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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放射性磷矿粉进行土壤性厦对植物

吸收磷素的影响的研究
*

李庆遣 曹翠玉 戎 捷
(中国科学院土典研究所)

用 P32 标靛的磷肥已在磷素营养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并且已趣有了不少的粽合

性总桔
tl .2, 3 1。 但是

,

应用放射性磷矿粉来研究其肥效的报告
,

RlJ 还极为有限
。 工9 4 9 年 Frie d

和 Mak 二zi e [41 曹用 Fl ori da 磷矿粉在缺磷的湿草原土上对若子和首蓓进行了贰验
,

放射

性磷是用中子原来幅照的
。

在以后的并多磷矿粉肥效的拭验中
,

都没有值接应用放射性

磷矿粉
。

我俩曾怀疑幅照后的磷矿粉在晶体构造上是否有所变化
,

或者除磷以外的其他

擅变产物是否会影响到以后的放射性侧定
。

本拭验中所用的放射性磷矿粉
,

是通过反应

堆来制备的
。

根据制品的晶体检定以及放射性元素的化学分析和生物裁验
,

歌明这种人

工嫂变产物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
,

来标昆磷矿粉
,

进行肥料就输
。

关于磷矿粉在不同性厦土壤上的肥效阴短
,

苏联
、

美国和西欧都曾做过大量工作
,

并

且各就本国的土壤条件和农业情况进行了粽述
。

解放以后
,

我国开始了磷矿粉肥效的系

枕研究
,

主要工作是在杠壤区进行的 I,, 司。 1 9 62 一1 9 64 年简
,

我卿曹就杠壤
、

黄褐土 (小粉

土 )
、

浅色草甸土和黑土等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与磷矿粉肥效的关系进行了比较 [v1
。

但是

这些工作只能税明土壤性厦(包括磷素形态和土壤物理化学性厦 )与作物产量的关系
,

并

没有阴明作物在不同土壤条件下对磷矿粉的吸收性能
。

因为 幼苗截输和大 田拭验都征

明
,

郎使在磷肥对作物没有增产作用时
,

也并不一定瓮明作物不吸收磷肥[z, s1 。

这篇报告

通过放射性磷矿粉的应用
,

就土壤性盾
、

作物产量以及作物对磷矿粉吸收之简的关系做了

分析
。

裁盼也应用了放射性过磷酸钙
,

来研究当磷矿粉与过磷酸钙混合施用时
,

作物对难

溶性磷
、

可溶性磷与土壤磷素的选择吸收
。

在苏联的一些报告中
,

常常提到磷矿粉和有机肥料混合施用的好处
,

并强铜难溶性磷

斡化过程中的生物作用
。

Ac 阴H

a3H 图 在 1 9 5 8 年曾在这方面进行了总桔
。

关于磷矿粉和

有机肥混合效应的研究
,

在美国于 19 16 年前后郎已开始
,

但是裁驮精果及其渝断是很不

一致的
。

Se a tz 等在 1 9 5 9 年曾就这些文献加以筒要的总拮1101
。

在我们的裁喻中
,

也应 用

放射性磷矿粉进行了有机肥对磷矿粉有效性的影响的研究
。

工作是在 1 9 6 2 和 工9 6 3 年用盆栽裁验进行的
。

一
、

拭脸材料和拭睑方法

放射性磷矿粉的性厦
:
把 10 0 目扣度的显阳磷矿粉在原子反应堆中辐照以后

,

根据

*
参加工作的尚有李陈明同志

,

放射性磷矿粉的制备承我院原子能所协助进行
,

谨表榭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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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射钱衍射藉鉴定它的晶体构造 (图 1 )l) 。 为了避免强烈的放射性对 X 一
射佳衍射藉背景

的影响
,

鉴定系在衰变三个月以后进行
。

但是在拭翰中所用的放射性磷矿粉
.

