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3 卷 第 2 期

1 9 8 6 年 5 月

土 壤 学 报 N o
。

2

A C
’

I
’

A PE D O L O G IC A S IN IC 人

V ol
.

2 3
,

M a y , 1 弓8 6

麦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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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化与麦秸的分解
*

王 维 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摘 要

应用 3 种土壤
,
在 20 ℃ 和 30 ℃ 温度下进行了与麦秸及不同量氮肥混合培养的试验

,

麦秸

及氮化肥采取了 ”N 标记
、

不标记的交叉处理
。 7 周培养期间

,

各处理所含矿质氮包括所施化

肥氮不同程度地被固定
,

一部分处理的起初被固定的矿质氮以后部分地得到释放
,

释放程度
一

与

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以及培养温度有关
。

培养结束时
,

配施较多量氮肥的处理所施麦秸氮

及化肥氮约有 50 一 60 % 呈 6 N HCI 水解氮组分之中
,

另有少量呈酸不溶性胡敏 N 形态
,

麦秸氮

有 呼一 17 % 矿化释放
,

化肥氮有 10 一 50 % 仍为矿质氮形态
,

这些数值的高低基本上也与上壤

的有机质和全氮含量以及培养温度有关
。

以一种土壤与非标记的麦秸和氮肥混合培养
,

测定了两个月期间的 C o
:

释放量
,

并未发现

增加氮肥施量会促进麦秸分解
,

增施氮肥反而有稍为减缓麦秸 C 分解的趋势
。

许多国家农业中广泛使用秸秆还 田
,

借以保持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结构
,

并补充土

壤养分
。

我国大部分农田土壤有机质少
,

结构不良
,

秸秆还田也在 日益广泛地受到提倡
。

但用来还
.

田的主要是禾本科秸秆
,

碳氮比值高
,

作为一种含碳丰富的能源物质
,

直接施入

土壤会刺激微生物迅猛活动
,

导致有效氮大量被暂时固定
,

影响作物的氮素供应
。

因此
,

在实践中秸秆还田往往配施适量氮肥
。

国外学者在包括植物残体氮素在内的土壤氮素矿化一固定
,

秸秆分解过程中氮素的

固定
、

矿化与含氮量及碳氮比值的关系以及满足微生物需要 的 临 界 含 氮 量 和 碳 氮比

值【, 一 3 , ,

秸秆的碳
、

氮含量及其有效性以及补加氮素对分解速率的影响
‘, 一 ‘4 ,等方面

,

进行过

不少研究
。

许多学者把盐酸水溶解的有机氮组分和酸不溶性有机氮组分分 别看作土壤氮

素矿化一固定周转过程中来自死亡的植物残体及微生物躯体的有机氮的活跃部分和较稳

定部分
,

并利用
’,
N 示踪技术分析这些组分以及矿质氮组分

,

研究秸秆氮和化肥氮在土壤

中的转化
。

这些研究对于施肥和土壤培肥的实践是有重要意义的
。

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

迄今很少开展
。 1 9 8 3年冬到 1 9 8 4 年春

,

作者利用我国黄淮海地区两个代表性农田土样和

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地区一个代表性农田土样
,

进行了施麦秸和氮肥的培养试验
,

探讨秸秆

氮和化肥氮在土壤中的固定和释放以及补加氮素对秸秆碳分解的影响
,

本文介绍初步的

研究结果
。

扮 * 此项研究为作者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进行工作访问时完成
,

合作导师为程惠贤博士
。 F

.

I;a
r ro w 协助进 行

” N 分析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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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设置了一项主试验和一项辅助试验
,

前者用以研究麦秸氮和化肥氮在土壤中的转化
,

后老用以观察

C O
,

的释放和麦秸碳的分解速率
。

供试土壤的基本特性见表 1 ,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的含量是 S ,

> s ,
> s , 。

农 1 供试土城的巷本特性

T a bl. 1 S o m e p r o p e r tie s o f 5 0 115 u s e d fo r in e u }, a t io n

土土 壤壤 代 号号 质 地
, ))) PHHH 有机 CCC 全 NNN C /NNN 矿质 N

Z ))) 碳酸氢钠浸提提
555 0 1111 N o

---

T e盆 tu r eeeee
(% ))) (% ))))) (P Pm ))) N a H C O

, e x t r a e ttt

ooooooooooo r g
.

