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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以来
,

硫在农业上的重要意义 日益受到人们重视
。

缺硫面积 日益扩大
。

这

一情况的造成
,

据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
:
一方面随着作物产量的增加

,

由土壤带走的硫增

加了
,

另一方面含硫化学肥料(如硫铁和过磷酸钙等)的施用量却大大减少了
。

另外
,

近年

来由于强调环境的保护
,

使含硫燃料的使用大大减少
,

致使大气含硫量降低
,

由于这些原

因
,

使原来土壤硫的平衡受到破坏
。

我国很早就在农业上使用含硫物质了
,

据群芳潜载
,

在明朝已经使用硫磺来促进作物

生长
。

在我国的闽
、

浙
、

赣
、

湘等省
,

一些丘陵山区农民一直就有使用硫磺的经验
。

近年来

江西井岗山地区每年使用石膏量约达 3
,

5 00 吨
。

遗憾的是
,

我国对土壤硫的系统研究
,

基

本上仍处于空白状态
,

只是在近些年
,

才逐步受到重视
。

从养分的观点看
,

硫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南方的问题
。

北方也会存在硫的问题
,

但在性

质上是另外一回事
。

比如
,

在南方可能存在的是硫的缺乏问题
,

而在北方可能主要是硫的

过多问题
。

在南方
,

硫主要是有机态的
,

而在北方则可能主要是无机态的
。

而无机态硫酸

盐过多的积累则主要是一个
“

盐害
”

的问题
,

所以我们把硫的研究重点放在我国南方
。

我国土壤中特别是南方土壤中硫的状况如何? 有哪些缺硫土壤? 我国需硫的前景如

何 ? 这些问题有的是涉及到我国土壤养分的基本状况
,

有的是涉及到农业进一步增产
,

以

及宝贵的硫资源的合理利用等重大问题
。

为此
,

我们从 1 9 7 6 年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

这

里报告的是我们的部分结果
。

二
、

某些土壤类型的硫素状况

根据我们对浙
、

赣
、

闽
、

粤
、

桂
、

川
、

贵等 7 省 2 02 个标本的土壤全硫分析表明
,

我国南

. 刘志光
、

史陶钧
、

减惠林
、

莫淑勋等同志以及翰州地区农科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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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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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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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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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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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土壤全硫含量在 0
.

0 01 一 0
.

07 2 务之间(表 1 )
。

这一含量范围和国外的报道甚为近似
。

例

如 B o ton t51 报道说在一般耕地中土壤全硫变化在近于零到 0
.

06 务之间
,

但大部分土坡在

0
.

0 1一0
.

0 , 并范围内
。

表 1 南方七省土镶全破
、

有效碗含t

省省 区区 全 硫 (s
.

% ))) 有 效 硫 (s
,

p p m )))

标标标本数数 平 均均 范 圈圈 标本数数 平 均均 范 围围

江江 西西 4‘‘ 0
.

0 2 3土0
.

0 0 222 0
.

0 0 1一0
.

0 5 777 5 555 13
.

3 土0
.

666 5
.

5一2 8
.

000

福福 建建 4 000 0
.

0 2 4土0
.

0 0 111 0
.

0 0 7一0
.

0 3‘‘ 4000 1 4
.

0 士0
.

777 9
.

0一 2 5
.

000

浙浙 江江 1444 0
.

0 2 8土0
.

0 0 333 0
.

0 13一0
.

0 5 333 l999 1 4
.

9土 1
.

888 6
.

8一斗1
.

000

广广 东东 3 666 0
.

0 2 8土0
.

0 0 555
自 一 几

门 户 ,, 3 555 2 1
.

5 土4
.

000 5
.

‘一 39
.

444
与与与与与

.

钻甘 , . . . 一 ,,,,,

贵贵 州州 5 000 0
.

0 3 7士0
.

0 0 666 0
.

0 12 一0
.

0 7 222 2 555 3弓
.

3 上5
.

222 8
.

8一6 2
.

000

四四 川川 1 lll 0
.

0 1 4土0
.

0 0 444 0
.

0 0 3一0
.

0 3 555 1 999 15
.

7土3
.

000 呼
.

5一2 8
.

000

云云 南南 555 0
.

0 3 1士0
.

0 0 555 0
.

0 14一0
。

0呼000000000

总总 计计 2 0 222 0
.

0 2 888 0
.

0 0 1一0
.

0 7 222 1 9 333 1 8
.

000 呼
.

5一 6 2
.

