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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 酸 铁 的性质 及其 施 用 方 法

天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土肥 室编

一
、

硝 酸 按 的 性 质

硝酸按简称硝按
,

是一种白色结晶物质
,

含有杂质时会成淡黄色
,

目前生产的有粉状

结晶硝酸按和粒状硝酸按
,

理论含氮量为 35 %
,

按化肥含氮量折算
,

一斤硝酸按相 当于一

点六斤硫酸按
,

五斤豆饼肥
。

硝酸按的比重是 1
.

73 与硫酸按近似
,

熔点为 1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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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是 N H
4
N O

: ,

没有任何特殊气味
,

在 2 1 0
0

C 时可分解为水和一氧化二氮 (如加热过猛会引

起爆炸 )
。

硝酸按是用硝酸及氮中和而制成的
,

反应式如下
:

H N 0
3 + N H 3

一净 N H
`
N O

:

(硝故 ) (冤 ) (鹅酸恢 )

硝酸按的氮素形态是硝态氮
、

按态氮各占一半
,

硝态氮与按态氮一样
,

都是植物的氮

素养料主要形态
,

易被植物吸收利用
。

硝酸按能在水中溶化
,

硝态氮不被土城吸附保存
,

因

此在土坡中流动性很大
,

在我国南方降雨量较多地区
、

砂质土壤上和大水漫灌不 良灌溉

的情况下
,

硝酸按都有流失的危险
。

硝酸按在水稻田使用时
,

也不能作基肥施用
。

作追肥施

用时
,

水稻生长前期
,

也极易引起水稻田
“

脱氮作用
”

受到损失
。

什么叫脱氮作用呢 ?首先

我们讲讲水田土坡的分层情况
。

水 田土壤最上面的土层 (深约几个毫米 ) 由于比较容易得

到氧气
,

可使土壤中一些物质氧化
,

叫做氧化层
;
氧化层下面

,

由于缺乏氧气而呈还原状

态
,

叫做还原层
; 再往下

,

叫做犁底层和心土
。

硝酸按如果施在氧化层
,

硝酸按中按态氮就

被氧所氧化而变成硝态氮
;硝态氮不象馁态氮那样被土壤吸收而发挥肥效

,

相反地
,

却很

容易被水下淋到还原层
。

在还原层中
,

这些硝态氮即被还原为氮气和氧化氮气体
,

这些气

休不能被土壤吸收
,

而且会很快地穿过土层跑到空气中而损失掉
。

这就是所谓脱氮作用
。

硝酸按有很大的吸湿性能
,

随温度的升高
,

吸湿性增大
,

常结成大块
,

因此在运输
、

贮

存时要求阴凉干燥
,

减少吸湿结块
。

若已经吸湿结块
,

要用木棍敲碎
,

不要用铁器猛击
,

必

免发生爆炸
。

在贮存过程也不能与易燃物质一起堆放
,

以防意外
。

二
、

硝酸按在土壤中的变化

硝酸按施入土壤后很容易溶解在土壤洛液中
,

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变化
。

首先一部

分硝态氮素可以直接被作物根系吸收利用
,

也可以被土壤微生物用掉
,

被微生物吸收利用

的这部分氮素
,

在微生物死亡停止活动后
,

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
。

没有被利用的硝态氮
,

在

降雨量较大的情况下
,

可能从耕作层 向土壤心底土淋洗
,

这一现象特别在质地较砂的土壤

上更为突出
,

因此在降雨量较多的地区
,

无论是水 田还是早作
,

最好不将硝酸按作基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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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
。

硝态氮还和土城吸收复合体发生反应
,

在中性土城上可形成硝酸钙
,

在酸性土城上

可形成硝酸
。

硝酸按在土壤中也可进行硝化作用
,

如下式
:

ZN H
;
N O

3 + 4 0
: = 4 H N O

: + 2 H
2

( )

这种变酸的作用是暂时的
,

比硫酸按
、

氯化按等引起的生理酸性都弱得多
,

在植物根

系及土壤微生物吸收利用了硝态氮之后
, “

酸性
”

就会消失
,

并不给土壤带来不良影响
。

由于硝酸按中氮一半是按态氮
,

一半是硝态氮
,

按态氮能为土壤吸收保存
,

而硝态

氮则溶于土壤溶液之中
,

能为作物及时利用
,

故施用硝酸按后肥效能很快表现出来
,

而且

还有一半的氮素陆续地供给植物吸收利用
,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作物施用硝酸按后
,

转青

快
,

而且维持时间还较长
,

这是硝酸按肥料唯有的特点
。

三
、

硝酸按施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由于硝酸按含氮量较高
,

施肥用量应较硫酸按为小
.

