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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en[ 1]、Bray- Kurtz1[ 2]、Mehlich3[ 3]、Morgan[ 4]、Vermont1 [5]和Vermont2[ 5]等法是用于确定土壤有效磷含

量的主要常规方法。根据土壤有效磷测定结果可为农户提供施肥建议以及预测施用磷肥或家畜粪肥后

的经济效益等
[6]
。由于这些常规方法的广泛使用,且有大量的数据资料可供利用和参考,因而许多研究

者对这些方法在环境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表明这些方法的土壤磷测定值与土壤中或地表及

地下径流中的溶解性磷或藻类有效磷含量之间通常有着良好的正相关[ 7~ 12]。蒸馏水提取法也被用于

这方面的研究[10] , 但用水提取往往得不到清澈的提取液, 因而也有人用稀盐溶液, 如 0101 mol L - 1 CaCl2

溶液代替蒸馏水。氧化铁浸透的滤纸条法(以下简称滤纸条法) [13]和 011 mol L - 1 NaOH 提取法[ 14]是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两种土壤有效磷测定方法。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滤纸条法测定的土壤或径流中的

磷含量与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磷的数量、径流中溶解性磷或有效磷数量以及藻类生长有着极高的相关

性[10, 15, 16] , Sharpley 等 1991 年的研究表明用宽的液土比( 500B1) , 从土壤中提取出的磷量与土壤悬液中

培养的几种藻类的生长量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17]。

土壤常规测磷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土壤无机形态磷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研究报道,

并有许多涉及到这些方面的综述性评论[ 6, 18, 19] , 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在非钙质土壤上用草酸盐溶液[ 7, 20]、

Vermont1 [21]以及M ehlich3[ 22]等提取剂提取的活性Al以及Fe是控制土壤磷以及磷肥有效性的重要因子,

但还没有将这三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报道。本研究应用上述六种常规土壤有效磷测定方法以及四种近

年来主要用于环境研究的土壤有效磷测定方法(滤纸条法、蒸馏水、0101 mol L- 1 CaCl2 和 0. 1 mol L- 1

NaOH 提取法)对来自纽约州和佛蒙特州香伯灵流域( Champlain Valley)的 23个土样进行了分析测定。对

这些方法的土壤有效磷测定值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方法的土壤有效磷测定值与土壤无机形态NH4Cl- P、

Al- P、Fe- P、Ca- P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壤中 Vermont1 提取剂可提取性Al、Fe、Ca对这些关系的影响从原

理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同时对这十种方法的应用特点进行了简要的评述,以便为在农业方面和环境方

面引用这些方法时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第 40卷 第 1 期 土  壤  学  报 Vol140, No11

2003年 1 月 ACTA PEDOLOGICA SINICA  Jan. , 2003



1  材料与方法
111  土样

23 个供试土样取自纽约州和佛蒙特州香伯灵流域的林地( 11 和 18 号土样 )和农田 (其余土样)的

0~ 20 cm 表层土壤。土样风干和去掉植物残体及其它侵入体后分别过 10 目和 100 目筛, 用于土壤基本

性质的测定及十种测磷方法的实施和土壤无机磷的分级测定。

112  土壤主要理化性状的测定方法
23 个供试土壤的类型以及有关理化性状见表 1。土壤粘粒含量的测定采用比重计法; pH 为 5ml土

于10ml 0. 01 mol L- 1 CaCl2 溶液中 15 min 后用酸度计测定; 有机质采用灼烧法测定 ( 375e , 2 小时) ;

VT1Al、VT1Fe、VT1Ca为 Vermont1 提取剂提取的土壤 Al、Fe、Ca, 与 VT1P 同时提取, 而后用诱导偶合等离

子发射光谱法( ICP)测定。

表 1  供试土壤类型及其主要理化性状

序

号
土  类

pH

(土B水 1B5)

粘粒

( %)

有机质

( % )

VT1Al1)

(mg kg- 1)

VT1Fe1)

(mg kg- 1)

VT1Ca1)

(mg kg- 1)

