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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泛指土壤中含量很少的化学元素
,

一般具有双重意义
,

既可以包括土壤中所

有的含量很低的元素
,

也可以专指其中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元素
。

近几十年来土壤中微量

元素的研究 日趋深入
,

主要微量元素的含量和分布规律已逐渐明确
,

并且证实了硼
、

铂
、

锰
、

铜
、

锌等是植物正常生长所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广泛地应用微量

元素肥料
,

在一定条件下
,

是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简便而经济的途径
。

微量元素肥料

应当根据土壤类型
、 : l:壤情况和作物种类分区施用

,

同时还要考虑各营养元素之间的关

系
。

所以在考虑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时
,

有必要明确土壤中微量元素的供给情况
。

根据这种

需要
,

搜集了江苏主要类型土壤
,

测定微量元素含量
,

同时进行栽培试验
,

观察作物对微量

元素肥料的反应
,

明确可能需要微量元素的土壤或地区以及作物的种类
,

探索施用微量元

素肥料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途径
。

一
、

土壤标本的搜集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受成土母质影响
。

成土母质决定了土壤中微量

元素的最初含量
,

成土过程和耕作影响又会改变其最初含量
。

在一定程度上
,

土壤继承了

成土母质的这些特性
。

针对这种情况
,

按照土壤类型和成土母质搜集了土壤的剖面标本
,

测定微量元素含量进行对比
,

并就一定类型的土壤进行栽培试验
,

观察作物对微量元素肥

料的反应
,

校验化学分析结果
。

江苏南部地区泛指江苏省长江以南部分
,

除西部为低山丘陵以外
,

其余为沿江
、

滨湖

和滨海的冲积平原和湖泊洼地
。

按成土母质而论
,

除了局部的山区以外
,

广大的丘陵区都

被下蜀黄土所覆盖
,

沿江和滨海则为现代沉积物
,

耕地以水稻土为主
。

土壤试样的搜集
,

基本上反映了上述的分布情况
。

二
、

分 析 方 法

化学分析工作用比色
、

极谱和光谱法分别进行
。

土壤中的全硼用光谱法测定
,

用交流

电弧在铜电极上激发
,

以锗为内标
。

有效态硼用沸水萃取
,

按姜黄法比色测定
,

全铂及有

效态相用
a 一

安息香肪分离
,

按极谱法利用催化波测定
。

有效态铝用草酸一草酸按 溶 液

(P H 3
.

3) 萃取
。

锰用比色法测定
,

以过碘酸钾为氧化剂
。

代换态锰用 IN 中性醋酸按溶液

萃取
,

易还原态锰用含有 0
.

2 % 对苯二酚的上述溶液萃取
。

铜用二乙基二硫氨基 甲酸 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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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色测定
。

有效态铜用 0
.

IN 盐酸萃取
。

锌用 日
一
二禁基硫代卡贝松分离按极谱法恻

定
,

有效态锌用 0
.

IN 盐酸萃取
。

三
、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供给情况

(一 )铂

土壤中全铂含量范围为 0
.

5一 s p p m ,

平均含量为 Z PP m 〔 1〕
。

对植物有效态 铂 以 铂

酸盐状态存在
,

通常用草酸
一
草酸按溶液 ( p l l3

.

3) 来萃取
。

土壤中有效态铂的临界值约为

0
.

15 一O
.

ZOp p m
,

低于临界值时可能需要施用铂肥
。

土壤中铂的供给情况与土壤酸度有

关
。

p H 值低时土壤中有效态铂较少
,

所以在酸性土壤上 比较容易发生缺铂现象
。

在 p l
一

I

6
.

5 时
,

假若有效态铂少于 。
.

15 p p m ,

作物对铂肥常有良好反应
。

根据上壤 p H 值与有

效态铝含量而求得的
“

钥值
” ,

可作为判断铂的供给情况的指标〔“ 〕 :

钳值 = p H 值 十 (有效态相含量 x 10)
.

铂值 < 6
.

