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来
,

每亩地增产粮食 32 3
.

3斤至 3 8 4
.

3斤
,

比对照增 上述试验
、

示范试种结果表明
,

麦肥间种大有作

产 2 1
.

8一 2 6
.

3 %
。

为
,

是一项省工易行增产粮食的好措施
。

表 4 翻压草木梅对土壤容重孔隙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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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方 法

钾电极的试制与植株全钾和组织液中含钾量的测定

宣家祥 钱菊芳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植株中含钾量的测定
,

习用三酸消化一火焰光度

法或水浸提四苯硼钾比浊法测定
。

火焰光度法仪器昂

贵
,

不易普及
。

四苯翻钾法易受温度等条件影响其精

度
,

故也有其不足之处
。

自1 9 6 9年以来
,

钾离子选择电

极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 l 〕 ,

但对

于植株中含钾量的分析
,

至今还未见国内外有这方面

的报道
。

我们应用国产原料制成了中性载 体 型 P V C

膜钾离子选择电极
,

本文报道这种电板的制作与在植

株分析中的应用
。

一
、

中性载体型 p V C膜钾电极的

制造技术和性能

钾敏感 P V C 薄膜是由29 %的聚氯 乙烯粉末
、

1%

3 6

的双苯基
一 1 8

一

冠
一 6 ( 电活性物质 ) 和 70 % 的邻硝基苯

辛醚 ( 增塑剂 ) 共溶于 3一 5毫升四氢吠喃中
,

充分溶

解
、

混匀
、

自然挥发成膜
,

而后于 1 8 0
”

C 电炉中灼烧

数分钟
,

即得 P V C 敏感膜
。

电极外管采用聚氛乙烯管或有机玻璃管
。

将敏感

膜用打孔器打成与电极外管相 匹配的小圆片
,

用聚氯

乙烯胶将其胶牢
,

待干后
,

灌入数毫升内 溶 液 ( A `

1C 饱和的 。 .

I N K C I 溶液 )
,

并插进一支 A g / A g C I

电极
,

总装成钾电极
。

而后 使 P V C 钾电极和饱和甘

汞电极组成下列测量电池
:

钾电极 }试液 } I N N H ` N O 。
盐桥 }饱和 甘汞 电极

测得电极的性能如下
:

1
.

电极的线性 在 1。 一 “ 几手一 1 0
一 S

M 济液中电极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79. 01. 009



函数呈线性关系
,

如图 1 所示
。 3

.

电极的工作寿命在半年以上
。

二
、

植株含钾 , 的侧定方法

1
.

植株全钾量的测定 选取代表性的植株若干
,

于 8 0
O

C 烘箱中烘干
,

磨碎
、

通过 1 毫米筛孔
,

贮于广

口瓶放在干燥器中备用
。

称取此样品 50 0 毫克
,

用移液

管加入 50 毫升 。 .

I N H C I 溶液
,

浸提过夜
。

或取新鲜

植株两份
,

一份测定水分
,

一份 称 鲜 重 2 克
,

立 即

剪碎
,

加入 0
.

IN H C I 浸提过夜
。

次日过滤
,

吸取滤

液 2 5毫升定容至 10 0毫升
。

吸取稀释液 10 毫升
,

加两

滴 1 : 1的三 乙醇胺溶液
,

调 p H 至 7一 8
,

定容至 50 毫

升
,

测得 E ; ,

而后用移液管在此溶液中添 加 0
.

1 0 0 0

M K C I 标准溶液 0
.

5毫升
,

测得 E : ,

按标准添加法公

式
:

月叫||以飞
!|
.

琳|||洲

C o ( K
,
P P m ) =

3 9
。

1

( a n t i l o g
一

梦
一 1 )

( 1 )

一

勤 ZQ K+

图 1 电极的线性

2
.

电极的选择性

S一电极实测斜率 △ E = E , 一 E Z

` i
一

算得出样液的含钾量 ( K
,

p p m )
,

再换算成 K : O %

K % = K ( P P m ) x 0
.

2… … ( 2 )

K : O % = K % x 1
.

2 05… … ( 3 )

离 子 种 类

0 1 2

N H
4 +

7 x 1 0一 2

L i
个

N
a + M g

K
k 4 x 1 0~ 3 2 x 1 0一 2 } 1

。

8 x 1 0一` } 1
.

5 x 1 0一 ` } 9
.

6 x 1 0一 l

2
.

组织汁液中含钾量的测定 根据营养诊 断 的

需要选取生长的植株叶片或叶鞘等部分
,

剪碎压榨出

鲜汁 0
.

