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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速效氮测定的实验室方法可分为培养法与提取法两大类
。

培养法或称为矿化率

法
,

早在四十年代已有研究〔 ’ 〕 。

至五十年代
,

有很多人对好气培养法进行了大量 研究工

作 〔2, “ ,

4, 5〕 。

在六十年代
,

不少人又对水稻田土壤进行淹水培养法的研究〔 6, 7, 8, 9〕。

用化学试剂提取 (包括蒸溜及扩散 )的方法
,

从五十年代开始已有人提出
; 而直至七十

年代尚在继续研究
。

其中主要的方法有
: ( 1) 碱性K M n O

`

蒸馏法〔10
,

n 〕 : ( 2) 入J g O 或

C a O 蒸馏法〔 12 〕 ; ( 3 ) 水提取蒸馏法 〔 , 3〕 ; ( 4 ) N a O I
一

I扩散法〔 14〕 ; ( 5 ) 酸性水解法〔’ 5〕 ;

( 6 ) 碱性水解法 (或 o
.

SN N a O H 蒸馏法 )〔 1 6〕 ; ( 7 ) o
.

o 1M N a H C O
,

提取全氮法〔 , 7〕 ;

( a ) 0
.

5N N a Z
C 0

3

提取全氮法 〔 2 6〕 ; ( 9 ) 沸水提取法〔 18〕 ; ( 1 0 ) 焦磷酸钠提取法及 0
.

0 2

M C a C I
:

提取法 〔 1 9〕 ; ( 2 2 ) o
.

z N B a ( O IJ )
:

提取糖分法〔2 0〕 ; ( 2 2 ) 沸水提取糖分法及

热水提取有机氮法 〔 2 , 〕 ; ( 1 3 ) o
.

0 1M C a C I
:

高温加压提取全氮法等〔 2 2
,
2 3

·

2 4 〕。

这些方法在浙江省的具体条件下是否可用 ? 须经过较长期的相关性测定始可提出意

见
。

本课题的目的即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针对浙江省的水稻田土壤
,

以水稻为指示作

物
,

进行试验研究
,

以求能提出一种适用于浙江省水稻田土壤的速效氮化学测定方法
,

供

生产与科研工作应用
。

一
、

测定方法的筛选

用多点田间氮肥肥效试验 中的下列三项作为标准值
; ( 1) 无氮区总吸氮量

; ( 2) 无氮

区稻谷绝对产量
; ( 3) 无氮区对施氮区稻谷相对产量

。

将各标准值与数种实验室测定法

的结果进行相关性测定
,

以便能初步确定选用那几种实验室测定方法
。

田间试验分别在 19 7 2年及 1 9 7 3年进行
。

试验田块分布在浙江省 26 处有代表性的水稻

田土壤上
。

试验设计分 N P K 区 (即施氮区 )及 f)I 又区 (即无氮区 )两个处理
,

各设三次重复
,

以求

其平均产量
。

早稻品种一律用广陆矮 4 号
,

以消除由于品种不同所引起作物吸氮量的差异
,

并使稻

谷稻草产量 比值能较为一致
。

行株距一律为 4 x 5寸
。

田块一律为春花田
,

以免除栽种绿

肥的后遗影响
。

田间管理根据当地 习惯
,

力求基本上一致
。

施肥水平为
:
每亩施过磷酸钙 30 斤

,

硫酸钾 15 斤
,

均作为基肥
。

施氮区用硫酸铁 70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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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0 斤作基肥
,

20 斤作追肥
,

一律不用有机肥料
.