2 时
,

表示土壤的铂的供给不足
,

豆科作物例如首楷等对翎肥有良好反应
。

铂值为 6
.

2一8
.

2 时
,

铂的供给中等
,

铂肥是否有效视土壤情况和作物种类而异
。

翎值 >

8
.

2时
,

铂的供给充足
,

作物不需要相肥
。

此外
,

土壤中大量存在的活性铁
、

铝
、

锰都会降低

铂的有效性
,

使有效态铂减少
。

施用石灰或磷肥都会增大铂的有效性
,

使有效态铂增多
。

本报告所分析的苏南土壤标本的全铂含量为 0
.

27 一 1
.

3 8 p p m ,

平均含量为 0
.

7 8 p p m ,

低于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有效态铂含量为 。一。
.

1 9 p p m ,

平均含量为 o
.

0 7 )PI m ,

除草渣

土以外都低于上述的临界值 ( 0
.

] s p p m )
。

按铂值计算
,

或者低于 6
.

2
,

或者介于 6
.

2一 8
.

2

之间
,

说明相的供给不十分充足
。

按土壤类型而论
,

在苏南丘陵区分布很广泛的下蜀黄 土和下蜀黄土形成的水稻土含

铂量最低
,

白土含钥也很少
,

都属于缺铂范围
。

湖积物发育的水稻土含铂较上述的土壤稍

多
,

沿海的现代沉积物发育的水稻土则较其他的水稻土为低
。

下蜀黄土的化学组成的常量元素部分已有详尽的研究 〔 3〕 ,

并认为与西北的黄土并无

很大的差异
。

根据本工作的测定结果
,

下蜀黄土含有丰富的铜
、

锌
、

锰
,

但是有效态硼和翎

则较低
,

有效态钥含量都在 o
.

l p p m 以下
。

连同 p H 值一起考虑
,

应属于缺铂范围
。

有效

态铂与全钥的比率也说明同一事实
,

比率常低于十分之一
,

钥的活动性是非常低的
。

下蜀

黄土形成的水稻土 (标本号 6 3 0 5 8一6 3 0 62) 的情况相同
。

白土广泛地分布于长江中下游
,

在江苏南部的丘陵区和太湖平原都有一定面积的 白

土
。

白土形成过程包括机械淋洗和化学淋洗
。

前者导致了以粘粒部分为主的淋洗和在较

深层次的淀积
,

后者导致了铁锰等元素的淋洗与淀积
,

形成了铁锰结核〔`〕〔 7〕
。

由于铁的

氧化物对铂酸盐有强烈的吸附作用
,

白土中铁锰等元素的淋洗和铁锰结核的形成
,

也可能

导致有效态铂的减少
。

所分析的 白土的剖面 (标本号 6 3 0 82一63 0 8 6 )
,

在较深的层次不能

测出有效态铂
,

说明了这种情况
。

白土的有效态铂与全铂含量的比率也很低
。

滨海的现代沉积物形成的水稻土中全铂含量和有效态铂都比较少
,

是值得注意的 (标

本号 6 3 1 0 8一 6 3 1 1 1 )
。

湖积物所形成的水稻土
,

其全铂含量和有效态铂虽然较上述的土壤多
,

但是仍然常常

位于缺铂范围
。

只有草渣土含铂丰富
。

栽培试验的结果与化学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

初步地证实了上述的判断 (见下文 )
。



(二 )确

土壤含硼范围是 2一 l o 0PP m
,

平均含量是 I OPP m 〔’ 〕。

全硼含量不适于作为判断土壤

中硼的供给情况的指标
。

对植物有效态硼用水溶态硼表示
。

对于一般作物来说
,

水溶态硼

少于 o
.

SPP 。 时
,

土壤的供给不充足
,

作物对硼肥可能有反应
。

在轻质土壤上
,

上述临界

值下降到 。
.

3P p m
。

作物对硼的需要量有很大差异
,

所以有时要根据作物的需肥特点同时

加以考虑
。

例如
,

对于需硼比较多的作物 (如甜菜 )
,

土壤水溶态硼的临界值是 。
.

