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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肥肥效
,

增产

钻 (C o) 是微量元素之一
,

并早已被证实是人和动物的必需营养元素
,

是蓝藻
、

微生

物和豆科植物固氮作用所必需的元素
,

而且能促进植物增产
,

改进植物品质
。

但迄今为

止
,

还 尚未证实它为所有高等植物所必需
t1 一 ,,9 一 , 2 , 。 由于动物所需的 C o

主要来 源 于 植

物
,

而植物所需的 C 。 又主要来源于土壤
,

鉴于我国对土壤和植物中 C 。 的研究还很少
,

钻肥又基本上未用于农业生产
, ‘,因此

,

研究土壤和植物中的 C 。 及钻肥具有重要意义
。

本项研究的 目的在于
: 通过分析土壤中有效态钻的含量

,

有针对性地对含 C O
较低

的土壤施加钻肥
,

以观察钻肥对土壤和生长于其上的作物的影响
。

并希望通过此项研究
,

推动我国扩大 C 。 的研究范围
,

更重要的是将其因地制宜地应用于农业生产
。

一
、

试验材料和测定方法

(一 ) 分析有效钻含量的土样

术项研究是在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完成的
。

部分 土样的采集是由所在课题组完成的
, 特此致谢课题组所有同志l

l) 蔡祖聪
, 19 8 8: 土壤中钻的化学行为(博士论文)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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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年 4 月一 5月
,

所在课题组在新乡地区西四县及新乡市市郊的四千余平方公里内按常规方法采

集了“个耕层土样
。

(二) 钻肥肥效试验设计

1 9 8 9 年秋在卫辉市郊区的南关村和李元屯乡的后白照河村的黄潮土分布区上选择了具代表性肥力

水平的农田进行小麦的钻肥肥效试验
。

试验设 C K (对照 )
、

co l (低量 )
、

co Z (中量 )三个处理
,

每一处

理重复三次
,

每一重复的小区面积约为 30 扩
,

小区在田间按顺序排列 (同时进行肥效试验的还有其它微

量元素肥料)
。

各小区除施用的钻肥量不同外
,

其它条件基本一致
。
施用的钻肥 是 co so 。 ·

7 H
2
0 ,

施

用方法是将粉末状的 Co so
。 ·

7 H
:
o 与土混匀后

,
均匀撒施在播种沟内

。

试验的植物对象是冬小 麦
。

(三) 钻肥肥效试验的土壤和小麦样品

在小麦生长的抽穗期按常规方法分别采集不同处理小区的土壤和小麦植株样品
,
另在收获期采 集

小麦籽粒样品
。

(四) 钻的测定

土壤和小麦植株样品的前处理是参考
《
土壤农业化学常规分析方法

》

一书所叙方法
『‘’。

土壤有效钻测定液的提取 : 称取 1 09 处理 土样 放入 1 50 ml 锥 形 瓶 中
,
加入 so m l o

.

02 m “
l/ L

它D T A + 0
.

, m o l / L H O A C + 0
.

s m o l/ L N H
.
O A e

混合提取液
,

室温振荡提取 一小时
,

过滤得透明 清

液
,
即为土壤有效 C。 测定液

。

小麦植株钻含量测定液的制备 : 称取处理过的植物样品 l一 2 9 ,

放人 l弓o ml 锥形瓶中
,

加人 1 0川

H N o
,

和 Z m 1H cl o
; ,
放置过夜

。
将过夜的样品放在通风柜内的电热板上加热消化

,

当蒸发的气体由深

黄色转为淡黄色
,

再至冒浓白烟时
,
继续加热直至瓶内液体近干时(剩约 l m l)

,

取下冷却
,

然后全部转移

至 2 , m l 容量瓶中
,
用 。一 m o l / L H N o

,

定容
,
即可

。

土壤有效 C。 及植物全 C。 的测定均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仪器为 日立 1 80 一 80 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计
〔” 。

二
、

结果 和 讨 论

(一 ) 新乡西 四县土壤有效钻的含t 分析

1
.

耕层土壤的有效态钻含量状况 “ 个耕层土样的分析结果表明 ; 该区域 土 壤

的有效态 C O
含量范围值是 0

.

19 一 2
.

4 3拼 g / g
,

均值为 0
.

6 3科 g / g
。

而 提 取 剂 o
.

02 m ol / L

E D T A 十 0
.

5 m o l/ L H O A C 十 0
.

5 m o l/ L N H
, O A c

提取的土壤有效 C O 含量对于 植 物

生长的临界值
,

至今未见报道
,

故本文测得的浓度均值 0
.

6 3 群 g / g 是高还是低
,

亦不可而

知
。

但 68 个土样中
,

有 7 5多 的样品 C 。

含量低于均值
,

而含量高于均值的土样仅 占 总

样数的 25 务
,

这种含量分布是偏态的
。

由此
,

可以从一方面说明该区域土壤有效 C o 含

量普遍偏低
。

2
.

