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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植物体的硝态氮测定

(一 ) 稍态氮在植物体内的变化

植物休内稍态氮 ( No 3

一 N) 的含量随着植物生长期不同而有显著的变化
,

一般的文献都靓明

硝态氮在植株初期生长中含量较高
,

而在桔蕾以后逐渐地减低
,

以至消失
。

此外
,

由于硝态氮的本

身在植物氮素棘化过程中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居简产物
,

井且是在不断的更新
,

因此
,

以硝态氮舍量

来作为土壤对植物氮素供应的指标时
,

可能影 响侧定桔果的因子是比较多的
。

除了受其他营养元

素的相互关系的影响以外
,

植物类型
、

生长阶段
、

不同部位中氮素的分布情况
,

以及 24 小时内的光

合作用对于氮素搏化的影响等等
,

这些因子都能直接造成不同的拮果
。
虽然稍态氮侧定数值受到

以上的局限性
,

但在一定条件下
,

它还是能作为氮素供应的指标之一
。

植株中稍态氮含量的多少
, 。

值接影响叶色的深浅
,

一般植物当舍有一定量硝态氮时其叶色是深椽的
,

当叶片呈黄碌色时
,

稍态

氮合量已握很低了
,

通常叶片显黄色之前硝态氮的含量先行降低
,

因此
,

在一定程度上
, ,

硝态氮的

合量可以作为植株脱肥的预告
。

各种作物在不同生长期 内硝态氮含量的浓度
,

及其与氮素供应的关系
,

前人的就睑材料还是

很能抗的
,

植物叶汁中稍态氮浓度的变化范围很大
,

并且随植株部位和生长阶段而不同
,

它佣可以

不合稍态氮
,

在一般情况下多在 1 00 一40 0 PP m 简
,

也可以高达 l 0 0 0 1 p m 。

由于稍态氮的测定受植物的外在因子和内在 因子的影响蛟多
,

我俐就文献上的材料
,

把这些

因子加以归钠
。

1
.

在植株上测定硝态氮时的部位 在苏联根据广泛分析粘果的总拮 ( .B .B 耳e钟皿
r
)

,

以

为硝态氮一般集中在植株茎部的下层
,

特别是下部茎的节上
。

老叶中的稍态氮
,

较未长成的叶片

为高
,

在叶部以叶柄及叶主脉的下端较多
。

在茎的
一
L端新叶幼芽及花蕾

一
L

,

硝态氮通常是不存在

的
。

美国中西部的贰验拮果
,

靓明 玉米茎程中稍态氮累积
,

一般集中在下部
,

在上端lllJ 逐渐碱少
。

-

对这点
,

也不是所有有韵勿都是一致的
,

例如
,

黄豆 ( .M L aJ ck s
on ) 中硝态氮的含量集中于植株的

上部祖擞
,

而在下层的茎叶上俏态氮舍量显著的下降
。

当小麦茎释发达以后
,

侧定叶片
一

的硝态氮
,

桔果便不很明显
,

因为这阶段无机氮的主要抬源是在茎捍上最粗壮的两节简 (从下面数上来的第

2一 3 节 )
。

在叶部 中心叶鞘的合硝态氮量较高
,

在嫩井及幼穗中硝态氮量都很低
。

因此
,

小麦硝

态氮的测定最好剥开叶鞘
,

在最粗一节的下部进行
。

往往在上部茎节或中部茎节的上部 glr] 不出俏

木

本篇系 1 9 61 年春季
,

土壤研究所农化室的覆书报告
,

材料来源见文后的参考文献
。

根据这些方法
,

由王美珠
、

潜映华等同

志作了分析技术上的补充
。

对不同植物部位中养分含量的变化及其与生长的关系
,

刻阴完全依据书上材料
,

汉有加上自

己的实毅精果
。

在理敲方面
,

我佣作了比较全面的介招
。



态氮
,

而在下部的茎节却累积有不少的稍态氮 (几 H
·

B盯oP oB )
。

2
.

稍态氮的测定与植物类型有关系 某些豆科桩物如三叶草
、

若子
、

首借
,

在正常生长情况
卜

,

汁液中一般没有睛态氮 (M
.

L
.

I
a c
ks 二 )

,

文竹类植物及一般木本植物
,

在念氮物盾的裤化过

程中
,

很难发现稍态氮的阶段
,

因此对这些植物来耕
,

稍态氮的侧定便没有意义了
。

3
.