000

土壤全硫含量似乎和母质关系不大
,

从表 2 结果可见
,

同一母质发育的土城
,

其全硫

含量可以相差 2一3 倍
,

这清楚地说明
,

母质的影响是不大的
。

但是
,

不同母质的含硫量是

有很大差别的
,

比如一般岩浆岩含硫量可达 0
.

05 一0. 30 并t9J ,

这已经比一般土城的含硫范

围高了十几倍
,

而沉积岩的含硫量比岩浆岩还要高五倍以上t’1
。

但是为什么母质对土城

的含硫量影响很小呢 ? 这主要是因为硫在风化过程中是以硫酸盐存在的
,

在热带亚热带

地区
,

它们在成土过程中
,

可以进行强烈的淋溶
,

所以在高度风化的土壤中母岩中的硫已

0
.

05

0
.

04

0
.

0 3

执
代

0
.

0 2

0
.

0 1 仁玻撰
+ “

·

00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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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1’m m ,

图 l 太湖地区土壤物理性枯拉与土壤全硫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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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留很少
。

所以对土壤含硫量影响不大
。

但是
,

从我们的测定结果中也注意到砂岩
、

河流

冲积物
、

花岗岩发育的质地轻的土壤通常含硫量比较低
,

这些土壤所以低些
,

实际上并不

是母质的影响了而更可能是因为这些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所造成的
。

图 ; 说明土壤粘粒含

量大体上与土壤全硫含量有一个显著相关(达 1并水准 )o

表 2 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城全硫和有机质含t

母母 质质 采样地点点 全硫含量 (s
,

肠))) 有机质含量(% )))

第第四纪红色粘土土 南 昌 莲 扩扩 0
.

0 5777 3
.

8 666

大大大 余 城 郊郊 0
.

0 5 555 3
.

5 777

大大大 余 钨 矿矿 0
.

0 2 777 2
.

魂222

南南南康农科所所 0
.

0 2 555 2
.

4 777

金金金 华 开 化化 0
.

0 1666 1
.

6 777

南南南康畜牧场场 0
。

0 0 888 0
.

7 777

河河流冲积物物 广昌农科所所 0
.

0 3 000 2
.

4 111

南南南康农科所所 0
.

0 1777 1
.

7 666

赣赣赣州地区农科所所 0
.

0 1444 1
.

6 222

砂砂岩(紫砂岩))) 赣州地区农科所所 0
.

0 4 000 2
.

9 999

宁宁宁都农科所所 0
.

0 3 333 3
.

0 333

广广广 昌 九 塘塘 0
.

0 4 555 3
.

1000

赣赣赣 州 农 田田 0
.

0 2斗斗 1
.

7 777

安安安 远 联 江江 0
.

0 2 222 2
.

0 666

江江江西刘家站站 0
.

0 2 444 2
.

6 888

峡峡峡 江 城 上上 0
.

0 1999 1 9 777

花花 岗 岩岩 宁 都 老 溪溪 0
.

0 4 444 3
.

0 999

安安安 远 版 石石 0
.

0 2 666 2
.

6 666

安安安 远 石 街街 0
.

0 1333 2
.

0 999

宁宁宁 都 下 湖湖 0
.

0 3 888 2
.

8 666

宁宁宁 都 大 布布 0
.

0 3斗斗 2
.

4 777

广广广 昌 长 桥桥 0
.

0 4 111 3
.

1 888

资资资 溪 农 场场 0
.

0 2000 1
.

9 999

峡峡峡 江 罗 田田 0
.

0 1 333 2
。

2 111

)
注 : 1

.

全硫侧定用 C hau d ry 1
.

A
.

法
,

K N O ,

一H N O ,

消化 ; 2. 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法
。

另外
,

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
,

水田的全硫含量一般比旱地高
,

这种由于不同利用方式

造成的土壤全硫 (也包括土壤有效硫) 的差别是很显著的
,

表 3 的结果清楚地说明了这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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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南方水田和早作地含硫t 比较

成成士母质类型型 有效硫 (s
, p p m ))) 全 硫 (s

,

% )))

水水水 田田 标本数数 旱作地地 标本数数 水 田田 标本数数 旱作地地 标本数数

花花 岗 岩岩 16
.

222 2 666 12
.

222 777 0
.

0 2 777 2 666 0
.

0 1 888 777

第第四纪红色粘土土 18
.

999 l555 3 0
.

222 666 0
.

0 2 777 1555 0
。

02 000 666

沉沉 积 岩岩 2 2
.

