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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中可溶性磷酸盐 册量的 侧定
。

用不 同 溶剂

(水提取液
、

酸提取液和其他提取液 ) 由土壤中提取活

性磷酸盐时
,

不仅使土集磷酸盐溶解
,

还使土壤磷酸盐

产生次生沉淀
。

提取液中所含的磷酸盐乃系磷酸盐溶

解和沉淀两种同时进行的过程的籍果
,

也即固相和液

相背交换的精果
。

在溶剂中加入极少量对土壤磷酸盐

沉淀和溶解反应不产生影响的示踪磷酸盐 ( P娜
,

就有

可能侧定参与液相和固相简交换的磷酸盐的数量
。

固

相 (
T
) 和液相 (司 中参与交换反应的同位素 P 3“ 和 护

1

的数量比应熟相等
,

亦郎 :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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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如果已知溶剂的最初放射性
, 歹侧定出提取

液的放射性以及其 中几。 , 含量
,

就可舒算出土壤中能

够溶于敲种融剂的磷酸盐总量
。

这个数植不同于提取

液 中所得的磷量
,

称为可溶性磷酸盐胜量
,

用每百克土

壤 中 P 2 0 5的毫克数麦示
。

土壤中可溶性磷酸盐的总盼量可能与提取液 中所

求得的磷酸盐量有很大的不同
。

在灰化上中特别是在

杠壤中可溶性磷酸盐盼量棘入提取液的部分蛟在黑钙

土中为小
,

亦郎在富含磷酸盐的土壤 中搏入提取液的

部分校在磷酸盐含量低的士逮襄中为大
。

因此
,

土 j襄磷

酸盐状况可用可溶性磷酸盐总盼量和磷酸盐固定系数

人中 黔工 T + J刃̀

1 。。 来靓明
。

磷酸盐固定系数等于提取

时保留在固相中的磷酸盐的百分数
。

由此可见
,

不仅要用土壤 中可溶性磷酸盐的含量

来视明土缓
,
而且也要用固定磷酸盐的能力来税明土

壤
。

兹将土壤 中可溶性磷酸盐赊量的测定方法介韶如

下 : 在提取液中加人示踪磷酸盐
。

在所制取的示踪溶

液中侧定磷的含量 (用敏毫升 i容液中 P ZO ; 的毫克数表

示 )和放射性比度 (用每毫升 中的毫居里数表示 )
,

必须

昆载 P 32 的数据
,

以便今后在工作中获得溶液放 射性

的可靠擅数
,

蚁及以示踪溶液的形式加人提取液的磷

量不致影响用化学法侧定 P 2 0 ;

的精 碘度
。

为了确定

在提取液中加入适宜数量的示踪磷
,

耍大致了解土壤

提取液中孩期的磷量
。

最好所加入的示踪磷量提高提

取液 中巧。 5

的浓度不大于 三%
。

例如按 .B 耳焉契巾

法确定
,

灰钙土用 (N H 4
)
; G 0 3

溶解的 磷酸盐 的 总 盼

量
,

韵为每百克土壤 2 毫克 P Z

飞
。

又根据 B
.

n
.

焉契

巾法
,

取 1 00 毫升碳酸按溶液提取 5克生
二

壤
,

侧出每百

克土壤中 几 0 5

的含量为 2 毫克
,

郎 1 00 毫升提 取液

(相当于 5 克土壤 ) 中含有 0
.

1 毫克 P Z

飞
。

因 此
,

在
1 00 毫升碳酸铁溶液 中可以加人的示踪磷量 不能大于

。
.

00 5 毫克 飞吼 (。
.

1 毫克的 5% )
。

假定在 1 升示踪

磷溶液中含 20 毫克 P ZO S ,

期提取液 中的总放射性应

等于 2
.

。 毫居里
。

那末
,

在 1 00 毫升碳酸按溶液中助

应加 。
.

2多毫升示踪性制剂
,

其中 P 2 0 ,

的含量为 。
.

00 5

毫克
,

其放射性为 。
.

5微居里
。

在溶液的放射性等于

每百毫升 。
.

