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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衡

氮肥人土后与土壤各组分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的性质
,

如被上壤吸附
,
经受淋失

,

挥发
,

硝化和反硝化等
,
都是它的农业化学性质

。

碳酸氢铁虽然易于分解挥发
,

贮运施用不便
,

但室内模拟试验证实
,

碳按与硫钱及尿素相

比
,

易被土壤吸附
,

不易遭受淋失
,
入上后挥发锐减

,

硝化速率则相似
。

故只要因势利导
,

采 用

深施方法
,
碳按的田间肥效可相似于其他氮肥

。

碳钱
、

硫按和尿素在不同土壤上的挥发历程可用乘方回归方程 y ~ 才沪 模拟
,
初始挥发量

(毫克 N /小时)和回归常数 A 的相关达显著平准 ; 在不同土壤上的硝化历程
,
可用指数回归方

程 y 二 击ax 模拟
,
三种氮肥在同一土壤上的初始硝化% 和回归常数 刁 , B 值均极近似

,

但在

不同土壤上的差异较大
,
说明氮肥人土后的硝化速率主要取决于土壤性质

。

众所周知
,

碳铁有易于分解挥发
,

含氮量低
,

贮运不便
,

难以进行二次加工等弊病
,

显

然有悖于近代国际上化肥发展的高浓
、

复合
、

长效和液体化的主流方向
,

但我国发展碳钱

已廿五年
,

近几年每年生产量在 3 8 00 万吨左右
,

举足轻重
【6] ,

且国内外试验资料表明
,

碳

钱的田间肥效并不比其他氮肥低
。

如 1 9 2 2 年前后
,

德国
、

荷兰用黑麦
、

燕麦
、

马铃薯等作

指示作物
, 1 9 56 年前后波兰及苏联用玉米

、

棉花
、

甜菜等作指示作物
,

都在与尿素
、

硫钱
、

硝铁
、

硝钠作等氮量对比试验下
,

证明碳铱与其他供试抓肥的肥效等价
,

并没有酸化土壤

的影响〔lJ 。 国内 19 5 8一 19 7 5 年
,

从东北到广西
,

在不同作物上采用传统施肥方法完成的

氮肥品种对比试验
‘, ,

对水稻 (
。
~ 21 )

,

碳铁
、

硫傲和尿素的相对肥 效分 别 为 1 00 多
,

9 9
.

2外和 9 9
,

4务 ; 对小麦 (
, ~ 9 )

,

分别为 1 0 0多
, 10 2

.

7 沁 和 10 3
.

5并: 对棉花 (
, ~

4 )
,

分别为 20 0沁
, 1 0 2

.

8外 和 9 9
.

6务 ; 对玉米 (
, 二 5 )

,

分别为 1 0 0 多
,

20 ,
.

2 多 和

,以
.

7外【刘 。 1 9 7 5 年后
,

类似的试脸结果增多
,

仅在上海郊区
,

由上海农科院土肥所主持
,

于

扭
. 本项工作得到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及其有关室的大力协助 ; 冀县化肥厂农化服务中心

,
尚兴甲

、

韩桂荷
, 士

海 市农科院 土肥所蒋小华
、

唐林荣等参加部分室内测定工作
,
谨此一并致谢

.

D 说泰云
、

王玉, 19 8贬 碳铁与其他氮肥品种肥效比较
。

(会议资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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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一1 9 8 2 年期间
,

在 pH 6
.

8一 8
.

3 的三种类型土壤上
,

采用氮肥大部深施作基肥的方

法
,

对稻
、

麦
、

棉花和油菜等作物共完成了 l巧 次田间对比试验
,

对早稻 (
, ~ 4 7)

,

碳按
、

硫铁和尿素的相对肥效分别为 1 00 茄
,
100

.

3务和 9. .9 协; 对大小麦 (
, “ 2 9 )

,

其相对肥

效分别为 1 0 0外
,

9 9
.

9 拓 和 1 0 0
.