,

是用普通磷

矿粉加人工擅变产物来标豁的
。

r决卜‘

图 1 昆阳磷矿粉在原子反应堆处理以前 (l) 及处理以后 (l l) 的 x- 衍射图藉

图 1 显示在照射处理以后
,

矿物晶体并没有受到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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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化学分析方法
,

把放射性磷矿粉中的钙沉淀为草酸钙
,

检查拮果表明钙的放射度极弱
。

在

用放射性磷矿粉进行盆栽拭输的时候
,

样品的衰变曲核服从 P犯 衰变的理渝值
。

土壤性厦 : 贰输是用三种土壤进行的 : (l) 浅色草甸土
,

壤土
,

采于徐州旧黄河冲积

地
,

母厦为石灰性冲积物
,

种小麦
、

玉米
、

小米等 ; (2 )黄揭土 (小粉土)
,

采于南京低丘陵

地
,

重壤土
,

母质为下蜀黄土
,

种植番薯
、

黄豆
、

小麦等 ; (3 )杠壤
,

采于江西进置低丘陵地
,

帆粘土
,

母质为杠色粘土
,

种植番薯
、

油菜
、

小麦等早作
。

三种土壤的化学性质兑表 1 。

获 l 拭盛土妞的化学性熨

土土 奥奥 p H (水))) 碳酸钙钙 有机厦厦 阳离子代换塌塌盐基鲍和度度 有效磷
.....

磷酸铁““

帆帆帆帆))) (% ))) (奄克当梦/// (% ))) (p
一p p m ))))))))))))))) (p

一p p m )))
111111111110 0克土))))))) 瞬取扔扔扔

(((((((((((((((((p
一 p p , n

)))))

浅浅巴草甸土土 8
.

666 6
.

斗斗 0
.

9 999 14
。

999 7 222 微量量 3 6 333 痕迹迹

黄黄 褐 土土 5
.

88888 l
。

2 111 9
.

999 llll 1888 3 斗斗 性333

杠杠 奥奥 5
.

22222 1
。

8 5555555 l222 1 777 5 000

*
土样用 0

.

03N N H正 加 o
.

0 2 5N H C I混合液提取
,

水土比为 5 0 : 1
,

振璐 1小时
。

* *
磷酸钙及磷酸铁按

“c h a n g a n d Ja ek s o :一
土典磷的分级

”
方法测定

。

拭阶方法
:
全部裁验用盆栽法

。

盆径 20 厘米
,

高 20 厘米
,

装土 6 公斤
。

每盆除磷肥

外
,

一律施入 (N H仍5 0 , 4
.

7 2 克
、

Kz SO ; 1
.

0 克
。

在施用放射性过磷酸钙的处理中
,

播种时

每盆剂量 20 0 微居里
,

在施用磷矿粉的处理中
,

每盆剂量为 6 00 或 1 0 0 0 微居里
。

全部磷

l) 荃射椒衍射鉴定承余冀泉等同志协助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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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都与土墩均匀混和
。