不同类型耕层土壤的有效态钻含量 “ 个耕层土样所属土类有
: 褐土

、

潮土和

水稻土
,

其中潮土和褐土的分布面积较大
。

这三类土壤包括的土壤亚类有 : 淋溶褐土
、

褐

土
、

褐土性土
,

潮褐土 ;褐土化潮土
、

黄潮土
、

盐化潮土 ; 潜育型水稻土
。

表 1 反映了三种土

类及其 8 个亚类土壤的有效 C o 含量状况
,

结果是褐土类 > 潮土类 > 水稻土类 ;8 个亚类

土壤的有效 C 。
含量高低顺序为

: 淋溶褐土 > 褐土 > 褐土性土 > 褐土化潮土 ) 黄潮土 >

潮褐土 > 盐化潮土 > 潜育型水稻土
。

值得注意的是 ; 位于平原上且占本区土地面积约 朽 多 的黄潮土
,

其绝大多数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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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类型土城的有效 Co 含t (”g / g )

土土 类类 亚 类类

名名 称称 钻含量
’))) 名 称称 含量范围围 钻含量量

⋯
“ 品品

戈戈戈土 S xxxxxxx 戈士s尧尧尧

褐褐 土土 1
。

0 2土 0
.

6 8 8 666 淋溶 褐
.

匕匕 1
.

8 3一 2
。

4 333 2
.

1 8士 0
.

3 1 2 222 333

褐褐褐褐 土土 0
。

8 5一 1
.

7 000 1
.

2 7士 0
。

3 2 8 000 555

褐褐褐褐土性土土 0
。

2 4一 1
。

0 777 0
。

5 9 士 0
。

3 3 7 222 666

潮潮潮潮 褐 土土 0
。

2 4一 0
。

7 222 0
.

4 8 士 0
。

2 7 1,, 444

潮潮 土土 0
。

4 9士 0
.

2 6 4 555 揭土化潮土土 0
。

37一0
.

7 333 0
.

5 1土 0
.

0 9 3 666 l 222

黄黄黄黄潮土土 0
.

19一 l
。

6 333 0
。

5 0士 0
。

3 1 , 222 3 222

盐盐盐盐化潮土土 0
。

2 5一0
。

5 555 0
。

3 9士 0
。

14 7 666 444

水水稻土土 0
.

2 8士 0
.

02 8333 潜育型型 0
。

2 6一 0
。

3 000 。
.

28 士。

一 }}}
222

水水水水稻土土土土土

l) 戈士S x 为平均值 士标准差
。

有效 C O 含量低于各类土壤含 C o 平均值
,

而高于均值的土壤多是位于山地
、

山前丘陵

的褐上类
。

可见
,

从山地褐土至平原的潮土
,

有效 C 。
含量随着地势由高到低而有规律地

降低 : 以低地的水稻土有效 C o 最低
,

其次是广大平原分布的潮土
,

而山地褐土的有效

C o 则较高
,

这说明地形地势也是影响土壤有效 C 。 含量的一个因素
。

3
.

土壤 哪
、

全 N 及易还原态 Mn 含量与有效 C 。
含量的关系 经过测定及分析

,

三者对土壤有效 C 。 含量的影响用回归方程统计 [8] 结果
,

土 壤 有 效 C 。 含 量 与 土 壤

的全 N 及易还原态 M n 含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

其相关系 数 分 别 为 + 0
.

4 5 8 2 * * 、

十。
.

6 8 8 2 * * 。

而与土壤的 p H 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其相关系数为一 0
.

3 4 4 4 * * 。

世界粮农组织提出 : p H 接近中性或碱性的土壤含对植物有效的 C。 一般较少
,

可

能出现缺 C 。 现象
。

该研究区域的土壤 p H 值为 7
.

16 一 8
.

1 7 ,

均属碱性土壤
,

故此区土

壤发生缺 C 。
是确有可能的

。

而且虽然 p H 的变化不大
,

但 p H 与 C o 含量呈极显著

的负相关性
,

证实了土壤 pH 值越高
,

有效 C o 含量越低的结论
。

(二 ) 钻肥肥效试验

有针对性地选择分布面积广
、

含 C 。
水平低的黄潮土进行钻肥肥效试验

6

1
.

不同处理下的土壤和小麦植株及其各器官中的钻含量变化 随施人 C O 量的增

加
,

土壤有效 C o
和小麦植株含 C 。 均增加

,

且当土壤有效 C 。
增加 10 一 31

.

4 多时
,

小麦

植株含 C o
则增加 7

.

14 一 190
.

8 务
。 C o

在小麦各器官中的含量亦不同
,

而且也均随着钻肥

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

各器官含 C o
量的高低顺序是 : 叶片 > 穗 > 籽粒 > 茎杆

。

叶片 虽

然含 C 。 最高
,

但它随土壤施 C 。 增加而产生的变幅则最小 (7
.

5一 49
.

, 外)
,

麦穗的变辐

最大 (“
.

6一 2 48
.

5 务)
。

当小麦生长进人到成熟期时
,

麦粒中的 C 。
含量较抽穗期麦穗的

C o 含量低 (见表 2 )
。

2
.

钻肥对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 表 3 是小麦抽穗期的生长发育状况及成熟

期的产量状况表
。

从中可 以看出
,

钻肥对小麦的生长发育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施钻肥

的小麦植株平均高度较对照为高
,

穗长也有变化
,

钻肥对小麦产量的影响较大
,

增产达

10一 2 6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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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结

土壤含 C 。
量的分析和大田小麦钻肥肥效试验的结果表明

:
分布面积较广 的 潮 土

类土有效 C 。
含量不足

,

施钻肥不仅能提高土壤中的 C O
水平

,

而且能提高小麦中的 C O

含量
,

促进小麦的生长发育
,

并使小麦获得增产
。

这在农业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值得在

潮土分布地区推广施用钻肥
,

既提高粮食产量
,

又满足人畜对正常 C 。
水平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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