以免除有机肥料中氮的影响
。

小区面

积在一个试验中均一致
;
不同试脸点的小区面积不求完全一致

。

产量均折算亩产
。

稻谷
、

稻草均于晒干后分别称重计产
。

实验室测定方法采用一种淹水培养法及八种提取测定法
.。

把这些方法的结果与生物

方法的结果进行相关性测定
。

实验用的土壤样品均采自翻耕前的本 田土壤
。

经风干后在木盘上研细
,

通过 40 目的

筛
,

供实验及分析应用
。

试验中所用的各种土壤速效氮测定方法均如表 1所示
。

表 1 土 壤 速 效 氮 测 定 方 法

方方 法 名 称称 土样重 量量 试剂用量量
(((((克 )))))

MMM g O 燕馏法法 1 000 M g ooo

CCC
a
O 蒸馏 法法 1 000 C a

OOO 2克克

000
。

S N N
a 0 H 燕馏法法 555 0

。
S N N a 0 HHH 1 0 0毫升升

iii N N
a
0 H 扩散法法 222 I N N

a
0 HHH 5奄升升

000
.

S N N
a :

C 0
333 222 0

.

S N N a : C 0 333 5 0奄升升
提提 取全 N法法法法法

碱碱性K M
n
0

4燕馏 法法 555 0
。

3 2% K M n
o

--- 2 5毫升升
2222222

。

5% N . O HHH 2 5毫升升

444 0
0

C淹水培养一周法法 555 H 2
000 1 2

。

5毫升升

OOO
。

o l M N a
l诬C 0

333 555 0
.

0一M N a H C 0 s
`̀

1 。。。 升

{{{提提 取全 N法法法法法

酸酸性水解法法 111 0
.

2% H
:
5 0

`̀

试验结果列于表 2
、

3
、

4
。

表 2 几 个 标 准 项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r )

无 妞 区 总 吸 N 盈 无 撼 区 稻 草 产 t 无 抓 区 稻 谷 相 对 产 且

1

1!无 抓 区 总 吸 N t

无 姐 区 稻 谷 产 盈 8 8 5* 字 0
。
5 6 3* *

0
。

7 14* *

0
。

7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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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种 化 学 测 定 方 法 的 结 果 ( PP m )