75 PP m
。

禾本科作物需硼量则比较少 〔5〕
。

本工作所分析的土壤标本
,

其全硼含量范围是 51 一 1 1OPP m
,

平均含量是 7 4 p p m ,

远

高于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有效态硼 (水溶态硼 )了的含量范围是 0
.

02 一。
.

8 5P p m ,

平均

含量是 0
.

18 PP m ,

部分土壤例如下蜀黄土和所发育的土壤显著偏低
,

除了表层以外常低

于千万分之一
,

白土有类似现象
。

水溶态硼含量的差异也反映出母质的影响
,

例如湖积

物发育的土壤包括白土中水溶态硼都很丰富
。

土壤含硼量主要受成土母质的影响
,

由沉积岩尤其是海相沉积物发育的土壤中的翻

远多于其他母质发育的土壤
。

水溶态硼含量除了受成土母质影响以外
,

更与土壤类型有

密切关系
。

干早地区和石灰性土壤中的水溶态硼一般是比较多的
,

湿润地区和酸性土壤

反是
。

黄土和所发育的土壤中的硼 以酸溶态为主
。

此外
,

粘粒部分多的土壤水溶态硼亦

多
。

本工作所分析的土壤的全硼含量相当丰富
,

各种土壤中差异不大
,

在剖面中分布得很

均匀
。

但是各种土壤中的水溶态硼则有很大差异
。

水溶态硼与全硼的比率也反映出类似

的情况
,

按水溶态硼与全硼比率
,

所测定的土壤可区分成两级
:

湖积物和滨海的现代沉积物发育的土壤 比率 0
.

0 0 1 2一。
.

0 0 85
,

绝大多数 > 0
.

0 0 3 0

下蜀黄土发育的土壤 比率 0
.

。。0 2一。
.

0 0 3 4 ,

绝大多数了 0
.

0 0 2 。

全部标本的上述比率都小于 1%
,

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土壤
,

例如苏联为 10 % 左右
,

瑞典

为 1
.

1一5
.

4 % 〔幻
。

湖积物和滨海的现代沉积物发育的土壤中的水溶态硼较多
,

一般都高

于缺硼临界值
,

水溶态硼与全硼的比率也比较高
。

滨海的现代沉积物发育的土壤更为突

出 (标本号 6 3 1 0 8一 6 3 1 1 1 )
,

水溶态硼含量和比率都很高
,

硼的供给是很充足的
。

下蜀黄

土和所发育的土壤中硼的供给可能是不足的
,

不只是水溶态硼低于临界值
,

与全硼的比率

也很低
,

至于它的形态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白土中水溶态硼的贫乏
,

可能与机械

淋洗有关
。

在丘陵区土壤上所进行的栽培试验与化学分析结果一致
,

反映出硼的供给是不十分

充足的 (见下文 )
。

(三 )锰

土壤中锰的含量范围为 2 00 一30 0OPP m ,

平均含量约为 85 OPP m 〔 ,〕 。

土壤中锰的有效

性受酸度
、

氧化还原电位和质地的影响
。

全锰含量不适于作为判断锰的供给情况的指标
。

土壤中对植物有效的锰常用水溶态锰
、

代换态锰
、

易还原态锰以及它们的总和即活性锰

来表示
。

水溶态锰和代换态锰指二价的锰离子
,

是立即可以被植物利用的
。

易于还原的

高价锰的氧化物
,

与代换态锰保持平衡状态
,

也可以视为对植物有效的
。

本工作所分析的土壤的全锰含量范围是 2 00 一 1 5 0 0PP m
,

平均含量为 74 1PP m ,

低于

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代换态锰含量范围为 O一 4 8
.

s p p m
,

平均含量为 7
.

