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知添加法
,

所得结果均与还原氨法的结果基本一致
。

但在实际应用中
,

尚有几个较难肯定的因素
,

这就是在土壤浸提液中各种干扰阴离子

的影响
、

土壤浸提液中硝酸盐平均活度系数 的变化
、

p H 的影响
,

甘汞 电极与土壤浸提

液间液接界 电位 的变化以及硝酸根电极液膜本身的不稳定性等
。

综合这些因素
,

再结合

与还原氨法进行对比的结果看来
,

我们认为
,

用硝酸根电极测定土壤浸提液中硝态氮含

量的相对误差不低于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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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土壤和水稻植株的营养诊断方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营养诊断组

在毛主席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号召下
,

我国广大贫下中农意气风发
、

战天斗地
,

农业

生产不断出现新的高潮
。

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
,

必须科学种田
。

在连续获得丰收的基

础
.

L
,

查明高产作物生产过程中需要养分的关键时期及数量
,

并及时调整作物对营养元素

的需求
,

把肥料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

施用在作物关键需肥的时期
,

实行经济合理的施肥
。

因此土壤与作物 的营养诊断就成为生产实践中迫切需要的重要手段
,

也是群众性科学种

田运动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

为此
,

我们比较了国内外已有的化学诊断方法
,

进行了初步筛

选和新方法的探索
。

对水稻植株的测试部位初步进行了试验研究
。

本文是将 田间
、

温室

和实验室试验中认为比较简单易行
、

灵敏度较高和重现性较好的有关氮
、

磷
、

钾化学诊断

的方法整理
、

综合如下
。

氮 的 测 定

氮是植物生长过程中大量需要的一种元素
。

它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分
,

并参与许多

有机化合物的组成
。

水稻对氮素的需求又较其他元素多
,

在整个生长期中都大量需要
。

实际上
,

在大田条件下稻 田最常见的缺乏症就是氮的不足
。

因此
,

在可见症状表现之前
,

科学地加 以判断
,

调整施肥方案
,

经济合理地进行施肥便显得十分重要
。

植物根系自土壤中吸收的氮素
,

大部分是以按离子或硝酸根离子态吸入的
。

生长良

好的旱作植物组织中
,

常存在游离态的 N O
。

一N
,

在一定范围内其浓度可反 映作物的氮

素状况
。

但在水稻中情况并不相 同
,

它所吸收的氮素几乎全部以 N H
` +

的形式进入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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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没有明显的 N O
3

一N 积累
。

即使在生育初期
,

也只局限于根或鞘内的幼叶上才能检测

到 N O
3
一 N 的存在

,

但含量极微
,

所以一般水稻植株中不测 N O
3
一 N

。

另外水稻吸入的

N H `
一N 也不能游离存在

,

它们进入 根系后迅速和酸结合生成多种形式 的氨基酸和鼠

胺
,

而后又缩合成蛋白质
。

只有在按中毒的特殊情况下
,

水稻体内才能测出游离的 N H
;

