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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土城有效锰 人一 幻 含量与作物产盆之间的关系
。

试验结果表明
,

土坡

有效锰含且和作物产 密切相关
。

有效锰含量较低
,

施锰肥就有较好反应
。
因而

,

根据锰肥对

作物产 的反应
,

初步将土城中有效锰分为 最低 较低 低 中等 丰富五级
。

在全省范围内
,

在陕北和关中大面积土壤需施锰肥
,

而陕南土城有效锰较丰富
,

需施锰肥面积小
。

土城缺锰面

积与钙质土城的分布是一致的
。

此外
,

土镶有效锰含里和土城 值
、

碳酸钙含最呈负相关
。

在钙质土中
,

土城有效锰易

被吸附
,

所以含 较低
。

陕西省地形复杂
,

南北差异较大
。

中性和微碱性土壤居多
,

南部有部分微酸性土坡
。

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阅
,

在微碱性土壤中
,

供作物利用的二价锰甚少 在酸性土坡中
,

锰的

溶解度增高
,

甚至可产生毒害
。

由于本省土壤普遍缺锰
,

因此
,

从 一 年间进行了

锰肥肥效试验
,

肥效结果已肯定山
。

·

但要解决全省不同地区不同土壤合理应用锰肥问题
,

首先要解决应用锰肥的分级指标
,

测定全省土壤有效锰
一

含量
,

绘制全省锰

肥应用分布图
,

探讨分布规律及有效施用条件等
。

扭

一
、

土壤有效锰含量与分级指标

在有效锰不同含量的土壤上进行小麦
、

玉米施锰肥的田间小区试验 个 和盆栽试

表 土维有效括含 与施锰肥对作物产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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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土城有效锰含盆与施锰肥对作物增产效 的分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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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妇,二,人

验(20 个)71 次(表 1)
,

并根据作物增产率
,

初步将土壤有效锰分为 5 级 (表 2)
:
土壤有

效锰含量 < 3PP m 为最低
,

急需施; 3一spp二 为较低
,

必需施 ; 5一10pp。 为低
,

酌情

施 ; 10 一 1, p p m 为中等
,

适量施 ; > 15ppm 为丰富
,

不需施
。

魂
二

、

锰肥应用及其肥效

1980一 1986 年
,

用 D T P A 浸提(20 ℃ )耕层土壤
,

振荡 2 小时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测定
,

共测定全省 102 个县(区 )的 5994 个土壤样品
。

就这些数据
,

按上述试验所得的

表 3 陕西省不同地区任肥应用分布所占百分橄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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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指标
,

分别汇总整理
,

绘制 出陕西省锰肥应用分布图(略)
。

分陕北
、

关中
、

陕南三大

地区
,

按图例不同等级
,

用方格法测算出所占该区耕地面积的百分率和面积
,

并分别概算
·

出占全省耕地面积的百分率和面积(表 3)
。

由表可见
,

全省缺锰面积为 74
.
, 拓

,

约 417,
.
2

万亩
。

其中陕北最缺
,

其次关中;陕南大部不缺
。

衰 4 括肥在不同地区不同土城主奥作物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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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1一1986 年间
,

在不同土壤
,

对 8 种作物作盆栽试验 ” 个; 3 种主要粮食作物

作田间试验 172 个
。

从表 4 可看出
,

陕北和关中效果较好
,

陕南效果较差
,

与锰肥应用分

布图的统计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

锰肥对作物的敏感度
,

首先是烟草
、

甜菜; 其次为豆科作

物;第三为谷类作物
。

按不同方法施用锰肥均有效果
,

直接施人土中
,

用量大
,

不经济
,

以

拌种
、

浸种和喷施较省
。

适宜的用量是每亩施 0
.
5一 l公斤硫酸锰;拌种以每公斤种子 4一

8 克硫酸锰为宜;浸种以 。
.
1一。

.
7多硫酸锰浸 4 小时;喷施以 0. , 务 硫酸锰为宜

。一’
、

三
、

土壤有效锰南高北低的主要原因

1.与土壤的吸附强弱有关: 从表 , 看
,

三种土壤的最大吸附量为缕土> 黄绵土> 水

稻土
。

埃土
、

黄绵土的最大吸附量分别占阳离子代换量 158
.
8外

、

92

.

1 外
。

吸附力强主要

系碑 值所影响 (雌8
.
31 一8

.
, 3 )

,

从而导致缺锰 (D T PA
一

Mn

3

.

40 一3
.
98P pm ); 水稻土

的最大吸附量仅 占阳离子代换量的 26
.
4 多

,

碑 6
.1,

吸附力弱
,

不缺锰 (D T PA
一
M
n

18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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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m )
。

由此可见
,

陕北和关中土壤吸附力强
,

土壤有效锰含量低 ; 陕南土壤吸附力弱
,

土

壤有效锰含量高
。

衰 S 土城最大吸附t (LA ) 与阳离子代换工 (c Ec )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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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地区土城有效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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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土壤碳酸钙含量及 pH 值有关
:
由表 6可见

,

土壤有效锰与土壤碳酸钙含量呈

负相关
,

夕一 9
.
15 一 0

.
4 13x(

, 一 130 , r
~ 一0

.
6 146 户< 0

.
0 1 )

,

式中
x
为土壤有效锰

含量
,

当土壤有效锰为 spp m 时
,

碳酸钙含量为 7拓
,

即碳酸钙含量高于 7务时 土壤缺

锰
。

表中除黑庐土
,

因淋溶作用
,

碳酸钙含量上部低
、

下部高外
,

其余陕北和关中土壤的碳

酸钙含量在 8
.
4一 10

.
。多之间

,

属缺锰土壤
。

陕南土壤碳酸钙含量在 0
.
24 一0

.
4 7沁

,

属不

缺锰土壤
。

土壤 pH 值与土壤有效锰含量也呈负相关 (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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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9 0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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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 当土壤有效锰为 sp pm 时

,
p

H 值为 8
.
5 ,

即 pH 值大于

8. , ,

土续缺锰
。

陕北和关中土壤 困 值在 8
.
, 一8. 9

,

属缺锰土壤
。

陕南土壤 pH 值为

7
.
呼一7. , ,

属不缺锰上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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