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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壤供氮指标的研究

1
.

对几种测定土壤供氮能力方法的评价
*

李 生 秀
(西北农业大学土化系)

摘 要

以 12 种质地
、

有机质
、

全狱
、

碳氮比不同的土坡进行盆栽试验
,

并用不同方法测定土壤的

供氮能力
,

研究作物吸收氮与土坡测定值之间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作物吸收氮与土壤中的硝态

氮有较好的一致性
,

而与铁态氮关系不大
。

淹水培养所矿化的氮素难以反映非淹水条件下土

壤的供氮水平
。

通气培养 2 周所矿化的氮素与 K C 玉煮沸法浸承的氮素均与作物吸收氮高度相

关
,

且两者间有密切关系
。

这两种方法测定的氮素在反映土壤供氮能力上有同样价值
。

根据土壤的供氮能力施用氮肥是有效施氮的核心问题
。

几十年来
,

土壤科学家在解

决土壤供氮能力方面提出了许多方法
。

B r e m ne rts , 与 K e e ne y团 等人先后对这些工作进

行了总结和评论
。

近年来
,

土壤科学工作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方

法
,

并对原来沿用的方法重新进行了评价
。

用来测定土壤供氮能力的实验室方法可大致

分为两类
: 生物方法和化学方法

。

生物方法一般是在好气或嫌气条件下进行短期 (一般

为 7一 25 天 )培养
。

这类方法有合理的基础
,

因为在培养期间使氮素矿化的微生物
,

正是

在作物生长期间使土壤有机氮转变成对作物生长的有效氮的微生物
。

盆栽试验表明
,

经

过培养以后所矿化的氮素与作物吸收的氮素一般有良好的一致性
。

但这类方法费时
、

费

工
,

因而未能广泛地应用于实践
。

近年来
,

St an for d 等人提出的测定氮素矿化势 的通

气培养法叫
,

有较合理的基础
,

并被用来作为预报土壤供氮状况的参数 t9J 。

w a r in g 和

Br em ne r 以及 日本学者提出的密闭培养法氏 ,1 ,

过程比较简单
,

还可利用实测的矿化氮素
,

根据作物生长期间的温度或有效积温
,

计算作物生长期间的矿化氮量
〔1] 。

因此
,

这两种生

物方法受到广泛重视
。

化学方法是利用一些化学试剂浸取在土壤中业已矿化或短期内可以矿化的氮素
。

在

化学方法中
,

钱和硝态氮的浸取测定一直是实验室例行的分析项目
,

而硝态氮更受到特别

注目
。 Bo er u g ts. t0) 等指出

,

直接 由湿土或干土中浸取的 N O 了
一
N

,

或把湿土及干土经短期

培养后所浸取的 N O 了一N
,

都与作物吸收的氮素或干物质有密切相关
。

为使化学方法的

测定值能反映土壤供氮水平
,

人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浸取剂
。

近年来
,

一些温和(如沸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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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 供试土浪的

T 一‘le 1 so m e ph萝. ic a l a n d c h e 口ic a l p r o p e r ti一 o f 一0 11- -

一 ple d fo r p o t

食

土土样编号号 采土地点点 土系系 颐位分析析
555 0 11 N o

...

L o c . t io 。。 5 0 1 1 s e r ie --- P o r t iele 一i吕e
二

a ly一i---

砂砂砂砂砂拉拉 粉位位 粘拉拉
sssssssss . n ddd 5 1Ittt C 一yyy

(((((((((% ))) (% ))) (% )))

lllll 波斯那爱芜尔尔 史得林系系 999 6 333 2888

EEEEE r r o l P e r th s hir ... Srir lin ggggggggg

22222 中劳塞愚兆斯林林 马可英锐系系 6 888 l 222 2 000

RRRRR o . lin
.

M id lo th i‘ nnn M a c m e rryyyyyyyyy

33333 巾劳来愚尧斯林林 交通系系 6 000 2 ,, l ,,

RRRRR o sli n .

M id lo th i一nnn
W in t o nnnnnnnnn

44444 发夫卡帕帕 给佛得城系系 6 666 2 222 l弓弓

CCCCC u P. r ,

F ifeee G iffo rd t o w nnnnnnnnn

,,, 皮斯郡获利桥 B r id g e o fff 史得林系系 1 ,, , 333 3 000

EEEEE a r n ,

Pe r th * h ir eee S t ir lin ggggggggg

中中中中中中中劳寒瓜布式式 达费尔系系 ‘333 2 222 l,,66666 B u * h
.