在使用硫酸按有习惯的地区
,

每

十斤硝酸馁可折算硫酸按十六斤来施用
。

由于硝酸按使用量小又需撒得均匀
,

最好施用

前可混合一些干细土
,

混匀后再撒施
。

若受潮结块
,

可用木褪轻轻捣碎
,

或溶化水里施用
,

不能用铁锤猛烈锤击
。

旱作施用硝酸铁
,

基本上与硫酸按施用方法一样
。

由于硝酸按吸湿性大
,

要作到随施

用随开袋
,

以防吸湿
)

在降雨量较多地区
,

一次过多施用硝酸按有流失的危险
,

应提倡多次

分施办法
。

早田条播作物
,

可在行间开沟
,

将硝酸按均匀撤在沟内
,

覆土盖好
。

早田穴播作

物
,

可在植株旁开小穴
,

将硝酸按施入
,

每亩施用量一次不超过十斤为宜
,

覆土盖严
。

若硝

酸按受潮结块
,

亦可溶在水里施用
,

但撒浇时浓度不宜过大
,

以防烧伤
。

在没有灌溉条件
、

土壤又较干早时
,

将硝酸按溶在水里深施覆土常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

硝酸按在水稻田施用时
,

由于易溶于水
,

并随水淋失
,

做基肥来施用是不恰当的
。

用

作水稻早期追肥也极易引起
“

脱氮作用
”

损失
,

因而要特别注意水浆管理问题
,

在施肥时

水层不应超过一寸
,

并在施肥前检查田埂漏洞缺 口是否塞好
,

施后不再排水
,

亦不再灌水
,

使其自然落干
,

施肥时最好还能结合耘稍水稻
。

我们能掌握按酸硝施用的特点
,

又能管理

好水浆问题
、

硝酸馁在水田 的肥效大体上与硫酸按肥效相 当
.

若施用不当
,

水浆管理不好
,

可较硫酸按减产 4一 5%
。

硝酸按中的硝态氮可 以加强烟草体内柠檬酸
、

苹果酸等累积过程
,

这些酸能促进烟草

的燃烧性
,

因此栽培烟草时施用硝酸胺肥料较为适宜
。

由于硝酸馁有一半是按态氮
,

故不

能与强碱性肥料如石灰氮
、

草木灰以及肥料用石灰等混合施焦
. ,

以防挥发损失
。

四
、

石肖酸按的包装
、

运输
、

贮存

硝酸按对震动
、

冲击和摩擦的敏感性不大
,

也没有自燃性能
,

故在实际使用中是安全

的
,

但在一定条件下仍有爆炸的可能性
,

例如
: ( 1 )温度高于 2 30

“

C 时
,

分解速度加快
,

有

时会发生微弱闪光现象
。

( 2 )硝酸按在含水量低于0
.

1% 时
,

在雷管
、

电火花引信作用下

能爆炸
。

( 3 )硝酸按中有机物质含量通常不能高于 0
.

5%
,

高于此值时
,

爆炸危险会剧烈

增加
。

( 4 )防止硝酸按 中混入福
、

铜
、

镁
、

铅
、

锌等金属物质
,

因为这些金属物质会使硝酸

按生成爆炸性能物质亚硝酸钱
,

aIJ 时亦不允许硫化物
、

氯化物
,

高锰酸盐等物质相混合
。

在运输贮存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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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硝酸按的包装必须严密
,

使其不受潮湿
。

国产硝酸按用的纸袋是五层牛皮纸内

有塑料袋包装
,

每袋约重八十市斤
。

出厂时要严格检查塑料袋口是否烫好
,

纸袋是否封

好
。

2
、

运输时要注意轻装轻卸
、

防止纸袋破裂受潮
,

冬季更需特别小心
。

堆积硝酸铰时

不能过高
,

通常堆积八到十袋
。

搬运堆积时
,

不能穿带有钉子鞋
,

以免损破
。

在用车船运输

过程中要盖蓬布
,

预防下雨淋湿受潮结块
。

3
、

贮存硝酸按仓库
,

应保持干操通气
,

房顶
、

墙壁
、

门窗等都不能漏雨
。

贮存要放在

千燥地方
,

下面一定垫一层砖石或土坯
。

要严禁烟火
,

不许吸烟
,

不允许在附近做与火有关

的工作 (如电焊等 )
,

对一些容易引起着火的易燃品
,

各种油类
,

木屑
、

棉纱及各种有机物质

都应加 以清除
。

万一硝酸按着火
,

最好用水来灭火
,

一则水可以降温
,

再则可使硝酸按溶

解
。

此外
,

不得用锌制的容器贮存硝酸按
。

4
、

如遇破袋
,

又无袋更换时
,

要及时移放到缸内及桶内
,

加盖封好
,

以防潮气侵入结

块
。

用肥时要按计划量事先估算好
,

力求用完一袋再打开一袋
。

5
、

关于硝酸按结块问题
。

小型硝酸按厂
,

由于产品当地出售
,

往往没有干燥
、

造粒等

设备
,

因此在产品出厂 时水分较大
、

温度高
,

装袋后在不到半小时内就结成大块
,

这就造成

了施肥极大的困难
.

据调查一袋结块硝酸按需一个男劳力用半天时间才能敲碎
。

建议小型

硝酸按厂应注意解决这一问题
,

如造粒或压片等以防结块
。

( 上接 3 3 3 页 )

配胶用器具应先烘干除去水汽
。

配制后适用时间为 3 一 4 小时左右
。

使用过程中因
丙酮逐渐挥羞而变稠时可再加入适量丙酮

。

粘片时将环氧树脂涂手土样磨面上
,

然后将

干净载玻片在酒精灯头上略烘
,

除去水汽
,

枯于磨面上并轻轻挤压
,

赶出气泡
。

粘片后必

须平放
,

微有倾斜即可引起磨块滑动移位
。

粘片后在室温下放置 2 一 3 天即可进行磨片
。

峨
.

盖片仍用冷杉胶或加拿大树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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