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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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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定 方 法

试荆
1

.

铬粒
:
含量 99 % 以上

,

低 N (上海市金 山县兴塔化工厂出品 )
。

2
.

混合指示剂
: 1份 0

.

1 % 甲基红酒精 (9 5 % 以上 ) 溶液和 5 份 0
.

1 % 浪甲酚绿酒

精 ( 95 %以上 )溶液
、

混合
。

然后用酸或碱调节至 p H 4
.

5
。

操作步骤

称取样品 。
.

5 克左右 ( N O 3

一 N ` 20 毫克 )于 15 0 毫升 K 氏瓶中
,

加 0
.

6 克铬粒
,

ZN

H C 1 20 毫升 (如果是水样则使其 20 毫升体积中含有 3
.

5 毫升的浓 H CI ) ,

摇匀
。

放在电

炉上低温加热 5 分钟
,

使铬粒全部作用完
。

取下
,

冷却至近室温
。

加浓 H
Z
S O

`
10 毫升

,

摇匀
。

在 K 氏瓶上加一个短的弯颈小漏斗
,

放在电炉上加热煮

沸
,

间断摇动
,

直到溶液变棕色
,

再加热 3一 5 分钟
,

取下
,

冷却至室温
,

沿】又氏瓶颈四周缓

慢加入饱和重铬酸钾水溶液 5 毫升
,

放在电炉上
,

低温加热至微沸
,

延续 5 分钟 (在此步骤

中切不可使有 白烟发生
,

以免 N 损失 )
,

取下
,

冷却
。

用蒸馏水稀释至 K 氏瓶球约 1邝 体积处
,

摇匀
。

缓慢加入切 % N a O H 切 毫升
,

立即

蒸馏
。

并用 2 % 硼酸 25 毫升吸收蒸馏出的氨
。

蒸馏至纳氏试剂无氨反应
,

取下吸收瓶
,

用标准 H CI 滴定
,

以混合指示剂指示终点 (由蓝至微红 )
。

结 果 和 讨 论

参照 G e hr ke 等的铬粉法
,

我们首先对铬粒还原硝酸盐的条件进行了试验
,

其结果分

别绘于图 1
、

2
、

3 和列于表 1 ,

从这些试验
,

我们认为不用铬粉而用铬粒还原硝酸盐同样

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

而且 铬粒 更易 保存 (因颗粒大
,

氧化面积小 )
。

图 1 表明
,

10 毫克

N O 。

一
N 用 0

.

6 克铬粒还原已能 使回收率达 9 9
.

3% , 0
.

9 克铬粒则为 99
.

5%
。

而 0
.

6

克铬粒的还原效率可达到 25 毫克 N O
3

一
N (图 2 )

。

因此在 20 毫克 N O
3

一
N的情况下

,

用 。
.

6 克铬粒可达到 良好的还原程度
。

虽然还原 N O
。

一
N 时用 42 毫升 。

.

86 N H CI 即

能使结果达到 9 8
.

7 % (图 3 )
,

但是用 ZN 的 H cl 是更可靠些 ( 9 9
.

4% )
。

在采用 。
.

6 克

ǎ次à辞邻回之l场O名

\

,“ 。

}又一一入
’ 。

! \
8 0 卜 、

8 0犷芯厂砚不旎一而尸窃一众
、 、 气 . 钧 .

勺 曰` , ~ ~ ~ , , 目` ~ ` ~ ~ ~

10 2 0 3 0 4 0 S Q 6 0

八UO切

ǎ次)哥娜回NI:02

图 1

金属铬童 (克 )

不同重 t 的金属铬对N 0 3

一 N

的还原作用

心N 0 3

一N量为 10 毫克 )

N 0
3 -

一 N 量 ( 毫克 )

图 2 定量金属铬对 N 0 3

一 N

的还原能力

(金属铬量为 0
.

6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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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粒和 ZN H CI 的倩况下
,

进行还原硝酸盐的操作方法试验 (表 1 )的结果表明
,

5 种不

同的操作方法都得到良好的结果
。

考虑到方便和不影响下步有机态氮消化的速度
,

看来

采用第 5 种方法是适宜的
。

即用 0
.

6 克铬粒
,

加入 20 毫升 ZN 的 I
一

ICI 后
,

立即煮沸 5 分

钟
。

0080604Q20
ǎ%à娜并回之1
.。O么

0 0
.

艺3
.
’

o乃6 1
.

4 3 2乃0 2 5 了 3
.