CCC T o ta l NNNNN M in e r a lllllllllllllllllllll
NNNNNNNNNNNNNNNNNNN PPP KKK

(((((((((((((((((((p p
: 、i
))) (PP m )))

揭揭 上上 s登
,,

粉砂坡土土 7
。

777 0
。

6 000 0
。

0 7 111 8
。

111 3 2
。

333 4
。

999 7 444
CCC in n am o n 5 0 1111111111111111111111

砂砂姜黑土土 s尝
)))

粘土土 7
。

666 l
。

0 666 0
。

10 222 10
.

叮叮 3 2
.

222 2
。

999 1 0 777

LLL im e e o n e r e 七io n b la ek 5 0 1111111111111111111111

PPP a io u s e 5 0 1111 S
,,

粉砂城土土 5
。

888 1
。

3 444 0
.

12斗斗 10
。

888 1 6
.

000 月9
。

lll 3 9 111

l) 按美国土壤质地分类标准
, < 0

.

0 0 2m m 的枯粒含量分别为: s ,
2 0

.

斗%
, s :

4 9
.

8%
, s ,

2 3% ; 2 ) 指 N H 一

N 十 N o
3 一
N ; 3 ) 5 .

取自山东充州的褐土农 田
, S :

取自该县经过改良培肥的砂姜黑土农田
。

主试验用 3 种土壤
,

设 5 项处理(表 2 )
,

两次重复
,

其中所施麦秸及氮肥硫钱分 ”N 标记
、

不标记两

种
,

在两种温度 (20 ℃ 和 30 ℃ )下培养 7 周
,

分别于第 1 , 2
,
3 , 5 , 7 周末以 B r e m o e r 的蒸汽蒸馏法

汇’月’

测

表 2

T a b le 2 T r e a

主试验处理
tm e n t s o f m a in e x Pe r im e n t

碑

处处 理 代 号号 处 理 内 容容 施 人物料含 N (% ))) 施 人 物 料 C /NNN
TTT r e a tr一飞e n t N o

---

T r e a t rn e n ttt N e o n t e n t in th eee C / N
o f the m a te r ia lll

mmmmmmm a t e ria l a d d e ddd a

dd
e ddd

AAAAA 土 8 9 + 标记麦秸 0
.

3 4999 0
。

999 3 8
.

000

555550 11 89 + lab e lle d s tr a w 0
.

3咯ggggggg

BBBBB 土 89 + 标记麦秸 0
.

3 49 + 非标记化肥N l
.

08 n
l ggg 1

。

222 2 8
。

333

55555 0 11 8 9 + la b e lle d s rr a w 0
.

3 49 +++++++

uuuuu n la b e lle d fe r tiliz e r 匆 1
.

0 8 m ggggggg

CCCCC 土8 9 + 非标记麦秸 0
.

3 9 + 标记化肥 N Zm ggg 1
。

444 2 8
。

333

55555 0 11 8 9 + s tr a w 0
.

39 + la b e lleddddddd

fffff
e rt iliz e r N Zn

飞ggggggg

DDDDD 土8 9 + 标记麦桔 0
.

3斗g + 非标记化肥N 礴
.

0 8 .n ggg 2
。

111 16
。

555

55555 0 11 8 9 + l
a b e lle d str a w 0

.

3 49 +++++++

fffffe r t iliz e r N 4
.

0 8
一n ggggggg

EEEEE 土 89 + 非标记麦桔 0
.

3 9 + 标记化肥 N sm ggg 2
。

444 ! 6
.

555

55555 0 11 8 9 + s tr a w 0
.

3 9 + Ia b elle ddddddd

fffffe r t iliz e r N 5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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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

‘
、

定矿质氮 (N H 一N 和 N仇
一N )含量

,

并于第七周末用质谱计测定其 ” N %
,

计算矿质氮中麦秸氮和化肥

氮的数量
。

于第七周末以 Br
o m ne

r

的 6 N H CI 加热迥流水解 12 小时的方法
‘” 1

测定土壤中的总水解 N ,

并测定其
‘’
N %

,

观察麦秸氮和化肥氮在这一有机氮组分中的数量
。

供试麦秸的碳氮含量见表 3 。 标记麦秸和标记硫按的
‘’
N 原子百分超分别为 1 3

.

住 和 17
.

