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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灰性土壤上 施用硝化抑制剂
,

有的地方有效
,

有的无效
,

这可能是 因为氮素损失的途径有 各 种 各

样
。

根据现有资料
,

土壤中氮素损失除了随 水流失外
,

还有下列几方面
: ( l) 因按态氮受 p H

、

C a C O 3等的

影响而引起氨的挥发 , ( 2) N O
一 :

与 R 一 N H :
产 生的

V a n
lS y k e 反应或与 N H ` +

产生类似 的反应 而引起

氮素的损失 ( 在好气条件下 ) , ( 3) 由于反硝化作用

而引起的 N : 、

N 2 0
、

N O等气态氮的损失
。

第一种氮素

损失是化学反应
,

与生物过程无关
,

因此不受硝化抑制

剂的影响
。

根据 M a n 和兰梦九等的报告〔 1 、
2〕。

氮肥施

到石灰性土壤中后
,

除了被作物吸收和淋失外
,

其余大

部分以氨态挥发损失掉
。

早期的研究者认为 N H 3
的

挥发只是由于 C a C 0 3提高了土壤 p H所致
,

然而实际

悄况比较复杂
,

例如在施过石灰的草地上施用硫酸钱

时
, N H S 的挥发损失要比硝酸按高得多 〔 3〕 。

因在石

灰性土壤中钱盐的阴离子和N H “ 分别与 C a C O :
中

的 C a 十 十

和 C O 3 .

形成 C a 的化合物和化学上不稳定的

( N H
` ) : C O 3 。

所形成的 C a 的化合物的溶解度愈小
,

生成的 ( N H ; ) Z C O 3
量就愈多

,

也愈 加 剧 N H :
的挥

发
,

是一种化学机理 〔4 、
5〕 。

土壤质地对 N H 3
的挥发

也有一定的影响
,

质地轻的土壤中 N H :
的挥发量要

比粘粒含量高者大得多〔 6〕。

N H 3
的挥发量还与上壤

的阳离子交换量成反相关〔 7〕 ,

土壤中的含水量对N H 3

的挥发影响也很大
。

有人认为水分能助长 N H 3 的挥

发 〔8 、
9

、
1 1〕 ,

但也有人认为
,

增加土壤中的含水量可增

高颗粒表 面的吸附能力
,

因而降低 N H 3
的损失〔 1。〕 。

本文就土壤含水量
、

质地以及 C a C O 3 对土 壤 中

N H 3
挥发的影响作一初步分析

。

此外
,

还拟探讨亚硝

态氮的化学分解而引起气态氮损失的可能性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采用薄层培育
,

以便在好气条件下进行
。

具

体方法是
:

将土壤放入直径 12 厘米
,

高 6 厘米的结晶

皿内
,

其中放置装有巧毫升 I N H : 5 0 `
的小烧杯

,

以吸

收土壤中挥发 出来的 N H 3 。

结
.
精皿 口用薄膜密封

,

在

3 0
0

C 恒温箱中培育30 天
。

培育过程中土壤 E h均高于

40 0毫伏
,

排除反硝化作用的可能性
。

每种土壤采用三

种含水量
,

即饱和含水量的 50 %
、

85 % 和 10 0%
。

每

处理加硫 酸馁相当于每 100 克土壤 24
.

04 毫克 N
,

并与

土壤充分混匀
,

重复三次 , 另有对照
,

重复二次
。

土集

中的 N H ; 一 N 和 N O 3一 N 用 ZN K C I 溶液提取 (土 : 液

为 1 : 2 5 )
,

用氨气电极测定N H ; 一 N
。

另一 份提取液用

D e v a r d a 合金将 N O 3一N 还原为 N H ` 一 N
,

用氨气电

极测定
,

两次测定值之差即为 N 0 3 一 N 的含量
。

全氮

的测定用开 氏法
,

未加还原剂
,

因此不包括硝态氮
。

分析结果的相对误差大多低于 10 %
,

但部分标本可达

3 0 %
,

少数更高
。

表 1 供 试 土 堆 的 一 般 性 质

*朴
.

性%理物PH ( H
:
0 ) C

a
C O 3

( ; ` )

质机%
一
.
.口了j

济济宁农科所所 7
。

888

济济 宁 蒋 屯屯 8 。
333

淮淮 安 城 东东 8
。

777

淮淮 安 盛 庄庄 8
。

444

淮淮 安 流 均均 8
。

444

* 本所土壤 地理室物理 分析组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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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 同 水 分 含 量 的 土 壤 中 氨 的 挥 发 (毫克 N /百克土 )

5 0% 85 % 1 0 0%
号} 地

} 加硫 阪枝
.

对 照

济宁农 科所

济 宁 蒋 屯

淮 安 城 东

淮 安 盛 庄

淮 安 流 均

0
。

1 0

0
。

9 0

0
。

4 7

0
。

17

0
_

2 1

加硫酸按 J
0

。

35

0
。

2 0

0
。

1 3

0
。

0 3

0
.

01

r

按 对 照

2
。

15

2
。

5 4

2
。

18

0
。

5 6

2
。

5 9

!

…
压r 卜巨

.。45 9脚I .n甘 0 .住 0 .00 .