硝态氮测定的时简 对侧定稍态氮的时筒 一般 主张在早 晨 (月
.

M
.

B rH叩郎
,

R
,

H
.

扮叼 )
,

由于 N O 矛通过 N O于而形成 N H : 是一个弦烈的吸热作用
,

依麒于阳光及碳水化合物来供

拾能量
,

由于夜尚所巢积下来的稍态氮
,

在早晨还没有粽合成有机休
,

因此
,

一般建裁在早晨 8 时

或 8 时以前侧定稍态氮
。

同时在下午 5一6 点钟时作一次补充侧定
,

这个时候的枯果代表一 口之

周枢物中最征的游态氮合量
。

早晨就脸中如果得到低氮的拮果
,

魏明了土块中严重的缺乏速效 比

氛素
。

对两字态氮侧定的最适当时简
,

文献上是不一致的
,

也有拮果税明玉米的稍态氮 (茎部 )累积贫
,

以 卜午 n 时至下午 3 时之周测得的精果为最高 ( c
.

D
.

w
e
lc h 在美国北加罗林州 的测毓 )

,

建

哉在这个时候进行试输
。

此外
,

也有其他植物
,

据测定桔果早
_

巨的稍态氮校低于中午
。 1 9 , 上一

1 9兑 年阁我们在南京测定时
,

在早晨含有高量稍态氮的玉米植株中
,

下午的巢积量都显然 的 减

低
。

这些郁是要求进一步税明的阴题
。

(二 ) 硝态氮测定的化学反应

在 目前文献上比较通用于土壤及植株分析稍态氮的侧定方法有三种
,

效介貂如下
:

1
.

二苯胺法
、

( iD p he yn la m in e ,

1C
2
H ll N ) 二苯胺在弦酸性的条件下被硝酸或硝酸盐所氧

化
,

而形成醒型
,

呈深蓝色的二苯胺盐
,

其反应如下
:

扮
一丫一窃>

l I

上些; 《乡一 N 一

仁>长〕
~ N一《二少

( N
一 N

`

醒型联二苯眯
,

蓝色 )

利用二苯胺来侧定稍态氮的最大优点是在于筋单灵敏
,

其灵敏范围在 0
.

1一儿 PP m
,

花旦也 由于浓

硫酸的强度腐触性
,

除了赊藏和施用时须要十分小心以外
,

当和植物体接触鞍久时
,

往往形成一种

焦黄的颜色而影响显色
。

2
.

a 一氮签奈法 ( “
一

召
a P ht ha 拼11a m 。 ,

C
〕。
H卿 H

Z

) 桩物或土壤中的硝态氮
,

先被还原成亚稍

酸盐或亚稍酸
,

在酸性条件下是能够与对位氨基苯磺酸 ( S ulf
a

碱 ic ac id
,

H炳 S一 C品一 N场 ) 相

枯合成为偶氮染料
,

而这种偶氮染料再与
“ 一氨基蔡相精合

,

成为相应的缸色偶氮染料
,

由于札色

的深浅而表示出稍态氮的多寡

根据上述的原理所提 出的方法
,

实际上是 目前分析亚稍酸盐的最好方法
。

在一般的植株及土

壤分析
:

卜
。

都普遍的采用
。

一般款为在土壤和植物中
,

亚稍酸态氮 (N 0 2

一N ) 的含量通常是微不

足道的
,

所以不会由于 N q 一N 的干扰而引起影响
。

但是也有精果以为 N o Z
一 N 在水稻土中有

一定的合量
,

甚至可能较 N 0 3

一N 为高
。

这个方法在土壤和植物中含 lC 一较高的情况下
,

都不致

引起干扰而影响于系告果
,

篡这点对于分析盐土以及盐土区植物时有很大的方便
,

否则先要进行去

CI 一 的手疲
。

对于这个反应在某些土壤分析书籍上引用下列筒单的方程式来靓明是不能代表的
,

实际 卜还很难肯定
。

介今
、 。 :

厂丫卜
} 1 1 —

, ! { ! (来L巴 )
\

丫 \ / \ 丫 \ /
N香, : N l孑一N ( ):

. 2



3
.