4 3

H C I浓度 ( 工 )

图 3 不同浓度的 H C I 对 N O 3

一N 还原的影响

( N O 3

一 N量为 20 毫克
,

金 属铬量为 O
。
6 克

,

H CI 溶液体 积为 42 毫升 )

表 1 还原过程的操作方法试验
*

操 作 方 法 N O 3

一 N回收率%

1
.

加入 .06 克铬粒后
,

放置半天
,

加 42 毫升 “ 万

CH I
,

立即煮沸 5 分钟 } 99 .4

2
.

加 入 0
.

6 克铬粒和 42 毫升 Z V HCI 后
,

立即煮沸 5 分钟 一 9 9
.

7

3
.

加 入 0
.

6 克铬粒和 4 2 毫升 2 N H C I
,

放里 s 分钟后
,

煮沸 3
.

5 分钟 { 。 9 . 3

4 .

加入 .06 克格粒和 42 毫升 Z
t

川 cl
,

放里 1 分钟
,

预热 7 分钟后
,

煮沸 5 分 钟 . 99 .2

5
.

加入 。 .

6 克铬粒和 20 毫升 2 丫 H cl 后
,

立即煮沸 5 分钟 } 99
·
2

* 试验加入的 N O 3

一 N 为 20 毫克
。

为了使有机态氮的消化过程与我们常用的 H
:
5 0

`

一K
:
C : :

O
,

测定全氮的方法连成

一个系统
,

并且具有比原铬粉法中用的快速 K 氏消化法更简便
、

快速和安全
。

我们采用 了

H : 5 0 4
一K :

C
r Z O 7

消化法
。

并在上述确定的还原条件的基础上
,

进行了以 土壤为样品

表 2 消 化 方 法 试 验

消 化 方 法 { 含 N %

1
.

还原后
,

加浓 H 2 5 0 4 5 毫升
,

煮沸 10 分钟

2
.

还 原后
,

加浓 H ZS O 4 5 毫升
,

消化至丰富白烟消失

3 .

还 原后
,

加 浓 H : 5 0 4 10 毫升
,

消化至丰富 白烟消失

4
。

还 原后
,

加浓 H 2 S O
4 10 毫升

,

消化至 溶液变棕色

0
。
1 4 8* *

0
。

] 5 3

N一

…5
.

同 .1 、
6

。
同 2

。

l
_ _

_
.

_

_
~

_

2加饱和 K 么C r 么O ? 5 毫升
,

加热至微沸
,

延续 5 分 钟 (不可有 白烟发生 )
、 . 1, ` ·

}
8

.

同 4
. 2

g
.

H
: 5 0

`
一饱和 K

2
C

r 2 0 7 消化法 (测定全犯法 )

0
。

0 3 9*

0
。

0 3 3

0
。

0 4 2

0
。

0 4 6

0
。

0 0 2

0
。

0 0 8

0
。

0 4 4

0
。

0 4 8

0 。
0 4 7

0
。

17 5

0
。 18 0

* 供试 土城为江西红镶
, * * 供试土壤为启东 3 7 ,

了尽尽



的消化方法的试验
。

表 2所列 1一 8种消化试验 (最后一项 9 为不加还原步骤的 H
Z

S O ` -

K
Z
C : :

0
7

消化法作对照 )的结果表明
,

第 8种消化方法与第 9 种对照法的结果一致
。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试验
,

我们总结制定了上述方法
,

并按此法进行了一系列土壤样品

中 N O
3

一
N 的回收率试验

。

表 3 所列三种测氮方法 ( 1 ) H
Z
S O `
一 K

:
C r Z

O
7

法 〔 10 〕 ,

( 2) 本文铬粒法 ; ( 3) H
:
5 0

。

一水扬酸法 〔 11 〕的结果表明
,

对于土壤中氮的测定其结果

大体相近
,

与表 2 的结果相符
。

但当土壤中加入 N O
3

一
N 后

,

三种方法 所测得的总氮量

却有很大的差别
。

从 N O
3

一
N 的回收率说明

,

用本法测得的 N 0 3

一 N 的平均回收率可

达到 99
.

1 % , 用水扬酸法只得到 6 1
.