SPP m ,

常在表层

富集
,

以下层次逐渐减少
。

易还原态锰含量范围为 3一71 o p p m ,

平均含量为 1 7 5 PP m 。

活



性锰含量范围为 7 1一 7 12 PPm
,

平均含量为 2 1 3PP m
,

可以认为是十分丰富的
。

活性锰与

全锰比率除 了草渣土 以外都比较高
,

可区分成三级
:

活性锰与全锰比率 < O
。

10 占12 %

0
.

1 0一 0
.

2 0 占2 9 %

) 0
。

2 0 占5 9%

但是草渣土中代换态锰很多
,

占活性锰中相当大的比例
。

此外
,

白土中的锰有向下移

动的趋势
,

在中下层次中代换态锰很少
,

与以前有关工作的观察一致〔7 〕。

通过上述工作
,

总的印象是苏南地区土壤中锰的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

在作物上未曾观察到缺锰症状
。

( 四 )铜

土壤中全铜含量为 2一 1 0 o p p m ,

平均含量为 Z o p pm 〔 1〕。

对植物有效的铜
,

常用稀酸或

络合剂来萃取
。

对于酸性和中性土壤来说
,

稀酸是合适的
,

对于石灰性土壤和有机质较

多的土壤常用络合剂萃取
。

用 0
.

IN 盐酸萃取的铜的临界值约为 1
.

g PP m
,

强度缺铜为

o一 1
.

o p p m
,

轻度缺铜为 1
.

1一 1
.

g p p m
,

1
.

g p p m 以上不 缺铜
。

用 0
.

o ZM I二D T A + 0
.

5%

N H
`

1C 溶液萃取的铜 圣 I PP m 时
,

作物可能需要铜肥
。

本工作所分析的土壤全铜含量为 14 一 65 PP m
,

平均含量为 3 8 p lrP
l ,

高于一般土壤 的

平均含量
,

在剖面中分布均匀
,

含量变幅较小
。

对于有效态铜 的萃取
,

使用两种溶液即

0
.

IN 盐酸和上述的 E D T A + N H
`
C l溶液作为比较

。
O

.

IN 盐酸所萃取的铜为 0
.

1一 6
.

1

p p m ,

平均含量为 2
.

OP p m
。

下蜀黄土和所发育的土壤的含量低于上述的临界值
。

各种水

稻土除了表层有富化现象以外
,

在白土的较深层次的含量也常低于 临 界 值
。

E D T A +

N H
`
C l 溶液所萃取的铜较多

,

含量范围为 1
.

6一 1 9
.

SP p m
,

平均含量为 5
.

6P p m ,

都高于临

界值
。

这种情况显然与有机质对铜的固定有关
,

对于水稻土来说尤其是这样
。

E D T A +

N H `
C I溶液由水稻土中所萃取的铜平均为 7

.

g p pm
,

早地仅为 3
.

2P p。
,

充分的说明了这

一事实
。

根据上述的化学分析结果判断
,

苏南地区土攘中的铜是比较充足的
,

在作物上未曾观

察到缺铜症状
。

(五 )锌

土壤中锌的含量范围是 10 一 3 0 0PP m
,

平均含量是 S Op p m 〔 1〕
。

在酸性和中性土壤上对

植物有效态锌用 O
.

IN 盐酸萃取
,

缺锌的临界值约为 1一 1
.

s p p m
。

土壤中锌的供给情况

主要受酸度影响
。

p H 值增高时
,

土壤中有效锌的有效性降低
。

临界酸度约在 p H S
.

5一6
.

5

之间
。

植物缺锌多发生于 p H圣 6 的土壤〔8〕
。

本工作所分析的土壤中全锌含量范围为 55 一1 5 6 p pm
,

平均含量为 l o o p pm
,

较上述

的平均含量高一倍
,

在剖面中分布得比较均匀
,

各层次间含量变幅较小
。

。
.

I N 盐酸萃取

的锌的含量范围为 0
.

7一 6
.