一N
。

因此
,

N H
`

一 N 也不能作为水稻氮素状况的指标
。

以全氮为指标反映水稻的氮素

状况是可靠的
,

关于这方面有过不少的资料
,

但是
,

在方法上用于 田间速测又有许多不便
。

因此
,

水稻氮素水平良好的速测指标至今仍在探讨中
。

例如
,

有人以穗分化期水稻心叶

绿色部分的天冬阶胺作为穗肥需要与否的指标
,

但因采用简易纸上色层法
,

显色后天冬酞

胺色带的深浅不明显
,

甚至有无往往也不易判断
,

技术条件要求比较高
,

这在 田间条件下

应用是有一定困难的
。

也有人采用了以叶绿素的比色反应作为水稻氮素水平的指标
,

但

实际上只有在缺乏症状明显出现后才测得出差异
,

因此在应用上也就没有多大的价值
。

在对比了这些方法的基础上
,

我们探索了淀粉— 碘试法 〔幻和游离氨 基 酸荀三酮法〔“ 〕 ,

初步认为它们作为水稻氮素水平的测定指标还是可以的
。

(一 ) 淀粉— 碘试法

洲定原理 水稻体内氮含量与淀粉含量之间有一定的负相关性
。

叶鞘是养分的转运

器官
,

叶鞘中淀粉含量的多少对土壤氮素供应状况极为敏感
。

因此
,

利用淀粉的碘反应试

验
,

从淀粉含量的多少
,

可以推测水稻体内的氮素水平
。

但是
,

这种关系因品种
、

发育阶段

不同而有差异
。

在取样时以上因素要力求一致
。

测定限于水稻德分化期开始以后的各生

育期
,

因为在植分化期以前
,

水稻体内基本上无淀粉

积累
。

测定部位以心叶下第二叶鞘反应较灵敏
。

试荆配制 1 %碘— 碘化钾溶液
: 1 克碘溶

于 1 0 0毫升 5 %碘化钾溶液中( 5 %碘化钾是由 5 克

碘化钾溶于 100 毫升蒸馏水中配成 )
。

洲定步赚 取水稻心叶下第二叶鞘 (图 1 ) 10 一

2。个
,

放于 1 %碘— 碘化钾溶液中浸泡一夜 (如急

需得出结果
,

可用手事先揉搓叶鞘或用木褪敲击使

叶鞘组织软化后再浸泡在 1 %碘— 碘化钾溶液中

15 分钟 )取出
,

用 5 %碘化钾溶液漂洗片刻
,

去除多

余的碘
。

记录叶鞘上染成蓝黑色部分的长度 ( A )及

叶鞘总长度 ( B ) 求得 A / B 的百分比 (图 1 )
。

以早

稻矮南早一号测试的结果为例
,

分级标准为缺氮的

A / B值为 2邝
,

正常的 A /B值为 1/ 2 ,

高氮的 A /B

值为 1 / 3
。

图 1 水稻叶片采祥部位及叶鞘淀

粉碘试法示意图

(二 ) 苟 三 酮 法

洲定原理 水稻体内游离氨基酸总量 (包括酞胺 )与其当时的氮素水平呈正相关
。

而

水合荀三酮又能与游离氨基酸 (包括跳胺 )定量地发生反应并呈现紫蓝色
,

从而可以推测

水稻含氮水平
。

由于水稻在不同生育时期植株不同部位的氮素合成能力不同
,

测试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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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比较重要
,

根据我们在穗分化期的试验结果
,

认为心叶以下第 3一 4 片老叶或叶梢

反应最为灵敏
,

而心叶最差
。

这可能是与组织内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有关
,

合成能力强的游

离氨基酸积累量少
,

在不同氮素水平下差异也小
。

试荆配制 ( 1 ) p H S
.

0 的柠檬酸缓冲液
:
称取化学纯的柠檬酸 4

.

31 克
,

柠檬酸钠

8
.

68 克溶于 500 毫升水中
。

( 2 ) 1 %苟三酮 乙醇溶液
:
称取 1 克荀三酮溶于 100 毫升乙醇中

。

( 3 )制备荀三酮试纸
:
普通滤纸放在 0

.

55 % 苟三酮柠檬酸缓 冲 液中拖一下
,

挂起

来自然晾干后避光干燥保存
,

有效期约为 3一 4 个月
。

( 4 )亮氨酸标准溶液
:
称取 80

O

C 烘干后的亮氨酸 (含氮量为 10
.

7% ) 0
.

1 1 7 2 克
,

溶于 25 毫升 p H S
.

o 的柠檬酸缓冲溶液中
,

其含氮量为 50 o PP m
。

分级稀释至 10
、

1 5
、

20
、

2 5
、

5 0
、

1 0 0
、

2 0 0 p Pm ( N ) 的标准溶液
。

(甲 )试纸点滴法

于晴天在待测田块中选取代表性的主茎 10 株
,

取心叶下第 3一 4 片老叶或叶鞘
,

剪

碎
,

放于压榨器中压汁 (图 2 )
。

用

。
.

1 毫升截短代用的点样吸管取 汁

液一滴点到荀三酮试纸上
,

样点直

径为 1 厘米左右
,

自然干操显色 (在

实验室的条件下
,

如急于看结果也

可用吹风机热风或烘箱 80
。

一 90
O

C

下 5分钟烘干显色 )
。

将测定样品的

紫蓝色样点与已知浓度的亮氮酸样

点 ( 1 0一 2 0 0 p pm N ) 进行目测比较

(图 5
,

右竖列 )
。

在田间的条件下
,

可不用亮氮酸标准色点
,

而与标准
图 2 植株小型压榨器 色卡或采取一个生长良好田块中的

植株压汁点样作为标准与其显色程度相比即可
。

此色点放置一夭以后即变成棕红色并逐

渐褪色
。

( 乙 ) 比色法

采样压汁同 ( 甲 )
,

取汁液 2 滴与 1 毫升 p H S
.