1 薄层正常灰土 6. 6 4. 6 9. 1 44 6. 4 175 0

2 饱和淡始成土 7. 2 17. 6 6. 3 6 2. 8 229 5

3 表层饱和潮始成土 7. 4 9. 8 6. 2 8 3. 8 483 0

4 饱和淡始成土 7. 0 12. 5 4. 5 11 4. 0 181 0

5 湿润砂新成土 6. 7 4. 0 3. 8 14 1. 9 955

6 表层饱和潮始成土 5. 8 10. 3 6. 2 142 14. 0 900

7 薄层潮始成土 6. 5 26. 2 3. 5 50 18. 5 123 5

8 饱和淡始成土 6. 4 26. 3 4. 9 23 7. 8 158 0

9 表层饱和潮始成土 5. 7 10. 7 3. 9 70 7. 8 700

10 淡色潮淋溶土 7. 2 55. 9 8. 7 23 8. 0 615 0

11 薄层潮始成土 5. 1 8. 7 7. 4 110 94. 0 436

12 湿冲积新成土 5. 9 9. 2 3. 2 31 6. 3 825

13 薄层潮始成土 6. 0 30. 8 4. 5 22 28. 4 150 0

14 内层饱和潮始成土 5. 8 25. 8 4. 7 48 90. 5 168 5

15 湿润砂新成土 5. 2 3. 5 3. 0 136 12. 8 160

16 表层饱和潮淋溶土 6. 4 22. 2 6. 3 27 8. 8 323 0

17 脆磐正常灰土 5. 5 14. 0 9. 3 130 75. 0 545

18 淡色潮淋溶土 5. 7 44. 4 11. 3 32 28. 5 166 5

19 薄层潮始成土 5. 8 29. 1 5. 8 13 4. 7 172 5

20 湿润砂新成土 7. 0 3. 9 1. 9 45 2. 9 980

21 内层饱和潮始成土 7. 4 28. 6 2. 9 14 4. 0 205 0

22 淡色潮淋溶土 6. 9 72. 4 9. 8 36 36. 7 211 5

23 薄层湿淋溶土 6. 6 52. 4 6. 1 18 11. 2 200 0

  1) VT1Al、VT1Fe、VT1Ca 分别为土壤中 Vermont1可提取性 Al、Fe、Ca

113  土壤有效磷测定方法和实施
Bray-Kurtz1( 01025 mol L- 1 HCl+ 0. 03 mol L- 1 NH4F)法[ 2]磷 ( BK1P) 和 Olsen ( 0. 5mol L- 1 NaHCO3,

pH81 5)法[ 1]磷( OLP)由内布拉斯卡大学土壤分析化验室测定;Mehlich3 ( 0. 2 mol L- 1 CH3COOH + 0.25 mol L- 1

NH4NO3+ 0. 015 mol L- 1 NH4F+ 0. 013 mol L- 1HNO3+ 0. 001mol L- 1EDTA )法[ 3]磷( M3P)由北卡州立大学

土壤分析化验室测定; Morgan ( 0. 72 mol L- 1 NaOAc+ 0. 52 mol L- 1 CH3COOH, pH4. 8)法[ 4]磷( MOP)、

Vermont1 ( 1. 25 mol L- 1 NH4OAc, pH4. 8)法[ 5]磷( VT1P)和 Vermont2( 1. 25 mol L- 1 NH4OAc+ 0. 03 mol L- 1

NH4F, pH4. 8)法[ 5]磷( VT2P)由佛蒙特大学农业和环境分析化验室测定; 滤纸条法磷( STRP)采用 Sharpley

1993年的方法测定[ 15] ; 0. 1 mol L- 1 NaOH 提取磷( NaOHP)援引Sharpley等 1991 年的方法[ 17] ;蒸馏水提取

1 期 卜玉山等:十种土壤有效磷测定方法的比较 141  



磷( WaterP)和 0. 01 mol L- 1 CaCl2提取磷( CaCl2P)都采用 1B25 的土水(液)比提取 2 小时, 提取液过滤后

吸取一定量滤液用钼蓝比色法测定含磷量。

114  土壤无机磷分级测定
采用改进后的 Chang和 Jackson 法[ 23]将土壤无机磷按 NH4Cl提取磷( NH4Cl- P)、NH4F提取磷( Al-

P)、NaOH 提取磷( Fe- P)、连二亚硫酸钠- 柠檬酸钠提取磷 (闭蓄态 P)和 H2SO4提取磷( Ca- P)的顺序

分级提取并用钼蓝比色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1  供试土壤无机形态磷之间的相互关系