03
。

表 3 供试麦秸的碳
、

氮含t 及碳氮比

T a ble 3 T h o n itr o n g e o a n d e a r b o n e o n te n t a n d C : N r a tio o f th e w h e a t

s tr aw u s e d fo r in e u b a t io n

麦秸种类
W h e a t s t r a w

有机 C (% )
o r g

.

C
全 N (%

卜

l
’

0 t a l N
C / N

标 、己
}

I a l
, 亡11e d

0
.

9 2 0 3

。卜标 ,己 {
: 。 。 、

I
n 一 : 。 ;

{
U

: 、
la b e lle d

培养方法 : 土壤风干
,

过 0
.

25 m m 孔径筛
。

麦秸风干粉碎
。

各处理样本置于长方形玻璃瓶中混匀
,

加蒸馏水使水分张力为 一 。
.

3 巴
,

用塑胶纸封闭瓶口
,

仅开一微孔保持通气
。

培养瓶分别置于常温室

(20 ℃ ) 和恒温箱(30 ℃ )中培养
,

定期称重补充消耗之水分
。

辅助试验只用 Pa lou se 土及非标记麦秸
、

非标记硫铁进行
,

设 4 项处理(表 勺
, 3 次重复

,

以与主

试验相同的方法培养
。

唯各处理样本置于 2 5 oml 圆锥形瓶中
,

以胶塞封闭瓶 口 ,

胶塞于瓶内向下悬插一

金属套环
,

装入一小指形瓶
,

内盛 5n “ IN K Ol l 溶液
,
用以吸收释放出之 C o

: ,

每 3 天换装一次 KOl l 溶

掖
,

并以 H CI 滴定分析 C o
:

的释放量
。

乌 表 4 辅助试验处理

T a b le 4 T r e a tn le n t s o f th e a u x illa ry e x p e r in 、
。n t

处处理代号号 处 理 内 容容 样本 e lN
’))) 施人物料 C / N

Z ,, 施人物料含N( % )
j ’’

TTT r e a tm e 一it N o
---

T f e a tm e n ttt C / N
o f theee C /N

o f t h eee N c (, n te 苦It in tll eee

sssssss a m l) l
eee rn a te r ia ! a d d

e
ddd

Jl 一J t e r ia l a d d e ddd

FFFFF 土2 4999 1 0
.

8888888

GGGGG 土2 49 + 麦秸 0
.

9 999 1 8
。

555 5 3
.

999 0
。

丁444

HHHHH 土2 4 9 + 麦秸 0
.

99 + 硫钱 N 6 m ggg 16
。

444 2 5
,

333 1
。

研研

IIIII 土24 9 + 麦秸 0
.

沁 + 硫铁 N 15 Il lggg 1 3
。

555 1 6
.

555 2
.

444

l) 土样施人物料后样本的总 c 与总 N 之比 ; 2) 施人之麦秸或麦秸十硫按的总 c 与总 N 之比 ; 习施人之麦桔或

麦桔十硫钱所含N 素的%
。

二
、

结果 与 讨 论

扮

(一) 矿质氮的固定与释放

图 1 以各期矿质氮含量占培养前原始值的外表示出各处理在 2 0℃ 和 30 ℃ 培养下 7

周内矿质氮固定及释放的变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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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 ig
.

1 1
’

h e

各处理各期矿质 N 含量占培养前原始值的%

: n i n e r : 1 N o f d iff
e r e n t t r e a

如
e n ts a t d iffe r e n t t im e in %

o f th e o r ig 云n a l m in e r a l N b e
fo r e in e u b a t io n

测定计算的数据表明
,

施用麦秸后经一周培养
,

各处理原来含有的矿质氮程度不同地

迅速大量被固定
,

其中未配施氮肥或配施较少量氮肥的 A , B , c 三种处理矿质氮的固定率

达 70
.

1多到 99
.

3 % 不等 ;配施较多量氮肥的 D , E 两种处理
,

三种不同土壤的矿质氮固定

率在 20 ℃ 培养下为 27
.

3一67
.

9 多
,

在 30 ℃ 培养下为 59
.

7一 89
.

4肠
,

矿质氮固定率的趋势

为
: 30 ℃ > 20 ℃

, S :

> S J

> 5 3 ,

即培养温度较高时 固定率增加
,

土壤的有机质及全氮含

量愈低矿质氮固定愈甚
。

至第 7 周末
,

只施麦秸或配施较少量氮肥的 A , B , C 三种处理

矿质氮固定率在 78
.

6一 99
.