5毫升左右
,

插入小型钾电极与带盐桥的甘汞参

比电极
,

接通仪器
,

数分钟后读取电位值 ( m V )
,

而后

在标准曲线上查得其含钾量 (K
,

p p m )
。

标准曲线系

用半对数纸 以电位值 ( m V )对含钾量 ( K
,
p p m ) 制成

。

由表 1可见
,

电极在同一样液的数份重复测定中
,

再现性 良好
,

其标准差在 士 0
.

n m V左右
。

2
.

电极法的稳定性 为了考察电极法在植 株 分

析中应 用的可能性
,

我们取油菜茎叶
、

大麦茎干与穗

子三种标本在五个不同时间里进行测定 ( 表 2 )
。

三
、

测定结果

.

钾电极的再现性

表 2 电 极 法 的 稳 定 性

K 2
0 %

水

测 定 时 间

大麦茎干 大麦憾 子 { 油菜茎叶

,dó0CJO心̀1门二UQé
ó曰ùO甘

..

…
1一,1nl
.胜孟n

表 1 钾电极在样液中的再现性

样 品 }测定号 E ( m V ) I E 平均值 (又 ) 标准误 ( S瓦 )

, 9 3
。

3

一 92
。
8

一 9 2
。

9

一 9 2
。

4

一 9 2
。

8

一 9 3
。

0

一 9 3
。

2

7 7年 3 月 2 2 日

3 JJ 3 0日

4 月 2 口

4 月 4 日

4 月 5 日

一 9 2
。

9 士 0
。

1 1 * 植株用水 浸提过夜

由表 2 可见
,

电极法 的 稳 定 性 尚好
,

平 均 在
土 。 .

05 %左右波动
,

符合例行分析的要求
。

,几
2
.JJ任5.Or̀

大麦穗子的浸提液



3
.

标准曲线法与标准添加法的比较 用电极 法

侧定含钾盆有两种方法
,

一为标准曲线法
,

另一为标

准添加法
。

由表 3 可见
,

标准添加法与火焰光度法的结果比

较吻合
,

而标准曲线法的结果偏低
,

所以在植株全钾

侧定中
,

我们选用 了标准添加法
。

由表 5 可见
,

无论对于水稻
、

小麦或棉花
,

施钾

处理与未施钾的对照相比
,

植株体内含钾量均有明显

的增加
,

而这种变化采用六硝基二苯胺钾试纸法有时

是区分不开来的
,

如表 5 中棉花的红叶片与黄叶片
。

表 3 标准添加法和标准曲线法的比较

电极法 ( K
z
o % )

样 液

标准 曲线法 { 标 准添加法

火焰光度法

( K
ZO % )

四
、

讨 论

1
.

提取剂的选择 钾在植物体内主要以离 子 态

存在
,

多吸附在胶体表面或呈水溶性钾盐
,

故可用水

或稀酸浸提
。

我所钾肥组采用 。 .

S N H C I 作为植株全

钾的提取剂
,

浙农大则用热水浸提
* ,

我们比较了水和

。
.

I N盐酸两种提取剂
,

并以三酸 ( H N 0 3

一 H : 5 0 `
一

H C I O ` ) 消化法相对照
。

由表 峨可见
,

以 0
.

I N H C I

作提取剂时与三酸消化法的结果较为接近
,

而 且 0
.

1

N H C I提取液的 p H 较 。
.

5刀 H C I提取液要高
,

更适

于电极测量
。

以热水浸提时往往含有大量的胶体
,

不 便过滤
,

故以 O
.

I N H C I作提取剂较为合适
。

2
.

在组织汁液含钾量分析中应用标准曲线 法 的

利弊 由于组织汁液中含钾量较高
,

大多在 几百至几

千 p p m 以上
,

以及植株压榨液的量太少 ( 一般在 。 .

5

毫升以下 )
,

若采用测量植株全钾量的标准添加法来

测定组织汁液中的含钾量
,

在野外使用时将带来不少

的困难
。

主要是试样需当即进行稀释
,

而且稀释带来

的误差较大
,

这是由于植株的不同部位以及不 同植株

的压榨液中蛋白质含量不同
,

同样吸取 0
.

5 毫升进行

稀释时实际体积有相当的出入
,

所以我们转而采用较

为不精确的标准曲线法来进行测定
。

由表 3 可见
,

标

准曲线法的结果偏低
,

这是由于试液与标准液的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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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电极法的误差
:

由表 4 可见
,

在水浸提液中
,

电极法与火焰光度法

相比
,

其平均误差约 土 0
.