888 l999 12
.

999 555 0
.

0 2 777 l 999 0
.

0 1777 555

近近代河流冲积物物 1月
.

666 888 7
.

888 斗斗 0
.

0 1666 888 0
。

0 1333 444

湖湖 积 物物 3 8
.

666 8888888 0
.

0 2 888 8888888

平平 均均 19
.

88888 1 6
.

55555 0
.

0 2 55555 0
.

0 177777

月

根据 193 个标本的分析结果(表 1 )看
,

我国南方土壤的有效硫(磷酸盐一醋酸提取剂 )

含量变动在 4
.

5一62
.

opp m 之间
,

这大约占土壤全硫含量的 5一10 沁
。

对于多种作物来说
,

土壤有效性硫的临界值大致在 6一 1 2 p帅r81 。

因此
,

一般说我国南方土壤的有效硫含量大

多在临界值以上
。

但是
,

由于我国尚无自己的分级标准
,

上述临界值对我国的适用情况
,

一

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

我国南方不同地区有效硫含量是有差别的
,

我们初步把土壤按有效硫含量分为三类
。

第一类
:
有效硫含量在 30 一 5 0即m 的土壤

。

包括太湖
,

洞庭湖地区的水稻土以及贵

州由石灰岩母质发育的水稻土
,

这类土壤由湖积物和石灰岩母质形成
,

质地较细
,

粘粒成

分含量高
,

保肥力强
,

全硫和有效硫含量皆高
,

供硫潜力大
,

这类土壤一般不缺硫
。

第二类土壤有效硫含量在 16 一3 0PP m 之间
。

这类水稻土主要分布在我国热 带砖红

0
.

0 4

洲
们

0
.

0 2

0
.

0七

y = 一0
.

0 14 + 0
.

018x
r声 0

.

9 2 * *

(
3

有机质 %
4 5

图 2 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全硫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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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和红壤地区
。

它的特点是全硫含量较低
,

土壤中高岭石和氧化铁
,

铝含量高
,

对 SO r 的

吸附能力较强
,

因而有效硫含量较高
,

通常这类稻田硫素可以维持当前产量水平的需要
,

但是由于土壤全硫含量较低
,

供硫潜力不高
,

如水稻产量进一步提高
,

需要的硫增加
,

应注

意发生缺硫的可能
。

第三类土壤有效硫含量接近常见作物的临界值小于 16 pp m l6, 81 ,

包括 闽 北 的 丘 陵山

区
、

浙江的红壤地区
、

赣南
、

赣中的丘陵山区以及四川紫色岩地区的水稻土
,

这类水稻土全

硫和有效硫含量均较低
,

比较容易缺硫
。

其中浙
、

赣
、

闽丘陵山区的稻田有施用硫肥的历

史
,

是我国目前主要的施硫地区
。

一般认为
,

在南方条件下
,

土壤中的硫除去有效硫外
,

主要是有机态硫
,

有机态硫大致

占土壤全硫的 90 一 95 外
。

而这些有机硫都是土壤有机质的组成部分
,

因此
,

可以想像
,

土

壤有机质的含量必然大大影响土壤全硫含量
。

图 2 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全硫含量的

回归曲线
,

它们之间具有极显著的相关 (达 1拓水准)a

三
、

不同作物中硫的含量

作物含硫量一般可以粗略地反映不同作物的需硫量
。

表 4 是 2 41 个植物籽实和茎秆

标本的分析结果
。

从表 4 结果可以明显看出
,

不论籽实还是茎秆
,

不同作物类型含硫量都

有很大差别
,

其次序是 : 十字花科> 豆科> 禾本科
。

其中十字花科的含硫范围在 0
.

35 一

0
.

9 2 沁
,

豆科为 0
.

23 一0
.

27 外
,

禾本科为 0
.

11 一0
.

20 外
。

这和国外不少报道是一致的
。
一

般说
,

通常需硫较多的作物是十字花科的甘蓝
、

萝 卜
、

油菜
、

豆科作物
、

棉花
、

烟草等
。

禾本

表 4 不同作物含硫的情况

小 麦

玉 米
(抽堆期)

大 豆

5

5

6

一
~~ ~ ~
一

~
一一

1斗

5

作作物名称称 种 于于 茎 秆秆

平平平均含硫ttt 标本数数 ! 平均含硫量量 无机硫平均含含有机硫平均含含 标本数数

(((((S
,

% ))) (个))) (s
,

% ))) 量 (s
,

% ))) 最 (s
.

