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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供氮性能的初步观察

李实烨 王家玉 孔万根
(浙江省农科院土肥所)

很多实验早已证明
〔3]
在田间栽培条件下

,

一季水稻所吸取的氮素营养物质多数来 自

土壤
。

为此土壤供氮性能是否适应和协调水稻良好生长发育的要求
,

这对水稻能否获得高

产稳产有密切联系
。

本文初步探索了几种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供氮性能的一些基本情况
,

目的是为进一步研究水稻高产稳产所要求的土壤供氮特性
,

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

一
、

试 验 方 法

研究采用盆栽试验进行
。

土样采自浙江省有代表性的不同地区的高产单位 (常年粮

食亩产都在 1 6 0 0一2 0 0 0 斤)
,

如分布在河网平原区土壤基本肥力较高的青紫泥和排水条

件较好的黄斑土以及河谷平原区土质较轻松的泥沙土和低丘陵区的黄筋泥 (系第四纪红

土发育
、

熟化度较高的水稻土 )
。

各类土壤的基本性状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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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 20 x 20 厘米盆林
,

钵底不渗漏
。

每林装过筛(l 厘米 )风千土 5 公斤
。

试验处

理除四种不同类型的土壤因素外
,

再加上施用不同数量的化学氮肥(系用上海化工研究院

提供的
飞SN 标记硫酸钱

, ”N 丰度为 1 2
.

36 多) 以及
”N 标记硫酸按配施厩肥 (猪既肥含

氮量 0
.

分务)或稻草(全氮量为 0
.

62 外)等处理(表 2 )
,

其目的是为了探讨
:

1
.

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供氮的基本情况 ;

2
.

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中化学氮肥的利用率 ;

3
.

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中水稻吸取土壤氮和肥料氮的比例 ;

4
.

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中施用厩肥或稻草对土壤供氮和肥料供氮的影响
。

试验中所用化学氮肥
,

其总量的三分之二作为基肥
,

三分之一作为追肥表施
。

厩肥或

稻草全部作基肥
,

基肥采取全层混施
,

未配施磷
、

钾肥
。

处理重复 6 次
。

供试作物为连作

晚稻
,

品种采用
“
嘉湖四号

”。 7 月 1 日播种
, 7 月 30 日移栽

,

秧龄 30 天
。

母盆栽 3 穴
,

每

穴 4 株稻苗
。

11 月 25 日收获
。

收获后的植株由上海化工研究院物化室质谱组协助进行
1

加 的质谱分析
。

表 2 施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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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论

(一) 不同类型稻田土城供氮能力的特点

试验的结果表明一季晚稻吸取土壤氮的数量随着土壤类型不同而有相当差异
,

其顺

序为青紫泥> 黄斑土> 黄筋泥 > 泥沙土 (表3 )
。

如以土壤基本肥力较高的青紫泥和土壤基

本肥力较低的泥沙土相比
。

在不施肥的情况下
,

一季晚稻吸取土壤氮的总量
,

前者比后者

可以高出 1
.

3 倍
。

可见晚稻吸取土壤氮的数量与不同土类中反映基本肥力的有机质和全氮

含量有密切联系
。

由此推论
,

尽管晚稻吸取土壤氮的数量并不完全反映着土壤中可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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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利用的氮素营养物质的总量 ;但从生产意义上理解
,

可以认为这是一项土壤有效氮相对

值的参比指标
,

而且这一参比值的大小与水稻产量有直接联系
。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
,

水稻

吸取土壤氮量的多少
,

相对的反映了这类土壤所具备的氮素有效肥力状况
。

表 3 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中晚稻吸取土壤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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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稻田土壤在施用
‘
5N