。 的柠檬酸缓冲液放入 10 毫升刻度试

管中
,

摇匀
,

再加入 1 毫升 1 %荀三酮 乙醇溶液
,

充 分 混 匀 后放入 105
O

C 烘箱中显色

30 一 40 分钟 (若无烘箱可在沸水浴中显色 )
。

取出 冷 却后
,

用 p H S
.

。 的柠徽酸缓冲液定

容到 10 毫升
,

在光 电比色计上用 6 10 一 75 0 毫微米的滤光片比色
。

从标准曲线中读取氮

基酸的浓度
。

在田间的条件下可以直接与标准溶液目测比较浓度 (图 3 ,

左 1一 4 管 )
。

也

可不用亮氨酸标准溶液
,

采取一个生长良好田块中植株样品的汁液同时进行显色作为标

准比较
。

标准曲线的制备
:
与测定样品相同的条件下

,

将 1 毫升 10 一 25 p p m ( N )的亮氨酸标

准溶液与 1 毫升 1 %荀三酮乙醇溶液分别加入 10 毫升刻度试管中
,

充分混匀后
,

参照上

述测定样品的步骤定容
、

显色
。

比色后将读数按浓度与透光率的关系作成标准曲线
。

由于亮氨酸标准溶液的吸取量为 1 毫升
,

而植株汁液的用量是 2 滴
,

因此
,

在标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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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查出的氨基酸氮含量必须乘以 01 才是待测样品近似的真实值
。

以上两种方法在应用上
,

试纸点滴法操作简便
,

而比色法却对不 同氮素水平的反应更

为灵敏
。

从初步试验结果来看
,

正常与缺氮
、

高氮之 间有明显的差距
。

但是
,

关于这个方

法我们只在矮南早一号和农垦 58 水稻品种上做了初步验证
,

工作刚刚开始
,

还处于探索

阶段
,

现提出仅供大家进一步试验参考
,

推广应用还不成熟
,

有待进一步工作
。

关于土壤速效氮的测定指 标 方面
,

一般是测定 N H
`

一 N
、

N O
3

一 N 或两者同时测

定
。

但由于土壤中氮素的转化极为活跃
,

对外界条件的变化极为敏感
,

它们的含量往往

不能确切地反映土壤氮素的供应情况
。

特别在作物生长旺盛的时期更是如此
。

因此
,

我

们认为还需进一步工作
,

以选择适宜的指标和方法
。

磷 的 测 定

磷素是作物组成中不可缺少 的元素
。

土壤中一 般 含 全磷 ( P : O
。
) 0

.

1一 0
.

15 % 左

右
。

但植物吸收的主要是正磷酸盐状态的磷
。

作物吸收土壤中的磷
,

经过转化参与新细

胞的形成
。

因此
,

磷素对作物的生长发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当磷素供应不足时
,

在

水稻及其他未本科作物
.

七首先表现为生长发育受到抑制
、

分莫少
、

叶片直立
、

叶色带暗绿

色 ; 严重缺磷时
,

叶鞘出现紫色
,

明显影响籽粒成熟和饱满
。

在田间化学诊断中
,

国内外

一般都是将植株压汁和土壤提取后应用铂蓝比色的方法
。

在具体操作上应用滤纸或瓷盘

点滴试验或试管比色法
。

这些方法能否取得正确结果的关键是控制显色时的 P H 条件
。

否则误差也就比较大
。

在实际应用上
,

试管比色的方法比较容易掌握
,

色阶的差异容易分

辨
。

特别在土壤速效磷的测定上一般含速效磷中
、

低水平的样品中显色较浅
,

采用试管比

色更为适宜
。

(一 ) 水稻植株中磷的测定

洲定原理 在一定发育阶段 的植株汁液中无机磷含量与土壤磷素供应状况相关
。

因

此
,

植株组织汁液中无机磷量的多少可 以反应 土壤磷素的供应状况
。

在化学测定上是使

植株汁液中的磷与铂酸相互作用形成磷钥酸
,

在氯化亚锡还原之下产生 蓝色的 磷铂蓝
。

溶液蓝色的深度与磷含量成正 比
。

试荆配制 ( 1 )盐酸铝酸钱溶液
:

称 15 克 铂 酸钱 ( ( N H
;
)

。
入10

7
0

2 4 ·

时 l
:
O ) 溶

于大约 3 00 毫升蒸馏水中 (如溶液混浊应过滤 )
。

冷却后
,

缓缓加入浓盐酸 ( 比重 1
.