2
,
4二磺酸酚法 [ 2

,

斗 P h e n o l d i s u lp h o , l ie a e i d
,

2
,

4 ( H s O3 )
ZC 6

H
3 o H ] 2

。
斗二磺酸酚和棺

态氮在加入 12 对 K o H 中和后
,

形成黄色的溶液
,

对子这个反应的具体过程还水能作最后
一

肯定
,

最初以为是碱金属的苦酸盐 ( iP cr at e ) (参看钾的测定一节 )
,

后来以为是稍基酚
,

比较晚近的研

究
,

以为是硝基磺酸酚的钾盐
,

根据黄色的深浅来靛明硝态氮的合量
。 _

这个方法比较常用于植株

侧定中
,

因它有极高的灵敏度和比较稳定的色调
,

其灵敏范围在 0
.

0 2一 10 PP m 之简
,

色调的稳定

性可以到几个星期
。

2
, 斗二磺酸酚的侧定稍态氮法

,

除了高度灵敏性和色嗣的稳定性以外
,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介

貂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押的比色侧定
,

在 目下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
。

通过一定浓度的亚稍

酸钻纳 【aN
3C O ( N q )

6

] 溶液来沉淀押
,

再用二磺酸酚来测定滤液中所剩余下来的亚稍酸根 (樱
、

过氧化使亚稍酸根成为稍酸盐 )
,

从而筒接的舒算钾的含量
,

是一种比较可行 的途径 ( E m m o t ,

1 9斗5 )
。

(三 ) 分 析 方 法

在进行植株侧定时
,

对于供贰的植株样藏
一

通常有三种处理方法
:
第一

,

用钳子或其他工具压

取
,

通过抄布滤清
,

这样获得茎捍
、

叶片或其他部分的液汁
,

供各种贰验用
,

一般有 1 毫升已足
。

从

茎捍部分取得的汁液
,

比较澄清 ;从叶片部分压取的汁液
,

由于叶释素的千扰
,

往往影响秸果
,

因此

建裁加入少量活性炭
,

对液汁进行脱色 (裁用 )
。

如果把液汁渗在滤抵上直接显色时
,

建裁在抵面

上再加一层滤抵
,

将叶片迭在第一层滤抵上
,

用钳子压取汁液
,

竺这样叶释素被第一层滤抵滤去
,

不

致影响第二层滤抵的显色 (一般在磷
、

钾加浓酸显色的拭喻中不采用 )
。

第二种方法是在茎释上值接显色
,

用小洋刀将适当部位的茎程削开
,

歌剂却在切面上循序加

入
,

显色手擅便在植株上完成
,

硝态氮
、

磷以及玉米茎捍中由亚敛含量而筒接估舒钾素供应的侧定

( H of fe 八 测定 )很多是采取这项办法的
。

第三种方法是把小量叶片或茎捍切成相屑
,

加
_ _

仁定量的蒸馏水 (或贰剂溶液 )橙和
,

澄清后在

溶液中显色
。

下面我佣摘要的介韶一下文献上的硝态氮测定方法
:

1
.

二苯胺法
:
取植物液汁 2 滴

,

或在植物茎程上用小洋刀剖裂成抖面
,

加二苯胺的硫酸液一

滴
,

在比色板上或斜切面上显色
,

与标准卡比色 (在稍态氮的含量极低时
,

切面上最初不呈颜色
,

以

后渐渐显焦黄色
,

这是由于硫酸与有机盾作用 的关系 )
。

溶液的配制
:

( 1) 稍态氮的标准溶液配制—
称取硝酸押 0

.

7 21 6 克溶解后定容牙 1 0 0 0 毫升的容量瓶内
,

郎为 10 0 p p m ,

然后按比例稀释至 1一30 PP m 简
,

与植物液汁进行比色
。

在贰液舍 N o 3
一N 过高

时
,

须于事前兑稀
。

( 2 ) 1界 的二苯胺溶液— 将 1 克的二苯胺溶解在 10 。 毫升的钝 浓硫酸 中 (比重 1
.

82
,

A
.

R
.

)
。

2
.

对位氨基苯法 ( R
.

H
.

