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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续盆分对牧草生畏及成分的影响

于天仁 周起党姚丈苹 凌云霄榭建昌薰克谦

中圃科学院土柔研究所

在盟土中
,

由于可溶性钠镬的淡度过高
,

使植物的生畏受到影响
。

植物生长所受

到的抑制作用
,

随植物的种类而有不同
。

在这方面
,

已有大量的研究桔果和界尸的总

精, ,,
弓〕

。

但是从已有的材料看
,

矛盾的地方还很多
,

因此在很多周题 卜
,

意地也很不

一致
。

这是因为土壤组分对植物生畏的影响
,

不谨决定于植物种类
、

组分含 准及粗成
,

而且也决定于土壤的性直
、

植物品种及生反时期和其他气候等外在因素
。

至于奥分影

响植物生畏的原因
,

意兄也是很不一致的
。

因此
,

研究土壤翌分在各种情况下对各种桩

物生畏的影响
,

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

在中团沿海一带和西北地区
,

翌土有着大面稍的分布
。

如何有效地改良和利用这

些盛土
,

就成为我圃登巢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

在理希
,

选择比较耐鲤的牧草
,

不

谨可以作为先锋植物加以利用
,

而且也可以利用这些牧草作为改良盛土的手段
。

本项工作是在温室的条件下准行
,

研究不同生畏时期的牧草对于土壤中含班谈的

威应
,

以作为准一步淮行田简献骇时的参考
。

卜‘‘卜‘

卜 一 土壤含盛量对各种牧草的影响

所用土壤为畏江沿岸的石灰性冲横土
,

采 自南京江心洲
。

含翎砂粒 形
,

粉砂粒

形
,

粘粒 外
,

箕地为砂壤土
,

最大持水量为 外
。

藏磁时每盆用土 公斤
,

每盆

加 ‘
克 含 克 和班于

‘
克 含

。
·

克
。

处理共分四种
,

即

不加鲤
,

幻加土重 外的塑
,

 加维  外
,

幻加维 形
。

嫂为 形的 及 肠

的
‘

所粗成
。

所用植物共有八种
,

爵禾本科四种 扁穗雀多
、

禾查草
、

杠顶草
、

黯脚

草 豆科四种 蓝花首着
、

黄花木挥
、

杠卓轴
、

苏北小豌豆
。

在植物生畏期简
,

土壤水分保

持最大持水量的 肠左右
。

每处理三个重复
。

收割后在 烘干
,

称重
,

然后准行化

学分析
。

植物用三酸法消化囚
,

溶液中分别侧定
, , , 。

用草酸钙沉淀过锰

酸钾滴定
,

用 重量法囚
,

用亚稍酸钻幼法明
,

用钒翔酸铁比色法〔幻
。

用

灰化
,

滴定〔〕 用 法灰化
, ‘

重量法侧定 〔〕
。

桔果列于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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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士玺舰分对豆科箱物生是及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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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里故分对禾本科糙物生是及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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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