5务
【, , 。

可见
,

碳按的商品性质虽远不如硫铁和尿素
,

但它们的田间肥效相似
,

这就需要人们

去研究其农业化学性质
,

以寻求科学的解释并为合理施用碳钱提供依据
。

本文拟就碳酸氢钱(以下简称碳按 )与硫按
、

尿素等几种氮肥相比较下
,

重点讨论该品

种与土壤相互作用过程中表现的农业化学性质及其肥效评价问题
。

井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l)

(一) 供试材料

供试土城共四种
,

分别采自浙江杭州红坡 (p H S
.

1 , < 0
.

0 01 毫米粘粒 13 肠) ; 上海郊区青紫泥(p H

,
.

3 ,

粘校 3 3% ) ; 夹沙土 (p H s
.

3 ,

粘粒 1 4% )和北京郊区潮土 (p H 7
.

8 ,

粘粒 1 1% )
,

所采样品经风

干后过 。
.

25 奄米筛
,
按持水最要求加水放置

,

让其均匀吸水后使用
。

供试化肥品种均系肥料级的碳按
、

硫按
、

尿素
、

氯化按和硝钱共五种
。

(二) 试验方法

1
.

吸附试验 : 将土样 25 克放于三角瓶中
,

加人含有抓肥的溶液 100 蒯
,

振荡 巧 分钟
,

离心取出清

液定氮
,
另取未经处理的氮肥溶液按上法处理的水浸液按同法定氮

。

取氮肥液经与土壤振荡后
,

其浸出

液中奴素的减少值为土城对其吸附值
。

重复二次
。

2
.

淋失试验 : 以相当于 3 月斤 N /亩的氮肥施于高 15 厘米
,
直径 10 厘米的土柱(玻璃筒装)内

,
以

相当于 10 。

~ 雨 t 的燕馏水淋洗
,

收集滤液定氮
,

减去对照后计算淋失氮的百分数
,

重复二次
。

3
.

挥发试验 : 取土样一公斤
,
装于密闭的玻璃层析缸 (10 x l , x Z。厘米)中

,
缸内离土面约 3 厘米

,

放一盛有翻酸的玻璃皿
,

收集挥发 N H
, 。

按每亩 17 斤 N 的用量 (施 N 最对挥发影响中还用 8
.

5 斤 N ,

25
.

, 斤 N 及 3 书斤 N 共四级用量 )
,

由土壤表面积折算
,

施入氮肥
。
表施系撤于土表

,
深施为施肥后覆盖

, 厦米土层
。

重复二次
。

试验期卯室温变动在
2 2一3 “℃

。

4
.

硝化试脸: 取土样调节水分为田间持水t 的 7 。% 后皿于 10 0ml 烧杯中
,

盖以表玻璃
,
在 28 一

称

3。七 下通气培养
,

延续 1 / 4一8 天
。

烧杯内经稍化的土样
,
用

清液转入石英比色杯
,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 2 1O u m 处侧定光侧

提 30 分钟
, 3 0 0。转 /分下离心

,

N o,
一
N 含最

,
重复三次

。

二
、

碳钱的农业化学性质

碳祛一经施用人土
,

就可能在土雄溶液中进行解离生成两个离子
,

如式 N氏H C O
,

,

N树 十 H C o 孔 也可能在施肥点周围继续其形成三个组分的分解作用
,

即 N H. H c o ,

、

NH
,

+ H 刀 + c o . 。 由于土壤溶液经常为 Cq 饱和
,

因而碳镶与土壤各组分之间的相互

作用十分复杂
。

下面拟根据室内模拟实脸结果讨论其主要农化性质
。

咬

l) 系宜内棋似试脸
。

方法分别由上海市农科院土肥所
,
北京农业大学土化系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三协作单

位拟定
,
并经试傲和讨论修定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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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土镶对碳铁的吸附

铁态氮肥
,

一般以正离子铁 (N时 ) 被土粒及其他组分吸附
。

模拟实验结果表明
,

在

一定的氮肥浓度范围内
,

随着溶液 中氮肥量的增加 (N时 增加)
,

铁被土壤吸附的绝对值

也增加
,

但吸附率则随之降低
。

碳铁与硫按相比
,

更易为土城吸附
,

氮肥浓度低时
,

这种差

异更明显
,

达 10 沁 左右(表 1 )
。

农 1 土城对两种氮肥的吸附

T a
曰

e 1 A d so r p tio n o f tw o n itr o g e n fe r t iliz e r s b y 50 11

(.
a ter · l呀g记 p a d d y 50 11

, p H 7
.

