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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 141 中确定了风干水稻 土淹水密闭培养矿化氮有效积温式中 K
, n
值计算方法

后
,

我们对自己及其他作者来源于浙江
、

江苏
、

上海
、

湖南等省市共 81 个土壤矿化氮淹培

试验资料作了分析
,

发现将矿化量转化为相对量形式后
,

不同土样间的氮矿化过程具有较

高的相对稳定性
,

现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土样
、

淹水密闭培养方法及其 K
, 。 值的计算方法见前文l4]

。

设风干土淹培每周有效积温数为

Te
,

淹培周数为 i
,

则有效积温式可表示为 :

y
:

= 双 Te (l)
、.,了

,�,‘
一一

:‘
了.甩、

当淹培温度为 30
“

时
,

Te 二 10 5℃
。

i = 2 时
,

即有效积温 2 10 ℃时的氮矿化量

时间从 i周延长到j周之间的氮矿化量记作 耳 i:

气
一 ,

一硕 Te
·

j]n 一 KI Te
·

i]
”

姚作为干土效应值
。

淹培

(2)

(i
,

j = l
,

2
,

⋯ ⋯
,

12 : i < 了 )

例如 玖
一 : 表示为淹培第 2 周到第 3 周间的氮矿化量

。

由于以 玖 为干上效应值
,

玖
一 : 即为扣除干土效应

后第一周氮的矿化量
。

界
2
表示淹培时间达第 j周时扣除干土效应的氮累积矿化量

,

在前文l4] 中曾将

Y1 2一 : 作为土壤氮矿化能力指标
。

本文定义淹培时间 j-- 2 周 内的氮累积矿化量 Yj--
2
相当于 Y . 2一 2

氮累积矿化量的比值作为 j时段的

收到修改稿日期
: 1 995 一6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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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累积矿化比值 界
2 / Y1 2 一2 (T h e R a tio o f A e e u m u la te d M in e r a liz e d N itro g e n ,

简称 R A M N )
,

记作

R A M凡
·

R A M N 乙
一 2

Y 12 一 2
(3)

淹培达 12 周时该比值等于

2 结果与讨论

2
.

1 氮矿化过程的相对稳定性

对前文闻中 25 个土样用式(3) 计算出从第 3 周到第 12 周的氮累积矿化比值如表 1 所示
。

十十样样 KKK nnn j (周)))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33333333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l000 llll l222

IIIII 5
.

54 4 222 0
.

2 2 2 888 0
,

1999 0 3 444 0
.

4 666 0
.

5 777 0
.

6 666 0
.

7 444 0 名 lll 0
.

8 888 0
.

9 444 1 0 000

22222 9乃 1 1444 0
.

1 56 999 0
.

2 000 0 3 555 0
.

4 888 0
.

5888 0
.

6 777 0 7 555 0 名222 0
.

8 888 0
.

9 444 1
.

0 000

33333 0 3 54 222 0 2 57 000 0
一

2 000 0 3 555 0
.

4 888 0
.

5888 0
.

6 777 0
.

7 555 0 名222 0
.

8 888 0
.

9 444 1 0 000

44444 1
.

3 60 111 0 4 0 6 333 0
.

1777 0
.

3 000 0
.

4 222 0
.

5 333 0
一

6 222 0
.

7 111 0 7 999 0
.

8 666 0
一

9 333 1
.

0 000

55555 1 1
.

30 3 888 0
.

10 1777 0
.

2 111 0 3 777 0
.

4 999 0
.

5999 0
一

6 888 0
一

7 666 0 名333 0 名999 0
.

9 555 1
.

0 000

66666 6
.

1 6 1 888 0
,

18 0 888 0
.

2 000 0 3 555 0
.

4 777 0
.

5777 0
.

6 666 0
.

7 444 0 名222 0 名888 0
.

9 444 1 0 000

77777 2乡 8 1 333 0
.

3 13 222 0
.

1888 0 3 222 D
.