Br aY ) :
’

移植株汁液 2 滴于瓷板的凹穴中
,

或在植株茎程的斜切面

上直接测定
,

加
_

L少量对位氨基苯的混合拭剂 (粉状
,

兑下段 )
,

呈现出杠色
,

与标准色卡对照
。
如

果用植物液汁测定时移取液汁一滴
,

在瓷板上
,

加入蒸椒水少爵
,

加拭剂少量显色
。

试剂配制
:

( 1) 拭粉配制— 称钝 aB s o ; 10 0 克
,

分做数份与 10 克 M峪。 ,
·

H
20

、
2 克锌扮

、
斗克对位氨

基苯磺酸及 2 克 “ 一
氨基蔡分别泯和

,

最后加入 7 , 克拇檬酸
,

一起在乳林中磨研
,

混和均匀
,

此扮

好于有色玻璃瓶中
,

用塞防潮
。



(2 )标准溶液的制备— 将 K N0
3 0

.

0 27 克溶于 10 0 毫升的蒸韶水中
,

这溶液含 N 工00 PP m
,

在侧定时可释液到一定浓度
,

加还原剂在一分钟后取得清数
,

进行比色
。

3
.

2
,
4 二磺酸酚法

: 丁

取植株汁液 1一 2 滴
,

加入于 1 毫升的蒸翩水中
,

加 2
,

斗二磺酸酚溶液一

滴
,

12 N K o H 溶液中和后
,

稀释至 2 毫升刻度
,

便形成黄色溶液
,

由于黄色的深浅而显现 出稍态

氮的多寡
,

同时与标准色卡对照
。

含氯离子量在 30 p p m 以
一

L时
,

对于精果有干扰作用
。

就剂配制
:

( 工) 2
,
斗二磺酸酚的制备方法— 溶解 2 5克酚 ( p h

e n o l ) 在 1弓0 毫升浓硫酸 ( A
.

R
.

)
`

卜
,

加

75 毫升含 13 界 s伪 的发烟硫酸橙匀
,

在沸水锅上加热 2 小时
。

磺酸酚的存在严重的影响稍态氮

在二磺酚中的显色
,

一般耕来
,

在沸水浴上 1 小时可以完成二磺酸酚的合成作用
。

( 2 ) 标准溶液的制备—
一

溶解硝酸钾 0
.

7 2 16 克于少量水中
,

在蒸发皿
_

卜蒸干
。

迅速加 人 2

毫 升的二磺酸酚溶液
。

加水稀释至 l 。 。 o 毫升
,

每毫升含硝态氮 0
.

1 毫克
,

却 1 0 0
’

PP m 。

在贰巧如寸
,

吸收少量稀释至 0
.

叮一 10 PP m 的范 围
,

加 12 N K O H 溶液郎行显色
。

色稠在数星期内不变
。
由于

这项贰剂的高度敏威性
,

在叶汁测定时必填稀释
。

井个方法比较精确
,

一般不用于茎捍切面 l 的

半 定量测定
。

二
、

植株全氮的速测

植物在土壤中所吸收的氮素是以无机状态的氮为主
。

在特殊殷补的拭验中
,

对豌豆
、

三叶草
、

番茄等作物上也发现某些氨基酸 (甚至极少量酚氨 )能以有机化合物形式进入植物根系内
,

但这些

翎`是极少数的
。

当氮素进人植物体内以后
,

通过各种居简产物而迅速形成了蛋 白厦
,

这也是它们的最籽产物
。

这些蛋 白盾分子量是大小不同的
,

而它侧都能够在适量的酸性溶液中全部水解成
“ 一
氨基酸 类 物

盾
。

这项 二氨墓酸
,

在理渝
_
L应敲可以在硫酸溶液中被双氧水所分解

,

而有条件成为硫酸按
,

最

后用奈氏 ( N
e o

sle
r ) 贰剂显色

,

根据黄色的深浅而表示氮的多寡
。

(一 ) .fllJ 定 方 法

取叶片或嫩茎 。
.