SPP m
,

平均含量为 3P pm
,

都高于缺锌的临界值
,

说明锌的供

给是比较充足的
。

但是在个别土壤上对锌敏感的植物仍然有缺锌的可能
,

例如在丘陵区

(高淳 )的油桐和太湖滨 (吴县 )的柑桔都发现有缺锌症状
,

柑桔对锌肥有良好反应
。

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
。

四
、

与作物生长的关系

为了观察作物对微量元素的反应
,

探索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来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
,

并



校验土壤的化学分析结果
,

就铂硼等元素供给情况较差的土壤进行了栽培试验
,

分述如

下
:

(一 )相的栽培试脸

栽培试脸于 1 9 6 0一1 9 6 5年进行
。

1 9 6 0年的试验证实了铂肥对绿豆的肥效 〔 , 〕 ,

1 9 6 0年

以后的试验以紫云英
、

大豆和花生为供试作物
,

以含相较少的白土为供试土坡
,

包括盆栽

与田间试脸两部分
。

盆栽试脸的目的是比较各种微量元素对紫云英生长的影响和钥磷配合施用对紫云英

生长的影响
。

盛花期收割秤重
,

铂和锰处理使鲜草重量增加 1招% 与 14 %
,

翻处理未能

使鲜草重量增加
。

紫云英生长情况的比较见图 1及图 2
。

铂处理使紫云英含 氮 量 增 加

“ % , 相磷处理使含氮量增加 55 %
,

假若以未施磷的对照为基础计算则增加 83 %
。

将紫

丢英地上部分重量与含氮量合并计算成每盆紫云英含氮量
,

钥处理增加 4 2 5毫克氮 , 即增

加 2 82 %
。

铂磷处理增加 41 5毫克氮
,

假若以未施磷的对照为基础计算则增加 4“ 毫克氮
,

即增加 3 08 %
。

除了植株重量和含氮量以外
,

铂处理使种子产量增加 80 % 以上
。

表 2 铂对紫云英产 t 及含氮 t 的作用 (盆栽试验 )

处 理 声 重 (t 克 *} 干重皿 ( 克 *) {种子重盘 (克 *) 含抓址 (% *) 篮 的 增 加 t (奄克姐 /盆 *)

,二ù七,目月才Q甘勺̀ú勺尸了nō,二内JO甘1二ùaZōb
,1内舀喷施 : 对照

相

咬施
:

碑

相 十 碑

10 0 写 1 0 0% } 3
.

3 } 1 0 0% ` 0 0%…

悦种
: 对照

相

5 2
。
0

9 1
。
5

2 0 5

1 0 0

19 5

I Q0

1 7 6

1 6 4

1 0 0

1 5 5

10 0

16 1

10 0%

3 8 2

10 0

3 0 5

1 0 0

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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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4 15 毫克氮

增加 2 5 3 谁克橄

20100一为1810171016一城||
|l|l
eseel

占土.9乃

:3
汪一盆

-04735ù每

.........口......万

11
..................

I
J口

;
.....

J性心山月0tt,曰一ó

:…
ó加QU臼O口80八J任

,1. .孟目.几冲̀n.o丹0
自七注̀n.,一0

呼I,̀11,妇1111州耐呱训

* 盛花 期收剖
,

地上部分按干重盆计算
。

3 公斤
。

图 1 微量元素肥料对紫云英生长的作用

自左至右
:

无肥对照
,

磷
,

磷 + 硼
,

磷 + 锰
,

磷 + 相

图 2 相肥对紫云英生长的作用

自左至右
:

磷
,

双倍磷
,

磷 十铝
,

双倍碑 + 相
,

铂

田间试验比较了不同种类的铂肥即铂酸盐和氧化翎
,

和不同的施用方法即基肥
、

浸

种
、

根外喷施的效果
,

以及铂磷配合施用的效果
。

试验结果说明单独施用铂肥不能达到增

产的 目的
。

铂磷配合施用时
,

紫云英生长茂盛
,

植株高度增加
,

叶色浓绿
,

不论作为基肥或

者浸种或者喷施
,

都使产量增加 (表 3 )
。



表 3铂肥对紫云英生长及产 t的作用 (田间试验 ,

平均 株高
(厘米 )*

平均鲜重
(克 )材

平均千重
(克 )* * 产 t ( 斤 l亩 )

对照

荃肥
:

磷

相酸钠 十 磷

气化相 十 磷

喷施
:

铝酸钠 十 碑

浸种
:

铝酸钠 十 磷

以价处理为兹数

6 7
.

