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表施对光能营养性固氮作用的强度有明显的抑刨作

用
。

因此
,

如何估计施氮肥区的生物固氮量
,

仍是有待

研究的一个间题
。

由此看来
,

需要研究一种不影响生

物固氮作用的施肥技术
。

初步结果表明
,

氮肥深施或

施用缓效性氮肥
,

可能达到不影响光能营养性固 氮 作

用的目的
。

施用稻草可 以促进生物固氮
。

室内试验结果表明
,

每吨稻草可固氮 2 一 7 公斤
。

在水稻的盆栽试 验 中
,

稻草表现出促进异养性固氮作用的效果
。

稻草 表 施
,

由于促进了兰细菌的固撅作用
,

又 比全层混施的效 果

好
。

但是
,

目前还缺乏 在田间条件下施用稻草后
,

奴素

平衡账的定盆资料
。

至于与水稻共栖的异养性微生物的固氮作用
,

虽

已用乙炔还原法
, ` . N : 气体饲喂法

,

氮素平衡账法等

而得到了证实
,

但是
,

如何开发
,

利用这种固氮作用
,

却仍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间题
。

此外
,

还有两篇附生性固氮作用的报告
。

水 稻 田

中
,

处于田面水下的杂草上
,

附生固氮强度比水上部

分高得多 (乙炔还原法 ) ,

固据兰藻有胶刺藻属
、

念珠

藻属和眉藻属
,

固氮细菌有肠细菌属和类似于固氮螺

旋菌属的细菌
。

水面下的水稻茎秆上
,

也有较强的附

生固撇作用
。

在光照条件下
,

这两种附生固氮作用都

比在暗处要高得多
。

渡道等在他们的综述报告的最后部分中指出
,

当

前我们通过采用良种
,

施用化肥和农药
,

改进农 业 措

施
,

提高复种指数等来增加水稻的产量
,

但是
,

这些

新措施对氮素循环的影响却还不清楚
。

例如
,

氮肥是

否可能只是暂时地提高了产 t
,

但却由于抑制了生物

固氮作用
,

而导致淹水土城氮素肥力的降低呢?又如
,

除草刘因其对异养性固盆作用的不利影响
,

究竟有多

大作用 ?山于迫切要求增加食物的产量
,

使得关于现代

农业技术对环境质蚤的影响问题
,

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研究
。

在一些先进国家的农业中
,

由于滥用现代技术

而造成了一些环境污染问题
,

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

那些有能力对生态系统和环境质量进行研究的 机 构
,

应当考虑到取得有关水稻田氮素循环中某些墓本资料

的问题
。

最后
,

作者指出
: ( 1) 从农业角度来看

,

增强

生物固氮作用和降低氮肥损失都是很有意义的工 作
,

(2 ) 由于忽视 了水稻田中氮素损失机制的研究 (其中

包括在不同水浆管理和施 肥技术条件下 各个担失机制

的相对重要性 )
,

使得进一步提高龙肥经济效益的 努

力
,

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

会上
,

我们宣读了
“

中国江苏省苏州地 区水 稻 土

中氮素的循环和肥料氮的去向
”

的报告
。

从水稻高产的

箫氮特点出发
,

讨论了土族氮
、

有机肥料犯和化肥拟

的有效利用问题
,

并且根据已有资料
,

估算 了该地区

197 8年农业生产中的氮素平衡账
。

山于缺乏一些基本

资料 (例如
,

生物固氮量
,

降水中的氮等 )
:

因此
,

所得

结果是十分粗略和初步的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然发现
,

该地 区的化学氮肥的用量 ( 2 4 6公斤 N /公顷
·

年 )
,

以及

化肥氮的气态损失量 ( 123 公斤 N /公顷
·

年 )
,

都是会
_

..f

提出的最高数字
。

过去我们主要是从增产效益的 角度

出发
,

做了一些工作
,

今后
,

还需要从环境质量的角

度加以研究
。

氮素循环的研究
,

属于
“
人与生物圈

”

研究计划的

一部分
,

它涉及到许多学科
,

诸如生物地球化学
、

气

候学和大气物理学
、

农学
、

林学
、

土壤学
,

徽生物学
、

生态学
、

以及经济学
、

社会学等
。

因此
,

需耍有一个

统一的领导和计划安排
。

就这次会议来看
,

有关东南

亚地区不同生态系统中盆素循环的资料是很少的
,

因

此
,

会议敦促参加
`

人与生物圈
’
国际协作的有关国

家
,

把氮素平衡账的研究工作列人计划
,

其中包括热

带和亚热带森林
,

放牧地和热带稀树千草原
,

湖泊
、

沼

泽
、

河 流
,

三角洲
,

河 口和沿海地区
,

以及山地等各

类生态系统
,

还包括病虫害防治和肥料施用的 评 价
,

以及环境质量的监测等
。

在这些方面
,

我们也有很多

工作要做
。

新书介绍
J 二〕 二二f 二〔 : J 二二C 二 r J 二

《 土壤和植物中微且元素分析法 》 一书介绍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微盘元素组 编 写
,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土壤和植物中微量元素分析法 》一