05 克
,

放遣于硬盾贰管 内
,

加 1 二 1 H
ZS O 、 5 毫升

,

在酒精灯 卜责沸
,

使全部有

机体在 2一 3 分钟内变成棕色的腐殖酸
,

把黑棕色溶液取下冷却
,

然后加 30 多 双氧水 2一 3 滴
,

再

烫沸 2一 3 分钟
,

使其中碳水化合物完全分解
,

这时溶液呈无色的透明休
。

将全部溶液洗入 卯 毫

刃
一

从瓶内
,

定容成为待测液
。

吸取待测液 10 毫升 (或更多些 )
,

置于 2 ,
_

毫升容量瓶内
,

并向量瓶内

加人 0
·

5 毫升 1 0外酒石麟纳
·

再如下娜
。

·

0
丢% 酚臀指季掣

,

以 “ N N
a O H 进行碱度的碉节

,

使酚

酞指示剂呈现微扛色 (如能在 p H 补上稠节至 p H 1 2 lnJ 更好些 )
,

最后再加 1 毫升奈氏贰剂
,

定容

至刻度
,

摇匀显色 10 分钟后
,

在光电比色制一卜用蓝色滤光片进行比色 (若无光电比色斜时可以 目

测代之 )
。

比色必填在显色后30 分钟内精束
。

在侧定同时必填作空 白就输
,

其过程与
_

上相同
。

拭液的配制
二

(均 奈氏裁剂配制一一溶解 7 5
,

, 克的碘化高汞 ( H g动 及 40 克的碘化钾于蒸鳃水中
,

加水榕

解
,

稀释至 2知 毫升
,

再在这溶液中加 2匆 毫升的 6 N N a 0 H ( C
.

P
.

) 溶液
,

在黑暗地方静橙过夜
,

倾出 L部清液
,

好于棕色贰剂瓶内备用
。

(注
:
蒸翩水填要特制的

,

自日普通的蓝爵水加入极少量的

高锰酸押及少量的 N
a Z
C O ,

重行蔫翩
,

最初薪馏出的 1/ 斗和最后的 1 / 6 弃置不用
,

其中简部分用

于配奈氏贰剂 )
。

( 2 ) 10 % 的酒石酸幼—
称酒石酸纳 10 克于 20 0 毫升的烧怀 内

,

加 1 00 毫升水溶解之
。

( 3 ) 标准溶液配制—
你已烘过的氯化按 1

.

9 1 0 7克溶解于含有 1 毫升哥罗芳的 1 0 0 0 毫升的



蒸翩水中
,

吸出 20 毫升于 卯 。毫升的量瓶内
,

稀释至刻度
,

这溶液 l9J 每一毫升合有 .0 02 毫克的

氮
。

稀释至不同浓度
,

郎每 1 00 毫升内合有氨态氮 0
.

05
、

0
.

1
、

0
.

巧
、

0
.

2 毫克等
。

三
、

植物体内磷的速测方法

(一 ) 无机磷在植物体内量的变化

植物从土壤中所吸收的无机磷酸盐
,

在植株体内是很快的合成为有机体
,

当土壤中无机磷酸

盐供抬充分的时候
,

植物休内通常累积有少量的无机磷
。

但是植物休内无机磷的累积受到氮素供

应的影响
,

在黄徐色缺氮的叶片
_

L
,

无机磷的舍量通常较高
,

当氮肥供应充 足以后
,

植物扣胞生长

迅速
,

于是无机磷的浓度便显著下降
。

按照前人的扭嗡
,

幼期的玉米 ( 只有 2一 10 片叶子 )在缺少

磷素时
,

叶片的磷素舍量在 10 一20 PP m (磷 )之简
。

在胡幕 卜中小于 2 5 p p m 时
,

磷肥已握不足

了
o

在侧定植物磷素时
,

文献也告拆我们选择比较适合的部位来侧定是很重要的
,

但又不象氮素

那样要求严格
。

如玉米的测定最好选花穗附近的茎捍
,

或下部抽穗一节下面的茎捍或叶片 ( 田简

速测法一般采用 8 棵植物的平均数字 )
,

麦类采用上部的茎或茎节
,

黄豆采用茎捍的土部或上部植

枝的叶柄
。

苏联总拮了大量的田简速测拮果
,

敲为磷的植枝速测法
,

对于磷肥效果的反应是比较灵敏的
。

但这磷素的测定也有其缺陷的一面
,

也就是植物休内磷脂状态的磷与贰验的酸液接触时有局部的

分解
,

常常会使无机磷的 .ljJJ 定枯果偏高
。

由上面的田简贰输拮果
,

征明在比较缺磷土壤 中所生长的植物
,

各部分植枝中 P Z

味 含量在

20 PP m 以下
,

但是当生长时期追了大量磷肥以后
,

在 4 小时后茎捍下部的 P ZO ,

含量增至 卯。 PP m
,

在 2斗小时以后茎捍上部叶片及下部叶柄达到 10 0 PP m
,

所以靛这方法对磷肥的反应还是 比较 灵

敏的
,

而还可以作为施肥指标的参考
。

(二 ) 植物体内磷素测定的化学反应

在磷的比色侧定中
,

几乎没有例外的采用胡蓝的方法
,

在植物或土壤中磷与胡酸相互作用之

卜形成了磷胡酸
,

它在还原剂的作用之下便使溶液染成蓝色的化合物
,

其中的原理还没有最后桔

渝
。

但是在还原剂上
,

便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

一般通用的是氧化亚踢
、

草酸踢
、

踢金属等
,

这是灵敏

度极高的方法
,

显色范围在 0
.

