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

乳浊液是源源不断地加到碳化塔中去的
,

添加物浓度控制在2一 5克 /升范围内
,

生产的

第一天未见有异常情况
,

但以后便发现稠和器中的碳化塔取出液有肉眼可见的黑色微粒
,

这些小油粒容易将离心机的网眼堵住
,

造成分离困难
。

此外
,

在母液池中也看到有不少石

蜡渣油的颗粒浮在面上
,

这说明乳浊液在循环使用中会凝聚并逐渐破乳
。

要将乳浊液用来

碳化生产稳定性 的碳按产品
,

还必须设法提高乳浊液的稳定性和解决乳浊液定期更新的

问题
。

估计只要乳浊液制备良好和条件控制适当
,

破乳的问题是能够避免的
,

对此我们正

在进一步研究
。

小 结

目前
,

应用石蜡
、

渣油— 氨水乳浊液作为碳按挥发抑制剂的方法
,

整个试验尚未完

成
。

就试制的情况看来
,

通过乳浊液处理的吸附有石蜡
、

渣油添加物的产品
,

其抑制挥发

的效果比较稳定
,

抗结块性能较好
。

使用的物料一般来说价格低
,

来源不大成问题
,

对小

化肥厂增加的工序也很少
。

因此
,

利用少量的石蜡沥青类物质来提高碳铁的稳定性
,

还是

有研究和应用意义的
。

根据乳化试验
、

浸泡试验
、

碳化试验和单塔试验的结果
,

用十二烷基苯磺酸馁作为乳

化剂
,

在普通加热搅拌条件下制备的石蜡
、

渣油— 氨水乳浊液
,

其添加物 (石蜡 : 渣 油 :

乳化剂 )的配 比选择在 10 : 1 0 : 1
,

浓度约 5 克 /升较为适宜
。

在生产条件下实际应用石蜡
、

渣油一氨水乳浊液生产碳按
,

还需凌法解决乳浊液循

环使用
,

特别是可能出现的破乳问题
。

磷矿粉肥在江苏几种酸性土壤上的肥效

王振荣 减惠林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磷矿粉肥在江苏一些土壤和作物上的肥效过去工作较少
,

我们从 1 9 7 2年起进行了一

些工作
,

现将试验结果简报如下
:

一
、

供试土壤的基本情况

试验在宜兴县
、

江宁县
、

句容县丘陵地区的黄沙土
、

岗地黄土和白土上进行
,

土壤是酸

性到微酸性
,

全磷和速效磷含量都比较低
,

土壤的基本性质见表 1
。

二
、

磷矿粉的肥效

磷矿粉肥的肥效试验
,

为田间小区试验
,

施用磷矿粉肥的处理
,

每亩均为 1 00 斤
,

施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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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试 土 壤 的 基 本 性 质

氮一08机 质
%)

一有一 1.

表一;ǔ

壤 名 称

沙 土

土

土

地 黄 土

宜兴川 埠

宜兴屺亭

句容春城

江宁东 山

1
。

15

1。
5 5

1
。

2 1

( %)

0
。

0 77

0
。

0 9 7

0
。
0 6 7

0 7一 0
。

全 礴
P Z O。 ( %)

0
。

0 9

0
。

0 4 4

0
。

0 3 9

0
。

0 5

速 效
P (P P

8
。

磷*
{p H

m, } `水提 ,

8

】
5

·

5

6
)

5 · 5

)
”

· 2

}
6

·

0

土ù黄白自岗

* 速效磷用 0
.

0 3 N N H
一

F + 0
.

0 2 5万 H C I提 取
。

镁磷肥或过磷酸钙的处理每亩均为 50 斤
。

试验结果按不同作物分述如下
:

1
.