养水淹培王瞬汽}M g o
0

。 S N
N

a
0 H 扩敬法 N

a ZC0 3
K入I n O ` N

a l 于C 0 3

13281419131319191521材双28222319192521211916242069205 1

1 0 7

4 6

5 6

4 8

6 3

5 7

6 4

3 7

1 0 5

4 2

1 1 9

1 16

7 1

8 0

87

8 5

9 4

7 4

8 6

合

平均

1

3

4

5

6

7

8

9

1 0

1 2

1 3

1 4

1 5

1 6

l 7

1 8

l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i 卜

P P m

斤/ 亩

2 4

1 0 9

1 3

2 6

1 8

2 3

1 l

1 7

l 1

2 3

1 3

2 5

3 0

2 2

2 3

2 3

1 8

2 6

2 2

2 t

1 5

l 3

2 5

2 6

5 8 0

2 4

7
。 2

63

72

9 1

9 l

1 8 0 8

7 5

2 2
。

6

85

1 3 4

7 4

10 3

9 2

1 1 9

犷

1 0 8

11 0

7 0

1 5 5

8 O

1 9 5

1 87

14 6

15 3

1 4 0

1 4 9

1 8 0

1 1 7

1 49

1 17

12 0

1 49

15 3

3 0 8 5

1 2 9

3 8
。
5

1 0 0

13 8

8 0

1 18

9 8

12 2

1 2 2

1 4 1

7 6

1 8 2

1 0 5

15 9

2 4 8

15 2

1 6 6

1 6 9

! 4 9

1 8 3

12 9

1 53

12 0

12 8

1 7 6

16 7

3 3 8 0

1 4 1

4 2
。

2

1 1 7

1 3 0

1 1 9

1 9 4

1 1 7

1 7 5

1 4 8

13 8

9 6

1 82

1 05

2 2 9

2 7 3

1 6 9

2 6 9

3 1 4

2 0 6

1 8 7

17 6

2 4 0

19 7

2 7 2

2 3 6

1 8 5

14 7 4

1 8 6

53
。
9

1 88

2 14

1 7 2

2 0 5

1 8 2

2 19

19 9

2 1 1

2 0 5

2 7 0

1 81

3 0 0

3 1 9

2 5 6

2 6 2

2 5 6

2 5 2

2 7 3

2 15

2 4 9

2 1 4

2 0 8

2 3 5

2 5 8

5 5 73

2 32

6 9
。
7

6 3

1 12

7 7

1 0 5

7 3

9 4

82

13 3

5 9

1 7 3

1 0 1

1 5 7

2 5 2

1 4 4

! 5 0

11 0

1 7 9

1 8 5

1 2 1

1 4 6

1 2 7

6 0

1 9 0

1 23

3 0 16

12 6

3 7
。

7 5
。

9

2 0

7 8

16

2 3

1 几

2 2

l 3

l 0

17

2 l

9

16

2 5

17

l 9

l 9

l 9

2 2

2 8

2 2

18

2 7

1 8

2 0

5 14

2 l

6
。

4

表 4 标 准 项 与 化 学 测 定 值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r )

~
一一

、 _ 标

化 学洲定法
一

-

准 项

~
~ ~ 一

无 笼 区 总 吸 N 蛋 无 氮 l( 稻 谷 产 盈 无氮 区 ( 稻谷 ) 相对产 t

M七0 燕抽法

C a O 燕谊法

0
。
SN N a

0 H 燕馏法

旅性K M n
0 4 燕幼法

0
.

SN N a Z
CO s 提取 全N 法

I N N
a o } { 扩故法

遭0’ C 淹水 培养法

0
.

o l M N
a
H C 0 3 提取

全 N 法

酸性水解 法

一 O
。

2 7 5

0
。

2 7 1

0
。

3 2 0

0
。

1 6 t

0
。

2 8 2

0
。

4 8 0 *

0
。

5 0 4*

t
一

O
。

3 0 6

0
。
0 5 2

0
。

1 6 0

0
。

2 9 1

一 0
。

0 0 3

0
.

3 0 0

0
。

3 7 1*

一 O
。

0 5 1

0
。

3 6 1

0
。

2 9 5

0
。
3 4 9

0
。
2 0 3

0
。
4 0 7 6

0
。

4 5 2 *

0
。 2 13 0

。

1 0 0 0
。
2 6 9

一 0
。

3 2 1 一 0
。

4 1 8 一 0
。

1 3 6

根据试验结果
,

浙江省水稻田土壤速效氮的各种测定方法中
,

以 40
O

C 一周淹水培

养法及 1 N N a 0 H 30
“

C 72 小时扩散法的测定结果
,

与生物测定结果 之间的相 关性较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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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

从二个高产水稻试验点的产量情况及样品含氮分析的结果 (表 5 )
,

可知本省一季水

稻稻谷产量每亩达 1。。。斤
,

稻草产量约为 8 00 斤时 , 总吸氮量每亩约为 20 斤
,

合硫酸按 1 00

斤
。

倘亩施硫酸按 70 斤
,

当季吸收率不会超过 60 %
,

故大部分氮素尚需吸 自土壤的速效

氮
。

表 5 高 产 水 稻 自 土 壤 中 吸 氮 数 t

月引1
.

一

|一…稻谷产 量
( 斤 / 亩 )

稻谷吸抓量
( 斤 /亩 )

稻草产 量
( 斤 /亩 )

稻 草
N %

稻 草吸氮 量
( 斤 /亩

总吸拟 t
( 斤 /亩 )

富阳存社公社八 一大队 9 3 0
。

0 1 3
。

3 9 6 72
。

0 0
。

6 7 8 } 4
。

5 6

谷一!
Z劝一..1

余 姚 县 农 场 } 1 0 1 3
.

0 1
。

3 5 1 3
。

6 8 8 5 4
。 0

。
·

了2 `

{
“

·

`“
」

l
, , · “

任
二

二
、

扩散法的改进

根据第一次试验
,

初步提出了二种可供实验室应用的土壤速效氮测定方法
。

在这中

间
,

淹水培养法需时一周
,

滴定终点不甚清晰
,

且手续也较扩散法麻烦
; N a O H扩散法虽

较为快速
、

简便
,

但原法是在 30
”

C 下扩散 72 小时
。

为了进一步提高扩散法的功效
.