在盆栽献磁的条件下
,

土壤中的可榕腿对各种植物的生畏都有一定的抑

制影响
。

土壤中的盟分愈多
,

RlJ 影响也愈大
。

在这方面
,

各种植物的敏威性有相当大的

差别
。

在豆科植物中
,

黄花木挥和蓝花首箱对缎分的抵抗力较大
,

而杠率袖和苏北小婉

豆的抵抗力较小
。

例如在土壤含缎最为 0. 4形时
,

黄花木拆地上部分干 垂为不加纽者的

68 形
,

蓝花首蓓为的形;而杠率帕和苏北小豌豆剧分别为19 肠和6形
,

即赤北小豌豆在这

种情况下
,

几乎完全不能生畏
。

在禾本科牧草中
,

扁穗雀姿与禾查草具有较大耐奥力
,

而

扛顶草与黯脚草HlJ 较为敏威
。

这些植物生畏的相对桔果
,

与固外所得者以
“

,

’。J大致相同
。

应孩注意到
,

盆栽贰嫩的桔果与田尚实际观察到的精果之简
,

有相当大的差别
。

在

田简
,

当土壤含盟量为 0. 2 形时
,

某些植物仍能正常生畏
,

而在盆栽中
,

植物生畏即巳

受到颖著的抑制
。

这可能是由于
:
(i) 所用土壤矍地较蛆

,

含水量较低
,

因此然分摄度较

一般的田阴土壤为高 ; (ii) 二者的生畏环境不同
,

田简的土唇较厚
,

由于降雨与蒸聆及

耕作的影响
,

土壤中嚷分的变化较大所致
。

土壤嚷分对植物养分吸收的影响
,

也有所不同
。

可以瑟
,

植物体中的含磷最与含钾

量
,

在本献麟的条件下不受土壤嚷分的影响
。

硫量有随噢分的加入而逐渐增加的趋势
,

例如对于蓝花首蓓
,

当土壤中含班量为 O
,

0. 1 形
,

0. 2 升
,

0. 幻舀时
,

其含硫百分率分别为

0.3 冬形
,

0.3

3 外
,

0.3

6 肠
,

0.4

6 形
,

但也有不
一

兄颖著影响的
,

如杠顶草
。

Cl 的情况有些不同
,

当比较不加奥与加 0. 1形鲤的植物含 cl 量时
,

可看出有很大差别
,

后者的含 Cl 量往往

超过前者一倍
,

但当塑分再行增加时
,

期已看不出颖著的差别
。

如果考虑到土壤中含鲤

量的增加即是意味着 c1 和 S 含量的增加
,

那末植物体中所吸收的 C1 和 S 的增加
,

是很

容易理解的
。

班分对植物吸收 C
a
和 M g 量的影响

,

似乎因植物而有不同
。

对于禾本科

收草
,

植物体中的含 C
a
和 M g 量

,

均随土壤含盟量的增高而减低
,

而对于豆科植物
,

除

去苏北小豌豆以外
,

剧看不出这种趋势
。

一般豁为
,

豆科植物是好钙植物
,

禾本科植物是

好钾植物
。

在本献磁中
,

各种豆科牧草的含钙量均在 1. 2形以
_
E

,

高者可达 么O形
,

而禾

本科牧草的含钙量则在 0. 6形到 0. 8形之简
。

植物中的含钾量
,

也确以禾本科较豆科植

物为高
。

可能
,

雨类植物在嚷土中生畏时吸收钙
、

鳞量上的差别
,

或与这种生理特点有

关
。

在我俩用燕姿所准行的献婉1) 中
,

也登现植物中的含钙
、

鳞量可随土壤含钠量的增

高而顺著降低
。

二
.
植物不同生反期对嫂分的感应

过去的研究精果指明
,

植物在不同的生是时期中
,

对组分的威应性有很大差别
。

其

l) 未嫂表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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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出芽期的威应最灵敏
,