5微居里的条件下
,

利 用 2一 , 毫升 提取

液
,

郎可得到相当精确的放射性蔽数
。

同时 i刚定 2一 5

毫升含 P 3 2的原始碳酸按溶液的放射性
。

’

在用比色法识组出提取液中的含磷量后
,

即可求得
留存在瘩液 中的磷酸盐量

。

这一数量一般被看作是士

壤 中可溶性磷酸盐的含量
,

用毒百克士缓中 P ZO S

的毫

克数表示
。

但是这一数谊仅系士壤 中可溶性磷酸盐总

赊量的一部分
,

可溶性磷酸盐总盼量是由留存在溶液

中的磷酸盐和再度沉淀的磷酸盐两者抓成的
。

可溶性磷酸盐总胜量可按下列公式舒算
,

用每百

克土壤中 P ZO S 的毫克数表示 :

P 盼量 一阶 袋器 ( 2 )

其中 P二

—
提取液中的含磷量

,

用每百克土壤中

P Z

叽 的毫克数表示 ; P摊 二。 x

— 原始溶液的放 射性和
P犯二

—
土嚷提取液的放射性

,

用相同的侧 量单位表

刁丈
。

如 护2 制剂的放射性不够大
,

可将所加 示踪磷的



数量提高
,

达到提取液中磷的可能含量的
·

1 0%
,

或者

果用溶液放射性的长时阴滇数
,

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将

降低工作的精确性
。

因此
,

应熟利用放射性尽可能大

的示踪磷制剂
。

土壤 巾可抬态磷酸盐盼量的盆栽就殷测定和田朋

从硫洲定
。

为了训}定土续 中可溶性磷酸盐的总盼量而

进行
.

了涌常的盆栽拭脸
,

在盆栽歉蔽中除磷肥外施用

了必要数量的其他各种肥料
。

施作墓肥的氮
、

卿肥最

好是 N I诬、 N 0 3

和 K N O 3 ,

这两种盐类实 际 上对 土壤反

应不发
z卜影响

, L币且不含有附加成分
。

肥料的用量应

孩能保敲植物的正常发育
。

在布者谷类作物 (小麦
、

燕

麦
、

大麦等) 的歌脸时
,

在装有 3一 6公斤土壤的盆钵

中
,

愁盆加 。
.

, 克 N 和 。
.

, 克凡 0 ,

而在装有 l 公斤

十壤的盆林中每盆加 。
.

2 , 克 N和 K 2 0
。

在布 置谷类作物献励时
,

放射性同 位素 P犯是以

示踪性制剂的形式施用的
,

毒伙的放射性豹为 100 微

居里
,

含磷量不大于 1毫克 P夕
。。
制剂的放射性可依

进行熟脸的条件而改变
,

但常要比供款作物的有毒剂

星小得多
。

制剂中示踪磷的含量应爵小到不足以明显

地影响到植物的磷酸盐营养和土壤 中可溶态磷酸盐的

含量
。

示踪磷在此藏雕中仅仅是作为
` `

放射性标氯
, ,

来

施用的
。

在旅用示踪磷酸盐制剂时应孩保征它在土攘中的

均匀分布及其与整个土体的相万作用
。

为此
,

示踪磷

酸扰随同通常于装盆时加入的水量一起施入
_

卜壤样品

中
。

如 果左肥 (N K ) 不含有能够影响磷酸盐溶解度的

物质
,

员IJ示踪磷酸软也可与这此肥料一起施用
。

在施

用 示踪磷酸盐后
,

用截有橡皮 手套的手仔袖捶和士壤
,

井将共移人室的盆升献蔽用的盆林中
。

将盆林停放 弓

天
,

井加盖以诚少蒸发
。

然后将
二士壤倒出

,

重新仔袖撑

和
,

再放入用砂和玻璃配衡了的盆钵中
,

井在其 中进行

试诚
。

在斌脸籍束后通常进行杭物地上部分和植物根的

补算
。

栖物根要小心地使之与士壤分离并洗浮
L。

称量

地上部分和很的重量
,

井分析牌中磷的含量
。

此外
,

按

一般规定侧定陋物千物质样品的放射性
。

根据所 戒研争均分析粘梁
,

舒算出被物体中磷的
』

总

含量和收获物的总放射性
。

由植物沐中磷的总含量减

去过去存 念于种子中的磷最
,

则可求得磷由土壤进入

栖物体的数塑
「

而从全部软获物的总放射性同施人盆

淋中的全
一

橇示踪磷的总放射性的对比中
,

郎可确定 I,J Z

被利用的 百分数或 川
2

的利用系数 “ K’
’ 。

士壤 中
一

可拾态磷酸盐的 悠盼量可按下式针算 :