3
,

19 8 2 )

.

旅旅 肥肥 溶液氮浓度度 土壤吸附里里 吸附(% ))) 相对吸附(% )))
NNN itr o g e r---

(
:n g / l))) (m ‘/ 10 0 9 50 11))) A d so r p t io nnn R r la tiv eee

fffe r tiliz e rrr N c o n e e n t r a rio nnn A d so rb e d N H
---

(% )))
ad , r p tio n

(% )))
IIIIIn S0 1 U t1 0 nnn b y ” 111111 (A s二 10 0% )))

碳碳 铁铁 64 555 7 8
。

555 5 7
。

111 10 777

333332 333 4 5
.

999 6 5
.

999 10 777

11111 6 111 2 7
。

999 78
.

333 10 666

88888 III 17
。

444 9 6
.

111 1 1000

硫硫 按按 64 555 7 5
。

555 5 3
。

峥峥 10 000

33333 2 333 4 ,
.

333 6 1
.

555 1 0000

11111 6 111 2 9
。

000 7 4
。

000 1 0000

88888 lll 17
.

444 8 7
.

444 1 0 000

另以不同土壤对五种氮肥的吸附试验表明
,

虽然不同氮肥被土壤吸附的绝对值因土

壤性质而异
,

但碳钱却是最易被土壤吸附的一种氮肥(表 2 )
。

农 2 不两土滚对不同扭肥的吸附

T .
U

一 2 ^ d so r p tio n o f d iffr r。。t n itr呀
e n t fe r t ili: e r o b萝 d iffe r e o t ”115

氮 肥

红 壤

R e d e a r th
,

Z h e iia n g

(r H S
.

1
, C la y 1 3% )

青紫泥
w a te r lo g g司 p a d d 萝

5 0 11
, S h a月 g h a i

(p H 7
.

3
, C la y 3 3% )

夹沙泥
I, e r 畜一le a b le p ad d y

犯11
, sh a n g h a i

(p H 8
.

5
, C la y 14% )

潮 土
F lu v o 一 a q u ie 50 11

-

B e i, in g

(p H 7
.

8
, c la y 1 1% )

N itr o g e n

fer ti liz e r 吸附

(% )

A d 沁r n rio n

相对吸附

(% )
R e la t iv e

a d so r p t io n

吸附

(% )

A d so r p t io n

相对吸附

(% )
R e l二 t iv e

. d 犯 r p tio n

吸附

(% )

A d , 吧》r p 七io n

相对吸附
(% )

R e
la tiv e

a d s o r p tio n

吸附

(% )
A d so r p t io n

相对吸附
(% )
R e la (iv e

ad s o r p t io 。

碳钱

硫按

抓按

硝按

尿素

62
.

4

礴5
.

6

4 0
.

1

3 6
.

4

5
.

3

5 2
.

6

4 8
.

2

斗5
.

9

‘

;:;

10 0

9 4

8 9

, 8

1 1

,‘nIJd
.. .吕

.

⋯
一了
月,,. .自‘J亡少叹矛一、�月jnlj, r‘�了O

‘

n一n,OU12
山

.

.人八曰,j�”�一、护nUO户�了,
矛山.二Q了一、�,人月,

.

⋯
尸、�.卫盈�60矛户O

户‘U月,月,nU傀j
.

斗n吕n曰�/护011少.压月

不同氮肥被土壤的吸附有很大差异
,

可能 与以下因素有关
。

首先
,

由于不同氮肥人土后的电离特性不同
〔7] 。

尿素是有机分子
,

须在睬酶作 用下水

解释放出 N时 后才能大量被土粒吸附
,

故在只经短时间振荡的条件下
,

土城对其吸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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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而其他四种都是铁态氮肥
,

它们被土壤吸附的差异
,

主要与每种氮肥电离后产生的负

离子特性有关
。

对酸根强
,

电离度大
,

即阴离子负电性强的氮肥
,

其 N时 被土壤吸附较

少
,

反之亦然
。

表 2 中四种按态氮肥
,

其相应酸的电离度 (20 ℃ ) 为 H N。
,

(92 多)
,
H cl

(9 2并) > H
:
5 0

4

(6 1沁) >> H
: e o ,

(弱电解质
,

H + 和 H Co 了
, 2 0℃ 时的表观解离常数为

呜
.