9多 ; 配施较多量氮肥的 D , E 两种处理矿质氮固定率为 36
.

2一

8 4
.

8 务
,

此数值大小仍与土壤的有机质及全氮含量高低呈相反的关系
。

从 7 周培养的全过程看
,

只施麦秸或配施较少量氮肥的 A , B , c 三种处理
,

有的呈现

矿质氮持续固定
,

有的经历矿质氮 固定一释放一 固定或固定一释放一固定一释放的变化
,

绝大部分在第 2 到第 7 周中仍是固定过程 占优势 ;至第 7 周末
,

有的处理矿质氮固定率与

第 1 周末相近
,

有的则进一步增加了矿质氮的固定
,

其中只有 30 ℃ 培养下 S,

的 c 处理和

20 ℃培养下 S :

的 人处理第 7 周末与第 1 周末相比
,

矿质 N 的固定率有所降低
,

起初固定

的矿质氮分别有 16 多和 10 拓得到释放
。

配施较多量氮肥的 D , E 两种处理
,

在 20 ℃ 培养

下
, s: , s :

两种土壤呈现矿质氮持续固定
, s ,

经历矿质氮固定一释放一固定一释放的变化
,

但从第 2 到第 7 周仍然是固定过程占优势 ; 在 30 ℃ 培养下
,

三种土壤经历矿质氮 固 定

一释放一固定一释放或固定一释放一固定的变化
,

至第 7 周末矿质氮固定率均较第 1 周

末有所降低
, S ; , 5 2 两种土壤起初被固定的矿质氮有 10 外 左右被释放

, S ,

则起初被固定的

矿质氮有一半 以上得到释放
。

上述情况表明
,

有机质及全氮含量高的土壤在施用麦秸时

配施较充足氮肥和处于较有利的温度条件下
,

能够较快地从矿质氮的固定转向释放较多

的矿质氮供作物利用
。

根据上述情况
,

本试验中在 30 丫 这一较有利的温度条件下
,

对这三种肥力状况不同

的土壤来说
,

培养过程中起初被固定的矿质氮转向释放所要求的物料 (麦秸 + 氮肥) 含氮

最视土壤不同在 1
.

4 外以上至 2
.

1务
,

相应的物料碳氮比在 28 以下至 16
.

5 。 Bl ac k 曾指

互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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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多数情况下
,

有机物施人土壤后氮素释放量 > 0 的物料含氮临界值视条件不同可从

奄 l.2 多 以上到 2. 6 % 不等
,

相应的物料碳氮比为 33 以下到 巧
,

本试验的上述结果与此基本

相符
。

(二 ) 化肥氮的固定
(

·

通过
15 N 的测定

,

计算了所施化肥氮经 7 周培养后存在于矿质氮及 6 N H cl 水解氮组

分中的百分数
。

由于施较少量标记 N 肥的 c 处理大部分样本矿质氮总量过低
,

其
‘,
N 务未

能准确地测 出
,

在表 5 中仅列人施多量标记 N 肥的 E 处理的计算结果
。

由表可见
,

经 7 周

培养
,

所施化肥氮有 4 7
.

5一61
.

4拓 经微生物转化固定进人 6 N H CI 水解 N ,

10
.

7一 50
.

, 外

仍为矿质氮形态
。

在有机质及全氮含量较高的土壤中化肥氮的固定率较低
,

30 ℃ 培养下

矿质氮的固定率低于 20 ℃ 培养
。

此外
,

根据表中矿质氮数值
,

所施化肥氮的总固定率应

在 49
.

5一89
.

3多
,

至于除进人 6N H cl 水解氮之外的被固定的化肥氮 去向
,

曾测定计算一

部分样本来自化肥氮的酸不溶性胡敏氮数值
,

占所施化肥氮的 4
.

4一 7
.

3务
,

表明经 7 周培

养已有少量化肥氮进人较稳定的腐殖化的有机氮组分
,

其余的差额可能是由于有机氮组

分测定中回收不完全所造成
。

表 S 培养 7 周后化肥 N 在不同组分中的% (E 处理)

T a ble S %
o f fe r tiliz e r 一N in d 矛ffe r e n t fa r e t io n s a

f: e r 7 w o e k in e u h :. : 10 。 (
’

r r 。。m e n t E )

土壤代号
5 0 11 N o

.
矿 质 N

M in e r a l N
总 水 解 N

T o t a l h yd r o ly z a b le N

2 0℃

磨
1110

.