M id lo th ia nnn D a r v e lllllllll

,,, 波斯那 阿拜茸 丝文文 喀朴系系 6 ,, 2000 1 ,,

AAAAA b e r u t卜v e n
,

P e r t h sh ir eee C a r Po 份份份份份

88888 爱丁母劳塞愚本本 当克拉山系系 6 333 l000 2 777

LLLLL o zh ia n b u r n
,

E d in b u r g hhh D u n c r a b illllllllll

99999 中劳塞恩格林考斯谷地地 交通系系 4 888 3000 2 222

GGGGG l. n c o r . e M a in 二 M id lo t h ia nnn
W in t o nnnnnnnnn

里里000 东劳塞愚阿拜来得得 残积角峰系系 8 555 888 777

AAAAA b e r la d y
,

E
.

L o t五ia nnn D r e g h o r nnnnnnnnn

lll lll 中劳塞愚布式式 达费尔系系 6 666 2000 l 444

BBBBB u . 卜
,

M id lo rh ia nnn D a r v e lllllllll

111 2

⋯⋯
中劳塞愚巴勒牢牢 笑万山系系 6 777 l000 2 333

BBBBB a le r n o .

M id lo th ia nnn R o w a n b illllllllll

全

水 ) 和较温和 (如中性盐类)的提取剂更受到人们刮 目相看
。

尤其后者不同于酸
、

碱
,

在
一

浸取氮素过程中不会引起土壤性质的巨大改变
,

能较好反映土壤本来的供氮状况
。

巳有

不少研究表明
,

用较温和浸取剂 K a 加热以后所提取的氮素与生物反应有 良好 的 一 致

性
‘8

·
, 。, , . ] 。

本文旨在根据盆栽试验结果
,

对几种当前认为可作为有效氮指标的生物和化学方法

进行评价
,

为选择可用于实践的测定土壤供氮能力的方法提供依据
。

一
、

试验材料及方法

(一) 供试土城

在苏格兰东南部选取质地
、
pH 值

、

全抓和碳氮比不同的 12 种土壤(表 1 )
,
采土深度为 。一 2 0c ‘ 的

耕层
。

土壤过直径 Zc m 筛孔
,

以剔除石块
、

茎杆和根茬
,
然后混匀

。

从中取少t 样品
,

侧定 1。。‘m 水柱
,
即

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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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一费扭化性质
心 x p e r im e n t . a n d d e t e rm in a tio o o f m in e r a li: e d a n d m in e r a liz a b le n it r o ‘e n

诊

质质地分类类 在 1 0 K Pa 张力下的的 有机质质 全抓ttt C / NNN PHHH

TTT e x t u r a lll 土坡水分分 0
.

M
...

T o t a l NNNNN (H
:
0 )))

CCC la . sific a t io nnn (9 110 0 克干土))) (% ))) (% )))))))
WWWWW

a t e r e o n t e n r a ttttttttttt

11111 0 K Pa t e n sio nnnnnnnnnnn

粉粉砂粘坡坡 3 9
。

333 3
。

000 0
。

2 111 8
。

444 7
。

000

砂砂质粘坡坡 2 9
。

222 5
。

444 0
。

2 222 14
。

222 6
。

666

砂砂质壤土土 2 5
。

000 3
。

888 0
。

1 666 13
。

888 6
.

,,

砂砂质壤土土 3 2
。

,, 7
。

999 0
。

3 777 12
。

心心 6
。

777

粉粉砂粘坡坡 4 6
。

888 今
。

888 O
。

2弓弓 1 1
。

222 6
.

777

砂砂质城土土 2 7
,

666 4
。

333 0
。

2 555 10
.

111 6
。

今今

砂砂质壤土土 2 2
.

333 2
。

666 0
。

1 888 8
。

333 6
。

777

砂砂质墩土土 2 5
。

111 峪
。

000 0
。

2 111 1 1
。

000 6
。

lll

壤壤 土土 3 4
。

999 ,
。

lll 0
。

2 777 1 0
。

999 6
。

444

坡坡质砂土土 l,
。

999 2
。

444 0
。

1444 10
。

lll ,
。

444

砂砂质壤土土 2 7
。

lll 今
。

777 0
。

2弓弓 1 0
。

888 6
。

;;;

砂砂质粘壤壤 3 2
。

666 峪
。

555 0
.