4 444 0
.

5555 0
一

6 444 0
一

7 222 0 名000 0 名777 0
一

9 444 1
.

0 000

88888 6 3 72 666 0
.

17 6 555 0
.

2 000 0 3 555 0
一

4 777 0 万888 0
.

6 777 0
.

7 555 0 名222 0
.

8 888 0
.

9 444 1 0 000

99999 3
.

9 70 777 0
.

19 7 777 0
.

2 000 0 3 555 0
一

4 777 0 万777 0
.

6 666 0
.

7 444 0 名 lll 0
.

8 888 0
.

9 444 l
,

0 000

lll000 2石 7 5 777 0
,

2 3 4 222 0
,

1999 0
.

3 444 0
.

4 666 0 石666 0
.

6 555 0
.

7 444 0
.

8 111 0 名888 0
.

9 444 1 0 000

lll lll 3
.

8 9 7 888 口0 2 4 7 111 0
.

1999 0
,

3 444 0
.

4 666 0 5 666 0
.

6 555 0
.

7 333 0 名 lll 0 名888 0
.

9 444 1
.

0 000

lll222 2
.

1 12 888 0 2 8 7 333 0
.

1888 0
.

3 333 0
一

4 555 0 5 555 0
.

6 444 0
.

7 333 0 名000 0 名777 0
.

9 444 1
.

0 000

lll333 2
.

6 6 2 999 0 2 3 1000 0
,

1999 0
.

3 444 0
.

4 666 0
.

5 666 0
一

6 555 0
.

7 444 0
.

8 111 0
.

8 888 0
.

9 444 1
.

0 000

lll444 1
.

7 3 1666 0
.

2 9 0 777 0
.

1888 0
.

3 333 0
.

4 555 0
.

5 555 0
一

6 444 0
一

7 333 0 8 000 0
.

8 777 0
.

9 444 1 0 000

lll555 2
.

4 34 222 0
.

2 7 5 444 0
.

1999 0
.

3 333 0
.

4 555 0 j 555 0
.

6 555 0
.

7 333 0 名000 0 名777 0
.

9 444 1
.

0 000

lll666 2
.

3 0 9 000 0
.

2 9 5 000 0
.

1888 0
.

3 333 0
.

4 555 0
.

5 555 0
.

6 444 0
.

7 333 0
.

8000 0名777 0
.

9 444 1
.

0 000

lll777 2
.

3 0 4 222 0
.

3 0 1222 0
.

1888 0
.

3 333 0
一

4 444 0 万555 0
.

6 444 0
.

7 222 0
.

8000 0
.

8777 0
.

9 444 1
.

0 000

lll888 4
.

3 56 444 0
.

2 3 1333 0
.

1999 0
.

3 444 0
.

4 666 0
,

5 666 0
.

6 555 0
.

7 444 0 名lll 0名888 0
.

9 444 1 0 000

lll999 1 6 7 5777 0
.

2 6 1444 0
.

1999 0 3 333 0
一

4 555 0 5 666 0
.

6 555 0
.

7 333 0 名lll 0名888 0
.

9 444 1 0 000

222 000 2
.

9 9 4 444 0
.

2 4 6 888 0
.

1999 0 3 444 0
.

4 666 0
.

5 666 0
.

6 555 0
.

7 333 0
.

8 111 0 8 888 0
.

9 444 1
.

0 000

222 lll 1
.

9 4 8 111 0
.

2 9 2 000 0
.

1888 0 3 333 0
一

4 555 0
,

5 555 0
.

6 444 0
,

7 333 0
.

8000 0名777 0
.

9 444 1
.

0 000

222 222 2
一

4 6 8222 0 2 5 7 000 0
.

1999 0 3 333 0
一

4 555 0
,

5 666 0
.

6 555 0
.

7 333 0 名lll 0名888 0
.

9 444 1
.

0 000

222 333 5 6 9 1333 0
.

16 5 555 0
.