各种无机形态磷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只有 NH4Cl- P 与 Al- P之间和 Fe- P与闭蓄态 P之间分别达

到 01 01和 01001的显著水平(见表 2) , NH4Cl- P主要为水溶性磷及松结合态磷 ,对植物是直接有效的,

因而, 尽管供试土壤中的平均 Al- P含量低于 Ca- P、Fe- P以及闭蓄态 P 的平均含量(见表 2) , 但其对

NH4Cl- P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其活性或有效性也可能相对高于 Fe- P、Ca- P 或闭蓄态 P。这一结果和

许多生物试验的结果相符, Kamprath 和Watson在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结果时指出, 对酸性和中性土壤,

Al- P 是植物磷的主要来源, 如果土壤中有 CaHPO4 存在 , 还应加上 CaHPO4
[ 6]。NH4Cl- P 与 Al- P/

VT1Al(代表 Al- P除以 VT1Al, 以下此种表示方式意义相同)的相关系数以及 NH4Cl- P与 Fe- P/ VT1Fe

的相关系数都分别明显大于NH4Cl- P与Al- P以及与 Fe- P的相关系数(见表3) , 且都达到01001的显

著水平, 进一步表明供试土壤中 NH4Cl- P 的水平不仅主要受 Al- P 和 VT1Al的共同影响,也受 Fe- P

和VT1Fe 的共同影响。Fe- P和闭蓄态 P之间有着极显著的正相关, 这也符合由于风化淋溶造成的土

壤中各种无机形态磷的一般分布规律[ 24]。

表 2  土壤分级磷及其相互之间的相关性

土壤 分 级 P

名  称
范  围 平均值

(mg kg- 1)

决 定系 数 ( r2)

Al- P Fe- P Ca- P 闭蓄态 P

NH4Cl- P 1. 3~ 58. 0 11. 7 0. 37* # # #

Al- P 26. 0~ 477. 4 139. 9 0. 12 # #

Fe- P 42. 0~ 553. 3 163. 7 0. 15 0. 70* *

Ca- P 43. 0~ 599. 2 220. 9 #

闭蓄态 P 102~ 1004 286. 3

  * 达到 0. 01显著性水平; * * 达到 0. 001显著性水平; # - 0. 1< r2< 0. 1

表 3 十种方法的土壤磷测定值与土壤 NH4Cl- P、Al- P、Fe- P、Ca- P的相关性( r 2)以及

与 Al- P/ VT1Al、Fe- P/ VT1Fe、Ca- P/ VT1Ca的相关性( r2)的比较1)

土壤 P测定磷 NH4Cl- P Al- P Al- P/ VT1Al Fe- P Fe- P/VT1Fe Ca- P Ca- P/VT1Ca

NH4Cl- P2) 1. 00 0. 37 0. 94 # 0. 58 # #

WaterP 0. 85 0. 54 0. 83 # 0. 70 # #

CaCl2P 0. 90 0. 45 0. 90 # 0. 64 # #

VT1P 0. 96 0. 41 0. 94 # 0. 64 # #

MOP 0. 86 0. 32 0. 79 # 0. 61 # #

VT2P 0. 46 0. 65 0. 43 0. 23 0. 70 # #

BK1P 0. 53 0. 82 0. 48 0. 25 0. 80 # #

M3P 0. 55 0. 73 0. 51 0. 31 0. 82 # #

OLP 0. 45 0. 42 0. 39 0. 43 0. 51 # #

NaOHP 0. 21 0. 58 0. 15 0. 66 0. 61 # #

STRP 0. 67 0. 64 0. 63 0. 20 0. 74 # #

  1) VT1Al,VT1Fe,VT1Ca为土壤中Vermont1提取性Al, Fe, Ca; r2> 0. 41达 0. 001显著水平, r2> 0. 28达 0. 01显著水平;

2)为便于比较,将NH4Cl- P与其它无机形态磷的相关性列入; # - 0. 1< r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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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十种方法的土壤有效磷测定值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及各种方法的应用
十种土壤测磷方法从理论上和以前的有关研究结果来看都适用于供试的 23 个土壤。本研究结果