2 333 1 1
。

555 6
。

222

10 千帕(kPa )张力下的土壤水分” 。

余土装人塑料袋中
,
贮于一 , ℃ 的冷藏室中

,
装盆前解冻

,
通过直径

。
.

6c ‘ 筛
,

再次混匀后装盆
,

并取部分土样用于化学分析及培养试验
。

(二) 盆栽试验

采用底部覆盖尼龙纱布的硬质塑料盆
。

每盆装土 1 2 0 0一1 6 0 0 克
。

装土过程中需轻轻上下震动数

次
,

使达自然紧实度
。

土表距盆顶 I c 。
。

用多年生黑麦草(每盆 20 株 )及大麦(每盆 10 株 )作指示植物
。

重复 3 次
。

土表还覆盖一层蛙石
。

除随第一次灌水加人由 K H
:
P叭

、
K 声0

;

及 M g CI
:

组成的营养液

外
,

并在大麦生长期间分次
,
黑麦草每次收割后加人此种营养液

。

每次每盆加人的营养液含有 40 m g P ,

20 二 : s , 1 00 mg K 及 100 m g M g
。

试验盆置于温室中
,

随机排列
,

定期调换位置
。

由自动记温仪记录室

温
。

采用重t 法灌水
,

根据损失情况
,

每周 3一7 次
,
以维持 10 千帕张力的水分

。

黑麦草收割 斗次
,

最后

砂
l) 其测定方法是 : 让土城样品充分吸水后在 l。。c m 水柱的负压下

,

使不能保留的水分抽出
, 然后测定保留在土

城中的水分
。

此时的水分含量就是 功 千帕张力下的上壤水分
。

据认为这是适 于作物生长的水分含盆(田间

持水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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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收割后冲洗根系
。

大麦在乳熟期(根据 跳 d o ks 等人描述禾谷类作物生育期的数字编码
‘’

应是生长

阶段 7 , 川
, ’, 1

)收获
。

植物取样后立即供干
、

称重
、

粉碎
,

然后分析植株和根系的含抓 t
。

(三) 土城供氮能力的洲定(分别采用一些皿要的培养方法和化学方法)

1
.

培养方法 : 通气培养采用 G
.

st a吐 or d 等人的方法
‘
川

。

预培 1 周
,

淋洗其矿化氮后
,

再培养 2

周
,

分别收集预培后及正式培养 2 周后的淋洗液
,

分析其矿化 氮素
。

淹水 培养 法 采用 w ,r ing 及

Br
。二n o

rl,
,

法
,

在 和℃ 的恒温箱中培养 7 天
。

2
.

化学方法 : 干土中 N H 才
一N 及 N O犷一 N 的浸取用 Br

e 二ue rt,
’

法(Zm ol 的 K cl 作浸取剂 )湿 土

中的 N O犷一N 除用 K CI 浸取外
,

并用饱和的 C o so ;

浸取
,

离子选择电极测定r’1
。

土坡中潜在可矿化佩

用 w h i‘eh e a d 的 K c l煮沸法
L , 心1 。

短期通气培养淋洗液及 K CI 浸取液中的 N O犷一N 及 N H才
一N 均用连续流动分析仪

‘”测定
。

(四 ) 植物
、

土滚分析

植物及土壤全抓采用标准凯氏法测定
,

加半拉 K jelt a b (含 2
.

, 克 K : 5 0
一 , o

,

o , 克 c u so
‘ ·

sH
:
o )作

接触剂
。

土壤有机质采用 T in ‘le , 法
L , 1 。

心

二
、

试验结果及讨论

植物吸收的氮素
、

各种方法测定的土壤有效氮素分别见表 2 、3 ; 植物吸收氮与测定的

土壤有效氮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4 。

农 2 植株吸收的氮紊
T a b le 2 A m o u n t . o f n it r o g e n u Pt a k e by Pl a n t -

夸

土土城编 号号 吸收的氮素 (毫克 /盆)))
555 0 11 N o

...