ǎ刊祝 00222辉翻à州酬翰苏名
试脸结果和讨论

(一 )氮的挥发向题

从表 2可看出水分饱和时氨的挥发量最高
,

其余

的有不同程度挥发
,

但挥发损失量很少
。

这可能与水

分饱和时的土坡 p H 值和水蒸气压较高有关
。

水分含

t 在60 %和 85 % 时
,

氨挥发量与 C a C O ,
含量呈正相

关
,

与质地呈反相关 ( 图 1 )
。

粘粒含量高时有利于

N H . 十 的吸附
,

抑制了氨的挥发
。

对照处理均未加硫

故彼
,

其挥发的氨显然是来自有机态氮的矿化
。

如果

将氮的挥发 t 占矿质态氮总量的百分数作为氨的挥发

强度 ( 表 3 )
,

则可看出水分85 % 和 50 %时氨的挥发

并不严重
,

而水分饱和时就显著增高
,

尤其对照的试

祥
,

在培育过程中从有机态氮矿化的 氮 素
,

几 乎 有

50 一 90 % 以氮的形态挥发
。

(二 )亚硝态氮的化学分解而引起氮损失的可能性

的估计

我们根据下列公式计算了添加氮素的表 观 回 收

率
:

5昭
、

8洲

2 3 4 5

止聋车理其
丫 、。

枯校 t

图 1 N H
3

挥发与C a C O 3

量 / 粘粒盆比值的关系

表观回收率 ( % )
艺 l一艺

:

X 1 0 0

式中 艺 ,
和 艺:

分别为处理土壤和对照土壤的全

龙
、

N O : 一 N
、

N H
` 一 N的总和

,

W为添加的氮量
。

结果

列于表 4
。

从表 4 可见
,

表观回收率一般在 10 一 96 %
,

也即

加入的硫酸钱有 4一 90 % 遭到损失
。

由于培育过程中

土壤的 E h为 400 一 50 0 毫伏
,

所 以产生反硝化作用的

可能性是不大的
。

而最有可能性的是亚硝 态氮的化学

分解而引起氮的损失
。

这是因为上壤 p H 位较高
,

有

利于 N O Z 一

的积累
。

这样
,

一方面可能因 N O Z 一

化学

二 O
。

2

5 7
。

3

9 0
。

4

了9
。

3

8 8 了

祥祥 号号 地 点点

11111 济宁农科所所

22222 济
`
j
,

蒋 电电

33333 淮 安 城 东东

44444 淮 安 盛 庄庄

55555 淮 安 流 均均

* 氮挥发弧度 = N H
s 一 N

( Nl
一

13 一 N ) + ( N L I 4 一 N ) + ( N O s 一 入 少 + ( N O : 一 N )
只 1 00



表4 加 入 氮 素 的 回 收 率( %)

5 0%

济宁农科所

济 宁 蒋 屯

淮 安 城 东

淮 安 盛 庄

淮 安 流 均

“5 %

{
, 。。 %

} : 。 }
: 7

}
1 0 } 丁6

_

:; { ::
一 ? 1 } 吕:

内btJ几Jla1O 0dn己,生Où,
.

,1妙去万

不稳定性而分解
,

另一方面则因N O Z 一

和 N H 、 +

同时

存在时
,

有可能发生如下的反应而引起氮的损失
:

N O : 一 + N H ` +

。 N :
个 + 2 H Z O

在好气的培育条件下
,

土壤中钱态氮硝化的最终

产物为 N O 。 一 N
,

如在硝化过程中
,

N O Z一

和 N H ` 于

因

上述反应而损失时
,

势必影响土壤中 N O 3一 N 的形成

和积累
,

损失量越大
,

N O 3 一 N 积累量越小
。

测定 结

果也反映 了这一负相关
。

如图 2 所示
,

添加到土壤中

N H ` 一 N 的表观损失率 ( 为 100 减去表 4 中的表观回收

率 ) 与土壤 N O 。 一 N 含量呈现较好的负相 关 性 (丫二

。
.

7 0 4
,

P 二 。 .

01 )
。

因此
,

我们认为本试验中
,

亚硝态

氮的化学分解存在是有可能性的
。

至于这种反应发生

的土壤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

一 2 0

(毫克 / 10 0 克土 )

图 2 氮素表观损失率与土壤 N O 3 一 N含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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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欲àù价采毕胃辉秘城

麦 肥 间 种 地 肥 粮 高

熊家宝 陈万峰 刘 焕 一

(黑龙江省安达县农业技 术推广站 ) (黑 龙江省 绥化地 区农科所安达农业试脸站 )

为了解决种植绿肥与粮争地的矛盾
。

我们于 1 9 7 3

一 1 97 6年在试验站和中本
、

文化等公社进行了麦肥间

种试验和多点大面积示范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

麦肥间种
” ,

是在 7
.

5厘米窄行平播小麦一年一作

的基础上
,

改为宽行播小麦间种草木择
,

一年内一块地

上收一季粮食和一季绿肥
。

种法是
:
小麦采取 30 厘米

双条或朽厘米 四条平播
,

在小麦的大行中间种草木杯
。

小麦收获后
,

草木杯长到 1米高时 ( 8 月中旬至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