书已于 197 9年 9 月出版
。

该书共包括八章
。

第一章介

绍土壤微量元素研究的意义
。

第二章介绍试验室和试

脸设备
。

第三章介绍微量元素分析技术
,

包括燕馏水

及化学试剂的纯化
、

试样的采集和处 理
、

试样的溶解
、

土壤中有效态微量元素的提取
、

以及有关的污染问题

和防止方法
。

第四章介绍微量元素的分离
、

浓缩和有



关的试荆
。

第五章介绍微量元素的比色分析
。

第六章

介绍微量元素的极谱分析
。

第七章介绍微量元素的光

谱分析
。

第八章介绍微量元素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分

析
。

所涉及的微量元素有翻
、

锰
、

铂
、

锌
、

铜
、

钻
、

镍
、

福
、

铬
、

钒
、

铅
、

锡
、

锑
、

钡
、

被
、

错
、

硒
、

氟
、

碘等
.

并在第五章

内分别介绍了上述元素在土坡中的含量和形态
、

在植

物中的含量以及测定结果的评价等
。

全书共32 万字供

有关的科研和生产单位
、

高等院佼参 号和使用
。

由全

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和经售
。

(刘 铮 )

《 农 业 辞 典 》 介 绍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农业辞典》
,

是一部

适应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综合性的农业科技工具书
。

以

具有中等农业技术水平的技术员和初中文化水平的农

村千部为主要读者对象
,

兼顾有关院校师生
。

全书分
:
生物

、

遗传与育种
、

土壤与肥料
、

植物保

护
、

作物栽培
、

茶树栽培
、

蔬菜栽培
、

果树栽培
、

林业
、

农

田水利
、

农业机械
、

农业气象
、

畜牧与兽医
、

水产
、

蚕桑
、

养蜂以及农史和其它等十七个学科
。

共计七千四百余

条词 目
,

一百八十万字
,

七百幅插图
。

本书在选词方面
,

既注意保持各类词的系统性和

稳定性
,

同时选收了大量现代农 业科学中新的 词 目
。

释文既注意简明扼要
,

又讲求具体实用
,

使理论与生产

实践紧密结合
。

本书是在江苏省革委会农水办公室领 导 下 编 写

的
。

参加编写的单位有
: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江苏省水产研究所
、

江苏省家禽

研究所
、

南京大学
、

南京农学院
、

江苏农学 院
、

南京林产

工业学院
、

镇江农机学院
、

华东水利学院
、

南京气象学

院
、

苏州蚕桑专科学校
、

南京市蔬菜研究所
,

苏州
、

扬

州
、

徐州
、

盐城
、

淮阴
、

南通地 区农科所
,

海门县农科所
、

南通县农科所
、

高淳青山菜场
、

宜兴川埠茶场以及淮阴

糖厂等
。

本书系漆布精装
,

定价4
。
8 0元

.

全国各地新华 1弓店

出售
。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

英
、

中
、

日 土 壤 学 词 汇 集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滚所编

近

日本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事务局编译 )

藤 鸣 雄

t 本词汇集是编译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编制

的
一

1 9 7 5年 4 月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

英汉土壤学

词 汇
”

(第一版 )一书的全译本
。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

出版了本词汇 集
,

这是当

前中国现代化中的一个环节
,

也是为了国际科学技术

交流
。

正如原著前言中所讲的那样
,

是为了适应科研
、

生产的需要
,

并希望达到
“

洋为中用
”

的 目的
。

本词汇

集中搜集了近代土壤学各学科分支及有关学科方面的

词汇共 12 0 0 0条
,

在书末附有中译联合国粮农组织所编

世界土壤图图例 (第五稿 )和美国第七 次土壤分类草案

中所用的上壤学用语的中文译释
。

本词汇集的主要特征
,

首先是所收集的土壤学及

有关学科术语 的中译文完全是采用中 国 语 发 音 (拼

音 )
,

在书末
,

有日文和中文两种文字的索引
,

使读者使

用方便
。

其次
,

原著中的附录 一和二
,

即世界土壤图图

例和美国第七次土壤分类草案
,

由于有 了 19 7 4 年 和

1 97 5年新版本
,

因此在本词汇 集中采用后者译 出作为

附录 I
、

I
,

至于其中一些补充的词汇 由译者之 一 芳野

一郎进行翻译
,

并经过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熊

毅所长校阅
。

另外 1 9 7 8 年出版的
“

中国土壤
” 一 }州

, .

中国最近的土壤分类一览表 ( 已由营野译成日文 )增加

为附录 I
,

这张表在阅读中国土坡学文献将是非常有

参考意义的
。

其他象前面所讲原著者所提出的一些关

于中文译语订正部分列为附录 F
,

原文的错排之处也

已全部改正
。

本词汇集是真正的 日中的学术
、

科学技术交流
,

中

文土壤学和有关学科以及农业有关文献的查考是不可

缺少的
,

因此是一部常放在身边很好的工具书
。

(黄镶节译 自日本
“

农业土木学会志
” ,

第 4 7卷
,

第

1 1号
,
19 7 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