一
硫酸镶后

,

晚稻吸取土壤氮的数量明显 地 有所增 加

(表 3 )
。

增加的幅度随着土类不同而有差别
。

以四种土壤相比较
,

显然以泥沙土增加的

幅度最高
,

青紫泥次之
,

黄筋泥又次之
,

黄斑土最低
。

此外随着化学氮肥用量进一步增加
,

娩稻吸取土壤氮数量未见进一步提高
,

这与其它方面研究的结果[’] 基本一致
。

从一般概念来分析
,

化学氮肥所以能促使晚稻增吸土壤氮的原因
,

一方面可能出于植

衰 4 不同类型箱田土城供氮能力 (A 位 )的差别

T a ble 4
‘A ” V a lu e s o f n it r o g e n i n d iffe r e n t l、a (

理
(
ly 5 0 115

土壤供氮能力 (A 值) (N 毫克了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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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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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施氮 2 50 毫克/盆 施氮 400 毫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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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A p p li

e
d N 4 00 m g / p

o :

青 紫泥

Blu ish g r a y c la y e y 5 0 11

黄斑土

R u s t m o t tled e la y e y 5 0 11

9 2 8

黄筋泥

R e d g ru m e s

泥沙土

G r a y c la y lo a m y 5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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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吸收功能的提高 ; 另方面起源于化学氮肥作为一种媒介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生物作用而

激发了土壤含氮物质的矿化而提供了更多的有效氮素山
。

晚稻在泥沙土中施用化学氮肥

后比其它土壤更能多吸收土壤氮的原因
,

似基于泥沙土质地较轻
,

通透性良好
。

因 而具备

了较理想的矿化条件 ; 或则泥沙土中含氮物质具备着较适应的矿化活性
。

按照 Fr ied & D ea n 的公式t’] 推算土壤供氮能力 A 值的结果 (表 4 ) 表明
,

土壤供氮能

力大小的趋势与水稻吸取土壤氮数量的多少基本一致
。

与其它资料相比【5] ,

可以认为除泥

沙土外
,

其它三种土壤供氮能力的测定值都是比较高的
。

特别是熟化度较高的第四纪红

土发育的黄筋泥
,

土壤供氮能力可以达到 10 5 5 毫克 N /盆的水平
,

随着化肥用量的增加还

可提高到 1 1 92 毫克 N /盆
。

(二) 不同类型稻田土城中硫酸按利用率的差别

化学氮肥利用率的高低
,

这不仅是决定于化肥施用方法上的一个技术问题
,

应该与土

坡供氮状况密切相联系
。

硫酸按在稻田土壤中的利用率
,

各方面已有不少报道
。

一般认为

随着硫酸铁施用方法的不同
,

其利用率可以有较大的差别山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同一类型

土壤中硫酸铱的利用率是比较稳定的
,

即使硫酸按用量不同
,

除泥沙土外
,

其它三种土壤

中硫酸钱的利用率都非常接近(表 , )
。

其次
,

以不同土壤类型相比较
,

在 同一方法下施用等

量硫 酸钱
,

其利用率的差别也不很大 (泥沙土除外)
,

只在 30 一40 务的范围之内
。

可见同一

品种化学氮肥的利用率
,

除受不同施用方法影响外
,

一般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

再次值得注

意的是泥沙土与其它土壤比较
,

硫酸按的利用率较高
,

看来与泥沙土质地较轻
,

因 [f市寸化

肥中钱态氮的吸附和解吸性能不同于其它三类质地较粘重的稻田土壤这一情况有直接联

系
。

表 s 不同类型稻田土城中晚稻施用硫酸铁的利用率比较(”N 示踪法)

T a ble 5 R e e o v e ry o f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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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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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SSSSS

, : ooo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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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晚稻植株内土壤氮和肥料氮的分配比例

同位素示踪法测定的结果同样证明在不同类型稻田土壤以及不同施肥条件下
,

晚稻

收获物积累的氮素总量中
,

土壤氮占有显著优势地位 (表 幻
。
正因为土壤氮是水稻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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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的主体部分
,

