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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是农民欢迎的一种氮肥
。

但在施用过程中存

在转化为气态N H3 或随后出现亚硝酸盐对 作 物 出苗

和生长产生毒害的问题
。

本文主要研究尿素分解过程

中所产生HN3 的毒害
。

受毒害的植株
,

叶片有似缺钾的褐斑
、

焦枯
.

严重

时死苗等症状
。

根系生长明显受抑制
,

无根毛
,

不长新

根
,

严重时根尖呈褐色或坏死
。

当气态N H 3浓度为 5 微克 /厘米
3
时

,

作物根系就

受到明显伤害 , 达 30 微克时
,

经 6小时处理
,

作物的

根
、

芽都不能生长
,

即使取消 N H 3作用也不能恢 复
。

但是在低浓度时
,

取消N H 3作用后置于正常环境中能

逐渐恢复生长
。

水稻对 N H 3 的抗逆性比小麦要强
。

同

时受害植株体内钾素出现外滋
,

如水稻
,

小麦幼苗在

N H 3 环境中经 6 小时处理后
,

发现体内 K
+

和游离氨

基酸有较明显的渗出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不论是石灰性土坡或酸性土攘
,

尿素分解过程中施肥 区土壤p H都升高
,

这就为尿素分

解后生成的N H 4 干向N H 3转化提供了条件
。

在石灰性

土坡上种小麦
,

表施尿素 2 0 0 p p m ( N )或每亩条 施 25

斤致使根系受到伤害 , 在分萦期和拔节期 追 施 尿 素

20 0 p p m ( N )
,

经 10 天左右小麦根系的干物重与对照

相比反而有减少的趋势
。

而在酸性土壤上只在缺钾条

件下观察到这一现象
。

可以认为受 N H 3毒害的植株与

钾素营养失调有一定的关系
。

根据试验结果
,

提出如下措施
,

对防止尿素毒害

是有效的
。

1
.

尿素作种肥或基肥施用时
,

应采取施后复土再

播种
,

使种子与尿素相隔一定距离
,

忌用尿素拌种下

地
。

2
.

尿素用量过大
,

特别是条施或其它方式集中施

用时
,

可能造成施肥区局部 p H显著升高而产生 N H 3

的毒害
。

一般迫施量应低于 20 斤 / 亩
。

3
.

当作物根系尚未发育良好或在移栽期
,

施用尿

素最易造成伤害
。

所以
,

尿素作追肥时
,

应在根系生

长良好和吸收能力较强时施用为好
。

这有利于防止伤

根
,

也利于提高尿素氮的利用率
。

4
.

尿素宜溶水施用或施后 浇水
,

可 以利用土壤对

尿素吸附能力较弱的特性
,

使尿素随水向土坡下层移

动而达到尿素深施的目的
。

试验结果表明
,

溶水施用

3 天 内尿素氮以 N H 3途径损失的氮明显少于 尿 素表

施
。

5
.

泥炭有缓冲土坡 p H的作用
,

尿素加泥炭处理

的土坡 p H变化比单施尿素的低 0
.

5个单位
,

表明加泥

炭有利于防止N H 3逸失和毒害
。

此外
,

受害的植株地

上部分含钾量降低
,

在缺钾条件下施用尿素毒害效应

更为明显
。

因此
,

施用尿素的同时
,

应考虑到其它养

分的配合施用
。

畅
,

土体中下层盐份无法排除
,

60 厘米土层内氯盐娘

终徘徊在 0
.

3 % 左右
。

而土坡碱性 日益增强
,

土坡总碱

度绝对含量增加
,

1 9 8 0年测定土壤的总碱度为 1
.

78 毫

克当盆 / 10 0克土
,

较 1 9 6 5年总碱度 ( 1
.

17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绝对值增加。 .

61 毫克当量 / l 。。克土
,

相对 增 加

3 4
.

3%
。

C O 3 “ + H C 0 3 一之和是C a 十 十 + M g
十 +

之和 的

2
.

7倍 (表 2
,

3 )
,

出现了残余碳酸钠
。

同时阳离子中一价

离子与二价离子之比高达 4
.

15 一 1 1
.

97
。

土壤干时板结

龟裂
,

湿时泥泞分散
,

呈强碱性反应
,

p H达 9
.

0左右
。

早作物常因返碱缺苗断垄
,

粮食单产仅 10 。一 2 00 斤
。

土坡向脱盐碱化方向发展
。

三
、

结 语

1
。

滨海枯质盐演土改良利用
,

首先建设以 排 为

6 4

主
,

灌排分开
,

四沟配套的高标准水利系统
。

同时培

肥地力
,

实行早改为主的粮肥棉轮作
。

并应注意土壤

氮
、

磷
、

钾元素的协调
,

促使土壤向脱盐熟化方向发

展
。

2
。

种稻淋盐是改良盐土的先行措施
。

当土壤表层

淡化到小于 0
.

2 % 盐份时
,

早作物可以立苗即需回早
,

并加深水利设施以利进一步淋洗心
、

底土盐份
,

降低

地下水位
,

种植 田著绿肥
,

实行水早轮作
。

3
。

对垦前系湿生性植被为主的低洼盐渍土
,

垦植

过程中应以排除盐碱为前题
,

切实开挖排水沟
,

降低

地下水位
。

严防钠质盐类在土体内作上 下反复运动而

使土壤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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