缩短工

作时间
,

以及克服 由于夏季高温而影响测定工作等弊
,

特设计本试验
。

试验方法 中
,

把扩散温度分为 3 0
0

C
、

3 5
O

C
、

4 0
0

C
、

4 5
O

C
、

5 0
“

C
、

5 5
“

C 等六种
,
把扩

散时 I’de 分为 45小时及 2峨小时二种
;
把 N a O H 浓度分为 1 入

尸 、

1
.

Z N
、

1
.

SN
、

Z N 等

四种
。

用第一次试验中的供试土壤样品作为材料
,

进行比较试验
。

这样便可 以从不同条

件下 的实验结果中
,

选用一种更好的测定方法
。

这次试验在 1 97 4年进 行
。

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扩散法结果与无氮区吸氮量之间的相关

系数列于表 6
。

表 6

3 0
“

C

不同条件下扩散法的结果与无氮区吸氮盆之间的相关系数

2 4小时 4 8小时

1
。

O N

1
.

2 N

1
.

S N

2
。

O N

:::
0

。

3 6 8

0
。

3 9 6*

0
。

4 0 7*

0
。

3 5 0

3 5
“

C

1
.

O N

1
。

Z N

1
。

S N

2 。
O N

2 4小时 } 4 8小时

:;;
。

3 7 4*

。

3 2 6

.

3 8 3*

.

4 0 8*

0
。

3 9 5习,

0
。

4 5 0*

0
。

4 1 8*

0
。

4 1 0*

1
。

O N

1 .

2 N

1
。

S N

2
.

O N

5 5
“

C

1
.

O N

l
。

Z N

t
.

S N

: {
.

O N

:::
.

3 8 4*

。

3 9 7*

0
。

4 4 2*

0
。

4 6 4*

0
.

4 5 7*

0
。

4 5 4月
,

功油
l

功肠

4 5
O

C 2 4小时 4 8小时 2 4小时 48 小时

1
。

O N

1
。

Z N

1
.

S N

2
。
O N

0
。

4 5 7*

0
。

4 4 1*

0
。

4 6 8*

0
。

4 5 0*

0
。

45

O
。

45

0
。

d s

0
。

4 8

}
0

.

` 6 1*

{
0

.

` 5 4 *

…
”

·

`

i
违

士
! 0

.

4了。 ,
.

0
。

4 6 6 *

0
。

4 7 1 *

0
。

4 67 *

0
。

4 59 *

根据表 6 的数据
,

可以认为
,

适当提高扩散温度及时间
,

相关系数也随着提高
,

在扩散

温度 55
O

C 以下
,

扩散 4 8小时内
,

以 50
“

C 1
.

0N 为最好 丫 二 0
.

4 9 4 ,

在扩散 24 小时范围

内
,

以 50
“

C 1
.

2N 为最好
, 丫 = 0

.

4 8 6
.

相关性均显著
。

但温度超过 50
“

C
.

相关系数

的提高似乎不明显
。

而且温度过高
,

玻璃器皿容易破裂
,

因而也是不适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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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改进扩散法的验证

为了进一步确定 1
.

2N N aO H 50
“

CZ 峨小时扩 散法测定浙江省水稻土壤速效氮的

可靠性
,

在第一
、

二次试验的基础上
,

于 1 9 7 4年进行了 N
` 6

稳定性同位素盆栽试验
。

用

质谱法测定水稻体内 N
` “

原子百分超
,

计算出 A值
,

作为标准项
。

然后用统计方法求取各

个土壤 中扩散法结果与相应的 A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

用 12 种本省水稻土壤供盆栽试验
。

土壤样品均经风干敲碎
,

通过 1 厘米孔径的筛
。

检

去粗根及草屑后装钵
,

每钵装 5 公斤土壤
。

施肥处理分为两种 (施氮
、

无氮 )
,

各设四次重复
。

每钵基肥施硫酸按 1 克 ( N
’ 匕

百分

超 10 % )
、

硫酸钾 1
.

