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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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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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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器官和粗撤中的典型分配情况
,

以及由于施肥条件

或其他栽培方法而引起的变化
。

外界环咬的改变
,

很快会从植物化学性质的改变

上反映出来
,

但此时在器官的大小和其他的形态指标

上还不能被察觉出来
,

也就是就
,

植物化学性质的改变

先于形态的改变
。

例如
,

播种前施下的氮素的用量
,

在

春小麦和燕麦最创两个叶片的大小上井不反映 出来
,

但这些植物粗撇的化学性 质则 已翘 发生 了很大的变

化
。

若从供应的养分中去除氮素
,

桩物的扭徽中就没

有稍酸抉
,

而氨签酸低于对照植物
,

并且只集中在生长

点和胚叶中
。

如果氮素的用量为两倍
,

情况就有所不

同
,

此时硝酸盐明显剩余
,

甚至在幼叶中也发现有硝酸

盐
,

而生长点中氨荃酸和蛋白质的浓度不仅不高
,

甚至

坯低于对照桩物
。

所有这些桩物粗撇化学性盾的改变
,

为以后花序

的分化创造了不同的条件
。

显然
,

以下的清况是与此有关的
,

郎燕麦在缺少氮

紊时
,

开始迅速分化出圆雄花序原始体
,

而在形成了

弓一 5个小穗以后
,

山于擞素营养不足
,

不久花序原始

体分生系断战郎提早死亡
,

不复再形成新穗
。

在暗室条件下
,

当缺少氮素时
,

植物中所有含氮化

合物的浓度均降低 :如硝酸盐
、

氨和氨基酸
。

这促使穗

原始体分生粗撇提早死亡
,

从而形成短穗
。

花序在其

分生叙椒生命活动籍止以后
,

开始很快生长
,

井较施用

氮肥者提早抽穗
。

在施用双倍氮素的情况下
,

植物粗械中无机态氮

占据优势
,

复杂的含氨化合物的合成稍受阻碍
,

大概是

由于蛋白质分子中共他成分
,

首先是碳水化合物的相

对不足所致
。

这导致花序原始体分化过程延援
,

井在

以后影响到其性质 (
e o o 八e T B o

)的恶化
。

粗研究确定
,

植物花序形成中的最重要时期有两
幼

个
,

第一个时期是从出苗到其分化开始
,

此一时期为花

序的形成创造了前提 ; 第二个时期是花序的分化期
,

对

春播的禾本科植物而言
,

一般是 5一 6 个叶片仪前的拔

节期
。

这两个时期
,

决定着植物的花序数
、

穗数和花

数
,

并抵先决定了花的可育性质
。

这个时期营养若受

到破坏
,

很快就会影响到物质的代黝
,

这一点通过对植

物粗撇的微量分析和对植物成熟器官的大量分析可以

检查出来 ; 但在去除氮素 师 小时后
,

在花序原始体的

形成中将观察到形态上的改变 : 分生粗概停」扣形成新

穗
,
而分化出来的幼穗生长开始婚强

。

达类清况在粟类作物上表现尤为明 显
,

一方而由

于这些作物的种子蛟小
,

一

也就是靓种子中营养物版的

衅量很小
,

另方面形成的是多穗的圆雄花序 (在花序分

化期花序原始体分生粗撇需要相当丰富的营 荞物质来

源 )
。

所以粟在缺氮时
,

其圆雄花序的分化将延迟
。

径研究国明
,

圆雄花序中的分生机袱位于花宁签

部
,

而在幼穗中则位于穗梢
。

所以当营养遭到破坏
,

井

由此引起分生粗撇提早死亡时
,

圆雄花序禾木科 !lj 片勿

将形成只具有少数顶穗的回雄花序
,

穗的形状以从债

部被截去
。

我们确定了花序大小和其精籽数与花序分化期由

于氮素营养状况改变而造成的物质代蒯强度之洲的直

接关系
。

改变施肥的 日期和用量
,

可以左右花序的大小和

其桔籽数
,

例如在使用同等数量氮肥的惜况下
,

我们获

得了不同籍构的粟的圆维花序 : 随盖圆维花序上
、

中
、

下部发育情况的不同
,

其形状可自岑状应至盘状
,

圆跳

花序的精籽数自 3 。粉至 三00 粒不等
。

花序的形状和其桔籽数也可以作为 砂断的 特征
,

知道了什么时候形成花序的哪一部分
,

就可以极据花

序的缺粒现象和共他短缺现象确定在什么时候
、

在哪

一时期花序的营养遭到了破坏
。

粽上所述
,

可以强稠指出
,
只有使化学静断方法与

研究构成产量的植物器官变化动志的形态研究
一

方汰桔

合起来
,

才能得到关于植物营养静断的弟
·

可靠的豁硫
。

在植物营养的化学静断方法中
,

桩物切片的微量

分析具有一定的意义
。

在解决是否需要追施肥料等文

际周题和检鹰羲植物的营养状况方面
,

这种方法可以作

为植物分析的速测方法
。

使用这种方法时
,

泊耗的枢

物材料数量极微
,

但能很祥余附也侧出械物任何器官和

其各部分的物盾代蒯
,

不管这些部分是何等地袖小
,

并

且能解决静多植物的生理营养简题
。

(建仁郭自第七届国际土壤学会

苏联土壤学家报
一

告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