N it r o g e o in p la n t s (m g / p
o t
)))

大大大 麦麦 黑 麦 草草
BBBBB a rleyyy R y e g r a s sss

茎茎茎茎 叶叶 根根 茎叶+ 根根
SSSSSSS h o o t sss R o o t --- T o t a lll

(((((((4 h a r y 。。:。
)))))))

lllll 12
。

555 2 6
。

lll 3
。

222 2 9
。

333

22222 14
。

222 2 8
。

333 5
。

777 34
。

000

33333 15
。

lll 2 6
。

000 5
。

888 3 1
。

888

44444 3 0
。

777 5 4
。

777 10
。

666 7 5
。

333

55555 2 1
。

888 4 4
.

666 6
。

444 , l
。

000

66666 2 3
。

444 3 9
。

888 10
。

333 5 0
。

lll

77777 1 6
。

111 3 1
。

lll 7
。

777 3 8
.

888

88888 1 7
。

999 3 3
。

888 7
。

000 今0
。

888

99999 2 5
。

lll 今7
。

222 9
。

222 , ()
.

444

lllOOO 28
。

666 4 7
。

lll 8
。

333 5 5
。

碍碍

111 111 18
。

777 3 6
。

999 9
。

999 4 6
。

888

111222 2 今
。

777 5 4
。

lll 10
。

444 6咚
。

555

1) 2 记
。 k : 等人把禾谷类作物分成 10 个生育阶段

,
分别以 。到 夕 10 个数字表示; 每个阶段又分 10 个小阶段

,

亦

以 。到 , 10 个数字表示
。

生长阶段 ”
,
实际是第 7 阶段中的第 ‘小阶段

,
为乳熟中期 (M .d iu 二 . 11 劝

。

这

种描述禾谷作物生育阶段的数字编码方法
, 已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

。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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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植物吸收的氮亲与土壤原有的硝
、

按态之间的关系

由表 3 及表 4 可以看出
,

用饱和的 C a SO ;
及 Zm ol 的 K cl 由湿土或干土中直接浸取

的硝态氮数量基本一致 ;植物吸收氮与其也有较好的相关性
。

就全部土壤的测定值计算
,

它们与大麦吸收氮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
,

且未达到 0. 05 的显著水 准 (
n 一 12 时

,
r0.

。,

一

。
.

乡7 6 ); 而与黑麦草的相关系数较高
,

且超过 0
.

05 的显著水准
。

本试验应用的 12 种理化

性质差异较大的土壤中
,

10 号土壤表现异常
: 用各种方法测定出来的有效氮含量均低

,

表 3 不同方法测定的土城有效抓t

T a ble 3 M i n e r a liz e d a n d m in e r a lis a b le N in 5 0 11

d e te r m in e 己 b y d iffe r e n t m e th o d s

龟

方方 法法 氮素形态态 土壤矿化及可矿化氮 (毫克l盆)))
MMM e th o d sss N fo r m sss M in e r a liz e d a n .

l m in e r a lisa b le N in 5 0 115 (m g / p
o t)))

llllll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l 000 l lll l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
。

333 1 4
.

,,,,,,,,,,,,,,,, 1 3
.

666 1 6
.

555 2 1
。

444 9
。

666 8
.

9999999999999饱饱和 C o SO
。

浸取湿土土 N O 了
一
NNN 8

。

888 12
。

333 1 6
。

777 2 6
。

888 13
。

999 1 2
。

222 12
。

888 1 7
。

66666 9
.

333 8
。

222 2 7
。

000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3
。

333 16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 1 2
.

弓弓 1 1
。

222 18
。

5555555555555 9
。

999 8
。

1111111111111222 0 0 1 K C I 浸取湿 土土 N O 歹
一
NNN 10

.

333 2
。

666 l
。

555 2 7
。

555 12
。

444 1 2
.

999 3
。

斗斗 1
.

333 2 1
.

888 2
.

999 7
.

555 2 6
。

555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5
。

999 18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

666 15
。

666 1 9
。

8888888888888 12
。

888 1 5
,

66666

ZZZ tn o l K C I 浸取干土土 N O 了
一
NNN 9

、

333 4
。

000 3
.

999 2 7
。

333 1 3
.

111 1 4
.

5555555 2 1
.

888 l
。

666 6
。

lllllllllllllNNNNN H 才
一
NNN 1

。

333 3 4
。

777 2 5
.

888 0
。

999 0
。

999999999 l
。

999 2 7
。

444 30
.

666 2 5
。

777

NNNNN O 歹
一
N + N 11才

一
NNN 10

。

666 3 8
。

777 2 9
。

777 2 8
。

222 1 4
。

000000000 2 3
。

777 2 9
。

000 36
。

777 6
。

lll

666666666
。

000 4
.