表明,除 NaOHP分别与WaterP、CaCl2P、VT1P和 MOP之间的相关性外,其余土壤有效磷测定值相互之间

的相关性都达到 01001 的显著水平(见表 4)。对供试土壤, 除 0. 1 mol L- 1 NaOH 提取法外, 其它九种方

法之间都有着良好的相互替代性。

Vermont1 法和Morgan 法的提取剂都是 pH418 的缓冲性醋酸盐溶液,二者从土壤中提取磷的原理相

同,因而 VT1P与 MOP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但 VT1P或 MOP与WaterP 和 CaCl2P也都有着良好的相

关性, 且 VT1P、MOP和WaterP三者各自的平均值极相近, 而 CaCl2P的平均值约为 VT1P、MOP或 WaterP

平均值的一半(见表 4)。表明 Vermont1和 Morgan提取剂与Water 和 0101 mol L- 1 CaCl2 一样都为弱提取

剂。Vermont1 和Morgan 法都适用于风化程度较低、固磷能力较弱的酸性到中性土壤; 而 Water 和

0101 mol L - 1 CaCl2提取法适用于水溶性磷含量高且固磷能力弱的各种土壤, 虽然二者没被广泛应用,但

因为雨水与蒸馏水的相似性,近年来许多研究者用水来提取土壤中那部分易于进入地表径流中的磷, 以

评价土壤磷对地表水的潜在影响。

表 4 十种方法的土壤磷测定值及其相互之间的相关性

土壤磷名称
土壤磷测定值(mg kg- 1) 决 定 系数 ( r2) 1)

范  围 平均值 CaCl2P VT1P MOP VT2P BK1P M3P OLP NaOHP STRP

WaterP 1. 1~ 59. 8 12. 9 0. 95 0. 88 0. 72 0. 61 0. 75 0. 79 0. 64 0. 40 0. 91

CaCl2P 0. 7~ 26. 1 5. 2 0. 94 0. 79 0. 63 0. 64 0. 68 0. 56 0. 29 0. 80

VT1P 0. 1~ 56. 5 10. 6 0. 90 0. 53 0. 59 0. 63 0. 56 0. 27 0. 74

MOP 2~ 40. 3 13 0. 46 0. 51 0. 56 0. 59 0. 30 0. 64

VT2P 11~ 266 66. 6 0. 85 0. 83 0. 50 0. 67 0. 74

BK1P 18~ 360 82. 8 0. 98 0. 64 0. 77 0. 88

M3P 39~ 446 122. 8 0. 72 0. 78 0. 90

OLP 10. 5~ 154 48. 3 0. 62 0. 79

NaOHP 58~ 1886 354. 6 0. 61

STRP 8. 1~ 134. 4 42. 6

  1) 除NaOHP 分别与VT1P, MOP,WaterP, CaCl2P之间的 r 2值外,其余 r 2 值都达到 01001的显著水平

Vermont2、Bray- Kurtz1 和Mehlich3 都为含 F 提取剂, 三者从土壤中提取磷的主要原理相同, 因而

VT2P、BK1P和 M3P相互之间, 特别是后二者有着极高的相关性(见表 4)。VT2P、BK1P 或 M3P各自的平

均值都远高于VT1P、MOP、WaterP或 CaCl2P的平均值。Bray- Kurtz1和 Mehlich3 法都适用于中度到高度风

化的酸性到中性土壤。Mehlich3且被作为通用提取剂从土壤中同时提取多种养分元素, 在酸性到中性

土壤上的应用有越来越广泛的趋势。而 Vermont2法不单独使用,是与 Vermont1 法共同使用。

滤纸条法是一种测定土壤或水体有效磷的新方法, 该法从土壤中提取磷的原理与阴离子交换树脂

法相同,适用于各种土壤, 但比阴离子交换树脂法简单和方便, 对磷酸根离子的专性吸附也比树脂强。

与各种化学提取剂法相比,该法更接近于植物或藻类从土壤或水体中吸收磷的真实情况,也更能说明土

壤或水体磷的有效性。但与常规提取法相比,该法仍较费时和复杂,目前主要应用于环境方面的研究。

Olsen法是主要用于测定钙质土壤有效磷的常规方法, 但该法也适用于酸性到中性土壤[ 25, 26]。本

研究也表明 OLP与其余九种方法的土壤磷测定值之间存在着良好的相关性(见表 4)。目前在碱性土壤

上,该法有逐渐被通用提取剂 AB- DTPA[ 27]取代的趋势。

0. 1 mol L- 1 NaOH 提取法是一种用于测定藻类有效磷的方法, 目前该法主要应用于环境研究以及

作为评判其它测定藻类有效磷方法的标准方法
[ 7]
。本研究结果表明, 该法是所用十种方法中土壤磷测

定值最高的方法(见表 4) , 除弱提取剂 Vermont1、Morgan 及 Water 和 01 01 mol L- 1 CaCl2 外, 该法与 Ver-

mont2、Bray- Kurtz1、Olsen、Mehlich3 及滤纸条法都有着良好的相互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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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十种方法土壤有效磷测定值与土壤无机形态磷之间的相关性以及VT1Al、VT1Fe、VT1Ca的影响