为了检查这样高的放射孩度是否会影响植物生长
,

需把施用标配

磷肥的植物与施用普通磷肥者相比较
,

发现生长状况井无区别
,

千物质重量及其含磷百分

数也没有枕舒上的显著差异
,

这点在以 后 的拭验附表中也可以看到
。

M a‘ng ly 在 R o-

th a m ste d 石灰性土壤上的拭验
,

曹发现具有弦度放射性的磷肥
,

虽然不影响黑麦的生长和

黑麦对磷素的吸收总量
,

但是诚低了植株对肥料中磷素的吸收
,

相应的增加了植株对土堪

中磷素的吸收[ll1
。

关于这种差异的可能性
,

在我侧敲舒献盼时并没有考虑到
。

拭驮中每一处理重复三次
,

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放射性磷是用干物厦测定的
,

最后一次

收XlJ 物的放射性磷
,

是在灰化后进行侧定
。

二
、

土坡性质对磷矿粉中磷案活度的影响

我俩根据植物在不同土壤上对磷矿粉的增产效应
、

以及植物吸收磷矿粉的磷素
、

过磷

酸钙磷素和土壤磷索的相对比例
,

来羡明磷矿粉在不同土壤中的活度
。

至于土壤化学性

厦与磷矿粉肥效关系的研究
,

已理另有报告 [;]
。

在浅色草甸土和黄揭土上
,

裁骇是用小米

为指示作物进行的
。

由于小米在弦酸性杠壤上生长不良
,

另外布置了一粗黄豆和一粗养

麦拭输
。

为了辨别在混合磷肥中作物对磷矿粉与过磷酸钙的吸收比例
,

我佣布置了二祖

混合肥料的处理
,

每盆加入 5. 64 克磷矿粉和 0. 90 克过磷酸钙 (磷量为 9 : l )
,

一祖只标昆

磷矿粉 (1 0 0 0 微居里)
,

另一粗只标靓过磷酸钙 (2 00 微居里)
,

分别爵算植株对磷矿粉的

吸收量和对过磷酸钙的吸收量
。

植株对土壤磷的吸收是从植株全磷量中减去两种磷肥的

户总和而得
。

由于拭毓是在磷肥和土壤均匀混和下进行的
,

因此所得拮果代表根系对三

种磷素抬源的选择性
。

在供拭土壤中
,

浅色草甸土含有大量的磷酸钙 (3 6 3 pp m )
,

土壤可始态磷是比较充足

的
,
田简拭验征明只有在较高的化学氮肥的桔合施用下

,

过磷酸钙才有增产效盘[1z]
。

表 2

拮果魏明无箫施用过磷酸钙或磷矿粉
,

盆栽拭验中的小米都没有增产
。

但是在加入过磷

酸钙时
,

小米籽实中的磷含量从 0. 22 % 提高到 0. 27 务
,

而在单施磷矿粉时RlJ 没有这项变

化
,

可晃磷矿粉中磷素的活度并不比土壤磷素张
。

在单施磷矿粉的一粗拭验中
,

小米有三分之一的磷素来 自磷矿粉
,

其余三分之二的磷

素应敲是浅色草甸土所提供
。

但是在施用磷矿粉与过磷酸钙混合肥料的处理中
,

小米便

大量利用可溶性磷 (豹占全磷的 42 多)
,

而对磷矿粉和士壤磷的摄取比例仍保持不变
。

黄褐土 (小粉土)虽然是具有一定磷肥水平的土壤
,

但是在不施有机肥而只施化学氮

肥时
,

过磷酸钙通常是起增产作用的
。
田简拭验也征明了在不施肥料(包括化学氮肥和有

机肥 )时
,

单施磷矿粉对豌豆
、

若子和荞麦均起增产作用 [v1
。

表 2 的拮果靓明在每盆加入

5. 64 克磷矿粉时
,

小米籽实有极明显的增产 (以 1界 的最小显著相差数为标准 )
,

小米从

磷矿粉和从土壤中所摄取的磷大豹各占二分之一
。

这靓明在中度酸性的黄揭土中
,

磷矿

粉的活度远较石灰性浅色草甸土为弦
。

在混施有过磷酸钙时
,

作物对磷矿粉的吸收量便

大为械低
。

在杠壤的裁盼中
,

除了小米由于在弦酸性土壤上生长不良而剔除以外
,

黄豆和荞麦的

拮果极为一致
。

由于荞麦在最后一次收 xlJ 时
,

各盆简放射弦度的侧定重复简裸差较大
,

因

此选取了黄豆做代表
。

在杠块的拭验中
,

由于土壤有效磷极为贫乏
,

磷肥对作物增产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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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

表 2 税明在高度缺磷的土壤中所生长的黄豆
,

植物体内的含磷量大的只有正常生

长的黄豆的一半
。

单施磷矿粉的处理和与过磷酸钙混施者相比
,

在产量和舍磷量上的差

别不大
。

当单施磷矿粉时
,

植株中有 80 多以上的磷素来自磷矿粉l) ,

土壤所提供的磷不到

20 多
。

在与过磷酸钙混合施用时
,

黄豆从过磷酸钙中所吸收的磷素极低 (只有 4 拓
,

荞麦

为 4一7 多)
,

而磷矿粉的磷素供应率RlJ 基本不受过磷酸钙的影响
。

过磷酸扔的活度这样

低
,

可能是由于在肥料与杠壤均匀混合后
,

可溶性磷的固定率较孩
。

表 2 作物在不同性熨土绷上对稍破粉和过麟酸钙的吸收性能

土土 城城 作物物 处 理理 茎捍(干物质))) 穗部或豆粒(干物质))) 全植株株

重重重重重蚤蚤全磷磷
_

磷素来源源 重量量全磷磷 磷素来源源 吸收收 磷素来源源
(((((((((克))) (% ))) (占吸收量% ))) (克))) (% ))) (占吸收量% ))) 磷总总 (占吸收量% )))
111111111 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斗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过过过过过过过磷磷 磷矿矿 土续续续续 过磷磷磷矿矿土壤壤

尸 声. 、、
过磷磷 磷矿矿 土盛盛

酸酸酸酸酸酸酸钙钙 粉粉粉粉粉 酸钙钙 粉粉粉 毫克克酸钙钙 粉粉粉
、、、、、、、、、、、、、、、 、~ 产

户户户户户

浅浅色草甸甸 小来来 不 施 磷 肥肥肥 0
.