毛一 1
.

2 p p m 之简
,

但它佣的色度稳定性较短
,

同时亚踢溶液不易保

存
,

所以也有用氨基磺酸蔡酸 ( 1
,

2 , 斗二 m i n o 一 n o p h th o l s 、i l f o n i e a e i d ) 代替亚踢作还原剂的
,

·

但是它

的灵敏度差了
,

其显色范围在 1一 10 PP m 。

在农业化学上一般习用联苯胺作为还原剂
,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联苯胺本身在反应中所 显 色

稠
,

和被贰物质 (磷 )的显色是一致的
,

另一方面是联苯胺不和胡酸和用酸盐起作用
,

而只和磷胡酸

起作用
,

这样在操作过程中条件就不象亚踢作还原剂时那样严格
。

此外
,

联苯胺比亚踢容易保存
,

所以我们也采用这种还原剂进行比色测定
。

在反应过程中
,

联苯胺所形成舍有醒键的联苯胺复合

休是蓝色的
。

晒一
<少

一

0
一 N H

· 沙
N一

0
一

瞥
一N H二

仁 )
一 N

ll/NH

||\ō一

其中 〔x] 是任何一价的酸根
。



(三少分 析 方 法

1
.

氮化亚锡还原法

(约 拭剂的配制
:

a

) 胡酸按一
盐酸榕液

: 称取巧克 (N H
;

)
6

M 听。
: ;

·

朴几。 溶于 3叨 毫升热水中 ( 5 0℃ )
。

冷却后
,

边搜拌边加入 10 N H cl : 力 毫升
,

待溶液冷却至室温
,

用蒸榴水稀释到 1 升
,

盼在棕色护即卜
,

可以

放置两个月
。

b ) 氯化亚踢还原剂
: 称取 s n cl

Z
,

2 H
20 2弓克

,

溶于 1 00 毫升浓盐酸中
,

用新煮沸过冷却的

蒸翩水稀释到 1 升
,

为使贰剂不致变盾应将配好的贰剂聆存在棕色瓶中
,

按置好虹吸装置
,

在溶液

面
_

卜倒一层矿物油
,

保存好时可以放置 2 - 召 星期
。

。
) 标准磷溶液的配制

:
称取分析拉的磷酸二氢钾 ( K H

Z
P 。 ;

) 。
.

2 j 9 5 克于 1 0 0 0 毫升量瓶中
,

加入 钊 0 毫升蒸馏水
,

待溶解后
,

加入 2 5
_

毫升 7 N H声 。 , , 定容至 1 0 0 0 毫升
,

摇匀
,

郎为 5() p p 二 磷

溶液
。

吸取 20 毫升
,

加蒸馏水定容至 知 。毫升
,

摇匀
,

郎为 2争p m 溶液
。

在配制不同浓度的标准

讲液时
,

再将 2 PP m 的溶液按比例的稀释至 0
.

皓一 1 p p m 。

( 2 ) 操作方法
: 吸取一定量的待测液 (包括土壤提取液 )于 2 ,一 50 毫升量瓶中

,

加一滴 2一 4

二倩基酚指示剂 ( 0
.

25 形水溶液 )
,

用 斗刀 N H刃 H 和 4 N H CI 稠节到溶液的酸度至黄色恰好消失

( p H 3 )
,

再加入 2 毫升相酸铁
一
盐酸溶液

,

用蒸翩水稀释刻度
,

滴加 3 滴 sn c b 还原剂混匀
。

在 显色

5一6 分钟内
,

用 目测法与标准磷酸液比色
,

或在光 电比色斜
_

卜比色
’

(滤光片用扛色 6 60 m ! , )
,

标准

掖应配制 。
.