777 6 1
。

444

222 9
。

666 6 0
.

555

444 4
。

444 4 7
。

777

333 0 (111

S .

S :

2 7
.

3

:::

扮

(三 ) 麦秸氮的释放和固定

通过
‘,
N 的测定

,

计算了所施标记麦秸氮经 7 周培养后存在于矿质氮和 6 y H cl 水解

氮组分中的百分数
。

由于施标记麦秸的 A
,
B 两处理样本中矿质氮总量过低

,

其
‘, N 务未

能准确地测出
,

在表 6 中仅列人标记麦秸的 D 处理的计算结果
。

由表可见
,

经 7 周培养
,

所

施麦秸氮净矿化释放率在 3
.

9一 17
.

2务
,

释放率随土壤有机质及全氮含量增高而增加
。

有

4 8
.

8一 59
.

1务 的麦秸 N 呈现为 6 N H cl 水解氮
,

其数值随土壤有机质及全氮含量增高和

培养温度增高而减少
。

可以推测
,

此数值中除麦秸原来含有的占其全部氮量一定比例的

6 N H CI 水解氮之外
,

还包括经微生物转化固定形成的 6 y H cl 水解氮
,

即转化于微生

物躯体及其代谢产物中的此种氮素形态
。

而且三种不同土壤处理此数值的差异主要反映

了这后一部分 6N H CI 水解氮的差异
。

此外
,

曾测定一部分样本来自麦秸 N 的酸不溶性胡

敏氮
,

占麦秸氮的 10
.

0一 11
.

7多
,

即所施麦秸氮经 7 周培养的约有 10 多 处于较稳定的腐

殖化的有机氮组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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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T a b le 6 肠
o f , he a t

培养 7 周后班枯 N 在不同组分中的% (0 处扭)
st r a w N in d iff er en t fr a etio n s a ft e r 7 钾 e ek in eu b a tio n

(
’

r r e a tm en t D )
今

土壤代号
5 0 11 N o

.

矿 质 N

Min e r a l N
总 水 解 N

T o ta l hyd r o ly z a b le N

2 0℃

333
。

999

666
。

222

111 7
.

222

3 0 ℃

(四) Cq 的释放及麦秸 C 的分解速率

辅助试验各处理以 C q 形态释放的碳素平均 日释放量见图 2 。

除 20 ℃ 培养的未施

氮肥处理 G 之外(可能由于分析误差)
,

在培养的第 1 周都反映出微生物活动极其旺盛
,

这

也正是前述的矿质氮在培养第 1 周即大量被固定的原因
。

1 灯

卫支
巴
石

罐
甘IOF

今

司枯。...7,J

奋.该侣份瓜

卜召
�
盆
-O口.

八产
屯 z 、 眨

入
、

二二梦

丹书恙需翁森瑟流磊磊嘉们咭濡 石丽币丽 丽 ,‘皿 42 一5 一肠5飞翻盯 吕0目

时间 沃 ,
T如

. 《山那】

.J,‘.己卜.‘O兑幼.‘目自f.吕
,�犯是

图 2 不同处理培养期间碳素平均释放速率

Fig
.

2 ^ v e r a g e r e le a s e r a t e o f e a s c o
: o f d iff e r e o r t r e a tm e n ts d u r i n g i n e o b a t i o n

计算了未施麦秸的处理 F 各期碳素累积释放量占土壤有机 C 量的百分数和施麦桔各

处理各期碳素累积释放量占所施麦秸 c 量的百分数 (图 3 )
,

后者是假定施麦秸各处理各

期来自土壤有机质的碳素积累释放量与未施麦秸的处理 F 相同用差减法计得
。

图 3 表明
,

未施麦秸的 F 处理在不同温度下经 7 周培养有 4一 5并左右的土壤有机碳

的被分解释放
,

培养 2 个月其土壤有机 c 的分解释放率在 5一 6多左右
。

只施麦秸的 G 处

理和加施较多量氮肥的 I 处理培养 7 周约有 24 一 27 多 的麦桔 C 被分解释放
,

培养 2 个月

其麦秸 c 分解释放率在 2 7一 29 外
,

而施加较少量氮肥的 H 处理培养 7 周约 有 28 一 30 外

的麦桔 c 被分解释放
,

培养 2 个月其麦桔 c 分解释放率约达 ”一 35 多
。 G 和 I 处理的

麦秸 c 累积释放率低于 H 处理
,

可能是由于 G 处理在麦桔分解过程中受到过有效氮供应

不充分的限制
,

而 I 处理在麦桔分解过程中受到过有效 c 供应不充分的限制
,

这些都会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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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12 1‘ 1. 幻 丽 丽丽万丽丽万丽有节该芯益苗
时问 伏 )

T im . 似 ay , J

图 3 培养期间从土壤有机质(F 处理 )或麦秸 (G
, H , i 处理)中释放的碳素%

Fig
.