油菜
:

试验在宜兴县川埠公社红卫大队林业队和江宁县土壤所试验场进行
。

试验

小区面积为 1 / 1 0亩
,

重复 2 次
。

在油菜生长过程中浇施薄粪水二次
,

每亩用量 15 担
,

田间管

理同一般大田
,

结果见表 2 。

表 2 磷 矿 粉 肥 对 油 菜 的 肥 效

二竺
_

一

甘兰
_ ·

’

1补刹
’ ( %
厂…

每·

黔
·

`

{一淤
·

…
_ _ _

川护 髯…
_

县二上
一

遮一
一

-

}
” 照

i
了。

… 一 … 一
}

-

岗 地 黄 i { 开阳磷矿粉肥 {
王4 7

{
’ ` 0

}
” ·

7 7
{

“ o

`江苏江宁 ,
{
锦屏碑矿粉肥

{
` 0 9

{
5 6

}
“ ·

3 9

}
“ 9

} 过碑酸钙 1 ` 8 5
}

’ 6` } 2
·

30 { ’ 。 0

表 2 结果可以说明
,

江苏锦屏磷矿粉肥在黄沙土
、

岗地黄土上对油菜有比较明显的增

产效果
,

贵州开阳磷矿粉肥的肥效则更显著
。

2
.

小麦
:
试验在宜兴县屺亭公社前亭大队施家生产队和土壤所试验场进行

。

试验小

区面积为 1 / 10亩
,

重复 2 次
。

每亩施用硫按 30 斤
,

田间管理同一般大田
。

结果见表 3
。

表 3 磷 肥 粉 肥 对 小 麦 的 肥 效

, , , {
、 L

, }产 童 }增 产

J汤 拐反 褚 1 们、 l , 工 巡吧 1 1
匕 , ,己公 、 J , n / 、

一
一 }

一

_
_

_

}
` ” ` 目 二

_~

竺少{
_ _

每斤礴肥增产
(斤 )

相 当于施用化 学确肥产 t 的
%

白 土

( 江苏宜兴 )

岗 , 黄 土

{

二竺匕匕

333 222 0
。

3 777

333 777 0
。

4 222

888 444 1
。

9 444

对 照

锦屏磷矿粉肥

过磷酸钙

6 0

6 1

0
。

8 8

从表 3可以看出
,

锦屏磷矿粉肥在岗地黄土上虽然对油菜有比较明显的增产效果
,

但

对小麦未见肥效
,

而开阳磷矿粉肥和云南昆阳磷矿粉肥在 白土上对小麦均有明显的肥效
。

3
。

曹子 (绿肥 )
:
试验在句容县春城公社涧溪生产队和土壤所试验场进行

。

试验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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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1 / 1 0亩
,

重复 3 次
。

结果见表 4
。

表 4 可以表明
,

开阳磷矿粉肥对菩子的增产作用非常显著
,

而锦屏磷矿粉肥的增产作

用也是明显 的
,

每斤锦屏磷矿粉肥增产若子 3
.

9一 4
.

3斤
。

表 4 磷 矿 粉 肥 对 绿 肥 若 子 的 肥 效

土 壤 名 称
相 当于施用化学磷
月巴 产 量 的 %

白 土

1 0 4

3 7

(江苏句容 )
1 0 0

岗 地 黄 土

::
(扛苏江宁 )

4
。

大安和蚕豆
:

试验在宜兴县屺亭公社前亭大队施家生产队和土壤所试验场进行
。

试验小区面积大麦为 1 / 10亩
、

蚕豆为 1 5/ 亩
,

均重复 2 次
。

大麦田每亩施用硫钱 30 斤
,

蚕

豆田没有施用化肥
,

田间管理同一般大田
。

试验结果见表 5
。

表 5 磷 矿 粉 肥 对 大 麦 和 蚕 豆 的 肥 效

自 土
QUQUn甘R一一了nU

J.二

000口n甘口OJ任ó执

(江苏宜兴 )

对 照

开阳磷矿粉肥

昆阳磷 矿粉肥

钙 镁 磷 肥

0
。

6 5

0
。

4 8

q自,口
0
,山11月才n匕ó“ō111.二JI弓̀

…
蚕

岗 地 黄 土
内hō匕ù”ōeg内bn

,主

0
。

2 6

0
。

90

ō

U工匕ǐ匕
,立内jo甘

06
n甘ùó舟匕ó匕口眨1二弓山,曰,dl匀

(江苏江宁 )

对 照

锦屏磷矿粉肥

开阳磷矿粉 肥

过 磷 酸 钙

表 5 结果表明
,

在白土或岗地黄土上
,

开阳
、

昆阳磷矿粉肥对大麦
,

锦屏
、

开阳磷矿粉

肥对蚕豆均有一定增产效果
,

而开阳磷矿粉肥的肥效又比昆阳
、

锦屏磷矿粉肥都高
。

三
、

小 结

1
.