肠一 1 >lP m
,

按 同样步敏进行显色
。

如在滤长上显色取得牛定量数值时
,

可不必稠节酸度
。

将在滤抵
_ _

仁加 1一 2 点绍酸效榕液
。

再
,

滴
_

曰道物汁液少并 (或把茎叶的横切面迭置在滤抵上
,

用封子或玻璃棒加压
,

使滤抵吸上液汁
,

这

样作此较接近半定量 )
,

再在滤抵上循序加一点 sn CI
:

溶液显色
,

与标准色卡比较 (也可在 白色瓷

板 上比色 )
。

2
.

联苯胺还原法 ( B
·

.B 以e
;lP 。 时

( 1 ) 就剂的配制
:

a

) 联苯胺溶液的配制
: 称取 0

.

昭 克的联苯胺溶解在 t0 毫升的浓酷酸中
,

加水稀释至 10 0 毫

升
,

摇匀自!1可
。

的 磷的标准溶液的配制
:
称取 0

.

场 克 ( K H
ZP仙 ) 溶解在 多00 毫升的 0

.

75 从H CI 中
,

此溶液

为 1 0 0 p p m 的磷
,

然后稀释至 1弓一 1 5 0 p P m
o

c

) 朔酸按溶液 的配制
:
溶解 ,

.

0克胡酸按于 1况 毫升薪馏水中
,

然 后 援援的 加入 32 毫升

H N O ;

(比重 1
.

2 ,

舍量 32 弘 )
,

摇匀郎可
。

( 2 ) 操作过程
:
在滤抵上加 1

_

一 2 点胡酸纹溶液
,

再滴植物液汁一点 (或把茎叶的横切面迭得

佳滤抵上
,

用钳子或坡璃棒加压
,

使滤抵叭
_
L液汁

,

这样做比较接近半定量
。

再在滤抵上循序加 一

浦联苯胺溶液和一滴酷酸纳溶液显色
,

与标准色卡比较 (也可在白色瓷板上比色 )
。

四
、

植株体内钾的速测法

(一 ) 柳在植株体内的变化

桩株休内的抑素几乎全部是可溶性的状态存在
。

植株中的有机态的抑
,

到 目前为」l:
,

文献 上

还未有肯定的报告
。

测定无机钾素是比较容易的
,

根据植株侧定桔果也能羡明土 J襄中钾索供 宜的
〕I戈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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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汁液内押的舍量
,

随其生关发育期不同而有所变化
,

如焉始薯在开花期之后要求特别多

的钾素
,

在孕蕾和开花期简汁液中钾的含量也为最高
,

随后押素逐渐的棘移形成块茎
,

因此
,

在茎

叶中押的合量也开始降低
。

对于一般植物来耕
,

当土壤中押肥供应不足时
,

对幼年植物的合钾浓

度影响不大
,

汁液内的合钾浓度仍然是较高的
。

但是随着植物的生长
,

钾的浓度降低得很快
。

如

禾谷类作物
,

在缺钾时植株老叶中押素迅速向新叶翰送
,

新叶的含钾浓度较老叶为高
。

在严重缺

钾的情况下
,

茎捍底部的叶片呈棕色或边椽逐渐枯死
,

且有时还会使玉米穗子的上部不桔实
。

豆

科作物恰好相反
,

例如黄豆在任何情况下
,

下部的叶片合钾浓度总是比上部 的叶片为高
,

当黄豆缺

押时
,

首先反映在上部幼叶上
,

幼叶叶脉简显 白色或棕色的斑点
。

就一般的农作物来耕
,

植物汁液

中含押量最高部分在于下部的茎释
、

上部新叶的叶片以及生殖器官中的黄子等部位
。

植物汁液中钾的浓度
,

远较硝态氮及无机磷为高
,

但目前也很难总拮 出不同作物在各个生长

时期的抑素浓度以及钾素浓度和押肥供应的关系
。

在苏联的通行方法中
,

欲为叶汁中 1 5 0 0 pp m

以下的 凡。 是缺钾的范围
。

(二 ) 测定速效柳的化学反应

六稍基二苯胺法 ( DI iP cr 贝
a
m in 。 ) 溶解在纳或效的碱液中时形成了孩度的橘黄色榕液

,

这项

溶液在酸性溶液中析出六稍基二苯胺
,

蚌变为黄色
。

钾盐和碱液中的六稍基二苯胺起作用戌橘杠

色的六稍基二苯胺钾盐呈微晶状的沉淀
,

它的颜色在酸液中不变化
。

化学反应如下
:

O
Z
N一产 诀一 N O

:
0 , N 一 伪 N二产、

.