45 x 1 0
一,
)

,

因而与相应酸根结合的钱被土壤的吸附量有按阴离子由弱到强的趋势
,

即

H CO 了> 50 犷> CI一 > N O 至
。

其次
,

土壤是一个复杂体系
,

其中有些组分如有机胶体和无机盐等可以吸收阴离子
。

如由硫铁电离出的 5 0 扩
,

因其能与土壤中的 C a+ + 形成 Cas o ,

难溶盐而减少 5 0 厂
,

就

可能增加 N川 被土壤吸附
,

尤其在 p H > 7 的石灰性土壤上
,

似更明显
。

另一个重要因

素是与镶结合的阴离子是否能逸失
。

碳按不仅分解 直 接 逸 失 Cq
,

同 时
,

电 离 出 的

H CO 万
,

也可与土壤溶液和土壤空气中的 c o :

转换而逸出
。

这是由于土壤溶液经 常 为

Cq 饱和
,

其中的 c o 犷和 H C O了 经常与 c 0 2

处于平衡中
。

只要土壤中存在将铁态氮

解离出的阴离子引出平衡体系的条件 (如 5 0 犷 转变为难溶盐
,

H c o 歹 以 c 0 )

形式逸

失 )
,

就可能增加铁离子被土壤的吸附量
。

日本学者潮 田图以五种耕地和三种非耕地土壤进行的类似试验表明
,

如以硫铁被土

坡的吸附率为 1 00 拓
,

则氯化铁为 68 一7 1关 ; 碳铁高达 1朽一 19 1外
。

福建农科院土肥所。用天然沸石(具有多孔结构的碱性铝硅酸盐矿物
,

有较强的吸附

和交换离子的能力)与不同铁态氮肥相互作用
,

也发现碳钱被吸附的量比其他氮肥高
。

碳恢易被土壤吸附
,

是其最为重要的农业化学性质
,

一经人土就不易继续由挥发途径

损失氮素
,

同时在其人土后也不易淋失
。

由于这一特性这显然有利于碳铁的经济效益
。

弃

(二 ) 碳铁从土镶中被淋洗

模拟实验结果表明
,

氮肥淋失量主要受土壤类型(粘粒含量
,

反应等)的影响很大
,

但

对同一种土壤
,

则因氮肥品种而异
。

由表 3 可见碳按的淋失量最少
,

只及硫铁和氯化钱的

1 / 3 左右
。

衰 3 不同氮肥在不同土柱中的淋失

T 一U
. 3 T h e le a e hin g 10 5 5 o f d iffe r e n t n it r叩

。n fe rt iliz e r s ‘ro m d iffe re n t 5 0 11 e o lu m n s

抓抓 肥肥 红 坡坡 青 紫 泥泥 潮 土土

NNN it r o g e nnn R ed e a rthhh w a te r lo g g ed p a d d y 50 1111 Flu v o 一a q u ie 50 1111

fffe rd liz e :::::::::::::::::::::::::::::::::::::::::::::::::::::::::::::::::::::::::::::::::::::::::::::

淋淋淋 失失 相对淋失失 淋 失失 相对淋失失 淋 失失 相对淋失失
(((((% ))) (% ))) (呱))) (% ))) (% ))) (% )))

LLLLL e a e hin ggg R ela tiv eee L e a eb in g 10 ”” R ela d v eee L e a c hin g 10 5 555 R ela t iv eee

111110 5 555 le a eh in g 10 5 55555 le a eh in g 10 555555 le a ch in g 10 5555

碳碳按按 12
。

666 10 000 5
。

3 222 1 0000 4
。

9 333 1 0000

硫硫按按 40
。

000 3 2 444 7
。

6 000 1 4 333 13
。

666 2 7 666

抓抓按按 47
。

444 3 7 666 2 0
。

999 3 9 333 14
.