2

6 6
。

0

{
压牙

.

丁 {
3“

·

5

…

10 2

19 2

2 67

2 3 3

2 4 9

18 5

10 0 (% )

1 1 2

10 4

1 1 2

1 1 2

1428343630别一1314
勺口OJ心 .1

…
ó勺自了O助口曰6

1了

篆肥
:

城化翎

相酸钠

1

::
注

: * 每小 区取样 10 株洲定长度
。

* *
每小区取样 4 5 株侧定鲜重及干重

。

大豆与花生的栽培试验
,

也证实了铂肥的效果
。

试验包括盆栽试验及田间试验
。

田间

试验除了铂酸钠以外
,

还试用了含铂的工业废渣
,

废渣是化工厂制造铂酸盐的下脚料
,

是

廉价的肥源
。

花生对铂肥反应 良好
,

见图 3
、

4 (田间试脸 )
。

盆栽试验结果见表 4
,

田间

试验结果见表 5
。

以含铝废渣作为基肥的效果超过以铂酸钠处理种子的效果
,

含铂废渣

是值得注意的铂肥肥源
。

图 3 用对花生生长的作 用

(浸种
,

铂酸钠
,

大田试验 )

图 4 铂对花生生长的作用

(基肥
,

含铂废渣
,

大田试验 )

表 4 钥对大豆
、

花生产一的作用 (盆栽试验 )

供 试 作 物

大 豆

理
}

::
’

{{:
::

州
量 ( 克 /盆 )

10 0 ( % )

1 1 1

10 0

1 19

10 0

13 0

花一
生

{
喷施

:

对 照

{
9

·
8

}
1 相酸钠 } ’ 2

·
3

}
;::

3 5



表弓 铂对大豆花生产盆的作用 (田 l’q试验》

供 试 作 物 处 理 产 量 (斤 /亩 )

大 豆

}
.1

塑
_ _ _

.

…
` 48

… 001 (

叫
1 役势 相竺竺

__ ,
`

{
’ 86 }

’ 26 …
} 基肥

,

含相度值 ` 2 0厅 /画 , } ` 6 2

1
` 0 9

… _
.

{
“

·

竺罗
.

_ _ _
二

}
2 17 …

` 00 …原为水
田

} 役种
,

侧甲竺
_

一
_

}
“ 2 “

}
’ 04 }

} 蚕肥
,

含用硬扭 `

瞥
`耳 ,

{
2 4 7 】 川 {

冉jt才IJOU. .几,曰,上ǹ,曰花 生 对照

浸种 : 铝酸钠

基肥
:

含 相废涟 ( 40 斤 /亩 )

10 0

1 19

1 2 1

上述试验与化学分析结果相符
,

初步证实了白土上铂肥对豆科作物尤其是紫云英有

一定的效果
,

不只是提高鲜草重量和种子产量
,

而且能够提高含氮量
。

紫云英是苏南主要

的冬季绿肥作物
,

紫云英增产和含氮量提高对水稻增产是有裨益的
。

白土在湖北
、

安徽
、

江

苏南部和浙江的太湖滨湖地区分布面积很大
,

进一步的探索有一定意义
。

下蜀黄土发育的

土镶分布得很广泛
,

可能是一个需要铂肥的地区
,

有待实践证实
。

(二 )翻的栽培试验

由于禾本科作物对硼的需要量较小
,

以豆科作物 (大豆
、

花生 )和十字花科作 物 (油

菜 )为供试作用
。

1 9 6 0 年在江宁进行的田间试验首先证实了绿豆对硼肥的良好反 应〔的
。

19 60 年以后以漂阳的白土为供试土壤
,

盆栽试验和 田间试验都证实了大豆和花生对硼肥

有一定的反应
。

试验结果见表 6
。

部分试验以化工厂制造硼酸的下脚料即含翻废渣作为

栩肥
,

效果良好
。

水稻
、

小麦和山芋对含硼废渣则无反应
。

这些初步的结果说 明在丘陵区

土壤上施用硼肥可能是有益的
,

有待进一步的试验
。

表 6 硼肥对大豆
、

花生和油菜产量的作用

供 试 作 物 量 (克 /盆 ) } 产 t (斤 /亩 )

