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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M n SO
;

的转化及不同形态锰的含t 变化

张维理 张乃凤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坡肥料研究所)

土壤中养分的存在形态不同对作物的可给性不同
。

从植物营养的角度虽然可将土壤

中的锰分为三种形态 : 即速效锰(为作物直接吸收利用的二价锰)
、

缓效锰(主要为三价锰

的氧化物
,

易于转化为二价锰 )和无效锰 (不易为作物吸收利用的四价锰)
,

但用试验手段

却很难获得这些结果
。

习用的方法是采用某种提取剂以提出某一形态的锰
。

本文根据盆

栽试验和土壤测定的资料比习
,

对易还原态
、

代换态
、

有机络合剂络合态
、

磷酸盐溶解态以

及水溶态锰在石灰性土壤中的转化和含最变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

一
、

施入的 M ns O ; 在石灰性土壤中的转化

三种石灰性土壤上进行五种施锰处理后各形态锰在土壤中的含量变化示于图 lo 从

图 1 可以看出
,

施人的 M ns q 短时间内大部分转化为易还原态锰
,

随后仍以这种形态存

在于土壤中
。

施人 Mns q 后代换态锰含量不仅没有增加且随着施用量的加大还有下降的

趋势
。

这可能是由于施人的 Mns q 大量转化为氧化锰
,

这些新生成的氧化锰具有很强的吸

附能力[.] ,

因而吸附沉淀了一部分原来即存在于土壤中的代换态锰
。

施锰量 大时新生成

约氧化锰多
,

对代换态锰的吸附沉淀作用也较为强烈
,

致使土壤代换态 锰下降
。

施人

Mns o. 后土壤中各种有机络合剂络合态锰几乎不增加或只有微量增加
,

并且在栽 培条件

下因 M ns O. 的施人而增加的这部分络合态锰不能稳定存在
,

短时间内转化为其他形态
。

施人 M n sq 基本上不增加石灰性土壤中磷酸盐溶解态锰的含量
。

为定量描述施人土壤的 M ns O’ 的转化情况
,

用施锰后土壤中各形 态 锰含量对施锰

量做回归分析 (表 l)
。

式中回归系数
“
犷 的意义为当固定其他因素对土壤中每施人相当

于 IPP m 的 Mns o’ 后引起土壤中某种形态锰的增加或减少量
。

可以看出施人的锰大约

矶一 86 外转化为易还原态锰
。

而因 M ns q 施人引起土壤代换态锰的吸附固定量 占施锰

量的 O一 6多
。

二
、

盆栽条件下土壤中各种形态锰的含量变化

及其与土壤供锰能力的关系

如果说在三种石灰性土壤上施人 M ns O’ 后并未引起土壤代换锰
、
D TP A 络合态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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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 土城中不同形态锰含t 对施锰, 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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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T A 络合态锰的含量水平发生很大变化
,

那么盆栽条件下不同时间采样上述形态锰的

含量水平却呈现极大的变化
。

图 1 中三个石灰性土壤上上述形态锰的横向变化 (不同施

锰处理之间的变化)较小
,

而纵向变化(不同采样时间之间的变化 )较大
。

盆栽条件下上述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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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不同形态锰的变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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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锰的变化速率参见图 2 。

可以看出 51 天之中代换态锰可下降 80 多以上 ; 络合态锰

的下降也可达 70 务以上
。

虽然对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尚不十分清楚
,

但实验结果却

说明这种下降并非植物吸收所造成
,

并且与土壤供锰状况似无密切联系
。

以上结果表明

代换态锰及络合态锰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

此类锰不能稳定地存在于石灰性土壤中
,

在栽

培条件下短时间内其含量水平波动极大
,

因而对土壤供锰能力来说不大可能具有重要意

义
。

从图 1
、

图 2 还可以看出 : 盆栽条件下易还原态锰可较为稳定地保持一定水平
。

已

知此形态锰的含量水平与植株吸锰量显著相关
,

可以结论易还原态锰对土壤供锰能力的

影响极大
。

三种石灰性土壤各施锰处理的盆钵
,

无论是风千或是新鲜土壤样本
,

均测不出水溶态

锰
,

可知石灰性土壤中水溶态锰几乎是不存在的
。

Fi n kr 3]
曾将土壤中各种养分的形态区别如下 :

土城中各种养分的活性和可用性的关系

养分形态 水溶性养分 交换性养分

化学活性 活 性 高 有部分活性

可 用 性 极易利用 容易利用

{一李导
全二一一

卜
一

竺竺型里
‘

一

卜型竺型
‘

l{-

}
可用性一般 } 几乎不能利用

不同形态的养分是相互关联的
,

植物可直接吸收利用的水溶态及交换态养分的含量

状况代表了强度因素
,

保持高的强度决定于容量因素 (易分解利用的储存养分的含量状

况 )和速度因素(从一部分转化为另一部分的速率)
。

显然
,

在石灰性土壤中就土壤供锰能

力来说
,

易还原 态锰构成了其容量因素(容易分解利用的储存养分)
,

它与速度因素共同制

约着土壤有效锰的供应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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