888 3 0 000

尿尿素素 82
。

888 6 5 777 7 6
。

777 1 4 4222 9月
.

666 19 1 888

1) 福旅农科院土肥所
, 1980

,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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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 (三) 碳铁的挥发损失

前人研究已经证明
,

土壤吸附 N H才 的速度很快
。

只要钱态氮肥施人土层
,

就可因土

壤对其吸附而大大减少挥发损失
。

模拟试验结果表明 (表 4 ,

图 1)
,

不论在酸性
、

中性
,

还是微碱性土壤上
,

都可以测到

三种氮肥所挥发出的 N H
3 。

三种氮肥是否施人土层
,

这是影响挥发量的主要因素
。

同时

不同品种的挥发量差异还明显受到土壤性质(主要是 p H ) 的影响
。

碳钱的挥发量
,

主要

受是否施人土层的影响
。

硫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反应
,

在酸性土壤中
,

不论深

浅施

深施

碳饺
·

硫按

尿素

504030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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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氮肥在不同土壤上的挥发 ( 12 天累计 )

F ig
- T h e v o la ti liz a ti o n o f th r e e n i t ro g e n fe r ti liz e r s o n d i ffe r e n ‘ 5 0 115 ( 12

(
la y s )

表 4 几种舞肥在不同土维上的挥发 (表内数据系两重复平均数)

T a
bl e 4 T h e v o la ti liZ a ti o n o f so m o n

i t ro g e n
fe r t ili z e r s o n d iffe r。。 t 50 115

知

土土 壤壤 氮 肥肥 6 小时时 8 天天

555 0 1111 N it ro g e 。。 6 H o u r s
( m g N ))) 8 d a ys

( m g N )))

fffffe r ti liz e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表表表表施施 深施施 表施施 深 施施

TTTTTTT o n 一 r e s s i n ggg D e e P刁 r e s s in ggg T o n刁 r e s si n ggg D e e n刁 r e s s in ggg

4444444 0%
*** 8 0%

*** 4 0%%% 8 0%%% 4 0%%% 8 0%%% 斗0呢呢 80 呱呱

红红 坡坡 碳钱钱 4
。

8 666 4
.

7 666 0
。

2 0 333 0
。

0 1 666 1 7
.

888 16
.

111 0
.

5 2 111 0
.

0 9 777

硫硫硫按按 0
.

0 8 444 0
.

0 0 333 0
.

0 0 222 0
.

0 0 666 0
.

2 1 888 0
。

0 3 666 0
.

0 3 222 0
.

1 9 888

尿尿尿素素 0
.

02 333 0
.

0 0 333 0
.

0 1888 0
。

0 0 777 0
.

9 0 222 6
.

9 555 0
.

0 2 888 0
.

3 5 333

青青 紫 泥泥 碳按按 4
.

8 888 4
。

7 555 0
.

0 0 111 0
.

0 2 444 16
.

888 13
.

888 0
.

4斗888 0
.

1 2 444

硫硫硫按按 0
.

3 0 222 0
。

18 333 0
.

0 0 111 0
。

0 0 666 0
.

8 9 111 0
.

5 7 555 0
.

1 1 777 0
.

0 1444

尿尿尿素素 0
。

0 1 777 0
.

0 3 111 0
。

0 0 111 0
。

0 0 333 9
.

7 777 6
.

6 666 0
.

64 555 0
,

19 000

潮潮 土土 碳铁铁 7
。

3 333 呼
。

6 333 0
.

0 3 777 0
.

0 3 333 18
.

888 15
。

555 0 5 2 333 0
.

5飞666

硫硫硫按按 1
.

4 333 1
。

3 999 0
。

5 2 222 0
。

0 7 000 10
.

555 8
.

8 222 1
。

4 111 0
。

3 1嘴嘴

尿尿尿素素 0
.

3 4 000 0
.

0 1 111 0
.

0 0 333 0
.

0 0 111 1 0
.

666 5
.

3 666 0
.

7 9 666 0
.

