‘.三‘.二

⋯ : 0
。

2 7 5

0
。

3 0 5

0
。

3 14

0
。

3 2 0

0
。

3 7 0

0
。

3 15

0
.

2 3 5

0
。

2 18

0
。

2 8 0

0
。

2 9 0

0
。

3 18

0
。

3 16

0
.

3 0 0

0
。

2 9 ,

0
。

2 8 4

0
。

2 7 9

0
。

2 0 7

0
。

2 65

n八0�UnU
�11�八“,二JZ工、沙月矛O产,人一、一

‘.几‘.二

砂姜黑土

(有效 M o ~ 0
.

2 9 8拜g / g )

铂严重地被消耗 u3]
。

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
,

每公顷生产 7 吨小麦
,

要从土壤中移去

0. 0 13k g 铝〔, ”。 用这个量计算
,

如果约每亩生产 50 0 k g 小麦则需移去 0
.

9 克的铝
。

根据我

们 19 8 7一 1 9 8 9 年对麦
、

稻
、

豆和玉米的有关试验中
,

初步发现每亩谷物大约要从土壤中移

去 0
.

, 一 1 克有效铂
〔卜

1

0Jo

安徽省土壤大面积地严重缺铂与连年种植而又未施过钥肥有密切关系
,

缺铝 目前已

成为 当地农业生产中的限制因素之一
,

虽然可通过秸杆还 田
,

但是远不足以补偿
。

因从作

者的试验中可得知
,

目前当地几个主要的稻种其成熟期的稻草
、

稻茬(地上部分 )及糠壳中

铝的浓度分别只有 1
.

4 3
、

2
.

13 和 3
.

4 3 群 g / g 叨 ; 麦秸钥浓度约仅在 。
.

4雌/ g 左右
『
气 六周龄

玉米地上部分和根的钥分别也只有 。
.

34 一0
.

“ 和 0
.

“一 0
.

9 8 产 g / g 叼 ; 成熟大豆的地上部

和根其钥分别为 3
.

23 一 4
.

91 和 1
.

62 一3
.

63 拼 g / g t.] 。

如按每亩施以 I O0k g 秸杆还田
,

也只

能提供一茬作物所需铝的 10 外左右
,

而且更不能平衡土壤有效钥的盈亏
。

因此
,

直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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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铝肥
,

并结合通过合理施肥加以调动 土壤中原有钥的有效性
,

这样才有可能改餐土壤有

效铂的状况
。

在近几年全省许多地区的实践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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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C T O R S R E LA T E D T O C O N T E N T O F A V A ILA B L E

M O L Y B D E N U M IN SO IL S O F A N H U I PR O V IN C E

Z ha n g Ji
z
he n

(A g r ic , l r u r a l U , 涪, e r x ir夕 0 1 才 , 几。 1 Pr o 户 i, c , ,

2 3 0 0 3 6)

S u m m a r y

Fa c t o r s r ela te d t o t he c o n te n t o f a v a ilab le M o in : 0 115 o f A n h u i Pr o v in e e w e r e

in v e s t ig a te d
.

5 0 115 d e r iv e d fr o m silie e o u s sha le a n d la e u s tr in e s e d im e n ts ha d t he hig he s t

a v a ila ble M o c o n t e n t
, a v e ra g in g 0

.

1 7 6 a n d 0
.

15 7 户g / 9 r e s p e e tiv e ly : 5 0 115 fr o m th e

in u n d a te d d e Po sits o f the Y e llo w R iv e r ,

10 己5 5 fo s sil la k e d e P o sit s a n d Pu r Ple s a n d

s to n e s h a d th e lo w e st a v a ila ble M o e o n t e n t
, a v e r a g in g 0

.

0 0 5一 0
.

0 7 0 一‘g / g
,

w ith 9 0 多
o f t he 5 0 115 b e lo w t he e r it ic a l va lu e o f 0

.

1 5 0产g / 9 5 0 11
.

A v a ila b le Mo c o n te n t o f 14 0 p a d dy 5 0 115 w e r e a b o u t 0
.

1 5 0 那g / g
,

b u t t ho se o f 8 1

u p la n d 5 0 115 b elo w 0
.

1 0 0产g / 9
.

V a r ia t io n o f M p c o n t e n t w e r e fo u n d a m o n g v a r io u s

Pa d d y 5 0 11 t yPe s
.

G le yed Pa d d y 5 0 115 c o n t a in ed a PPa r e n tly m o r e a v a ila ble M o t ha n

o th e r Pa d d y 5 0 115
.

T he e ffe e t o f P a d d it io n o n 5 0 11 a v a ilab le M o e o n t e n r v a r ie d w it h t h e P r a t e ,

5 0 11 tyP e ,
t im e , a n d c r o PPin g sys te m

·

T he sh o r ta g e o f 5 0 11 a v a ila ble M o d u e to lo n g
一
t e r m c r o PPin g w a s a s e r io u s

p r o ble m in t h e a g r ie u lt u r a l p r o d u c t io n o f A n hu i Pr o v in e e ,
th o u g h it c o u ld b e p a r t ly

su p p le m e n te d by r e r u r n in g c r o p r e sid u e to th e field s
.

E x t r a fe r tiliz a tio n o f M o

15 n e e d e d
.

K e y w o r d s 5 0 11 a v a ilab le Mo ,

Pa r e n t

rna
te r ia l

,
U Pla n d a n d Pa d dy 5 0 11。

-

P
一
fe r tiliz a t io n , 5 0 11 m o lybd e n u m c o n s u m Pt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