19 )

29 2毫升
,

边加边搅拌
,

最后用蒸馏水稀释至 1 0 0 0 毫升
,

贮存于棕色瓶中
。

此溶液每隔

2一 3 个月应用标准磷溶液检查一次是否失效
。

( 2 )氯化亚锡甘油溶液
:

称取淡黄色新鲜干燥的氯化亚锡结晶细粒 ( s u
CI

: ·

川
:
O )

2
.

5 克
,

加浓盐酸 ( 比重 1
.

1 9 ) 10 毫升
,

待溶液全部溶解并透明后 (如混浊
,

应过滤 )
,

再

加化学纯试剂甘油 90 毫升
,

混匀
,

贮于棕色瓶中
,

用塞塞紧
,

置阴暗处
。

溶液可贮存半

年左右
。

( 3 )标准磷溶液
:

称 0
.

2 1 9 4 克磷酸二氢钾 ( K H
:
P O

`
) 溶解于 40 。 毫升蒸馏水中

,

溶解后移入 1 0 0 。 毫升容量瓶内
,

加入 7 N 硫酸溶液 25 毫升 ( 4
.

9 毫升浓硫酸加 20 毫升

蒸馏水 )
,

混匀
,

定容
。

此溶液即为 S OOP p m 的标准磷溶液
。

再将此溶液稀释 5 倍 (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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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磷溶液 20 毫升用蒸馏水稀释到 100 毫升 )
,

含磷量即为 l o p p m
。

由此可分别配制成

0
。

2
、

0
.

4
、

0
.

6
、

0
.

8
、

l
。

0
、

2
.

0 p p m 的标准磷溶液
。

( 4 )模拟标准色阶的制备
:
由于在还原条件下所显色的铂蓝溶液极不稳定

,

标准磷

溶液每次应用时都需新鲜配制显色
,

在田间条件下很不方便
。

因此
,

需要制备一套比较稳

定
、

与标准磷的显色程度较一致的稳定色阶
。

经过试验
,

认为可以在 1 %的硼酸钠溶掖

( 1 克硼酸钠溶于 100 毫升蒸馏水中 ) 中加入 0
.

1% 的漠察香草酚蓝 ( B or m t h y m ol B】ue )

指示剂制备成深蓝色的母液
。

然后在管径相同的比色管中加入 10 毫升 1 %硼酸钠溶液
,

分别滴入不同量的深蓝色母液
,

对照上述相应的磷的标准溶液显色后的色调进行配制
,

制

成模拟的稳定色阶
。

同样地
,

也可以用市售 p H 试纸 (1 一 1 4) 浸泡在 1 % 硼酸钠溶液

中〔 6〕 (每 10 毫升溶液中约放置 14/ 一 4 张 p H 试纸 )
, 1 小时后取出试纸

,

按照相应的标

准磷溶液显色后的色调用 1 %硼酸钠溶液加以调正 即成
。

浦定步骤 在待测田块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水稻植株 10 一 12 株
,

洗净
,

剪去根及叶片
,

将叶鞘 (包括部分未抽出的心叶 )用剪刀略为剪碎后放入压榨器中压汁
,

取 5 滴汁液放入

与模拟色阶相同管径的试管内
,

加入 8 毫升蒸馏水 (或其它含磷低的洁净井水 )
,

再加 2 毫

升盐酸相酸按溶液
,

摇匀
,

加氯化亚锡溶液一滴
,

再摇匀
,

5 一 15 分 钟内与模拟标准色阶

进行比较 (图 4 )
。

结果计算 植株汁液磷含量 ( p p m ) 一 测 得 的 p p m 数 x

芝
` 。

v : = 显 色 溶液的毫
~ ~

护 ,

钾
`

以
F .” ” 协竹 只 ~

、 犷 厂 “ “ ~ ” “ 子 厂 r
一

“ ~
` ’

V
Z 。 ’ `

一 ~ 川
’
协 H 碑

~

升数 ; V
, = 所取汁液的毫升数 (每 20 滴为 1 毫升 )