2 000 0 3 555 0 4 777 0
.

5 888 0
.

6 777 0
.

7 555 0 名222 0名888 0
.

9 444 l
,

0 000

222 444 1 5 88 444 0
.

3 3 0 000 0
.

1888 0 3 222 0
.

4 444 0
.

5 444 0
.

6 333 0
.

7 222 0 名222 0名777 0
.

9 444 1
.

0 000

222 555 2
一

2 1 8444 0
.

2 5 9 333 0
.

1999 0 3 333 0
.

4 555 0
.

5 666 0
.

6 555 0
.

7 333 0 名lll 0 8 888 0
一

9 444 1
.

0 000

平平均值 XXX 0 1999 0 3 444 0
.

4 666 0 5 666 0 6 555 0
.

7 333 0 8 111 0沼888 0
.

9444 1
.

0 000

标标准差 SSS 0
.

00 9 333 0 乃1 3 888 0
.

0 15 111 0乃 14 111 0 刀1 3 999 0
.

0 1 1 666 0
.

0 0 9 333 0
.

0 0 6 444 0
.

0 0 2 999 000

孪孪异系数 C V( % ))) 4
一

999 4
.

111 3
.

333 2 555 2
.

111 1
.

666 1
.

222 0
.

777 0
.

3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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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 K
, 。
值有所变动

,

但淹培 j时段的累积矿化比值却具有极高的相对稳定性
。

例如第 3 周的平均值为 19 %
,

标准差仅 0. 0 093
,

X 士 2 5 的幅度为 0
.

17 14 至 0. 2 086
,

与试

验值甚为吻合
,

其变异系数较小
,

仅 4
.

9 %
,

并且随淹培时间延长
,

变异系数愈来愈小
,

说

明累积矿化比值随淹培时间延长趋于更加稳定
。

式 (l) 的物理意义已表明
n
值较小时

,

淹

培初期的氮累积矿化比值较大
,

但在干土淹培实得
n
值的变动幅度 (0

.

10 17 至 0. 40 63)

内
,

它只能在较为稳定的范围内变化
,

因此表现了这比值高度的相对稳定性
。

25 个土样

中包括了囊水型和非囊水型土壤
,

可见氮矿化过程的相对稳定性适用于爽水性不同的土

壤
。

2. 2 氮矿化过程相对稳定性的普遍意义

为了验证氮矿化过程相对稳定性的普遍意义
,

收集有关学者公开发表资料
,

用本文方

法计算淹培 j时段的氮累积矿化比值 耳
: / Y , 2一2 ,

并将其算术平均值
、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

与表 1 资料一起列于表 2 作一对比
。

表 2 根据不同作者资料计算出的j时段氮累积矿化比值 R A M玛 (丫
一 : / Y . 2一 2

)

士士样数数 统计数数 少 (周))) 资料来源源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原作者者333333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l000 llll l22222

222 555 平均值XXX 0
.

1999 0
.

3444 0
.

4 666 0
.

5 666 0石555 0
.

7 333 0名 lll 0
.

8 888 0
一

9 444 1 0 000 本文文

标标标准差 SSS 0
.

0 0 9 333 0 刀1 3 888 0
.

0 15 111 0
.

0 14 111 0
.

0 13 999 0刀 1 1666 0
.

0 0 9 333 0
.

0 0 6 444 0
t

0 0 2 999 00000

变变变异系数 C V( % ))) 4
.

999 4
.

111 3
.

333 2
.

555 2
.

111 1
.

666 1
.

222 0
.

777 0
.

333 00000

lll222 平均值XXX 0
.

1888 0
.

3 333 0 4 555 0
.

5 555 0
.

6 444 0
.

7 333 0 名000 0
.

8 777 0
.

9 444 1
.

0 000 泪二 月沈 J 七 叼 巧111

标标标准差 SSS 0
.

0 0 6 222 0
.

0 0 9000 0
.

00 9 777 0
,

0 0 7 999 0
,

0 0 7 222 0
.