以后随着植物的聆育
,

共威应也逐渐减低以2,3
,

4, ’0〕
。

可以挽
,

植物生是的初期是一个危险期
,

只要能够投法使这时的植物不受过高澄度组分的影响
,

HlJ 以后虽然再接触盟分
,

也可得到相当好的鳌育
。

但是关于不同植物在相同的生畏条

件下的这种差别的研究材料
,

现在还很少
。

如果能够知道各种植物不同生畏时期中对嫂分的感应性
,

而再知道嚷分在土壤中

的季筋性移动规律
,

那末在一定程度
_
L

,

有可能用选样播种时期的办法
,

有意澈地避过

这个危险期
。

或者
,

采用某些蛊巢技析及土壤改良措施以遭当地控制嫂分
_E升的时简

,

也是可能的
。

为了比较各种牧草在不同生畏时期中对鲤分的威应性
,

我仍仍用畏江冲植土准行

了盆栽献胧
。

每盆用土 8公斤
,

加 N H
4N O 。1. 4 2 克

,

心J
ZPO ;0. 96 克

。

在不同生畏期简
,

即播种前
,

出苗后二周
、

一月
、

二 月或三月
,

加入为土重 0. 2形 的盛分 (仍为 70 形 N aCI

及 30形 N aZ SO
‘

所粗成)
。

播种深度为 1
.
3 厘米

。

加嚷时系与充分水分相混合
,

然后超

过埋于土中的竹管加入;为了避免局部的篮分摄度过高而造成植物根局部受投
,

嫂分是

分雨次加入
。

为了避免组分随土表的蒸登而精于表面
,

加镬后铺以一唇厚豹 1 厘米的

粗石英砂
。

在植物生是期简
,

每 日或隔 日称重
,

使保持土壤大持含水量的50 开
。

每处理

四个重复
。

最后一批加班后二周割去地上部分
,

一月后再割第二次
,

将根洗去
,

分别烘

干称重
,

逆行化学分析
,

分析手献同前
。

谨量桔果列于表 3
,

化学分析枯果列于表 4
,

拜

l 以第一次收割时不加嫂植物 的 地
_
L 部分 为

植相如对吃重(以幻不妞右为哪

0 2月
加场时口

国 1 牧草不同生是期中对绷分的感应

10 0
,

算出加篮植物的相对遣量于圆 1o

从表3和圆 1 中可以看 出
,

植物在初期与

0. 2肠 的钠翌接触时
,

所受的揖害最大
。

如以

不加嫂处理的淹量为100
,

RlJ 在播种时即与班

分接触时的相对走量
;
蓝花首荷为 邓

,

黄花

木裤为38
,

杠顶草为16
,

扁穗雀姿为邓
,

鹅冠

草为40
。

从圆 1 中可以看出
,

禾本科牧草(鹅

冠草
、

扁穗雀姿
、

扛顶草)在初期最为敏威
,

到

生是一个月后再与篮分相接触
,

所受组类的

影响即不大
,

而豆料植物 (黄花木挥
、

蓝花首

蓓)在不同时期中对爽类的威应上的差别
,

HlJ

|
�

l
是逐渐的

。

这种差别在出苗期上也表现出来
。

在含组的土壤中
,

种子聆芽普温的延迟
,

例如
,

加盟植物与不加组者在全苗期上的差别
,
对蓝花首着为 3 日

,

黄花木择为 4 日
,

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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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收草不同生是时期中对篮分的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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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播种前

出苗后 2 周

出苗后 1 月

出苗后 2 月

不加匆

7
.
48

13
.
88

15
.
86

17
.
77

18
.
57

鹅冠草

肠
。

穗雀赛为 7 日
,

鹅冠草为 10 日
,

叙顶草为 13 日
。

这种与组类的不同接触时期所引起的

影响
_
E的差别

,

不但表现在孩季植物本身
,

而且也表现在刘割后重新生畏出来的植物
。

如对于蓝花首希
、

黄花木裤和鹅冠草
,

到第二次收割时
,

不加盛者的淤量仍较加媲者为

高;但是对于杠顶草和扁穗雀赛
,

第二次收割时
,

即 已看不出这种差别
。

奥类对于植物

根系的登育也引起不良影响
,

一般扮
,

植物与鲤类接触的时简愈早
,

极的登育也愈弱
。

班类对植物成分影响最颖著的是 Cl
。

对于 Cl 来我
,

加组土壤中的植物较不加组者

高出一倍左右
。

如在前次拭墩中一样
,

植物的含 P 量不受组分的影响
。

在 S 方面
,

似乎

植物与组类接触愈早
,

其含 S 量也有愈多的趋向
。

对于大多数植物
,
在旱期即受卿分

影响时
,

体中的 C
a
含量较受盟类影响较晚的植物为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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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牧草第- 大收割时的化学成分

作作物名称称 加 组 时 期期 化 学 成 分 (形)))