0 5555555 10 00000 0
。

2 1111111 10 000 3 555 4 22222 10 000

土土土 小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3 99999999999999999黄黄黄豆豆 磷 矿 粉
*** 1 2

.

000 0
。

0 44444 呼000 6 000 巧
.

444 0
.

2 22222 3 222 6 8888888 3 555 6 555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5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磷磷磷磷矿粉
* 十过磷酸钙钙 1 1

.

333 0
.

0 444 2 000 2 999 5 111 1 3
。

666 0
.

2 777 呼555 1 777 3 888 4 55555 l 888 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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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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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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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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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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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0
.

0 5555555 10 00000 0
.

3 0000000 IDOOO 5 3333333 10 000

磷磷磷磷 矿 粉
*** 1 1

。

444 0
。

0 44444 6333 3 777 1 4
.

999 0
。

3 11111 5 lll 斗99999 l222 5 222 4 888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6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磷磷磷磷矿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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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0 444 l000 斗333 斗777 1 4
.

999 0
.

3 000 12

111
3 333 5 5555555 3 444 5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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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斗斗斗斗斗 2
.

斗555 0
。

3 22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4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最最最最小显著差

:霍霍
无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差 l222222222

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叙叙 坡坡坡 不 施 磷 肥肥 3
.

88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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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
.

2 8888888 10 0000000 8 666 10 000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磷磷磷磷 矿 粉
*** 9

.

555 0
.

2 00000 . ******* 0
.

5 33333 8 666 l444 6 0000000 l444

磷磷磷磷矿粉
* 十过磷酸钙钙 9

.

555 0
。

1999 444 * ***** 8
.

888 0
.

5222 斗斗 8 lll l555 6 777 444 8 111 巧巧

磷磷磷磷矿粉 + 过磷酸钙
*** 9

。

555 0
。

1999999999 9
。

888 0
。

53333333333333333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最最最最
,Jus

著差

:羹羹
1

.

8 00000000000 2
.

5 7777777777777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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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放射性肥料

,

下同
。

** 标本沾污
,

把豆粒中吸收比例列在全植株中供参考
。

概括上述精果
,

在本拭输条件下
,

石灰性浅色草甸土上施用磷矿粉时小米对肥料磷的

吸收率为 35 多
,

但不起增产作用
,

也不改变植株中的合磷百分数
。

在黄褐土上施用磷矿

粉时
,

小米对肥料磷的吸收占总吸收量的 52 务
,

使籽实产量有显著增加
,

但没有提高植株
的含磷百分数

。

在高度缺磷的杠壤上
,

作物的磷素豹有 86 多 来 自磷矿粉
,

除了增产以外
,

使植株的含磷百分数提高一倍左右
。

当过磷酸钙与磷矿粉混合施用时
,

在浅色草甸土上
,

小米磷素来源于过磷酸钙
、

磷矿

l) 养炭在软xlJ 时植株中来自磷矿粉的磷素占全磷 90 % 以上
,

由于产 的放射张度已担很弱
,

箭算上的簇差相应
~

幼大
,

所以汉有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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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和土壤的比例豹为 40 : 20
:
40

。

在黄揭土上三者的 比例豹为 10 : 35
:
55

,

在杠壤上豹为

5 : 80 : 1 5 。 这些拮果靓明过磷酸钙和磷矿粉对作物的相对可始性是 由土壤条件
,

特别是土

城的化学性厦和磷素状态所决定
。 Fri ed 等的盆栽拭骇 [41 也锐 明 在酸 性的湿草原土中

(未施石灰时 pH 4. 9 )
,

若子所吸收的磷素有 81 多来自磷矿粉 (肥料用量大豹相当于 6 公

斤土壤加入 6 克磷矿粉
,

磷矿粉含 巧0 ,
35 .4 务

,

与兄阳磷矿粉属同一类型)
。

而在长期施

用石灰后的同一土坡中 (声 5. 5)
,

若子中的磷来 自磷旷粉者下降至 49
.