开阳
、

昆阳磷矿粉肥在江苏的黄沙土
、

岗地黄土和两种白土上对油菜
、

酋子
、

大麦
、

蚕豆都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其产量一般可 以达到施用化学磷肥的70 %左右
。

对于锦屏磷

矿粉肥
,

过去曾认为直接使用没有肥效
,

通过我们的试验
,

初步明确了锦屏磷矿粉肥对油

菜
、

若子
、

大麦
、

蚕豆也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而对小麦没有表现出肥效
。

2
。

不同产地的磷矿粉肥的肥效有如下次序
:

开阳> 昆阳 > 锦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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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磷矿粉肥对不同作物的增产效率
:

我们把
“

磷矿粉肥的实际增产量相当于施用化

学磷肥实际增产量的%
”

称作磷矿粉肥的增产效率
。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
,

磷矿粉肥对不同

作物的增产效率
,

有如下结果 ( 以开阳磷矿粉肥为例 ) :

作 物 若子 油菜 小麦

增产效率 9 6 6 5 4 3

可见同一种磷矿粉肥
,

对于不同作物的增产效率是不一样的
,

其次序为
:

若子 > 油菜 > 小麦

这一
“

增产效率
”

似乎和作物利用难溶性磷的能力
,

有密切关系
。

4
.

磷矿粉肥的肥效和土壤
、

作物
、

磷矿来源等因素关系较大
,

这就要求在推广使用磷

矿粉肥时要注意因地制宜
。

分析方法
佗侣 侣吧 Z卜合公心式卜 备公嚼勺叱儿 喂式唱

总 氮 量 的 测 定

沈 壬 水

(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众所周知
,

对于富含 N O
3 -
一N

、

N O
: -

一 N 的土壤
、

肥料
、

污水以及其他样品
,

用 K

氏法测得的全氮值不能反映出 N O
3 -

一 N
、

N O
Z 一

N 的含量
,

因此不能代表总氮量
。

虽然

在此种情况下
,

可用测定样品中的全氮量和 N O
3 -

一N
、

N O : -
一N 量的相加值来表示样

品中的总氮量
。

但为使测定总氮量的工作简便快速起见
,

就需要一种能测定样品中所有

氮含量的总氮测定法
。

为此 目的
,

某些研究者曾建立了 H
:

5 0
4

一水扬酸 K 氏法川
,

还原铁法 2t, “ 〕 ,

R an ey 触

媒粉法 .4t
“ 〕 ,

氯化亚铬还原法 〔 6〕 ,

P er r in 的铬粉法 〔8〕等
。

但总由于还原剂用量大
,

不易

保存
;
或测定时间长 ; 还原或消化不完全 ; 不适用于含有机质样品和易受某种离子的影

响等原因
,

而使方法不能令人满意
。

1 9 6 7年
,

G e hr ke 等 〔 7〕对 P er r in 的铬粉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

提出采用未处理过的

铬粉 ( 2 00 孔 )在稀 H CI 中还原硝酸盐
,

并结合快速 K 氏法消化的方法
。

据试验结果认为

此法在各种样品中测得的总氮值是令人满意的
。

经 Rer
r o a d 和 K ar us e 〔” 主持的合作研

究后
,

要求推荐为 A
.

0
.

A
.

C
.

分析法中的公认方法
,

以代替还原铁法和 P er
r in 的铬

粉法
。

本文根据 G e h r
ke 等提出的铬粉法

,

以 H
:

5 0
;

一K : C r : O
,

快速消化法代替 K 氏快速

消化法进行了试验
,

修改拟定了一种快速总氮测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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