而土壤氮的供应量又与土壤基本肥力直接相关
。

由此充分说明培育土

壤基本肥力
,

是决定水稻高产稳产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

试验的结果还显示出
,

随着化学氮肥用量的增加
,

晚稻植株内土壤氮百分率都有所下

降
,

而且在四种土壤中趋势完全一致 (表 6 )
。

可见增加化学氮肥用量对晚稻吸氮来源的

组合比例有影响
,

而晚稻植株吸收不同给源氮素营养的比例
,

这不仅是有些研究报告中所

指的只是化肥施用多少的必然结果
,

也反映了化肥利用率的问题 ;相对的可以认为晚稻植

农 . 不同类型稻田土镶中晚稻植株内不同氮派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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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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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G r a y ela yyy S , 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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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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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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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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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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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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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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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SS 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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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青紫泥区的产量分析结果 : F测验不显著
。

N o te : R e su lt o f F t e s t in th e p lo t o f B lu ish g ta y cl ayey 5 0 11 15 认sig n ifiea n t
·

株吸收不同给源氮素营养的比例对晚稻的生育和产量有重要影响
。

从盆栽试验晚稻籽实

收获量的结果中
,

也可以看到基本肥力较高的青紫泥和黄斑土
,

场二 区籽实产量反而低于

耘 区或没有增产 ;其它二种土壤则与此相反
。

这意味着不同的土壤基本肥力决定着土壤

的不同供氮水平
,

后者又可能制约着相应的化肥用量
,

也只有在二者相协调的情况下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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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才能生育良好而高产稳产
。

如果平衡失调
,

要么施肥不足
,

营养不良
,

要么施肥过量
,

造

成徒长浪费
,

水稻就不可能高产稳产
。

为此系统研究并积累在不同条件下土壤供氮
、

水稻

吸氮
、

施肥补氮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资料
,

这对制定
“因土施肥

”
的技术措施有重要参考价

值
。

(四 ) 施用厩肥或稻草还田对不同类型稻田土滚供抓性能的影响

在试验所有的处理中
,

化肥加厩肥或稻草二个处理区 (即 肠 + F 和 sl 二 十 R ) 晚稻

籽实的产量一般较高
。

增施厩肥后晚稻吸取的土壤氮加上厩肥氮在总氮量中的比例较高

(表 6 ,

78
.

23 一 87
.

15 务) ; 相对的吸收化肥氮的比例却为各处理 中最低的 一 区 (12
.

85 一

21
.

”多)
。

由此可作如下推论
:
水稻高产既需要足量的氮素营养

,

但由于氮素营养给源

的配比对产量有密切关系
,

因此水稻高产更需要氮素营养的给源有适 当配比 ;相对的说也

就是要求人为地提供水稻所需的氮素营养大部来自土壤和有机肥
,

而来自化肥的氮素营

养只占适当比例
。

看来在一定条件下
,

不同类型稻田土壤氮素营养的给源需要怎样的配

比才能适应高产水稻的要求 ? 这同样是高产土壤肥力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

在重施化肥基础上结合稻草还田 (s
1二 十 R )

,

晚稻生长稳健
,

不如单施重化肥区出现

猛发徒长现象 ; 同时植株含氮量都低于单施重化肥区
,

吸取肥料氮的数量也有同样趋势

(表 7 )
,

籽实产量除个别情况外又都高于单施重化肥区
。

所有这些现象
,

在不同程度上说

明稻草本身肥效虽低
,

但重要的是对肥料氮可能进行部分生物固定
,

因而既协调了水稻的

吸氮给源的配比
,

又缓解了施用多量化肥所必然带来的消极影响
,

从而对水稻的生育和产

量起了积极作用
。

当然稻草还田的作用还不仅限于这些
,

例如稻草分解后带来的其它营

养元素(如钾素 )以及对土壤结构和通透性等都有一系列的作用
。

衰 7 稻草还田对不同类型稻田土族供氮性能的影响

T a b le 7 班fe et o f r ie e st r a w o n N
一 su p p lyin g e ap a c ity 10 d iffe r e n t p a d d y 5 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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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ccc l
;、ye y 5 0 1111 ela ye y 5 0 1111 5 0 1111 10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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