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中镐
、

磷
、

锌含量对水稻

生长以及吸收镐和养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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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所得结果对于剖析污染土壤与植物生

长的关系以及对食品链的潜在污染有一定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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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电极的表面性质对土壤

氧化还原电位测定的影响
棋拟污染的实际情况

,

在温室中研究了添加于马

哈赫斯粘土中的福 ( C d )
、

磷 ( P )和锌 ( Z n )对水稻

生长和糙米中的福以及植株中养分含量的影响
。

马哈

赫斯枯土采集于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试验农场
,

土

壤 p H 为6
.

l( 土水比为 1: 1 )
,

阳离子交换容量约37 毫

克当童 / 10 0克土
,

主要粘土矿物为蒙脱
。

供试水稻为

I R 36
。

福的处理为 。 , 。 .

1
,
1

.

0 10 毫克 C d /公斤四

个水平 ( C d C I
: ·

H 么O )
,

磷处理为 。
,

5 0毫克 P /公斤

两个水平 ( C a ( H P O `
) : ·

Z H : O )
,

锌为 o
,

1 0
,

1 0 0

毫克 Z n /公斤三个水平 ( Z n C I :
)

。

福
、

磷
、

锌以及适

t 振肥于栽插前与捣碎的风干土均匀棍合
。

整个水稻

生长期保持淹水状态
。

所得结果表明
,

添加的福
、

磷
、

锌对水稻生长
、

糙

米中的福
、

以及植株中的养分含量有着明显的影响
。

在

水稻栽抽后的第六周和第八周的结果指出
,

磷显著地

增加了植株的高度和分菜数
,

而福
、

锌以及磷与锌的

交互反应则与此相反
,

例如第八周时植株的高度 ( Y口

与添加的福
、

磷
、

锌以及磷与锌交互反应的多元线性

回归方程为
:

Y l (厘米 ) = 9 7
.

9 + 0
.

1 3 4 7 ( P ) 一 0
.

3 5 2 7 ( C d )

一 0
。
1 8 8 5 ( Z n )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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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R Z = 。
.

98 **
,

T 检验表明所有回归系数均为极显著

( P 二 0
.

0 1 )
。

稻谷和植株产量与植株高度有类似的线

性回归方程式
,

例如稻谷产量 ( yz ) 的线性回归方程

为
:

玖 (克 /株 ) = 2 7
.

2 4 + 0
.

04 66 ( P ) 一 0
.

1 5 5 0 ( C d )

一 0
。
1 1 15 ( Z n )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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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福降低了稻草中 M g
、

F e 、

Z n 和 iS 的浓度
,

而总扭的浓度却增加了
。

磷的施用增加了稻 草 中 P
、

F e 、

M n 的浓度
,

而降低了 C a 、

Z n 和总氮的浓度
。

高

Z n 处理 ( 10 0毫克 Z牡 /公斤 )增加 T P
、

C a 、

Z n 和总抓

的浓度
,

而降低 T K
、

C a 、

M g
、

F e 、

M n 和 5 1 的浓度
。

糙米中福的浓度随着 C d
、

P
、

Z n 的增加而增加
,

但只

有福的影响极显著
。

简单的回归分析表明糙米中福的

浓度 ( ys )和收获时风干土中的 O
.

05 N H C I 可提取性

福 ( X )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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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电极的表面性质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定的影

响
,

突出地表现为延长达到平衡电位所需的时间
。

为

了快速测得较为精确的平衡电位值
,

我们曾建议用去

极化法测定氧化还原电位
。

但是
,

铂电极在特殊条件

下
,

如用热的铬酸洗液浸泡铂电极半小时
,

用水冲洗

后即擂入一种氧化性土壤中
,

发现测得的电位 ( 74 5奄

伏 )较未处理者高出14 0毫伏
。

因此铂电极浦经适当处

理后
,

再采用去极化法测定 E h 值
。

铂电极用化学和电化学方法处理的结果表明
,

铂

电极先用脱膜溶液 (微沸的O
.

I M N a C I一O
.

Z N H C I

溶液中加少量 N叭 5 0 , )处理
,

后又经标准氧化还原溶

液 (醒氢醒饱和的 p H 4
.

01 级冲液 ) 检验符合理论值

者
,

用去极化法确可测得较为精确的平衡电位值
。

用格

酸洗液
、

过氧化氢和浓硝徽之类氧化剂处理者在一些

氧化性土坡中侧出的电位值往往较脱膜溶液处理者高

出数十毫伏
,

用一般洗涤剂处理的却与脱膜溶液处理

者较为接近
,

这些结果和铂电极处理后在 N H : 5 0 4

溶液中的循环伏安图相一致
。

有些氧化性土坡用电化

学方法处理
,

即用 一 0
.

2伏 (对 N K C I 的A g 一 A g C I电

极言
,

下同 ) 极化 2 分钟
,

再用 十 。
.

05 伏极化 1分钟
,

同样可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
。

此外还发现用 200 次以

上的循环伏安法处理铂电极
,

可 以改善重现性
。

铂电极在含有高 F e 含令 浓度的土城中
,

会对 F砂
令

离子发生明显的吸附作用
。

当将这种吸 附有 F e Z十

离

子的铂电极擂入几种氧化性土坡中测定 E h 时
,
5分钟

读数值可较未吸附者低 30 一 60 毫伏
,

若要达到平衡电

位则需 1至 2 小时
。

进一步用循环伏安曲线证明
,

其峰

电位约为 + 0
.

46 伏
。

用微分脉冲伏安法可 以分辨得更

清楚
。

土壤中的 5 2 一 和 M n 么十

离子在铂电极上也有吸

附作用
,

但远较 F e Z +

离子为弱
。

F e Z +

的吸附是一种

弱吸附
,

当增加扫描速率时会使峰电流增大
。

从摄盖分

数对被吸附 F e : +

离子浓度的对数作图来看
,

基本上符

合 L a n g m iu r 吸附等温方程式
。

对 F e Z 斗

的吸附作用

还与阴离子种类有关
,

如对 F e S O
`
中 F e 名 十

离子的吸

附较 F e C I : 的为强
。

看来铂电极表面对某些物质的吸

附可能是使平衡电位不易迅速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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