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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最大亏缺率不是在离根最近的土集中
,

而是在离根

面 3 毫米处出现
。

在。一 2毫米的近根土壤中
,

肥料抓

不 同形 态 的肥 料氮

在根际的迁移规律

反而有明显的累积现象
。

。

当水稻在早作条件下生长
,

其根际土壤中的N H `
,

钦绳武 刘芷宇

(中国科学院甫京土族研究所 )

在以往研究水稻根际抓素变化的基础上
,

进一步

对不同形鑫肥料氮素在掩水和草作条件下的迁移规律

作了探讨
。

本文采用集束平面根与施有标记肥料氮的土块接

触
,
以早作和淹水两种方式盆栽

。

结果如下
。

标记的 ( N H 一) , 5 0 一和 ( N H : ) : C O中的 N H一
N 在淹水的水稻根际土城中

,

都出现明显的亏缺区
,

主要在 20 奄米范围内
,

亏缺百分率与距根面距离呈指

数相关
。

在早作条件下
,

上述两种标记氮肥 中 的 N H `一

N在玉米
、

大麦
、

黑交草等作物根际土城中也存在明

里的亏缺区
,

但不同于水稻根际
,
亏缺区的起始距离

,

一N 也会出现相对弟积
,
只是累积滋没有玉米等早作

作物这么大
。

而将玉米在淹水条件下培育
,

其根际土

城中N H 4一 N 的爪积 t 则要比早作条件下小得多
。

N O 3一 N 〔K 生“ N O : )
,

无论在淹水或早作条件下
,

虽然淋失都较严重
,

但在水稻和玉米根际 0一 5奄米土

族中
,

都有明显的累积
。

施用 N H `一 N 肥料后
,

在根际土城中未枪侧 出

N 0 3一N 的存在
。

表明 N H `一N 在早作近根土城中

的相对象积
,

并不是由于N H 4一N 在根际土城中被硝

化成 N 0 3一N 而引起的
。

预先用
` ”

N 标记的营养液培育玉米幼苗
,

在与土

镶接触之前将幼苗在水中饥俄一天
,

然后用燕馏水清

洗幼苗根系
,

再与施入未标记 N H `一N肥料的土城接

触培育一周
,

洲得离根面。一 2奄米的土城中含有相当

数盆的 ’ `
N

。

而在 2 毫米外几乎检侧不出
。

表明
,

在

玉米幼苗培育过程中
,

植物吸收的` 。 N
,

其中一部分

可以随根系的有机分泌物再回到根际土城中
。

这可能

是早作作物根际。一 2毫米土城 中 N H `一N 肥料相对

累积的主要原因

二
尹

.

、 . 夕、
.

沪
.

、 一、 护、 . 户、 . 产 . 、 产 、 . ` 户、 创产 、 了片 、 曰声 、 曰产、 . 口 . 、 “ 八 、 洲 , 、 护
内

勺 ,

产

三
、

小 结

1
.

E U F法侧试技术可作为评价水稻土钾素供应状况的手段
。

在十二种供试水稻土 中
,

当

水稻亩产60 0一 800 斤的水平下
,

初步认为E U F ( I + Q )值的临界指标为4 Op p m K
。

2
.

E U F ( I + Q )值与土族原速效钾值减去耗竭盆栽后土坡速效钾的差异 (视为可利用的速

效钾 )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

与水稻耗蝎盆栽吸钾量之间的相关性也达到显著水准
。

E U F ( I + Q )

值与所选用六种化学提取法之间的相关性
,

除 I N硝酸热提取法外
,

其余的也达到显著或极显

著水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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