5 多
,

虽然两种土

块中磷矿粉的增产率是大致相似的
。

三
、

有机肥料对磷矿粉有效性的影响

拭盼中
,

把 2 克磷矿粉或 1 克过磷酸钙与 30 克粉状的千有机肥(一半为猪粪
,

一半为

杠花草 )相混合
。

一粗加水 37
.

5 毫升
,

在
J

臣温 (25 一28 ℃ )和通气的条件下培育 15 天 ; 另

一粗不趣培育
,

在施用时临时混合
。

为了照顾到 P业的衰变
,

只有使培育条件比较有利于有

机质的分解
,

而在时简上 lllj 尽可能短
。

凌云番等曾在同样条件下做了不同培育时简的有

机肥分解率的侧定
,

征明 15 天内豹分解全部有机碳的五分之一[1s]
。

裁验是用砂培法(3 公

斤砂) 进行
,

培育时的磷矿粉和过磷酸钙的放射强度均为 5 00 微居里
,

试验期中
,

加入了

无磷培养液
。

小麦在生长 84 天后收XlJ
,

产量和磷素吸收情况觅表 3 。

农 3 确翻粉和有机肥混合施用时对小事生长及确案吸收的形响

或收钙吸)
磷 肥 抬 源

植
髯

重

1
(
老找儡

)

}嗯黔 {撰谦
从有机肥中
吸收磷(% )

0o
t了,了

0
112R00

右.盈

n�佗jf,.、少‘.几,且

QU目11场J11少通
J
嵘J斗
月,R�钾了�匕002

fj,‘几‘
.

⋯
nU000有机肥

有机肥 + 过磷酸钙
*

有机肥 + 磷矿粉
* (握过培育)

有机肥+ 磷矿粉
*

(临时混合 )

1 7
。

0

1 5
.

4

16
.

5

1 6
。

0

可以看出
,

在施用一定的有机肥时
,

对小麦来耕无机磷肥的补抬是没有必要的
,

表 3

中产量的差异都没有枕舒学上的显著性
。

但是拭验却现明了不同磷肥的活度
。

当过磷酸

钙与有机肥混合施用时
,

小麦从无机磷肥中所摄取的磷素占全磷的 1/ 2 ,

当磷矿粉与有机

肥混合施用时
,

小麦中艳大部分的磷素 ( 87 多)来 自有机肥料
。

此外
,

当有机肥料加入过磷

酸钙时
,

小麦干物厦的含磷百分数从 0. 28 % 增至 0. 37 多
,

这项
“

奢侈吸收
” 可以欲为是由

活度较强的可溶性磷肥所造成的
。

在磷矿粉与有机肥相混合时
,

不仅产量没有比单施有

机肥者增加
,

而且植株的含磷百分数也没有变化
,

能明磷矿粉中的磷素活度并没有超过有

机磷
。

当然
,

在施用有机肥的基础上
,

无机磷肥的肥效与有机肥料中的氮磷供应比例有

关
。

在这个研究室的另一项工作中 ( 未发表 )
,

曹征明在合磷较高的猪粪中加入过磷酸钙

后并不使作物进一步增产
,

而在含氮很高
,

合磷较低的杠花草中加入过磷酸钙
,

lll] 是可以

进一步增产的
。

我俩所用的有机肥含氮 2. 76 拓
,

含磷 (P )0. 86 多
,

这或者就是磷肥没有表

现出增产效果的原因
。

苏联的很多学者通常主张把磷矿粉和厩肥混合堆置 (加少量石灰或不加石灰)
。

他俩

的艳大部分渝据是对禹给薯
、

玉米和小米等的田简增产作用来耕的
,

而在理输上Hl] 强稠微

生物活动在磷矿粉褥化中的作用t,]
。

在美国的一些研究中
,

对有机酸
、

c o Z
等对磷矿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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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作用大都是否定的
,