2 克
、

过磷酸钙 1
.

2 克
。

无氮处理免施硫酸按
。

磷肥及钾肥与土坡拌

匀
,

氮肥溶于水后再浇入土壤中
。

5 月 23 日每钵追施 0
.

3 克硫酸按
。
5 月 31 日再次追肥

,

每钵 。
.

2 克硫酸馁
。

水稻品种为广陆矮 4 号
。

收获后谷粒及稻草晒千再分别称重
。

产量

以每钵克数计算
,

取四次重复的平均值
。

对稻谷和稻草分别取样进行含氮量测定后又用质

谱法测定 N
` “

原子百分超
。

然后计算总 A 值 (即包括谷粒及稻草吸氮量在内的 A 值 )〔 25 〕 。

质谱分析 由上海化工研究院物化室协作进行
。

谷粒及稻草的吸氮数值以及 N
` “
原子百分 超 连 同 A 值一并列于表 7 ,

A 值与盆栽

产量项目的相关性如表 8 所示
。

十二种土壤原始样品用四种实验室方法测定速效氮的含

量见表 9
。

A 值与四种实验室方法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见表 1 0
。

根据 1 9 7 4年对 12 种土壤进行 N
` “

稳定性同位素盆栽试验的结果
,

进一步表明了40
O

C

一周淹水培养法及三种康威皿扩散法对于测定浙江省水稻田土壤 的 速效氮含量是 可 以

应用的
。

其中以改进 了的 50
O

C 1
.

2N N a O H 24 小时扩散法为最方便
,

扩散时间大大缩

短
,

只需原法的三分之一
。

表 7 质 谱 分 析 结 果 以 及 无 氮 处 理 总 吸 氮 t (每钵 )

a 值 人 值* } b 值
(奄克 ) (毫克 ) (毫克 )

肥 料

吸 收率纬

无 N 处理

吸 N t (难克 )一

N 比 原 子 百 分 超

编 号 {

—
一不— —

} 谷 ! 草

2 5 5
。

7

2 4 9
。

2

3 6 2
。

9

4 8 7
。

4

3 6 3
。
6

3 7 5
。

5

6 3 8
。

9

9 4 1
。

5

6 9 6
。
5

5 7 0
。

4

4 7 7
。

5

5 2 1
。

I

52 4
。

0

6 4 0
。

6

6 5 6
。

2

8 4 9
。

l

6 5 6
。
3

7 4 0
。

6

1 0 6 6
。

6

1 6 3 7
。
4

1 2 9 4
。
6

1 0 7 0
。

2

9 5 8
。

8

9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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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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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同 位 素 试 验 结 果 与 盆 栽 项 目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盆 栽 项 目

.
无 “ 处 理 吸 N t 无 N 处 理 稻 谷 产 量 施 N 处理 比无 N 处理 l钧产 %

O
。

9 8 2* *

0
。

9 9 2* *

0
。

7 8 8 * 半

0
。

9 8 8串 *

一 O
。

8 9 5 * *

一 0
。

9 34 * *

值值aA

注 : A 值的计算
,

根据 F
r ie d及 D

e a . 于 x 9 5 2年提 出的式子 〔 2 5〕

. -

奎
~ =

华
一

或 A
二

B
、

粤
廿 b b

式中 :
A 为土坡 中速效笼含蚤 ;

E 为经 N 场 标记过的肥料撅使用 量 , a 为植曲吸自上壤 的氮
, b为 被物

吸自肥料的氮
。

在这中间
,

B 为己 知数 ,
b 可用 质谱法侧定 ; ( a 十 b) 为植物吸 笼总皿

,

可从植物 分析结 果得到
。

依此
,

即可计算出 a 及 A 的值
。

表 9 盆 栽 土 壤 速 效 氮 含 最 测 定 结 果 ( p P m )

编
一

,
一

巨些畔州
_ 1

.