12 %
,

在 0
.

I N 盐酸浸提液中

为 土 0
.

09 5 %
,

而在三酸消化液中为 士 0
.

03 %
。

由于

三酸消化液中残存下 来的主要是 l一 2毫升硫酸
,

这样

看来以硫酸固定离子强度似可提高测量精度
。

5
.

用钾电极测定组织汁液中的含钾里 钾 电极

在植株营养诊断中的应用不仅具有简单
、

快速
、

适于

野外使用的特点
,

而且更能反映田间植株的生长状 况

( 表 5 )
。

表 4 电 极 法 与 火 焰 光 度 法 对 比

( K
ZO % )

水 浸 提 o
.

I N H C I 液浸提 三 酸 消 化 液

电极法
火焰光
度 法

电极法
火焰光
度 法

火焰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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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植 株 组 织 液 中 含 钾 t的 野 外 测 定 结 果

;
一叫含 钾 量l 小 麦

水稻试验处理 取样部位

含 钾 量

( K
,
P Pm )

含 钾 t

( K
,
P Pm )

( K
,
P Pm ) 验 处

电极 法 } 钾试纸法
电极法

}
钾试纸法

位部样取

试理

一00
匕门ù弓乙

50>
q̀

一2一片一片一一1一叶一叶一一一一黄红一

农 N : !

卜

_ _ —
`

叶 鞘

N
Z
K 1 4 9 0

一

竺竺三竺
一

!
“ 叶 下

施 钾 { 第二 叶鞘 竺{理牛
4 4 96 】

3 0 00

未 施 钾 { 新 叶 下 } 2 4 2 0 对照 ( 2 )

施 钾 }
2一 3叶 —

- - -

一
-

—
! 秘 下第三节

施 钾 }

2 3 5 5

{
2 5 0 0一 3 0 0 0

— 一 }

—
峨。 2 6 } 5 0 0 0 +

76 0 一7 5 0以下

5 20 1 7 5 0以下

强度不同以及蛋白质含量不同之故
。

为了 克 服 此 困

难
,

我们曾试用活度系数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

但未获

成功
,

所以有待进一步的试验解决
。

尽管如此
,

但由

表 5 看
,

本法较常用的钾试纸半定量分级法精确得多
,

故目前来看
,

本法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野 外 速 测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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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液虹吸联通管法测定水稻田渗漏量

江 苏农学院土壤教研组

马同生 ( 南京晓 庄师范 )

水稻 田在灌溉条件良好的情况下
,

适当的渗漏能

促进水田 土壤中空气的更新
,

排除部分还原性物质
,

有利于 土壤中养分的输送与水稻根系的生长发育
,

容

易发挥栽培管理
、

施肥等措施的作用
,

获得高产
。

因

此
,

渗漏的情况往往能作为水田土壤优劣的反映
。

水田 渗漏量测定是研究水田土壤的手段之一
,

但

是一直未能获得快速
、

简便
、

精确地反映大田客观真实

情况的测定仪器和方法
。

作者研试 了
“

虹吸联通管法
”

测定水田渗漏
,

摆脱了运用渗漏筒局部测定的约束
,

直接测定水田整个田块的渗漏
,

所用仪器设计简单
、

方法简便快速
,

能反映大田的实际
。

!!!!!

一
一一

lll —
一一

一
、

方法原理

油液虹吸联通管法测定水田渗漏量
,

是将一支有

刻度 (毫升 ) 的和一支无刻度的玻璃管用橡皮管联接
,

注入水和油做成虹吸联通管
,

一端置于水田的水层中
,

另一端置于盛有水的容器 A 内 ( 图 1 )
,

由于水 田水

面和容器 A 中的水面均受着相等的大气压力
,

两者水

面永远相平
。

经过一定的 (较短 )时间
,

假若水田由于

渗漏
,

水面下降 1 毫米
,

则容器 A 中的水通过虹 吸联通

图 1 虹吸联通管示愈图

管流入大田
,

保持水面相平
,

因此容器 A 中水面亦同

样要下降 1 毫米
。

设
:

容器 A 的截面积 ( S )为 n x 10 厘米
2

由于水田渗漏容器 A 中水面相应降低高度 (h) 1

毫米
,

其所减少水的体积 ( V )应为
:

V = h x s = 0
.

1厘米 x n x 1 0厘米 z 二 n 厘米 3

容器 A 中减少 1 毫米高度的水层
,

是极难精确直

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