他俩一般敲为有机肥与磷矿粉混合施用时
,

郎使具有有利作用
,

也不在于增进磷矿粉中的磷素有效性[101
。

从表 3 的桔果中可以看到
,

小麦对磷矿粉中的

磷素吸收率
,

并没有因为握过堆腐而有所提高
,

在有机肥的腐解过程中并没有增加磷矿粉

的活度
。

当然这项桔果并不排除有机肥与磷矿粉混合施用时的其他有利 因子
。

四
、

不同生长时期作物对肥料磷和土族磷的吸收情况

在盆栽裁盼的过程中
,

我佣在不同生长时期采集植株
,

测定了作物对肥料磷和土壤磷

的吸收情况
。

在浅色草甸土和黄褐土的两粗贰验中
,

小米从分集
、

拔节
、

抽穗到成熟的各

个生长期内
,

磷素来源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差异
,

表 4 中数字系三盆平均值
,

其差异都在淇

差范围以内
。

根据这些精果可以理解
,

在土壤与肥料均匀混合时
,

在土壤有效磷含量比较

充分的浅色草甸土和黄揭土上生长的小米
,

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

作物对可溶性磷肥
、

难溶

性磷肥及土壤磷的吸收比例
,

大体上是不变的
。

当然
,

如果变更施肥的方法
,

可能会影响

植物在不同生长期中对肥料磷和土壤磷的吸收比例
。

例如 M a‘ng lv[
2 1 在石灰性土壤上

进行的田简裁验表明
,

当将过磷酸钙施在表土层时
,

植物生长的初期通常吸收较多的肥料

磷
,

但是根系伸展到亚表土层后
,

土壤磷进入植物体内的比例也随着提高
。

农 4 作物不同生长期对肥料雄及土翻确的吸收情况〔单位 : 占植株全磷的百分数)

土土 奥奥 作 物物 生 长 期期 过磷酸钙磷磷 磷矿粉磷磷 土 奥 磷磷

浅浅 色 草 甸 土土 小 米米 分 孽 期期 3 888 2 222 呼000

拔拔拔拔 节 期期 斗111 1 999 4 000

抽抽抽抽 穗 期期 4 000 2 000 4 000

成成成成 熟 期期 斗222 l 888 斗000

黄黄 褐 士士 小 米米 分 夔 期期 l333 2 555 6 222

拔拔拔拔 节 期期 1斗斗 2 444 6 222

抽抽抽抽 穗 期期 l666 2 888 5 666

成成成成 熟 期期 l222 3 444 5 444

耘耘 奥奥 黄 豆豆 始 花 期期 222 5 000

::::成成成成 熟 期期 斗斗 8 lllll

在对杠壤所进行的两粗裁盼中
,

荞麦在整个生长期中吸 收 过磷酸钙 的磷占全磷的

4一 7多
。

早期吸收的磷矿粉磷占全磷的 26 多左右
,

但是始花以后急剧增加
,

可达全磷的

90 多以上
。

由于后期侧定中舒算引起的毅差较大
,

所以没有把桔果列在表内
。

黄豆在开

花前植株中的磷矿粉磷豹占 50 多
,

成熟时占 81 多
。

在杠壤中植物对磷矿粉吸收率不断提

高的原因
,

一方 面当然是由于杠壤本身缺磷
,

另一方面也是 由于磷矿粉在酸性土壤条件下

其有效性逐渐提高
。

五
、

摘 要

应用放射性磷矿粉 (兄阳矿 )和放射性过磷酸钙在浅色草甸土(石灰性冲积物母质)
、

黄揭土(弱酸性下蜀黄土母厦)
、

及杠壤(第四耙杠色粘土母厦 )进行了盆栽拭输
,

拭验是在

肥料与土坡均匀混合的条件下进行的
。

X 一射核衍射鉴定及放射化学分析征明
,

磷矿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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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反应堆处理后
,