CCCCCCCaaa M ggg C lll SSS PPP

蓝蓝蓝 播种箱1111 1
.
4222 0

.
2555 1

.
2222 0

.
5444 0

一

2 999

了了EEE 出苗后2 周周 1.4 555 0
.
2333 L 2555 0

.
4 111 0

.
2666

首首首 出苗后 1月月 1
.
5888 0

.
2333 1

.
4111 0

.
4 777 0

.
3000

稽稽稽 出苗后 2 月月 1
.
6555 0

.
2999 0

.
3888 0

.
3 666 0

.
2111

不不不加胭胭 L 4555 0
.
2666 0

.
6888 0

.
3444 0

.
1999

黄黄黄 播种前前 1
.
5444 0

.
4000 0

.
8888 0

.
6999 0

.
3 111

了了EEE 出苗后 2 周周 1
.
9222 0

.
3999 0

.
9777 0

.
6333 0

.
2444

木木木 出苗后 1 月月 1. 8333 0
.
4000 1

.
0000 0 5555 0

.
2777

择择择 出苗后 3 月月 1
.
7888 0

.
3888 0

.
4999 0

.
3000 0

.
1555

不不不加级级 L 8888 0
.
3888 0

.
3555 0

.
3000 0

.
1777

杠杠杠 播种前前 0
.
6666 0

.
4000 2

.
0777 0

.
5222 0

一

3
444

顶顶顶 出苗后2 周周 0
.
5888 0

.
3444 1

.
9 999 0

.
3555 0

.
2333

草草草 出苗后 1 月月 0
.
7666 0

.
3555 1

.
9 111 0

.
3333 0

.
2222

出出出苗后3 月月 0
.
8 111 0

.
3333 1

.
2 666 0

.
3 333 0

.
2111

不不不加组组 0
.
7444 0

.
3333 0

.
8 000 0

.
3 333 0

.
2 111

扁扁扁 播种前前 0
.
7333 0

.
1888 2

.
2 11111 0

.
2111

穗穗穗 出苗后 2 周周 0
.
8 666 0

.
1999 2

.
766666 0

.
2111

雀雀雀 出苗后 1 月月 0
.
9555 0

.
2222 2

.
8 88888 0

.
1999

姿姿姿 出苗后2 月月 0
.
9999 0

.
2333 2

.
044444 0

一

2 111

不不不加绒绒 0
.
7111 0

.
1888 0

.
8 22222 0

.
2000

期期期 播种前前 0
.
4666 0. 2555 1. 866666 0

.
2333

冠冠冠 出苗后 2 周周 0
.
5333 0

.
2111 2

.
077777 0

.
2111

草草草 出苗后 1 月月 0
.
6666 0

.
2222 2

.
177777 0

.
2222

出出出苗后 2 月月 0
.
6333 0

.
2555 1

.
311111 0

.
2222

不不不加级级 0
.
6444 0

.
2555 1

.
055555 0

.
1999

‘ , 叫

, 日

三
.
镬分影响植物生畏的原因

关于组分影响植物生畏的原因
,

曾艇有很多解释
。

其中意是比较普遍的是
,

奥分使

溶液的渗透压增高
,

使植物种子吸水困难
,

因而影响登芽闭;渗透压也影响水分准入植

物根部
, ‘, ’2〕; 高量 一的钠离子可影响其他离子 (Ca

,

M
g

,

K ) 的淮入植物〔‘3
1
’4

,

’5〕
。

p
a T H e

p

艇过是期研究的枯果E16 〕
,

器为组土对植物生畏的影响
,

主耍是由于 C a 的吸收受到抑

制
。

我仍在第一次收割植物后
,

侧定植物体中的含水量
,

其桔果列于表 3
。

可以看出
,

除首蓓不很颖著以外
,

植物加塑愈早者
,

体中的水分含量也愈高
。

这与 W ad le 馆h 等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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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桔果[1? 〕相似
,

他俩砚察到
,

生畏在组土中的植物所含水分也较多
。

如果考虑到
一

加组

较早者
,

其植物体 中的 N
a
CI 含量也较高(表 4 )

,

那末很可能
,

植物体 中含水
一

曦的琳高
,

与植物体中由于可溶组的增高而增加的渗透压有 关
。

可溶嫂对植物中 C
a
及 M g 含量的影响

,

因植物而不同
。

如圆 2 所示
,

对于禾本科

牧草
,

当土壤中的含盛量增加时
,

植物体中的 Ca 及 M g 含量也相应地减少
;
而对于豆科

植物
,

RlJ 没有这么鞍著
。

苏北小豌豆对盛分特别敏感
,

其干物熨 中的含C
a
量

,

也因组分

的增加而籁著降低
。

黄花木裤和蔽花首蓓对盟分的抵抗力较强
,

就开不出这种趋势
。

当

祖擎臼或吻含母渊
然

,

以
_
L所考虑的是植物体 中所含元素的百

分率
,

如果再考虑到植物因嫂分增加而造成

的炭量降低
,

RlJ 差别更耍大一些
。

因此
,

虽然 C a 及 M g 的吸收因组分的

加人而受到阻碍
,

可能是嚷分影响植物生畏

的重要原因之一
,

但在考虑这简题的时候
,

对

于各种植物的生理特点
,

也应予么足够的注

意
。

从第二部分的材料中可以看出
,

植物在

生畏初期
,

尤其登芽时对组分的威应最为 灵

敏
。

因此
,

在田简的实际登某措施 中
,

应敲选

择遭当的播种期
,

或采用略时的土壤改良手

段
,

以使幼植物避免过高的士壤嫂分
。

一公
-----

一二
_________

生
__
一

土士风合监且比-

阔 2 土蟹含欣最与柏物中 C
a ,

M

g 含童

的关系(禾本科)

摘 要

嗯

用盆栽试峨
,

比较土壤的期分含最对不同牧草的生畏及其成分的影响
,

所得桔梁

为
:

豆科牧草中
,

赤北小碗豆及叙本翰对组分救为敏域
,

而黄花木裤及蓝花 r丫蔚的抵抗

力旦lJ较强
。

禾本科牧草 中扁穗雀姿和禾查草的抵抗力校强
,

杠项草及籍脚 草校弱
。

植物生畏初期对襄分最为敏感
,

尤以禾本科为甚
。

I 元科植物不同生畏时期中对照

分威应
_
L的差别

,

RlJ 是逐撕的
。

土壤含嚷
一

髦愈高
,

禾本科植物体 巾的 C
a 及 M g 也愈低

,

豆科掀物Hjj 不期著
。

植物

的含 Q
,

S 量
,

随其 在土壤中的 含量的增加而琳加
,

P 及 K 的吸收不受嗽分的影响
。

植物与照分接触的时简愈早
,

体 中所含水分鼠也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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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IJ万月月犷

i
八fJ

C 出 苗 后 3 月

1
.
黄花木择

C 出 苗 后 3 月

(第二次收割时)

2
。

鹅 冠 草

C 出 苗 后 3 月

(第二次收创时)

3
.
篮花首摺

(J
.
播种时加主

,

附脚
:
牧草不同生畏时期中对. 分的感应

1
.
出苗后 2 周加姗

,

1

.

出苗后1月加.
,

万
.
出苗后 2 月加级

,

C 上面娜月字任代表在花盆t所相叼己的)

V
。

不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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