其中 P一一磷由土壤进人植物体的数量
,

折算为标丙

宽土壤中 几0 ;

的毫克数 ;
“
r

,

一 一 P 3 2

的利用系数
,

用

占听施 P 32 的百分数丧示
。

这个公式是仪植物 目十壤

中同等利用 P 32 和 P 3 1

这一假定为其依据
。

如果在随物款股中地土部分的产量很高
,

而拱系

仅构为收获物重的 10 %
,

lRJ 分析和剥
一

算工作可仅局限

于植物的地上部分
。

在产量不高和植物体中含磷量蛟低的情况下
,

由

种子进入植物体的磷量的不正确舒算将会影响款触的

精确性
。

因此
,

最好是不诚去过去存在于桩物种子中

的全磷
,
而应根据械砂培就脸 中种子态磷被利用的资

料仅减去其一部分 (知一朋% )
。

但如播种植物的种子

中含磷并不冬
,

这样的考虑是浚有意义的
。

可拾态磷酸盐的赊量可在茄用示踪肥料 (或者更
币确些就是应用放射性标豁 )的田阴歉髓中进千朋 l]定

。

假定土塔中可抬态磷酸盐与示踪肥料态磷酸盐被同等

地利用
,

lRJ

P 胜量 _
P 月巴

植物 p〕 ,

才直物 p 3 2

或者 P 盼量 二 P 肥
· 植物 p 3 1

植物 P32
( 3 )

其中 P肥一一示踪磷用量
,

植物钟址一非示踪磷进人
植物体的数量

,

植物 P 3 2

— 示踪磷进人 植物 体的数

量
。

我们要针算出总收获物或 1 克收获物中随物 P 3 1

和随物 aP
Z

的含量或其相对植
。

但是
植物 P , i

掖物 树 2之阴的

P 叶量 =
P

·

】( J ()

K
( 3 )

比植是不变的
,
因此

,

有可能仅根据收获物平均样品的

分析来沮叮定可抬态磷酸欲的胜量 (P 胜量 )
。

为此
,

只要分析收获物平均样品 中的个量磷和 1lj[]

定平均样品的放射性就够
一

了
。

如梁已知所施示踪磷酸

盐的放射性此度
,

亦郎每分钟内每 1 毫克示踪肥料态

P 2 0 ,

的脉冲数
,

lHJ 可确定有若干毫克 P ()z
。
由示踪肥料

进入所分析的植物样品巾
,

再根据差数码定有若干毫

克 (zP
〕 5 由土壤进入植物沐

。

根据公式 (的进行舒算
。

在这种情况下随物神
1

和

植物 P 3 2 不应了解为示踪磷和非示踪磷进入 桅物体的

总量
,

而应了解为二者在 1公斤样品 中的 含量或用 百

分数表示的相对含量
。

例如
,

在燕麦田阴献脸中舔公顷施用 厂含 3。 公斤
P ()z

。
的示踪肥料

。

根据燕麦平均样品的分析
,

在 1。
一

克

干物盾样品 中含 “ 毫克 玛 0 5。

很据收获物 和肥料的

放射性$lJ 断
,

其中 1丁毫克为示踪磷酸盐
, 6 吕毫克为土

壤磷酸盐 (肪一 ` 二 6只 )
。

在这种
,

清况下 日襄中可抬态

磷酸盐的赊量为 :



3 0火 6 8

I 7
二 12 0公 )千 /公颐 p Z ( ) : 。

在通常的盆栽熟脸中
,

如取等 于磷肥一般用量的

恭踪磷用量 (每百支土壤中 P夕* 的毫克数 )
,

也可进

汗类似的舒算
。

但在这种
·

清况下总盼量数仿的 .WlJ 定是

不够精确的
,

因为磷肥的施用 全彩呐到枪物对土壤磷

酸欲的利用
。

因此
,

为了求得较为可靠的数据必须利

用放射性标祀
,

或用量极低
,

但其放射性足够的示踪磷

酸盐来精确侧定 P 32 的利用系数
。

只侧定可拾态磷酸袱的赊量大小
,

而不侧定肥料

磷的利用系数 (’
`

K, ,)
,

不能阂明士壤磷 酸盐的 掩粉兄
。

土壤中可精态磷酸盐的赊量可能很大
,
而活性很小 ;也

可能胜量很小
,

而活性很大
。

如杠壤中磷酸盐的 憨肝

量很大
,

但其活性很小
。

土壤磷酸豁的活性可借助于

放射性标舒的利用系数
` .