O N N a 0 H 3 0
o

C

72小时康 威皿扩散法

1
。

ZN N
a
0 H 5 0

O

C

24小时康威
.

皿 扩散法

1 .

O N N a (〕 1 1 5 0
“

〔
4 8小时 )

_

!三哎 }l} [七
卜

散法

8 6
。

7

才 6
。

9

4 0
。

4

1 0 3
。

3

5 6
。

8

17 9
。

0

1 2 6
。

2

2 0 5
。

5

1 9 1
。

6

1 6 0
。

9

1 5 1。 1

1 3 1
。

6

9 6

4 4

7 7

1 0 8

1 12

2 0苏
。

9

1 72
。

3

2 9 9
。

8

3 0 7
。

6

2 4 8
。

1

1 6 8
。

9

] 5 3
。

4

12 4
。

`

于

5 6。
’

于

1 0 0
。 ,

〕

1 l e
。

弓

1
,

10
。

玉

2 5 3
。 `
)

2 2 4
。

3

3 C 2
。

弓

3 5 5
。 .)

3 13
。 `

产

2 00
。

3

j l 」
。

6

川 2
.

2

:7 3
。

2

3 17
。

1

2 6 8
。

0

戒3 7
。

7

刁3 6
.

0

;几8 7
。

8

艺4 8
。

2

1 9 9
· ’

〕 1 2 ’ 9
·

7

ABGDECFHJxKL

表 10 同位素试验结果与四种实验室测定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 ( r )

试 验方法 一周 淹水 士断养法
1

.

ON N a O l l 3 0
“

C
7 2小时康 成皿扩 散法

1 .

2 百 N
a
0 H 5 0

O

C

2 4小时康 威眼扩 散法

1
.

ON N : : 0 11 5 0
“

C

4 8小 11士康少戈11住扩 l次法

0
。

7 5 6 * *

0
。

7 9 7* *

O
。

6 3 d * *

0
。

8 63* *

8 3 1* *

8 5 1〕半*

0
。

8 { 3 * : .
`

0
.

8
.

飞0城 :̀ ,

;
!
ù

…
值值aA

四
、

改进扩散法的操作步骤

1
.

试剂配制

( l ) 1
.

2万 N a o l l 溶液
:

称取化学纯 N a o l l 4 5克
,

先用少量蒸馏水溶解
,

待冷至

室温后用蒸馏水稀释至 1升
。

( 2) 0
.

ol N H CI 标准溶液
:

按照一般定量分析规定方法配制
。

( 3) 3 % 壬
一

I
。
B O

。

溶液
:

称取化学纯 H
:
B O

:

30 克
,

先用少量蒸馏水溶解之
,

然后稀

释至 1升
。

加入 10 毫升混合指示剂
。

用稀 H C I 或稀 N a O H 溶液调至紫红色
。

( 4) 混合指示剂
:
先用 9 5%酒精分别配制0

.

1%的甲基红溶液及 0
.

1% 的泛甲附绿溶



液
。

然后按 1 :1比例混合即成
。

( ) 5特制胶水
:

阿拉伯胶 (称取10 克粉状阿拉伯胶
,

溶于 15 毫升蒸馏水中 ) 10 份
、

甘

油 10 份
、

饱和 K
Z
C O

3

溶液 5份
,

混合在一起即成
。

(如有必要
,

最好放置在 H : 5 0
;

干燥

器中以除去氨 )
。

2
。

分析步.

准确称取通过 40 目筛的风干土壤样品 2 克
,

放置在康威皿的外圈
,

水平地轻轻旋转康

威皿
,

使土壤铺平
。

在康威皿内圈加入 2 毫升 3 % H 3 B O
3

溶液
,

然后在外圈边上涂
一

L

薄薄一层特制胶水
。

盖上毛玻璃
,

并旋转几次
,

以使毛玻璃与皿边完全粘合
。

再慢慢移开

毛玻璃的一边
,

使康威皿露出一条狭缝
,

迅速加入 10 毫升 1
.

