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粗撇中速效性氮磷的概上点滴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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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失农业化学的最主要目的
,

是解决各种作物的合理施

肥简题
,

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盾量
。

在作物的生育过程 中
,

通

过分析植物的各种养分含量
,

以确定迫肥的种类和数量更有

实际意义
。

在植物的化学分析法 中
,

微量分析法比常量分析

法有着很多优点
,

它用少量的就料和歌剂
,

在很短的时尚内可

分析整个植株的任何部位
,

并且适合在田简条件下进行工作
。

因此我俏根据苏联一些文献和实际应用 的握脸
,

采用在滤抵

上进行点滴分析
,

同时测定植物中硝态氮和无机磷
,

可迅速而

准确地知道作物养分缺少的情况
,

诚少洗潞滤过等分析步麟
。

抵上点滴分析法比压榨植物汁液在 皿中的分析法更为

方便
,

不但适合多汁植物
,

也适合于禾谷类作物
,

甚至可以研

究植栋的各个系田小器宫
。

一
、

所用默剂的配制与仪器 : 1
.

二苯胺 : 1 克二苯胺

溶于 10 0毫升浓硫酸中
。 2

·

翔酸敛 : 5 克相酸敛溶于 1 00

毫升蒸细水中
,

再加入 35 毫升硝酸
。 3

.

联苯胺 : 0
.

1 克

联苯胶溶于 20 毫升浓醋酸中
,

用 水 稀释到 2 00 毫升
。 井。

鲍和酷酸钠 : 在 100 毫升水中
,

加醋酸纳直至不再溶解义止
。

5
.

吸滴管 : 最好用带磨口塞的吸滴瓶
,

将吸管末端在酒精灯
_

L拉珠田一些
,

可带胶头
,

每毫升应滴 50 滴以上
。

6
.

毛翩吸

管 : 将翩玻璃管在酒精灯上拉成毛相管
,

放入带胶塞的滴瓶

中
。 7

.

滤抵 : 无硝酸根及磷酸根反应的最好
,

剪成竟 1 厘

米左右的滤抵条
。

二
、

测定方法与步照 : 将叶柄
、

叶片
、

中脉
、

茎
、

花切断
,

放在滤抵条
_ _

!二
,

调二个小点 (直径 2一 3 毫米以内较好 )
,

如叶

片较干时可将叶片断面放在滤抵上
,

用大姆指挤压便可将滤

抵消湿
,

在一条滤抵上可印很多藏样的湿点
,

一超加献剂
。

测硝态氮时
,

在湿点土 (稍干也可以 ) 放一滴二苯胺
,

根据

显蓝色快 漫与深浅
,

与标准色比鼓
。

如湿澜的点大时
,

期易被

二苯胺的硫酸溶液腐散成孔
,

不易比色
。

测磷时
,

在稍于的点上
,

用毛 栩 吸 管加胡酸鞍 (湿了除点

也不应超过 2一3 毫米 )
,

稍 卜后
,

再 加 联 苯 胺
,

最 后 加醋

酸幼
,

按显色深浅
,

与标准卡片比较
,

如湿渊点太大时
,

显色不

明显
,

加完就剂后
,

用干净滤抵拿毛翩管尖端后再放入瓶内
。

三
、

标准色踏的配制 : 用磷酸二氢钾 0
·

8 克
,

硝酸钾

7
.

2 克
,

榕于 1
, 。 00 毫升蒸细水 巾

,

作为原液
,

按
一

F列比例配

成各种浓度的标准溶液 (表 1)
。

另外用蓝 色画成由浅到深蓝

的色抵
,

将各种标准液用毛翎管加在滤抵上
,

加上各种藏剂
,

用相近似的一采列颜色抵作为标准卡片
。

四
、

分析精果应用的耀黝 : 对植物 进行分 析的目的是

为 了合理迫肥
,

因此对不同作物
、

每个作物的不同生育期
、

每

个植株的不同部位
,

都必须作具体的分析
,

同时对植物体内各

营养元素之尚的关系
、

每个植株的当时外界条件 (气候
、

土壤

等 )和植株本身生育状况 (强弱
、

病虫害和机械担伤等 ) 也要

进行全面的了解
,

才不能造成主砚片面和 表面的错簇静断
。

表 1 标准溶液稀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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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桔果初步掌握的材料来看
,

可得出 J找下趣斌 :

国
1

.

水稻
、

大豆的氮营养与其他作物不同
,

应进一步研究
。

2
.

分析部位对测定桔果有很大关系
,

一般禾谷类作物稍

态氮和磷的含量都是老叶多新叶少
,

茎多叶少
,

室的下部多上

部少
,

空节多节尚少
。
而有些双子叶栖物则是幼叶多老叶少

,

叶柄多叶片少
,

如果氮
、

磷营养充足时各部器官差别较小
。

因

此采样时
,

禾谷类应用生长旺盛的叶片或叶中脉 (如小麦三叶

期应用 第二叶
,

四叶期应用第三叶较好 ;双子叶榷物可采取中

上部叶柄或茎节作分析材料翰好
,

或按各部位多测定几次 )
。

3
.

桩株个体发育越老
,

氮素逐渐减少
。

4
.

各种作物的分撇标准不是一样的
。

一般作物的硝态

氮由 5 0 0一 8 00 毫克 /公斤 (汁液 ) 为充足
, 2 00 一斗00 毫克 /公

斤为不足
,

低于 2 00 时
,

lRJ 为极度缺氮
,

有些如黄瓜和叶菜类
,

高于 1
, 。 00 时也不算多

,

磷的含量与氮素含量有相关性
,

如梁

氮素充足时
,

高于 1 8 毫克 /公斤时
,

井不为低
,

如氮素不足时
,

磷素低于 卯
,

有缺磷的可能
,

氮
、

磷同时测定有很大意义
。

5
.

植物体内各营养元素之固有很大关系
,

如缺氮时则磷

高 ;非常缺娜时
,

可有多量氮和数 ; 磷多对其他元素影响不叨

显
。

这主要是某种元素偏低
,

影响其他元素的蟀化
,

从各元素

之尚关系去考虑是比较全面的
。

6
.

在早
、

午
、

晚和阴
、

晴天也有些区别
,

一般是止午多下

午少
,

阴天多睛天少
,

这是和光合作用 强弱对营养元素讯蒋化

有关
,

但区别不大
。

7
.

不良的外界条件和其他授伤
,

影响松物养分的翰送
。

如土壤干旱
·

则影响养爹吸收
,

玉米虫害可表现缺磷症状
,

早

植甘蓝遇气温低 lAJ 旱叙色
,

这些也必须加以考虑
。

植物盟撇中速敖性氮磷的机土点滴分析法
,

能在外表颜

色和生育弦弱没有表现之前数十日
,

即可迅达而准确的了解

植物营养状况
,

可作为各种作物追肥的可靠伏据
,

比单独分析

土缓和分析一个元素更为可靠
,

我所已广泛用到生产中去
,

对

小麦
、

甘蓝
、

大蒜和温室黄瓜等的合理追肥
,

起到指导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