999999999999999 10
。

魂魂 1 2
。

222 3 1
。

888

!!!!!!!!!!!!!!!!!!!!!!!!!!!!!!!!!!!!!!!!!!!!!!!!!!!!! 6
。

222 15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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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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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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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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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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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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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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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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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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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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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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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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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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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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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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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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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NNN O 歹
一
N + N H 才

一
NNN 6 2

。

6666666 1 0 3
。

888 6 2
。

666 5 9
。

111 7 2
。

444 6 9
。

444 1 1,
。

9999999 10 9
。

555

44444444444444444 4
。

333 6 0
。

111 , 2
。

000000000 12 0
.

999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
。

666 9
。

999 14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淹淹水培养前(3 ,,
N 菩J才

一
NNN 1 1

。

8888888 10
。

222 14
。

777 2 8
。

222 2 3
。

今今2 3
。

888 1,
。

0000000 1 0
.

888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0
。

888 3 3
。

333 3 7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淹淹水培养后(4 ))) N H 才
一
NNN 1 2 2

。

6666666 1 3 0
。

888 17 1
。

000000000 9 8
.

4444444 1 2 3
。

777

(((4 )一 (3 ))) N H 才
一
NNN 1 10

。

8888888 12 0
。

666 15 6
。

333333333 8 3
。

咚咚咚咚 1 1 2
。

999

煮煮沸 K C I浸取千土土 N O 犷
一
NNN 12

。

6666666 2 6
。

000 14
。

777777777 19
。

9999999 2 2
。

lll

NNNNN H才
一
NNN 2 1

。

8888888 3 ,
。

222 2 7
。

444444444 2弓
。

9999999 2 8
。

333

NNNNN O 犷一N + N l r才
一
NNN 3峪

。

呜呜呜呜 6 3
。

222 4 2
。

111111111 4 ,
。

8888888 5 0
。

444

娜

植物吸收的氮素却相对较高
。

冲根观测
,

10 号土壤上的植物根系远比其它土壤上的发达

(黑麦草每盆根重 1
.

75 克
,

而其它土壤上均在 1
.

50 克以下)
。

看来
,

10 号土壤的异常可能

是由于土壤物理性质造成的 : 本身是砂质土
,

有利根系发育 ;通气情况良好
,

有利养分矿

化
,

结果作物吸收了较多氮素
。

把 10 号抽掉计算
,

则作物吸收氮与任一种试剂浸取出硝
:

态氮的相关系数均在 0. 72 以上
,

大多达到 0. 01 的显著水准 (
n ~ 1 1 , : 00

,

一 0
.

7 3 5)
。

由
,

湿
、

干土中浸取出的硝态氮量基本一致
,

说明土壤样品风干后
,

硝态氮含量未发生明显变
·

化
。

两种试剂浸取出的硝态氮数量类似
,

证实只要用盐溶液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
,

以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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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作物吸收的抓素与不同方法浦定的有效抓之向的相关系橄

T a b [e 4 C o r r el o rio n eo e ffic ie n t s b e tw ee n N u P t ak e by Pla n t . a n d N in

5 0 115 d e t e r m in e d b , d iffe r e n t m e tho d 。
育

方方 法法 氮素形态态 全部土城 A ll 5 0 11... 抽掉 10 号土城 E x e lu d in ...

MMM e tb o d sss N fo t m ..... 5 0 11 1 000

大大大大麦麦 黑麦草 R ve g r a 一sss 大麦麦 黑麦草 斯
e g r : 二二

BBBBBBB a rle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B a rle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茎茎茎茎茎叶叶 总t T o t a lllll 茎叶叶 总ttt
SSSSSSSSS b o o ! ....... S h o o r ... T o ta lll

饱饱和 Cas O
.

浸取湿 土土 N O r
一
NNN 0

。

, 今lll 0
。

7 1 6 . ttt 0
.

7 0 7 *** 0
。

7 6 8 . 申申 0
。

8 2 1* ttt 0
。

8 0 7二二

ZZZm o l K C I 浸取湿 土土 N O 了
一
NNN 0

。

今9 777 0
.

6 5 9
*** 0

.

68 3*** 0
.

7 27 *** 0
.

7 6 6 . *** 0
。

7 6 2
‘ ...

ZZZm o l K C I 浸取干土土 N O 了
一
NNN 0

.