2N N a O H 溶液至皿的外圈

中
,

立即密盖毛玻璃
。

然后水平地轻轻旋转
,

使溶液与土壤样品充分混匀
,

即将康威皿放

入 50
”

C 的恒温箱中
,

24 小时后取出
,

用 。
.

ol N H CI 标准溶液滴定内圈 H :
B O :

中所吸

收的氨
。

3
。

结果计算

土壤速效氮含量 (P p m N ) 二 N V 义 0
。

0 1 4

W
x 1 0 .

式中
:

N— 标准 H CI 溶液的当量浓度
;

V

— 滴定时所用标准 II CI 溶液的毫升数
;

0
.

0 14 — 一个毫克当量 N 的克数
;

W— 样品重量 (克 )
。

五
、

小 结

1
.

于 1 9 7 2一 1 9 7 3年进行了早稻田间氮肥肥效多点试验
,

共 24 个试验点
。

分为无氮及

施氮两种处理
。

氮肥增产效果从 17
.

1%到 1 44 % (每亩施硫酸馁70 斤 )
。

可见浙江省各地水

稻田土壤氮素肥力差异很大
。

2
。

对土壤氮素肥力的指标
,

在田间试验的结果中以
: ( l) 无氮区绝对产量

, (2 ) 无

氮区相对产量 , ( 3) 无氮区总吸收氮量等三项作为标准值
。

三项标准值之间的相关性均

极为显著 (表 2 )
,

故可认为田间试验是成功的
。

又
,

无氮区稻谷产量与稻草产量之间的相

关性也极显著 ( 丫 = 。
.

5 63
* *

)
。

故在今后的相关性测定中可 以单用稻谷产量而不必再考

虑稻草产量
。

3
.

根据文献资料选用了九种可能适用于本省水稻田土壤速效氮测定的实验室方法
。

分别测定了全部试验点原始土壤的速效氮
。

对九种实验室方法的测定结果分别与三个标

准项之间计算了相关系数
。

结果说明40
“

C 一周淹水培养法以及 1 N N a 0 H 30
’

C 72 小

时扩散法的结果与标准项之间的相关性均显著
。

故初步认为这两种方法可以用来测定浙

江省水稻田土城的速效氮含量
。

4
.

由于一周淹水培养法滴定终点不甚清晰
,

手续也较扩散法麻烦
;
而原来的扩散法

是在 30
O

C 下扩散 72 小时
,

一则较为费时
,

其次在夏季高温条件下不宜进行此项工作
。

为

此
,

对 N a O H 扩散法进行了条件试验
。

根据试验结果看出
:

随着温度与时间的逐步增高
,

相关系数也跟着增加
,
但在 50

O

C 以上
,

温度与时间因素的更改所引起相关系数的变化不

甚显著
。

而且温度过高
,

玻璃器皿容易破裂
,

因而也是不适宜的
。

故采用 1
.

2N N a O H
,

3 2忍



在 50
“

C 下扩散 24 小时的方法
,

既可缩短工作时间
,

又克服了夏季高温影响之弊
,

并适当提

高了测定结果与标准项之间的相关性
。

5
。

1 9 7 4年对 12 种浙江省水稻田土壤进行了 N ` 。
稳定同位素盆栽试验

。

用质谱法测

定了这些土壤的 A 值
。

实验结果证明 A值与盆栽结果的各标准项之间的相关性极为显著

〔表 8 )
,

可见盆栽试验是成功的
。

A 值与 40
“

C 一周淹水培养法结果以及三种康威皿扩

散法之间的相关性均极为显著 (表 1 0 )
,

故进一步证实了这四种方法可以用来测定浙江省

水稻田土壤速效氮含量
。

6
。

作为对浙江省水稻田土壤速 效 氮 测 定的常规方法
。

本文推荐了 1
.

2N N o O l l

50
’

C 2 4小时扩散法
。

并介绍了本法的具休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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