。

依上述操作步骤
,

结果计算可简化

为
:
汁液磷含量 ( p p m ) = 测得的 p p m 数 x 40

。

水稻植株磷素营养状况的分级见表 1
。

表 1 土壤和水稻植株磷素状况分级标准

汁汁液磷含量***

PPP Pm ( P )))

00000

88888

111 666

222 444

叶 鞘 中 性 土 坡

当 碑 含 量
PP口 ( P )

礴素状况

模拟色阶相
当 碑 含 量

P P m ( P )

石 灰 性 和

土城速效确 含量* *

磷肥施用效果
P Pm ( P ) 斤 /亩

个有
i 效

::::::

。
·

`

}
, 。

0
.

6 } 1 5

效不
明

果显

无效

111中ǔ
..

!!
|||申

严重磷缺木
.

…
!

洲
缺礴ù不缺卒

l
ù|l少

。
0 { 8 0

取 5 滴水稻植株汁液
,

在 10 毫升 中显 色后计算 出来的结果
。

取 8 毫升
.

上镶提取液
,

在 10 毫升 中显 色后计算 出来的结果
。

(二 ) 土壤速效磷的测定

测定土壤中速效磷的方法很多
,

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浸提剂的不同
。

根据已有

的资料 〔3’ “ 〕 ,

在石灰性和中性土壤上用 。
.

SM 碳酸氢钠作为提取剂和在酸性土城上用酸

性氟化按 ( 0
.

0 25 N H CI 一。
.

03 N N H
;
F ) 作为提取剂都较为理想

。

其所得速效磷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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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田间产量及幼苗试验结果的相关性最好
。

石灰性和 中性土壤上速效磷的测定

试剂配制 ( 1 )。
.

SM 碳酸氢钠溶液 (P H 8
.

5)
:

称取 24 克碳酸氢钠溶于 10。。 毫升

蒸馏水中
。

(碳酸氢钠配成溶液后放置时间不宜过长
,

否则 p H 会有变化 )
。

( 2 )盐酸铂酸按溶液
:
称 10 克化学纯铂酸按溶于约 3 00 毫升 蒸 馏水中

,

缓缓加 入

4 5 8 毫升浓盐酸
,

边加边搅拌
,

然后定容到 1 0 0 0 毫升
,

贮于棕色瓶中
。

( 3 )氯化亚锡甘油溶液
:
同植株磷的测定

。

( 4 )活性炭
:
用 。

.

SM 碳酸氢钠浸提一夜
,

去除其中的磷
,

用平板漏斗过滤
,

用蒸馏

水洗至中性
,

烘干后备用
。

浏定步骤 称 1 克风干土 ( 或相当于 1克风干土的湿土 ) 放在 25 毫升试管中
,

加入

20 毫升 o
.

SM碳酸氢钠溶液
,

使水土比为 20 : 1 ,

再加小半匙活性炭
,

用橡皮塞塞紧
,

摇动

10 分钟
,

使溶液澄清或过滤
,

吸取清液 8 毫升放入另一试管 (与模拟标准色阶管径相同 )
,

加 2 毫升盐酸铝酸按溶液
,

1 滴氯化亚锡甘油溶液
, 5 分钟后与模拟标准色阶进行比色

( 图 4 )
。

结果计算 土壤中速效磷含量 p p m ( P ) =
测 得 的 p p m 数

义

落
又

卫
· 。

v =
所用

一一 ” ~ 一 ~
’

一 ~
’