0 0 5 111 0
.

00 6 222 0 刃0 4 999 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变变变异系数 C V( % ))) 3
.

444 2
.

888 2
.

222 l 444 1
.

111 0
.

777 0
.

888 0
.

666 OOO 000 殊灭 飞商守
一 ‘‘

333 222 平均值XXX 0
.

1999 0 3 444 0
.

4 666 0
.

5 777 0
一

6 666 0
.

7444 0
.

8 111 0
,

8 888 0
一

9 444 1
.

0000 汪寅虎虎

标标标准差 SSS 0
.

0 0 7 222 0 乃0 8 888 0
.

00 9 444 0
.

0 0 9 111 0 0 0 8 777 0乃0 7 555 0
.

0 0 6 444 0 刀0 4 777 0
一

0 0 1 888 000 等I,
,

2 111

变变变异系数 C V( % ))) 3
.

777 2
.

666 2 000 1
.

666 1
.

333 1
.

000 0
.

888 0
.

555 0
.

222 00000

lll222 平均值XXX 0
.

1999 0 3 333 0 4 555 0
.

5 555 0
.

6 555 0 7 333 0 名 lll 0
.

8 888 0
.

9 444 1
.

0 000 唐 玉琢等ls]]]

标标标准差 SSS 0
.

0 12 444 0
.

0 14 444 0
.

0 16 222 0 乃 14 222 0刀 13 666 0乃 10 444 0
.

0 10 777 0
.

0 0 8 000 0
.

0 0 2 999 00000

变变变异系数 C V( % ))) 6 555 4
.

444 3
.

666 2
.

666 2
.

111 1
.

444 l
,

333 0
一

999 0
.

333 00000

888 lll 平均值XXX 0
,

1999 0 3 444 0
.

4 666 0
.

5 666 0石555 0 刀333 0 名 lll 0
.

8 888 0 9 444 1
.

0 000 上述全部部

标标标准差 SSS 0
.

0 0 9 222 0
.

0 12 555 0
.

0 1 3 444 0 乃 12 777 0刀 12 000 0刀 10 000 0 刀0 8 666 0
.

0 0 6 111 0
一

0 0 2 222 000 资料汇总总

变变变异系数 C V( % ))) 4
.

888 3
.

777 2
.

999 2
,

333 l 888 1
.

444 1
.

111 6
.

999 2
.

333 00000

不同作者在不同年份
、

不同地区选用不同土壤 (其中包括种植早稻和晚稻的囊水型及

非囊水型水稻土在内)
,

在j时段内氮的累积矿化比值几乎有相同的数值
。

表 2 资料共 81

个土样
,

其总的平均值与本文几乎相同
,

而且用各文献资料求得的标准差
、

变异系数都很

小
。

表 2 是扣除 2 10 ℃有效积温预培期后 的数据
,

若不扣除则不存在如此一致的相对稳

定性
,

由此也逆证了蔡贵信等I5] 以预培二周矿化氮作为干土效应期矿化氮是适宜的
。

表 2

的土样来源于江
、

浙
、

沪
、

湘等省市
,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

可见只要适用于有效积温式描述

矿化过程的土样
,

并采用由前文 [4] 及本文选定的风干土淹培及计算方法
,

至今尚未看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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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矿化过程相对稳定性的
。

尽管 R AM N 相对稳定
,

但不同土样的 Y , 2 一:
值却相差悬

殊
,

各时段的矿化量 耳
:
与各该时期的矿化速率具有极高的正相关

。

表 1 资料计算得

Y3 一 : 一 0
.

0 2 5 3 + 9 1
.

6 5 6 l r 2 1。,

其 r2 = 0
.

9 952 ; Y9 一 :

一l
.

s7 x 1 0
一 , + 10 0

.

9 5 5 4 犷 84 。,

其
: 2
为

0
.

9996
。

计算文献川
、

[2 ]
、

[3 ]
、

14 ]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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