% ))) (个)))

禾禾本科科 水稻(峨))) 0
.

12 111 7 111 0
.

1 1222 0
.

0斗999 0
.

0 6 444 6 333

水水水稻(苏))) 0
.

1 5 777 2 000 0
.

18 999 0
.

10 888 0
.

0 7 777 2 000

小小小 麦麦 0
.

1 6 333 555 0
.

12 333 0
.

0 5 777 0
.

0 6 666 555

玉玉玉 米米米米 0
.

20 333 0
.

0 8555 0
.

1 1888 555

(((((抽堆期)))))))))))))))

豆豆 科科 大 豆豆 0
.

3 6 888 222 0
.

2 2777 0
.

10 555 0
.

12 333 666

花花花 生生 0
.

2 6 111 666 0
.

2 2 666 0
.

1 1888 0
.

1 0 888 1斗斗

紫紫紫 云 英英英英 0
.

2 7000 0
、

1 1 888 0
.

1 5 222 555

怪怪怪 麻麻麻麻 0
.

2 6000 0
.

15 222 0
.

10 777 333

十十字花科科 油 菜菜 0
.

8 9 000 222 0
。

3 4 888 0
.

1 2 333 0
.

2 2 666 222

萝萝萝 卜卜卜卜 0
.

9 2000 0
.

3 8 999 0
.

52 777 888

(((((叶子)))))))))))))))

萝萝萝 卜卜卜卜 0
.

6 7666 0
.

2 斗222 0
.

43 333

注: 植株全硫用硝酸
一过抓酸消化

,

无机硫用水提取
。

有机硫一全硫 一无机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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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作物通常需硫相对要少一些
,

而像玉米这类作物
,

由于单位面积的生物积累量大
,

特别

是高产时
,

其所需硫量也是比较高的
。

根据我们的分析结果
,

在表 , 中列 出了几种主要作物在一般产量情况下的需硫量
.

显

然
,

由于植物含硫量受环境的明显影响
,

如江西水稻的含硫量就比太湖地区低 (前者茎秆

含硫量为 0
.

1 12 多
,

后者为 0
.

189 务)
。

所以上述数字只是一个粗略的范围
。

衰 S 不同作物的产t 和硫的器要t

有人主张
,

用植物含硫量作为鉴定作物硫素营养水平或者土壤硫素供应水平的一个

指标
.

从理论上说
,

用植物本身作为指标 比用土壤测定有一定的优越性
,

因为植物是其本

身营养水平的最直接的反映
。

但是
,

实际上问题却要复杂得多
。

然而
,

植株测定仍然不失

为是一个鉴定土壤养分水平的途径之一
。

据研究
,

禾本科植物
,

植株全硫含量如果 < 0
.

1多时囚
,

就可能表示缺硫
。

对于水稻
,

有

报道说
,

在植株全硫含量低于 0
.

0 57 一0
.

0 62 多时
〔7] ,

可能意味着需要施用硫肥
。

我们初步

表 6 作物植株含硫l 与硫肥增产效应的关系

作作 物物 土坡名称称 全 硫硫 无 机 硫硫 有 机 硫硫 增 产产

(((((母 质))) (% ))) (% ))) (% ))) (肠)))

萝萝 卜 叶叶 黄泥土(四纪红色粘上))) 0
.

7 0 555 0
.

3 3 444 0
.

3 7 111 不增产产

(((旺盛生长期)))))))))))))))))))))))))))))))))))))))))))))))))))))))))))))))
白白白沙上(花岗岩))) 0

.

5 6 000 0
.

15 888 0
.

4 0 222 1斗
.

7 ...

玉玉 米米 白沙土(花岗岩))) 0
.

10 333 0
.

0 3 999 0
.

0 6 444 5 2
.

7二二

(((旺盛生长期))))))))))))))))))))))))))))))))))))))))))))))))))))))))))))))) 沙沙沙泥土(河流冲积物))) 0
.

0 9 666 痕 迹迹 0
.

0 9 666 6 7
.

5二二

沙沙沙泥土(河流冲积物))) 0
.

1 2 888 0 0 4 000 0
.

0 8 888 6
.

2 ...

水水 稻稻 黄泥土(四纪红色粘土))) 0
.

1 3 555 0
.

0 5 333 0
.

0 8222 不增产产

沙沙沙泥土(河流冲积物))) 0
.

1 9 666 0
.

0 5 888 0
。

14 888 不增产产

白白白沙土(花岗岩))) 0
.