~ ~ 一 “ 一
’ `

一” ” ~ “
- - -

一 W V
l “

提取液的毫升数
;
W = 风干土样重 (克 ) ; V : 二 吸取清液的毫升数

; V
Z =
显 色溶液的毫

升数
。

按照上述测定步骤
,

结果计算可简化为
: 土壤速效磷含量 p p m ( )P

=
测得的 p lP n

数 x 2 5
。

土壤速效磷的分级标准见表 1
。

钾 的 测 定

钾素是植物体内所含有的大量元素之一
,

在植物体活动部分的灰分 中 含 K
:
O 可 达

50 %
。

钾对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
,

加强茎杆纤维韧皮组织和在抗倒伏
、

抗病害等方面都有

积极作用
。

在土壤钾素供应不足时
,

水稻及其它禾本科作物中一般表现为生长迟缓
,

茎

部老叶柔弱披散
,

老 叶的尖端和边缘变黄
,

再变成棕色
; 叶片中出现棕色斑点并逐渐连成

片
,

整个叶子好象被烧焦的样子
;
杆子较细弱易于倒伏

,

穗小产量低
。

在田间化学诊断的

植株测定方面
,

一般常用六硝基二苯胺点滴法和亚硝酸钻钠— 乙醇法
。

这些方法经过实

验室和田间的验证
,

六硝基二苯胺法比较简单易行
,

重现性好
,

能反映植株对钾素的需求
。

而亚硝酸钻钠— 乙醇法无论在植株或土壤测定中都受温度
、

操作技术影响
,

结果很不稳

定
,

灵敏度也较差
。

由于异丙醇对亚硝酸钻钠钾的溶解度比乙醇要小
,

灵敏度较高
,

同

时在 IP 伟 的条件下结果也较稳定
,

再现性也好 〔 4 , 5〕 ,

故采用亚硝酸钻钠— 异丙醇法
,

经

过不同地区
、

不同 p H 值的 20 余种土壤的测定
.

并与火焰光度计的测定进行了比较
,

结果

是满意的
。

(一 ) 植物中钾的测定

( 甲 )六硝墓二苯胺点滴法

测定原理 六硝基二苯胺试剂在碱性条件下呈橘红色
,

在酸性条件下呈柠檬黄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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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含钾的植物汁液作用
,

生成六硝基二苯胺钾沉淀后
,

在酸性条件下橘红色不变
。

因

此
,

由于含钾量的多少不同所生成的六硝基二苯胺钾的沉淀量也就不同
,

色点的深浅就

有了变化
。

由此可用以测定汁液中的含钾量
。

试荆配制 ( 1 )六硝基二苯胺溶液
:

1
.

称 0
.

6克六硝基二苯胺及 。
.

6克化学纯碳酸

钠放在小烧杯内
,

加水搅拌煮沸使其溶解后过滤入 25 毫升容量瓶中
,

再加少量蒸馏水洗

滤纸
,

冷却后加水定容
。

1
.

吸取溶液 1 8 毫升放入 25 毫升容量瓶中
,

加蒸馏水定容
。

1
.

吸取溶液 1 10 毫升放入 25 毫升容量瓶中
,

加蒸馏水定容
。

( 2 )点滴试纸的制备
:

将上述新鲜配制的六硝基二苯胺 1
.

1
.

1
.

三种试液用 2 毫

升针筒 (带针头 )或细 口滴管按次序取上述三种溶液各一滴
,

分别滴在 8 厘米长
、

1
.

5 厘米

宽的滤纸条上
。

每点相距 1厘米左右
。

圆点直径 0
.

8 厘米左右
。

阴干后滤纸条上的色点

应该是
“

深橘红色
” , “

橘色
” , “

浅橘黄
”

色
。

此试纸在干燥条件下可保存一年左右
。

表 2 钾 试 纸 的 测 试 员 敏 度

色 点 颜 色

深橘红色

擂色

浅橘黄色

灵敏度 <溶液中钾的 p p m数 》

7 5 0一 10 0 0

2 0 0 0或更多

3 0 0 0或更多

f
. L叮11姗班

洲定步骤 在待测田块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水稻植株的老叶或老叶鞘 10 一 20 片 (分集

期取心叶下第 3一5 叶鞘
,

雄分化期以后取心叶下第 3一 4叶片 )
,

用湿布擦净后剪碎放于压

榨器中压汁
。

吸取 3 滴汁液分别滴在已制备好的点滴试纸的三个色点上
,

约半分钟后向

三个色点上各加一滴 0
.

5 N H C] (比重 1
.

19 的浓盐酸 4 毫升加蒸馏水 90 毫升 )
。

如果三

个色点变黄
,

表示缺钾
,

施用钾肥有效 ; 1
.

点保持橘红色
,

其它 1
.

1
.

二点变黄
,

表示钾

素供应水平中等
,

由于其它营养因素的影响
,

钾肥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
如果 1

.

1
.

两点

呈擂红色
,

1
.

点变黄
,

表示钾素供应 已足
,

不需要施用钾肥
;
如果 1

.

1
.

1
.