4 6 111

* 田 l司持水里百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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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还是表施
,

挥发损失很少
,

但在微碱性的石灰性土壤上
,

其挥发损失显著增高
,

表施

时可达碳铁挥发量的 50 关以上
,

深施则在早期接近于碳铁的挥发量 ;试验后期
,

甚至可

超过碳铁的挥发量
〔4 J。 这是由于石灰性土壤溶液常为 c a( H c o 3

)
2

饱和
,

施人土层的硫

馁
,

可能继续发生如 (N场 )
: Sq 十 C a

(H e o ,

)
:

~ N托H e o ,

+ e a so 。

的分解反应
,

不断

产生可挥发的 入隆王
3

(若同时施入 N马H c q
,

则因经受一段时间的吸附
、

硝化等变化后
,

成其他形态 )
。

尿素在前期的挥发损失明显为少
,

可以认为是水解产生的 N H
,

少
,

有相

似于硫祛的稳定性
,

但在试验条件下 2一4 天以后(表匀 随着水解产物 N托 H c o ,

的积

累
,

挥发损失迅速增加
,

在微碱性土壤上则可达到相似于硫钱一样的挥发量
。

对不同氮肥在不同土壤上的挥发历程
,

我们试用了几种回归方程去模拟其挥发特征
,

若

衰 s 三种抓肥在不同土族上的挥发历程
T a 曰

e 5 v o 一a tiliz a tio n p r o c“se s o f r卜re 亡 n it ro g e n fe r t iliz e r s o n ‘liffe r e”r 50 115

潮 士

时间
F 1. , o 一a g u ie 5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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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aa

bbb ie a r卜
jn a仕仕 s u l两

a 份份份 b ic a r b o , 一a teee ‘u lp h a teeeee

协协p ... d ee p二二
to ppp d e r ppp to ppp d e e PPP to ppp d e 亡ppp IO PPP d e e ppp to ppp d e e ppp

777
。

3 333 0
.

03 777 l
。

4 333 0
.

5 2222 0
.

3伟000 0
.

0 0 333 月
。

8 666 0
.

2 0 333 0
.

0 8 444 0
.

0 0 222 0
.

U2 333 0
.

口1666

111 1
.

666 0
.

0 3999 2
。

7 999 0
。

5 3 000 0
。

3 5 333 0
。

0 0 555 8
。

月777 0
.

2 0 444 0
.

19 555 0
。

0 0 222 0
。

0 4 888 0
。

0 2 222

111 3
.

888 0
.

0 8999 4
。

4 000 0
。

6 5 000 0
。

斗1444 0
.

0 0 999 1 1
。

斗斗 0
.

2 2 333 0
.

2 0 333 0
.

0 0 888 0
.

0 4 888 0
。

nZ〔〔

巧巧
.

444 0
.

17 111 6
.

1峪峪 0
。

7 7 000 I
。

0 555 0
.

0月888 13
.

777 0
.

2 7 999 0
.

2 1000 0
.

0 1222 0
.

0 4 888 O
。

0 2石石

111 6
.

888 0
。

2 8000 8
.

2 000 0
。

9 2 000 6
.

月999 0
。

2 9 666 巧
.

333 0
.

3 6 888 0
.

2 1888 0
.

0 3 000 0
.

0 5 666 0
.

0 2 888

1117
。

777 0
。

3 9 111 9
.

2 999
脚
1

。

2 999 9
。

0 888 0
.

5 6 333 1 6
.

峪峪 0
.

4 3 999 0
。

2 1888 0
。

0 3 000 0
。

15 555 0
.

02 888

1118
.

888 0
。

52 222 10
。

555 1
.

刁lll 10
.

666 D
。

7 9 666 1 7
。

888 0
.

5 2 1111111 0
。

9 0 222 0
.

02 EEE

协

其中似以乘方回归方程较好
。

初始挥发量 (m g /小时 ) 和回归式中常数 A 有很好 相关
,

犷 ~ 0
.