5 2 333 0
。

6 7 0 *** 0
。

6 6 1 *** 0
.

7 3 8*** 0
。

7 6 7 * *** 0
.

7呜9
* ...

NNNNN H才
一
NNN 一 0

。

0 1000 0
。

0 5 888 0
,

1 2 111 一 0
。

0 2888 0
。

0 , 222 0
。

1 1 777

NNNNN O矿
一
N + N H 才

一
NNN 0

。

5 0888 0
。

6 7 8 ... 0
。

68 9 *** 0
.

7 1 5ttt 0
。

7 7 2 * ... 0
。

7 7 7* ...

通通气预培 1 周(l))) N O 犷
一
NNN 0

。

36 111 0
。

5 0 777 0
。

4 8 444 0
。

5 3 555 0
.

5 8 ,, 0
。

, , 444

NNNNN H 才
一
NNN 0

.

3 0 999 0
.

4 3 333 0
。

4 3 888 0
。

4 4 222 0
。

4 8 888 0
。

4 8 ,
,,

NNNNN O 犷
一
N + N 卜飞才

一
NNN 0

.

3 9 999 0
。

5 6 000 0
。

5 5 888 0
。

5 8 333 0
。

6 4 333 0
.

6 3444

通通气培葬 2 周(2))) N O 犷一NNN 0
。

4 0666 0
。

5 1666 0
。

4 8 777 0
。

4 6 333 0
.

5 3 111 0
。

5 0 111

NNNNN H才
一
NNN 0

.

3 5 222 0
.

3 5 777 0
.

3 8 555 0
。

4 4 222 0
.

38 777 0
。

峪1 222

NNNNN O 犷
一
N + N 〔l才

一
NNN 0

.

7 5 2* *** 0
.

8 7 5 * *** 0
。

8 6 9 * *** n n 八 八 山 由由 0
.

9 2 4* ... 0
.

9 1 4二二VVVVVVVVVVVVV . , U U ~ 一一一一

(((l) + (2 ))) N O 犷
一
NNN 0

.

3 9 666 0
。

52 000 0
。

今9 333 0
。

4 9 444 0
。

55 555 0
。

, 2 555

NNNNN H户
一
NNN 0

。

3 3 ,, 0
。

4 2 666 O
。

4 3 999 0
。

4 6000 0
.

呼7 555 0
。

4 8 444

NNNNN O 歹
一
N + N H 才

一
NNN 0

。

5 4 555 0
.

70 2 *** 0
.

6 9 9 *** 0
.

7 3 1
***

0
.

7 8 2 * ...
0

.

7 7 2 * ...

淹淹水培养前(3 ))) N H才
一NNN 一 0

。

0 9 999 一 O
,

l , 999 一 0
.

13 888 一 0
.

0 2 222 一 0
.

1 2 888 一 0
。

10 888

淹淹水培养后(4 ))) N H 才
一
NNN 0

。

13 111 0
。

3 8 666 0
。

3 1今今 0
。

3 7 222 0
。

5 2 000 0
。

呜3 111

〔〔今)一(3))) N H才
一
NNN 0

。

0 6 777 0
.

3 3 222 0
。

2 5 888 0
。

2 9 777 0
。

46 111 0
。

3 6 999

嗽嗽沸 K C I浸取干土土 N O 犷
一
NNN 0

。

5 2 999 0
.

6 9 0 *** 0
.

66 6 *** 0
.

7 5 6 * *** 0
。

7 9 5t *** 0
。

7 6 2 . 中中

NNNNN H 才
一
NNN 0

.

8 2 1 * *** 0
。

8 5 1 t *** 0
。

86 0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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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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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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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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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表明采用硝态氮作土壤供氮指标
,

在保存样品和分析方面有一定优点
。

但大壤硝态氮

与作物吸收氮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甚高
,

受作物影响也较大
,

在用其作指标时
,

除考虑采

样时期
、

淋失情况外
,

还需考虑作物及土壤本身的矿化情况
。

用 K cl 直接浸取的按态氮数量较少
,

且其与作物吸收氮素的相关系数不高
,

甚至还

出现了负相关现象
。

这表明
,

土壤已有的铁态氮难以反映土壤的供氮水平
。

最近我们用

我国西北地区 24 种土壤所作的盆栽试验
,

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果
。

(二 ) 植物吸收氮素与培养期间矿化氮素的关系

两种培养方法得到了两种不同结果
。

采用淹水培养法
,

培养前测得的按态氮与作物

吸收氮之间的相关系数甚低
,

且为负相关 ; 培养后的按态氮以及培养前后按态氮的差数

与作物吸收氮呈正相关
,

相关系数也有提高
,

但仍达不到 0
.