1 3 999 0
.

0 4 111 0
.

0 9 888 不增产产

猪猪猪肝土(紫沙岩))) 0
.

2 1 666 0
.

0 7 222 0
.

14呼呼 不增产产

豌豌 豆豆 沙泥土(河流冲积物))) 0
,

斗1 222

. 5%显著标准 : ** 1%显著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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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表明(表 6 )
,

当水稻的含硫量在 。
.

135 一 0
.

2 1‘多时
,

施硫无效
。

当玉米植株的全硫

量在 。
.

0 96 一。
.

103 多时
,

施硫有显著的增产(52
.

7一6 7
.

5多)
。

萝 卜叶片含硫量在 0
.

56 外时

有增产
,

但在 0
.

7 05 务时
,

不增产
。

豌豆植株全硫量在 0
.

4 12 关时
,

无增产效应
。

有人提 出
,

当硫素供应充足时
,

在植物体内可以有无机硫酸盐积累
,

因此认为应用植

物体内无机硫的积累情况来直接鉴定硫素供应情况
,

可能比用植株全硫含量要灵敏一些
。

从表 6 的萝 卜植株中无机硫的含量看
,

似乎无机硫含量比全硫含量要灵敏一些
。

如在增

产和不增产的差别中
,

植株全硫量只差 25 多
,

而无机硫量相差达一倍以上
。

从表 6 的结

果也进一步表明
,

植株中无机硫含量可以较好地反应土壤有效硫水平
。

当然
,

正如前面提

出的
,

对于结果的解释必须十分慎重
,

因为别的原因
,

也可能导致植株中无机硫的累积
,

如

氮素供应情况 等
。

四
、

大气和雨水中硫的含量

作物的硫素营养有一个和其它养分不太相同的特点
,

大气和雨水中的含硫量可以对

作物硫素营养起重要作用
。

据英国测定
,

经由雨水供给的硫量超过每亩 1
.

6 斤时
,

一般即

可满足作物对硫的需要山
,

所以了解大气和降水中的含硫量对于估计农业中硫的平衡情

况有重要惫义
。

空气中的含硫情况
,

大城市与郊区相比较
,

空气中含硫量可相差 10 倍之多
。

而一般

小城镇和公社则比大城市郊区低得多
。

空气中硫主要来自含硫燃料
,

大气 中的 5 0 2

也是

城市大气主要污染源
。

衰 7 江西雨水中含硫惰况(s
,

PP m )

季 度

地 点

峡江罗田公社

峡 江 县 城 郊

峡江水边公社

粉 州 郊 区 一

平 均
.

⋯
雨 盆(毫米)

含硫胜 (s 斤 /亩)

全年总计(s 斤/亩)

lllll I111 11111

户户户几几几

<<<<< 0
.

书000 2
.

夕000 2
.

8 888

222
.

8 444 < O 斗000 3
.

3 33333

222
.

2 444 ‘巴 0
‘

4 000 0
.

7 777 4
.

2 000

....... . . . . . . . . . . 口白如 . . . . . . . . . . . . . .
. .

目目

nnnnnnn Q lll

一一一一一共一一
---

‘‘
.

J ‘‘ < U
。

, UUU ‘
。

‘JJJ ‘ 0 000

... . .
.
. 口. .

.

~ 口. .
. .
口
.

~ . . . 口

-
. .

- 一一一
~ ~ ~ ~ . . . . . . . . . 如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 . . 叫,,

333 4 444 7 2 555 2 9 000

大气中的硫虽然也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 [81
,

但主要的是随降雨进人土壤后再供给作

物
。

因此雨水中的含硫量是直接进人土壤的主要给源
。

我们于 19 7 7一 1 9 7 8 年两年间
,

先

后在江西的赣州和峡江站收集了雨水
,

分析结果列于表 7 中
。

从表 7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

第二季度雨水中含硫量最低
,

这可能是由于第二季度雨量

大
,

硫含量被稀释的原故
,

从其它几个季度看
,

雨水含硫量变化在不大的范围内
。

四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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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点
,

平均每年随降雨进人土壤的硫量高达 3 斤/ 亩
。

根据当地双季稻年产最在 l
, 2 00 斤/

亩左右时
,

其需硫 (s) 量约为 2
.

7 5 斤 / 亩
,

降雨中的硫量基本上可以抵销水稻的 消耗 t

(这里未考虑硫的淋失量 )o

在水田情况下
,

除降雨外
,

还需要考虑灌水中可能供给的硫量
。

根据各地水文站对主

要河流中的含硫量的测定结果 (其中闽北的样品是我们测定的)
,

从 64 6 个样品的平均值

看
,

河水含硫量为 l
.