3 %
o f C r ele a se d fr o m : 0 11 o r g a n ie m a t te r

(t
r e a tm e n t F)

a n d

w h e a t str a w (
tr e a

tnl
e n t G

.

H
.

I) d u rin g in eu b a tio n

名

对麦秸的分解速率有所影响
。

有些研究曾经指出
,

秸秆分解过程中形成的微生物量和秸

秆分解速率既受有效氮含量所制约
,

也受有效 c 含量所制约
L10 一 l3] 。

施较多量氮肥的 I 处

理其碳素累积释放量低于施少量氮肥的 H 处理 (图 3 )
。

这与 N ov
: k 等人关于增施氮素

会降低麦秸分解中的 Cq 总释放量的说法
￡, ,是一致的

。

也许培养时期延长到几个月
,

施不

同量氮肥不一定还能保持麦秸总的分解速率的这种差异
。

Al lis on 〔们 曾指出有机残物分解

成为腐殖质时所损失的碳量与补加氮素的数量无关
。

看来
,

在桔秆还 田后经历较长时期

的情况下
,

加施氮肥数量的多寡对秸秆分解速率的影响到底如何
,

宜于进行更长时期的控

制条件的培养试验加以明确
。

这一点对于秸秆还田配施氮肥的实践是有意义的
。

如果配

合秸秆还田施用较充足的氮肥确实并不象一般人们认为的那样会加强所施有机物质的分

解
,

这将既对有机质在土壤中的积累没有不利影响
,

又有利于保证当季作物的有效N 供

应
。

三
、

小 结

扭

1
.

在本培养试验条件下
,

土壤施麦秸或再加施氮肥后
,

矿质氮的固定甚为迅速
。

只施

麦秸或配施少量氮肥的三种处理(施人物料含氮 ( 1
.

4多
,

c/ N 异 28
.

3 )
,

在 20 ℃ 或 30 ℃

下经 1 周培养
,

在三种不同土壤中有 70 外 以上直至几乎全部的矿质氮被固定
,

在以后的

第 2 到第 7 周过程中
,

除个 别土壤的个别处理起初被固定的矿质氮后来有少量释放外
,

绝

大部分仍然是固定过程 占优势
。

配施较多量氮肥的两种处理(施人物料含 N 李 2
.

1多
, C /

N 成 16
.

5 )
,

第 1 周矿质氮的固定率较上述三种处理低些
,

在第 2 到第 7 周
,

20 ℃ 培养下

三种土壤仍都是矿质氮固定过程占优势 ; 30 ℃ 培养下三种土壤起初被固定的矿质氮以后

不同程度地部分得到释放
,

其中有机质及全氮含量最高的土壤释放较多
。

2
.

施用麦秸时配施较多量氮肥的处理经 7 周培养后
,

所施化肥氮视土壤及培养温度

不同约有 10 一50 多 仍呈矿质氮形态
,

50 一 60 多 左右经微生物转化固定为 6N H CI 水解

氮
,

有机质及全氮含量较高的土壤固定率较低
,

30 ℃ 培养下固定率低于 20 ℃ 培养 ; 另有

少量化肥氮进人较稳定的腐殖化的有机氮组分
—

酸不溶性胡敏氮
。

此处理中所施麦桔

氮视土壤及培养温度不同约有 斗一 17 务矿 化释放
,

矿化率随土壤的有机质及全氮含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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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增加
,

50 一 60 多 左右呈现为 6N H CI 水解氮
,

其数值随土壤的有机质及全氮含量增高

和培养温度增高而减少 ; 另有 10 多左右的麦秸氮呈现为较稳定的腐殖化的酸不溶性胡敏

氮
。

3
.

在两个月培养期间
,

并未发现增加氮肥施量刺激麦桔加速分解
,

增施氮肥反而有稍

为减缓麦桔 C 分解的趋势
。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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