1%
,

与别人报导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别
,

但我们重复

数次仍然如此 ; 而用 H
:
5 0

`

一 K
:
C r :

0
7

法测定 N O
。

一
N 的回收率最高的只得到 28 %

,

有的甚至得到负数
。

其趋势似乎与土壤中有机物质的含量有关
。

这与通常认为的 H
:
5 0

` -

K : C r : O
,

法只能测定土壤中的全氮量而不能测定包含有 N O
:

一
N 的总氮量是一致的

,

而值得注意的是负数的出现说明在 某些情况下
`

甚至对全氮的 测定也会 得到不正确的结

果
。

表 3 土滚 * 中 NO 3

一 N的回收率 ( % )

淤
H : 50 `

一 K Z C
r Z O , 法 水 扬 酸 法

加入土中
N o s -

一 N

量 ( 毫克 )

N O 3 -

一 N

回收率
( % )

土维含
N 量
( % )

加入土中
N 0 3 -

一 N

量 (毫克 )

N 0 3 -

一 N

回收率
(% )

土城含

N最
(% )

加入土 中 一N 0
3

一 N

N O 3

一 N 回收率
妞 (毫克 ) { (% )

枯枝落叶

粤 1 红城
《表土 )

山西典型祠土
(表土 》

甘肃灰 祖土
(表土 )

句容黄棕坡
(表土 )

桂 1 黄镶
(表土 )

皖彼化青黑土
`表土 )

皖粗肥

皖精肥

江西绪核

江西红族

同上

5
。

0

5
。
0

1
。
2 4

O
。
22 2

5
。
0

5
。
0

9 7
· 5

…
`

·
` ,

9 7
。 8 } 0

。
2 0 3

5
·

0

{
6。’

0

5
。

0 } 4 6
。

0

0
。
6 3 0

0
,

5 12

, 7
’

8

】
。 ’

“ 3“

…
5

’

。

9 9 。 Z 】 0
。

5 2 3 { 5
。

0

6 8
。

8

6 3
。
0

Oōn甘

:
目勺一勺nU八U

:
呻勺一勺

0
。
10 0

0
。
6 2 2

1 0 2
。
0

nUn砚Unó八U
. .

…
5一匕一勺ù勺曰̀9 9

。
8 】 0

.

60 0

nónō

:
口勺ō勺nùn幼

:
óó.勺

9 9
。
8 } 0

。

0 7 4

5 1
。

2

5 9
。

0

八U汽08
.D,目..82一一..64.42一1一

ór月一J,跪O
.̀二月OQ口几匕刁

.吐厂
)
一ó石Ò,占1二。。ō吕八O.ì几刁产曰o一J

.几n丹̀Oōbn工bnì1、”孟J`、一
J
IUnn甘Où.Unùnó

0
。
1 1 9

0
。
1 5 9

0
。
0 7 5

一 5
。

3

8
。
1

一 5
。
8

0
。
0 7 5

0
。 1 1 6

0
。
1 7 2

0
。
0 6 8

0
。
0 4 8

0
。
1 0 3

0
。
1 62

0
。
0 70

6 7
。
4

5 1
。
2

7 4
。
0

nōn甘ōUn甘
.

…
一勺一勺一ó尸O

同上

同上

启东 3 7《衰土 ) 0
。
1 7 5

同上

同上

5
。
0

5
。
0

5
。
0

2
。
0

10
。
0

15
。
0

20
。

0

1
。
0

3
。
0

10
。
0

9 8
。
0

9 8
。
0

9 8
。
8

10 4

9 8
。
8

9 8
。
4

9 7
。
7

9 9
。

0

10 0

9 8
。
0

* 土坡样品均为放置较久 的风千土
。

结 语

从本试验的范围来看
,

所制定的方法是适用的
,

且具有简便
、

快速
、

安全
、

重现性好和

一定准确度的优点
。

但试验样品的种类还有待于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扩大
,

以及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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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所反映的现象来看
,

例如对某些土壤样品中硝态氮的回收率还未能达到完全令人满

意的程度 , 又如从表 2 消化到棕色不加重铬酸钾 ( K
Z
C r : O

,
) 和加重铬酸钾再消化的结

果比较来看
,

对于有机态氮含量少的样品的结果可认为完全相同
,

而对有机态氮含量高的

样品其结果亦只有相差 12 %
,

因此今后如若设法在铬粒对硝酸盐还原后
,

提高铬的氧化

能力以使有机态氮的消化趋于完全
,

省去加 K
Z
C r :

0
7

再消化的步骤
,

使本法更简便
、

快

速
,

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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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国外森林土壤研究的一些近况

林 伯 群

《东习匕林学院 )

近十年来
,

在国外森林土壤学研究方面
,

如林木施肥
、

林木和土壤之间 的相 互 关

系
,

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
、

森林土壤调查分类改 良
、

木本植物的菌根和根瘤
、

森林覆盖层

等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

同时
,

对森林土壤污染与生物净化
、

以及森林低等小

动物等问题开始进行了研究
。

尖端技术
、

放射性同位素及教学方法也得到了应用
,

从事这

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企 图用量的鉴别指标来精确地解释林地土壤的某些形态特征
、

理化特

性与土壤生产力之间的相关性
。

现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概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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