05 的显著水准
。

曾有试验表

明
〔1] ,

淹水培养法及利用淹水培养测得的铁态氮和有效积温计算出的氮素释放量
,

对预报

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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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啥

水稻土的氮素供应有良好的效果
,

但这种效果在本试验中并未发现
。

本试验所用土壤有

机质含量较高
,

能为微生物提供比较丰富的能源 ; 土壤全氮含量高
,

氮矿化有充足的源

泉
。

这些似乎都不可能成为限制土壤微生物活动的因子
,

因而也不可能成为其相关系数

不高的理由
。

唯一可能解释的是
:
在淹水条件下

,

分解有机物质使氮素矿化的微生物是

嫌气微生物
。

而盆栽试验不是在淹水条件下进行的
,

分解有机物质的微生物类型与此不

同
。

因此
,

淹水条件下释放的氮素难以代表盆栽条件下释放的氮素
,

也就难于反映作物的

吸氮状况
。

通气培养法所得结果远较淹水培养良好
。

采用通气培养
,

预培 1 周所矿化的硝态氮
,

铁态氮及硝
、

按态氮之和均与作物吸收的氮比较一致
,

预培 1 周及正式培养 2 周的铁态氮

总和
、

硝态氮总和及按
、

硝态氮二者之和与作物吸收氮的一致性更明显
。

然而
,

根据这些

数值计算出来的相关系数仍不甚高
,

且有个别异常现象
。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可能在于

预培 1 周所矿化的氮素主要来自一些极易分解的含氮有机化合物
,

特别是土壤风干过程

中死亡的微生物的躯体L7. 11] 。

这部分氮素变动不居
,

无稳定性
,

难于反映土壤有机物矿化

的正常过程
。

为了避免由于土壤干
、

湿交替所出现的氮素不正常变化
,

st a nf o r d 等人提

出的通气培养法并不把这部分氮素包括在矿化氮内
,

而通过预培处理将其除去
。

事实上
,

除去这部分氮素
,

仅用正式培养 2 周所矿化的硝
、

铁态氮之和来计算
,

则与作物吸收氮素

的相关系数大大提高
。

用全部土壤计算
,

最小的相关系数也可达 0
.

” 以上
,

超过 。
.

01 显

著水准 ; 如抽掉 10 号土样
,

相关系数均达 0. 90 以上
。

这表明
,

采用正式培养 2 周的短期

通气培养法所得到的矿化氮素
,

能很好地反映土壤的供氮水平
。

(三 ) 植物吸收氮素与 K cl 撤沸法泛取出氮亲之间的关系

用 K CI 煮沸法所浸取出来的硝态氮
、

按态氮都分别与作物吸收氮素有密切相关
,

两

者之和与其相关性更好 : 即使不把表现异常的 10 号土壤抽掉
,

相关系数也可高达 0
.

80

以上 ;如抽掉 10 号土
,

则相关系数可提高到 0. 90 以上
。

把用本法浸出的氮素与用K cl 直

接浸出的氮素相比较
,

可以看出
,

硝态氮基本无变化
,

而按态氮比后一方法浸取值高出数

倍
。

显然
,

采用煮沸法既能把反映土壤供氮水平较好的硝态氮浸取出来
,

也能把作物生长

期间可矿化的部分氮素释放出来
,

能较全面地反映土壤的供氮情况
。

这就是它的合理性

所在
。

反映这种合理性的另一根据是
,

用这种方法浸取的氮素与通气培养所矿化的氮素

呈高度正相关
: 用每克土中的微克氮来计算

,

其回归方程为
, y ~ 0

.

93 : 一 6
.

9 7 (式中 y ,

x
分别表示培养法与煮沸法的测定值 )

,

相关系数达 。
.

9究用每盆土的毫克氮来计算
,

其回

归方程为
, y ~ 。

.

98 x 一 n
.

34
,

相关系数为 0. 93
。

回归系数接近于 1 表明
,

如果 由煮沸法浸

取的数值中减去常数项(相当于截距 )则两者的盆接近 1 比 1 。 以上结果证明了这两种方

法有 同样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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