VT1P、MOP、WaterP和 CaCl2P与 NH4Cl- P以及与 Al- P之间都有良好的相关性, 而与 Fe- P和 Ca-

P的相关性都差(见表 3) ,但前四者分别与NH4Cl- P和 Al- P二者和的相关系数( r 2= 0150、0140、0161、

0153)反而都远小于它们与NH4Cl- P的相关系数。VT1P、MOP、WaterP、NH4Cl- P 各自的平均值极其接

近,而 CaCl2P约是它们的一半(见表 2, 4)。表明 Vermont1、Morgan、Water和 0101 mol L- 1 CaCl2 主要从土

壤中提取出NH4Cl- P,对其它无机形态磷的触动很小。四者的土壤磷测定值分别与 Al- P 之间存在

0101或 01001 显著水平的相关性, 这是由于供试土壤中 NH4Cl- P的水平主要受 Al- P的影响。四者的

土壤磷测定值和 NH4Cl- P一样,与 Al- P/ VT1Al、Fe- P/ VT1Fe的相关系数分别明显地大于它们与 Al-

P、Fe- P的相关系数(见表 3) , 进一步证明这四种提取剂从供试土壤中提取出的磷主要为 NH4Cl- P。

VT2P、BK1P和 M3P与 Al- P 的相关性都最好, 其次为与 NH4Cl- P, 再其次为与 Fe- P, 而与 Ca- P

的相关性都差(见表 3)。但 VT2P、BK1P分别与 NH4Cl- P和 Al- P 二者和的相关系数( r 2= 0. 69、0. 85)

或M3P与 NH4Cl- P、Al- P和 Fe- P三者和的相关系数( r 2= 0181)都比它们与 NH4Cl- P、Al- P或 Fe- P

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大,且达到最大。表明三种方法除提取出这些土壤中的 NH4Cl- P 外, 主要成比例地

提取出Al- P 以及一些 Fe- P。三种方法的土壤磷测定值分别与 Al- P/ VT1Al的相关系数明显小于它

们与Al- P 的相关系数,而与 Fe- P/ VT1Fe的相关系数却又明显大于它们与 Fe- P 的相关系数(见表

3) , 进一步表明三种方法从供试土壤中提取出磷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土壤 Al- P的水平,土壤中 Vermont1

提取性Al的影响不大,但三者从这些土壤中提取出磷的数量受土壤 Fe- P 和 Vermont1 提取性 Fe的共

同影响。

OLP分别与 NH4Cl- P、Al- P、Fe- P 的相关性都达到 01001 的显著水平, 但与 Ca- P 的相关性差。

NaOHP分别与这四种无机形态磷的相关性的差异也有这种变化趋势(见表 3)。表明两种提取剂提取磷

的原理有相似之处。但 OLP 不仅与 NH4Cl- P和 Al- P 二者和、NH4Cl- P 和 Fe- P二者和、Al- P 和

Fe- P二者和的相关系数( r 2= 0145、01 53、0162)等于或大于其与 NH4Cl- P、Al- P 或 Fe- P的相关系数,

而且与NH4Cl- P、Al- P、Fe- P三者和的相关系数( r2= 0166)或与再加上 Ca- P 后四者和的相关系数

( r 2= 0167)仍有所增大, 而 NaOHP与 Al- P和 Fe- P二者和的相关系数或与再加上 NH4Cl- P 后三者和

的相关系数相同且达到最大( r 2= 0. 92)。表明 Olsen 提取剂对土壤中无机形态磷种类的作用范围更广,

而0. 1 mol L- 1NaOH 主要提取出 Fe- P和 Al- P。OLP、NaOHP分别与Al- P/ VT1Al的相关系数都小于它

们与Al- P 的相关系数,而 OLP与 Fe- P/ VT1Fe的相关系数较其与 Fe- P 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大, NaOHP