三点颇色不

褪都呈橘红色则表示钾素供应十分充足 ( 图 5
,

左横列 )
。

( 乙 )亚硝酸枯钠— 异丙醉法

浦定原理 植物汁液中的钾与亚硝酸钻钠作用后生成亚硝酸钻钠钾的黄色沉淀
。

这

种黄色沉淀在异丙醇中由于降低了溶解度而呈现浑浊
。

随着钾含量的增加
,

浑浊的程度

也就增大
。

因此可 以根据不同的浊度来确定钾含量
。

试荆配制 ( 1 )母液的制备
:
称取化学纯亚硝 酸 钻钠 5 克和化学纯亚硝酸钠 30 克

溶于 60 毫升蒸馏水中
,

加入 5 毫升冰醋酸
,

定容至 10 0 毫升
。

此溶液配好后应开 口放置

2一 3 天
,

让有毒的含氮氧化物气体跑掉
,
(急需使用时至少应放置 24 小时 )

,

然后放入有

塞的棕色瓶中
。

一般可保存半个月左右
。

( 2 )稀释试剂
:
测定前

,

吸取母液 5 毫升
,

加入溶有 15 克亚硝酸钠的 10 0 毫升的蒸

馏水中
,

用醋酸调至 p H S (一般情况下不必调 p H )
。

( 3 )标准钾溶液的制备
;
称取化学纯氯化钾 1

.

9 n 克溶于 1 0 0 0 毫升蒸馏水中 即成

为 l 0 0 0 p p m 的标准 钾溶液
。

分别 吸 取 2
.

5 毫升
, 5 毫升

,

10 毫升
,

15 毫升放入 50 毫

升容量瓶中
,

用蒸馏水稀释定容
。

然后分别取上述溶液 0
.

5 毫升放入 15 毫升试管内
,

加

入 4
.

5 毫升稀释试剂 ( 2 )
,

再加 2
.

5 毫升异丙醇
,

摇匀
,

即成 5
、

10
、

2 0
、

3 o p p m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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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溶液
。

洲定步辣 取样
、

压汁步骤如方法 ( 甲 )
。

用滴管取汁液 2 滴
,

滴入盛有 5 毫升稀释试

剂 ( 2 ) 的 15 毫升试管中
,

摇匀
,

加入 2
.

5 毫升异丙醇
,

再摇匀
。

15 分 钟后用 7 00 毫微米

滤光片在光电比色计中比浊
,

或与标准钾溶液比浊
。

此比浊液在 15 一 30 分钟内稳定
。

结果计算 植株汁液钾含量 p p n , ( K ) 二 测得的 p p m 数卜翼上
。

v
, 一
显色 溶液 的

一
’

一
’

一
’

~
r 一 ”

’

一 ” 曰 一 “ 一
` 一 `

“ ” ’
一
~

`
一

f
- -

一 V : “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毫升数
; V

: ” 所取汁液的毫升数 (每 20 滴为 1 毫升 )
。

按照上 述测定步骤结果计算可 简

化为
:

植株汁液钾含量 p p m ( K ) = 测得的 p p m 数 x 76
。

水稻植株钾素状况的分级标准见表 3
。

表 3 水稻和土壤钾素状况的分级标准

比浊阅得的 植株 汁液中

钾 的 浓 度

P Pm

水稻植株 钾

素营养状况

比 浊测得的 土壤速效钾含量
L堆速效钾的供应状况

p p m数

5一 1 0

1 0一 1 5

> 2 0

斤 / 亩

3 7 5一 7 5 0

7 5 0一 1 12 5

> 15 0 0

中

高

p pm数

5 一 1 0

1 0一 1 5

> 20

3 0一 6 0

6 0一 9 0

> 1 2 0

9 一 1 8

1 8一 2 7

> 3 6

中

高

在田间简易测定中
,

可省去标准钾溶液的配制
。

测试样品显浊后
,

只须将试管背后

放一报纸或书刊 ( 5 号 印刷字 )
,

透过溶液看后面的字迹
。

如字体清晰放大
,

表示缺钾
;
字

体模糊但能看出字形
,

表示钾素供应水平中等
;
看不出字体

,

表示钾的供应充足 (图 3 ,

左

5一 7 管 )
。

此外
,

也可采用微 量快速的方法
,

即用滴管取 l 滴汁液
,

滴入盛有 16 滴稀释试剂

( 2 )的小试管中 (试管规格 1 0 x 7 0 毫米 )
,

加入 3 滴异丙醇
,

摇匀
,

立即可以看结果
。

同上

述方法
,

观察字迹的清楚或模糊以表明钾含量的水平
。

(二 ) 土壤速效钾的测定

在土壤钾素方面
,

全钾含量只能说明土壤钾素的潜在肥力
,

而速效钾才是当季作物可

利用的来源
。

土壤中速效钾的含量一般与作物吸收的钾量有着很好的相关性
。

所谓速效

钾就是指水溶性钾和土壤胶体表面所吸附的代换性钾
。

方法上除了用醋酸铁提取在火焰

光度计上测定以外
,

在 田间条件下一般用亚硝酸钻钠比浊法
。

测定原理
、

试剂和标准钾溶液的配制与植株钾的测定中亚硝酸钻钠— 异丙醇法相

同
。

测定步骤 称风干土 2
.

5 克 (或相 当于 2
.

5 克风干土 的湿土 )
,

加入稀释试剂 ( 2 ) 10

毫升
,

水土比为 4 : 1
。

用橡皮塞塞紧
,

剧烈摇动 1 分钟
,

过滤
,

吸取滤液 5 毫升
,

加入

2
.

5 毫升异丙醇
,

摇匀
,

15 分钟后用 7 00 毫微米的滤光 片 在光电比色计上比色或与标准

钾溶液比浊
。

比浊液在 15 一 30 分钟内稳定
。

简易字迹比浊法同植株钾的测定
。

结果计算 土壤速效钾含量 p p m ( K ) 二 测得 的 p p m 数 义

牛
x

华
。

v =
提取液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一

~ “
- -

一 W V
; “

”
、 一

~
’

”

毫升数
;
W 二 风干土样重 (克 ) ; V

, 二 吸取滤液的毫升数 ; V
Z = 显色溶 液的毫升数

。

按

照上述测定步骤可简化为
:

土壤速效钾含量 p p m ( K ) = 测得的 p p m数 x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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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钾含量的分级标准见表 3 。

在田间测定中也可采用微量快速的方法
,

即称风干土 1 克 ( 或相当于 1 克风干土的

湿土 )放入 巧 毫升试管中
,

加入稀释试剂 ( 2 ) 4 毫升
,

剧烈摇动 1分钟
,

澄清之
,

取清液

10 滴放入一小试管中 (试管规格 1 0 x 7 0 毫米 )
,

加异丙醇 10 滴
,

摇匀三分钟后
,

按上述方

法观察字迹清楚或模糊以表明钾含量的水平
。

如果测定土样为湿土 时
,

提取液中往往存在按离子干扰生成亚硝酸钻钠按的黄色沉

淀
,

应在 10 毫升稀释试剂 ( 2 )中加甲醛 4 滴 ( 4 毫升稀释试剂 ( 2 )中加甲醛 2 滴 )
,

使甲

醛与按离子生成环六次甲基四按的无色物质
,

避免按的干扰
。

影响作物生长的因素很多
,

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在 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
“

看苗施肥
”

的

经验
,

所 以在应用这些化学诊断的结果时
,

必须结合当地的群众经验和具体的农业措施以

及土壤环境条件等因素来考虑
,

以使这些方法在鉴定土壤养分供应状况和合理施肥上发

挥切实有效的作用
。

由于我国土壤类型
,

作物种类品种繁多
,

关于各类土壤和各种作物养分含量的适宜临

界浓度
、

分级标准方面的系统资料还较少
,

特别在水稻方面的资料更少
,

我们在这一方面

的工作仅是开始
,

许多问题还有待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与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进一步进行

研究
,

加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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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讲话

土 壤 的 酸 碱 性
马 毅 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土壤酸碱性是土壤的一个重要特性
,

也是影响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

它一方面

引起土壤一些性质的变化
,
另方面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

。

一般作物在中性
、

弱酸性
、

弱碱

性土壤中生长最适宜
,

过 酸过碱都会影响作物的生长
。

因此
,

我们必须了解土壤的酸碱性

及 土壤过酸过碱的原 因
,

以便采取适当的改良措施
,

调节土壤酸碱度
,

为培育高产
、

稳产的

肥沃土壤打下基础
。

一
、

什么是土壤酸碱度 ( p H值 )

土壤中的水分不是纯洁的
,

溶解有各种物质
,

其中有的能放出氢离子
,

有的能放出氢

2 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