一N 。
:

o
:

砂

一
ī洲
ù l

喇— V
H

扩一V一、尸
孟 ~ K 袭

,

~
土、 呢J 马 l 、 飞夕 空

(橘叙色晶状沉淀 )

但是更多的化学工作者靓明这项橘杠色沉淀是
:

仇N 一厂 )
一
NOa

甲— 甲
之

、

H
八 t 少竺

I
工
自

习一 ( )

1
( )一 K

-

因此
,

钾的定量分析便由橘杠色的钾盐和黄色的六稍基二苯胺的两种色稠相互迭置的比例来

钊断
,

在没有却盐时是黄色
,

橘杠色的深浅代表钾的多少
。

(三 ) 测 定 方 法

在进行植株侧定时
,

对于供裁的植株样品处理方法通常有三种 (在稍态氮侧定里已握介招 )
。

1
.

溶液的配制
:

( 1) 六稍基二苯胺就液的配制
: (

a

)称 0
.

杯克六硝基二苯胺及 .0 6 克钝 N aZ C 0 3 ,

加水携 和 熨

沸
、

使其溶解
,

滤入于 2多毫升的量瓶中
,

用少量水洗滤抵
,

冷却后加水至刻度
。

( b )稀释
,

吸取 8 毫

升
`

,a’
,

溶液置 25 毫升量瓶中
,

然后稀释至刻度
。

( c) 吸取 8 毫升
“ b’’ 溶液置 2 5 毫升量瓶中

,

然后定

至刻度
。

( 2 ) 0
.

5 N H cl (显色用 ) :
取浓 H cl 斗毫升置 2 00 毫升的烧杯内

,

然后加入蒸馏水 % 毫升
,

混

合均匀
,

郎可应用
。

栽睑在 7 厘米长的滤抵上进行
。

将六稍墓二苯胺的
“ a , , “

b’ ,’
,c’

’

三种溶液
,

循序加一点在抵片

7



_

L
,

每滴相距钓 1厘米
,

阴干后其色度的变化应散是从
“
深橘棕色

, ,

至
“
浅橘黄色

” ,

色度可以保持一

年不变
。

我们建翻通过毛韧管把溶液吸收在滤抵上
,

这样可以形成圆形的色点
。

标准色卡
: 。 .

7 5 0一 i 0 0 0 p p m

b
.

2 0 0 0一 3 0 0 0 P P n l

e
.

3 0 0 0 p p m 或 3 0 0 0 p p m 以 上

( 3) 氯化卸的标准溶液
:
称已烘过的氯化钾 东 7 2 3三克

,

溶解在 小量的蒸翩水内
,

然后定容在
1 0 0 0 毫升的容量瓶内

,

这溶液郎为 3 0 0 0 PP m
。

至于 1 0 0 0
PP m

、
2 0 0 0

PP m 的溶液可以按比例将

3 0 0 0 PP m 的溶液稀释郎可
。

2
.

操作过程
:
将植物茎的汁液加一滴 (也可以把植物茎叶值接在显色点上重加重力 压 出 汁

液 )在已制好的标准色卡上
,

按
`

,a ” `

,b’ 川 c , ’

顺序加上
,

在半分到一分钟以后
,

再加上 l 一 2 滴 。
.

, 刀

H CI
,

在押存在时
,

色点上的橘色 (或棕色 )不变
。

在无钾时 llB 色点裤变成黄色
。

现在把对押肥的反应暂定为下面四极
:

( 1) 如果三个色点全部变黄一一押肥缺乏
。

( 2 ) 如果
“ : l ” 点保持橘色 ( 1 0 0 0 p p m )

,

其他
“ b

, , “ e ”

二点变黄
,

良p施抑肥一般有效
。

( 3 ) 如果
“ a , ,’ `

b’’ 两点显橘色
, `

,c’
’

点变黄
,

一般作物如玉米
、

小粒禾谷类
、

黄豆
、

牧草等不需要

钾肥
。

( .4) 如果三点都呈橘色
,

lll] 表示钾素极足
。

贰喻居简的等极
,

可以用橘色的弦弱来判别
,

一般在一块大田 J : ,

采取 6一 8 点作物
,

以代表蔽

田的钾肥水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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