与Fe- P/ VT1Fe的相关系数却较其与Fe- P的相关系数有所减小(见表3) ,再一次表明供试土壤中Al-

P的活性高于Fe- P,而且强碱性的 0. 1 mol L - 1 NaOH 提取 Al- P,特别是 Fe- P 的能力要强于 Olsen 提

取剂。

滤纸条法没有溶解土壤中任何固体无机形态磷化合物的作用, 因而 STRP 与各种无机形态磷之间

的相关性大小最有可能说明土壤中这些无机形态磷活性的相对大小。本研究结果表明, 供试土壤中各

种无机形态磷的活性从大到小依次为 NH4Cl- P> Al- P> Fe- P> Ca- P, 与前面所得结论相一致。

STRP与 Al- P/ VT1Al的相关系数和它与 Al- P的相关系数相近, 而 STRP与 Fe- P/ VT1Fe的相关系数却

明显大于它与 Fe- P的相关系数(见表 3) ,也说明了供试土壤中 Al- P的活性要高于 Fe- P的活性。

214  NH4Cl- P和十种方法的土壤有效磷测定值与 Ca- P以及与 Ca- P/ VT1Ca的相关性

NH4Cl- P和十种方法的土壤磷测定值与 Ca- P以及与 Ca- P/ VT1Ca 的相关性都差, 并不能说明供

试土壤中钙磷和Vermont1提取性 Ca对NH4Cl- P没有影响, 也不能说明十种提取方法对钙磷都没有提

取能力。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从土壤方面和土壤无机磷化学分级方法来看,供试土壤中的钙

磷可能主要为活性极低的形态,如各种类型的磷灰石, 而活性较高的形态如 CaHPO4 所占的比重可能不

大,且与总的钙磷不成比例; 在土壤无机磷分级过程中, 首先,用 1 mol L- 1NH4Cl提取的磷中虽主要是水

溶性磷和松结合态磷, 也可能提取出少量的活性较高的钙磷, 如 CaHPO4, 随后, pH812 的 015 mol L- 1

NH4F虽对铝磷化合物有较高的选择性, 但由于 F 离子对 Ca 离子的螯合作用, 活性较高的钙磷,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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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HPO4也同时被提取出来而被划为Al- P,因而最后用 0. 1 mol L- 1H2SO4提取出的 Ca- P中就可能都为

活性极低的钙磷化合物, 如磷灰石。从十种土壤磷测定方法来看, Vermont1、Morgan 及 Water 和

0101 mol L - 1CaCl2都为弱提取剂,它们对供试土壤中的无机形态磷除 NH4Cl- P外触动都很小; 强碱性提

取剂 0. 1 mol L- 1NaOH 主要提取 Fe- P 和Al- P, 对各种形态的 Ca- P作用极小; 含 F 酸性提取剂 Ver-

mont2、Bray- Kurtz1和 Mehlich3以及 Olsen 提取剂对土壤中各种无机形态磷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取能力, 但

它们提取出的钙磷可能主要为活性较高的形态如 CaHPO4;滤纸条法是通过吸附固定提取液中的磷和显

著降低提取液中磷的浓度,从而促进土壤中活性较高的各种无机形态磷的溶解和释放,对于钙磷提取出

的也可能主要为活性较高的形态如 CaHPO4。因而,综合考虑这些原因, NH4Cl- P和十种方法的土壤磷

测定值与供试土壤中无机形态磷分级方法所测定的 Ca- P的相关性都差。

土壤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土壤中的无机形态磷种类繁多、性质各异, 在活性方面也极不相同;目前所

用的土壤无机磷化学分级方法也只是对土壤无机形态磷的大概分级,不可能将各种无机形态磷绝对的

分开;而各种提取法从土壤中提取出的磷实际上是各种无机形态磷中活性较高部分的不同数量和比例

的组合。因而本文对十种方法的土壤磷测定值与土壤无机形态磷之间的相关性以及 Vermont1 提取性

土壤Al、Fe、Ca的影响的结果分析是一种趋势推断,但这样的分析推断有助于了解土壤中各种无机形态

磷的相互关系及其活性(或有效性)和各种提取剂方法对土壤无机形态磷的提取特性, 也有助于根据土

壤无机磷特性选择适宜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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