6 7PPm
。

如果平均一季水稻灌水 5 00 立方米
,

那么每年两季水稻期间

随灌溉水所带进的硫可达 1
.

67 公斤之多
。

根据以上所述
,

雨水和灌溉水中的硫都对植物硫的供应起着重要作用
。

这是研究土

壤硫素供应时
,

必须考虑到的其它来源
。

五
、

某些土壤上硫的肥效

从前面所论述的作为硫的主要来源(土壤
、

雨水
、

灌溉水 )中
,

可以看到我国南方硫的

供应基本情况是好的
,

在大部分情况下
,

可以依靠自然供给的硫的来源维持再生产
。

但

是
,

这种基本情况并不意味着我国南方任何土壤均无缺硫的可能
。

由于具体环境不同
,

土

壤硫的供求之间也会不同的
。

根据我们在 1 9 7 7一 19 7 8 年所进行的 27 个大田试验 [试验在氮 (尿素 25 斤 /亩) ; 磷

(钙镁磷肥 30 斤/亩) ;钾(氯化钾 15 斤 /亩)的基础上进行
,

硫肥用硫磺 1一 4 斤 /亩或石膏

10 一20 斤/ 亩作基肥或蘸秧根 ]以及有关单位近年来的 1 49 个硫肥试验 (表 8) 表明
,

在增

产的试验中
,

平均增产 15
.

7多左右
。

在有肥效的土壤上
,

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情况
,

第一是

质地较粗的
,

由花岗岩
、

砂岩和河流冲积物发育的土壤上
,

它们通常含硫较低
,

硫肥有效性

大
,

第二是冷浸 田
,

硫肥肥效较好
,

这可能是因为气温低
,

影响了土壤有效硫的释放之故
。

表 8 不同地区硫肥对水梢的增产效应

地 点 试验数 增产试验数 l 平均增产最(%) ! 增产幅度(%)

江西帐州地区
‘,

}
, ,

}
,‘

·

。

{
,

·

。一, 7
·

。 二

江西井岗山地区

江西宜春地区

江西上饶地区

云南楚雄地区

云 南 江 川 县

5
.

3一3 1
.

0

7
.

斗一2 7
.

0

9
.

0一 3 3
.

3

13
.

3

2 2
.

4

5
.

3一2名
.

0

9
.

6一斗5
.

2

浙江金华地 区

总 计 }
17 6

1
9 ;

}
; ,

.

7
1

,
.

。一5 7
.

0

应该指出
,

土壤硫供应的缓冲能力似乎不大
,

即当不施任何硫素时
,

在盆栽的情况下
,

原来不缺硫的土壤
,

在第三季甚至第二季即可能表现出缺硫现象
。

由表 9 可以看到在河

流冲积物发育的土壤上
,

连种三季萝 卜一玉米一玉米
,

作物对硫的反应是不增产到增产

卯
.

5并
。

这种情况着重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土壤硫的平衡
。

否则
,

土壤可以在很短期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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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缺硫变为缺硫
。

这一点似乎比其它元素更为重要
。

表 , 土坡有效硫含t 与作物增产情况

种植次数 第一季(萝 卜) 第二季(玉米) 第三季(玉米)

土壤有效硫含量
(5

. p p m )

硫肥的增产效应
(肠)

一弃二⋯

一
6

.

2 1 6 7
.

5

六
、 咚

结 语

对我国南方七省硫素供应状况研 究表明
:

1
.

南方土壤硫的供应水平大多在中上水平
。

但是质地轻的
,

含有机质少的土壤以及

冷浸性水田仍然容易缺硫
。

2
.

必须重视南方土壤硫的平衡
。

如果不施任何含硫物质
,

土壤有可能在相对不长的

时 间内
,

由不缺硫变为缺硫
。

3
.

雨水和灌溉水是除土壤之外的重要硫素来原
。

试验表明
,

这两部分来源
,

在一般情

况下
,

可以满足在中等产量水平时硫的需要(未考虑硫的淋失)
。

有报道说
,

在某些情况

下
,

每亩每年可 以淋失硫素高达 8
.

6一24 斤之多山
。

这一点我们尚无具体资料
。

4
.

农民的施硫经验中
,

可能还包括利用形成不溶性的硫化物来消除某些有毒金属离

子
,

这犷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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