9 9 2 0 (表施 )和
r 一 0. 9 9 7 8 (深施 )

。

今以三种氮肥在三种土壤上的挥发历程计算

成乘方回归式列于表 6o

由表可见
,

碳祛在表施条件下
,

不论在何种土壤上
,

都以初始挥发量高
, A 值大是其特

征
,

一经深施
,

和其他两种氮肥的差异几乎很小
。

尿素则不论深施和表施
,

由于在试验期

间 2一4 天后迅速增加挥发量
,

因而以 b 值大是其特征
,

仅在红壤深施条件下例外
。

硫按

仅在微碱性土壤表施下
,

以 A 值和 b 值均较大为其明显特征
,

其他条件下
,

大都介于碳按

和尿素之间
。

按态氮肥的挥发损失
,

还明显地受到施肥量的影响
。

本项试验中在分别以每亩施用

碳铁 5 0 斤 (8
.

5 斤 N )
、

10 0 斤 (1 7 斤N )
、 1 5 0 斤 (2 5

.

5 斤 N ) 和 2 0 0 斤 (3 4 斤 N ) 的用量

时
,

由于施肥点周围可挥发 N H
,

的浓度随施肥量增加
,

故挥发损失亦随施肥量而增加
,

且 峨
‘

在高用量时
,

经一定时间后
,

原来是稳定的氮肥品种硫铁和尿素
,

其挥发损失有超过碳钱

之势(
’

图 2 )
,

即不仅要注意氮肥与土壤相互作用的时间
,

还要注意它们相互作用的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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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四 ) 碳按人土后的硝化

本项试验结果表明 (表 7 )
,

几种主要氮肥品种的硝化速率
,

主要取决于影响硝化微生

物活动的土壤 困
、

有机质
、

石灰和粘粒含最等
。

氮肥在中性和微碱性石灰性土镶上的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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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7 几种抓肥在不目土族上的碗化历租 嘴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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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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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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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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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222 2
。

2 444 4
。

4 000 5
.

6 99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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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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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青 碳按按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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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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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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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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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紫紫 硫按按 5
.

3月月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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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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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72
。

000

泥泥泥 尿素素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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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3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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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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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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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斗

.
为负值

。

化率都明显高于酸性的红壤
。

不同的氮肥品种间
,

硝化速率的差异很小
。

因为对每一种土壤类型
,

三种氮肥的初始

硝化百分数和硝化速率方程中的 A 、 b 值极为近似(表 s)

‘

衰 8 三种甄肥在不阅土旗上的硝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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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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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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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 o ·’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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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表 7o

值得指出的是尿素的硝化特征
。

按通常的概念
,

尿素需先经氨化产生 N H产
一
N 后

,

才

能迅速硝化
,

如同上述氨挥发所证明的
,

尿素在试验初期的挥发量很少
,

2一 4 天后才迅速

增加(表 , )
,

但在硝化试验中
,

尿素初期为硝化率也很高
,

在青紫泥(中性 )和红壤 (酸性 )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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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上
,

还有超过碳按和硫按之势
。。
这有两种可能的推论

:
一是尿素的氨化可能很快

,

因而

在试验一开始就有足够的铁用于硝化
,

但这与同样条件下完成的上述挥发实验结果不一

致 ; 另一种可能性是硝化微生物不仅可利用 N时
一

N
,

而且也可直接利用酞胺基 (
一C O -

N场 ) 作基质
。

国内同类实验也有相似结果
,

即尿素一开始就有较高的硝化速率
。

但迄

今土壤微生物学似未明确肯定硝化微生物可以直接而快速地利用
一c o 一

N H
: 。

这是一个值

得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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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r o Pe r tie s o f fer tiliz e r a PPe a r ed u n d e r the in te rae tio n beh a v io r s betw e e n n it
·

r o g e n fe r tiliz e r a pPlie d in 5 0 11 an d e o m P o l 一。n ts o f 5 0 11 su eh a s a d s o r p tio n by 5 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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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h am m o n iu m bie a r b o n a te 15 e a sy to dee o m Po s e a n d v o lat iliz e a n d in e o n v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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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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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r e fo r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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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t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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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ie h in d ie a te s tha t n it r ifie a tio n

r a te o f n itr o g e n fer tiliz er a fte r it be in g a PP lie d in 5 0 11 d ePe n ds m a in ly o n th e 50 11 Pr o -

p e r tie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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