其晶体构造未变
,

在施用时磷矿粉放射孩度的衰变规律与户 相符合
。

拭验桔果靓明
,

在含磷此较充足的浅色草甸土上
,

单独施用磷矿粉虽然并不使小米产

量增加
,

也不提高小米植株中的合磷百分数
,

但是作物中所合的磷素
,

仍然有 35 % 是从磷

矿粉中摄取而来
。

当磷矿粉与过磷酸钙混合施用时 (每盆加磷矿粉 5. 64 克和 过 磷酸钙 0. 90 克 )
,

在杠

坡中
,

黄豆和荞麦的磷有 80 多以上来自磷矿粉
,

而来自过磷酸钙 和 土壤 者只分 别 占

4一 7另 和 巧务左右
。

在酸性黄揭土 (小粉土) 上施用磷矿粉和过磷酸钙混合肥料时
,

也

起增产作用
,

小米中的磷有 12 多 来自过磷酸钙
,

34 多 来 自磷矿粉
,

, 多来自土壤
。

在含

磷酸钙 36 3 PP m 的浅色草甸土中
,

小米所摄取的磷素只有 18 % 来 自磷矿粉
,

而来 自过磷

酸钙和土壤的各豹占 40 多
。

这时磷肥没有使作物增产
。

当土坡与磷肥均匀混和时
,

在浅色草甸土和黄褐土中小米各个生长时期对土域
、

磷矿

粉和过磷酸钙的磷素吸收率
,

保持相当稳定的比例
。

但是在杠壤中
,

黄豆和荞麦在生长后

期所摄取的磷素
,

几乎全部来自磷矿粉
,

虽然在早期只占 25 一50 多
。

用放射性磷矿粉与有机肥相混合
,

进行了小麦的砂培拭盼
。

一相
.

握过培育腐解以后

施用
,

另一粗临时混和施用
。

拮果征明有机肥的腐解过程并不能对磷矿粉的活度起增进

作用
。

培育腐解后的混合肥料或临时混和的
,

既不使小麦产量较单施有机肥者有所增加
,

也不使植株的含磷百分数有所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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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e n p o w d e re d r o c k ph o sp ha t e w a s a p p lie d to a c a l
-

e a re o u s lig ht c o lo r ed m e a d o w 50 11 a t th e ra te o f 5
.

6 4 g ra m s Pe r 6
.

0 k ilo g r a m s o f 5 0 11
, n o

r e s p o n s e in e ro p yield w a s o b s e rv e d
, altho u g h th e p la n ts t o o k u p 3 5 %

o f th e ir a b so r b e d

pho s p ho r u s fr o m the fert iliz e r
.

In a sim ila r e x p e r im e n t w ith re d 50 11 d efie ie n t in p ho s -

pho r u s ,

m o r e th a n 8 0 %
o f t he p la n t pho s p h o ru s w a : o r ig in a ted fr o m r o c k p ho s pha te

,

a n d s o ya be a n a n d b u c kw he a t sho w e d m a rk e d in c r e a s e in yie ld w ith the a p p lie a t io n o f

th is fe r tiliz e r
.

In th e ex Pe rim e n t w ith yello w d r a b 50 11
,

m ille ts t o o k u p a lm o s t eq u al

a m o u n t s o f p ho sp ho r u s fr o m th e 5 0 11 a n d r o c k ph o spha t e , a n d sig n ific a n t r e sp o n s e in yie ld

o f g ra in s w a s fo u n d
.

W he n a m ix tu re o f 5
.

6 4 g r a m s o f p o w d e r ed ro ck Ph o sp ha t e a n d 0
.

9 0 g r am s o f

s u p e r pho s pha t e w a s a PPlie d to ea c h o f the a bo v e m e n t io n ed 5 0 115
,

it w a s fo u n d tha t the

p r o p o r tio n o f u p ta ke o f pho spho r u s by m ille t in a c a lc a r e o u s lig ht c o lo re d m e a d o w 5 0 11

w a s 4 0 fr o m 5 0 11; 4 2 fr o m s u p e rp ho sph a t e ; 1 8 fr o m r o c k p ho s p ha t e
.

Th
e p ro p o rt io n o f

p ho sPho r u s u P ta k e by m ille t in a ye llo w d r a b 50 11 fro m the r e sPe c tiv e s o u rc e s w a s 5 4 :

1 2 : 3 4 a n d by s o ya be a n in a re d 5 0 11
,

1 5
: 4 : 8 1

.

W he n p ow d e r e d r o c k p ho sp ha te w a s in c u b a te d w ith o r g a n ic m a n u re ,
t ra c in g te c hn ic

sho w ed tha t n o in c r e a s e in the a v a ilab ility o f r o c k ph o sPha te t o w he a t w a s o b se rv e d

a fte r in c u b a ti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