r
,

(百分数) 来鉴定
。

但是

如果不知道 洲汝获量及其 憨放射性
,

lHJ
“ K , ’

俏便不可

能确定
。

磷酸盐的利用系数 (
“
刃

,

) 与土壤化学分析 中的固

定系数相似
。

值得指川的是
, “ K

, ’

瘾在富含磷酸盐的

土壤中校在缺乏磷酸盐的土壤中为大
。

在土壤化学分析和盆钵融脸中
,

放射性标昆的应

用
,

不仅对土壤磷酸盐状况可获得较为正确的概念
,

还

有助于有关土壤中磷酸盐的存量的了解 J狱及可拾态磷

酸盐侧定方法的适用性等突际阴题的解决
。

(璞玉舞自第七属国际土壤学会

苏联土壤学家报告集 )

植 物 需 肥 的 含 断
B

.

B
.

蔡尔林格
(苏联科学院道赚恰耶夫土凄研究听 )

及时地和充分地为植物供应营 养物 板是 农业 化

学
、

土壤学和植物全理学的墓木简题
。

因此
,

寻求确定

植物对背推物盾的精确需要量的方法是一照很重要的

工作
。

现在所广泛提倡的植物化学分析方法
,

即所稠植

物秒断法
,

就是为这一 目的服务的
。

但是
,

要使营养落断获得可靠的精希
,

只有使植物

化学
.

粗成变化的研究与同时进行的植物器官特别是构

成其产量的器官在生长和形成社程中的形态变化研究

两者粘合起来才有可能
。

鉴于谷类作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

我们从其分化

期的最初阶段开始
,

祥袖研究了这些作物的穗和圆雄

花序的发育阶段
。

用普通的大量分析方法分析茎镇生长点的分生粗

撇
,

及由其分散花序原始体 (德或圈雄花序 ) 的化学粗

成时
,

因为这些机淤显得很小
,

因此
,

采用了随物各部

开的切片微量分析方法
。

在植物各 个部分 的祖撇中
,

包括在植物叶
、

节
、

根的粗撤中
,

根据二苯胺反应测定
J
’

硝酸盐浓度
,

在小密阴器中使氨标发
,

用奈氏献剂悬

滴显色法侧定氨的浓逛
,

用荀满三酮 测定 了 a 一氨基

酸
,

机据稍 恶挂k反应侧定了含毓华的化合物
,

根据精

二腺反应测定了蛋白质
,

以及樱据我俩拟舒的获得相 -

联苯胺蓝的方法侧定了无机志磷酸
,

根据双苦胺镁反

应沮lJ定了押
。

此外
,

对这些植物的校大机休部分
-

一一叶
、

茎和成

熟花序
,

fllJ 用铃洒采用的大量分析方法测定了其中各

种形态的含氮物盾
,

碳水化合物
、

磷和钾
。

此外
,

为了

进一方明确植物营养中的某些期题
,

尚应用了示踪原

子方法
,

用同位素 P理 和 禅 , 进行了研究
。

多年来的研究
,

为制舒筒易可行的植物营养静断

方法
,

以及为借助植物各部分的切片快速微量分析以
阴 明植物对肥料的需求量

,

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

关于

这方而的工作
,

我啊分樱在 l 。拓 年第六届国际土壤学

会蒸七有关随物分析和肥料阴题的发言中
,

作过报导
。

耀过我们宝阶室和其他养冬科研机构
,

以及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曝的农业工作者们的进一步脸征
,

都荻

明这一方法适宜于秒断植物生长 状况恶 化的原因
,

和

及时作出是否需要迫施肥料的答案
。

速测法提供的桔果与目测的昔养破坏特证也很吻

合
,

并且能揭露营养遭到破坏的原闪
。

这种方法使浅

们有可能不仅对由千施肥
、

而且由于其他因素所引起

的植物营养状况的改变进行价查
,

如下雨
、

土壤的不同

性盾 (可拾态营养物质的好量
,

沼泽化程度等 ) 和某些

农业技术措施等 (种植多年生牧草等 )
。

借助这种方法
,

既可以从柏物的各个部分
,

又可以

从时阴上对植物器官中营养物五的吸收
、

局部化
、

运行

和褥化进行各种祥袖的操案
。

在我们的工作中
,
确定了物盾在营养正常的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