确限 (溶液
,

根外喷施 )

对 照

产

1 5
。

6

翻酸 (溶液
,

根外喷施 )

对照

盆栽

田 … 大 豆 含硼废渣 ( 4 0斤 /亩 )

含翻废渣 ( 60 斤 /亩 )

间 J 一 _ .
_

.

一 }

} } 坷 脱 」 一 { 一 }
试 }

- -
-

- - - -
一

- -

一一

—
—

一 }
-

-

- -

一
{一

} 油 莱 一 含 翻度渣 ( 30 斤 / 亩 ) ! 一 - .

一
:

脸 { 一
_ . _

.
, . 一

!
, “ 肥 } 一 { 一

`

;:

1 2 6 (% )

1 1 5

1 00

::: … :;:

五
、

摘 要

测定了江苏南部地区主要土壤剖面中微量元素含量
,

包括镇宁丘陵区由下蜀黄土发

育的三种早作土壤和两种水稻土 以及太湖地区由沉积物发育的六种水稻土
。

其中以丘陵

区的白土和下蜀黄土发育的土壤中对植物有效的硼和钥含量较低
,

可能不够满足农作物

的需要
。

铜锰锌含量较高
,

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

但少数对锌敏感的植物有缺锌现象
。

栽培试验结果与土壤化学分析结果一致
。

初步的栽培试验说明在丘陵区的白土上 (漂

3 6



阳 )施用相肥使大豆和花生产量提高 理一26 %
,

使紫云英鲜重量提高 12 %
。

盆栽试验证实

铝肥使紫云英的重量
、

含氮量和种子产量都有所提高
。

铂肥与磷肥配合施用的效果比单

独施用好
。

硼肥使大豆
、

花生和油菜产量提高 12 一26 %
。

含翎和含硼的工业废渣都可以

作为肥料
,

是廉价的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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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硝 化 和 反 硝 化 过 程
1

.

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和硝化过程的条件

陈 家 坊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远在 1 8 8 5 年
,

G a y on 与 D u eP it t 就发现土壤中有一种微生物能够把硝酸盐还原为氮

和氧化二氮
* ’ * * 。

1 8 9 5 年
,

W ag en
f 证明

,

硝酸盐作为肥料施入土壤中以后
,

将产生氮素的

损失
。 *

此后
,

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注意
,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了解到这一过程是在氧

气供应受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生物学过程
。

初步明确了硝酸盐被还原的全过程
,

是

由对微生物具有能量意义的几个连接过程所组成
。

19 2 6 年 K l u y v e r 和 D
( ) n k e r 的研究又

进一步明确
,

在这一过程中
,

硝酸盐中的氧代替了空气中氧
,

作为酶催化下有机物和无机

物的脱 氢过程中最后的电子接受体
* * 。

往后
,

质谱仪和红外技术的应用
,

使这一领域 的

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

在鉴定和测定反硝化过程 中所形成的气体产物方面
,

取得了不少成

果
。

但也还对一些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
,

或有待进一步明确
。

比方说
:

① 研究方法上存

在的一些问题 , ② 硝化过程中有无氮素损失? ③ 硝化和反硝过程的土壤 条 件 , ④ 反

硝化过程有无化学脱氮的可能性 , 以及⑥ 硝化抑制剂问题
。

这里仅根据部分资料就上述

前四个问题
,

分成两次作一综述和讨论
。

一
、

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关于硝化和反硝化作用的概念
,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有统一的看法
。

在 50 年代

引自今考文献〔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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