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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4 年科研工作进展

一九八四年是继续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
,

实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
,

也是我所贯

彻中央科技工作方针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和落实中国

科学院的方向任务
“

大力加强应用研究
,

积极而又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工作
,

继续重视基础研究
”

的第一年
,

在上述方针
、

政策指导下
,

我所工作以改革为中心
,

初步进行了研究课题的调整
,

狠抓了全所攻关项目和重点任务的组织实施
,

加强了组织建设
,

促进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现介绍如下
。

一
、

黄淮海平原中
、

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和综合发展研究

(一 )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这是由院直接领导的一项工作
,

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黄淮海平原综合研究组
,

以我所为组

长单位
,

参加者有中科院地理所
、

植物所
,

水科院水利所和林科院林科所
。

该工作组除进行

嘟分野外考察外
,

着重在前人工作和已有资料的基础上
,

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

研究黄

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问题
,

分别写有 1 5 0 0字
、

1
.

5万字和 15 万字详简不同的
“

黄淮海

平原综合治理与农业生产发展的若干问题
”

的报告
。

同时利用卫片
、

卫星磁带数据
,

对全平原

35 万平方公里低产土坡进行了 目视解译
,

绘制出 1 : 50 万低产土壤分布图
,

量算了各类低产土

壤面积
,

开展了计算机 自动分类的研究
。

(二 )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封丘试区工作

1
。

夭然文岩集流城农业发展战略 目标和旅合治理总体方案

继 1 9 8 3年第一次航空遥感同步调查研究后
,
1 9 8 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航空遥感摄片和地面

同步调查研究
,

我所除参与组织协调航空遥感摄片外
,

同步进行了土壤
、

土地利用和类型
,

以

及土壤盐碱化
、

风沙
、

内涝等自然灾害的调查研究
,

还进行了多光谱扫描测定试验
,

并参加

了原阳
、

延津
、

封丘
、

长垣四个县的综合考察
。

完成天然文岩渠流域范围内土壤
、

土地利用

和类型
、

土壤盐碱化类型和程度
、

风沙和内涝的范围与程度的 1 :8 万彩红外航片判读制图和现

场核查工作 ; 通过综合考察
,

分别对原阳
、

延津
、

封丘
、

长垣的自然和农业生产条件特点及

在发展农业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提出了具有各县特色的农业发展和综合治理的初步意见 , 并

按天然文岩渠流域农业发展战略 目标和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的要求
,

完成规定的基本专业图件

及其衍生图件的草稿
,

编写了全流域农业发展目标及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的初稿
。

2
.

各示范区的试脸研究工作

<1) 潘店示范区
:
该示范区已由 1万亩扩大到 1

.

5万亩
。

按农田基本建设规划
,

已逐步形



成一个沟路相通
、

田成方
、

林成网的井灌沟排
、

早涝保收的基本农田体系
。

在今年早
、

涝严

重的情况下
,

保证了示范区的农业增产
,

小麦单产由 3 00 斤提高到 50 。斤
,

总产达 34 8万 斤
,

比

去年增产30 % ; 皮棉平均亩产邮 5斤提高到 1 00 斤
,

增产 54 % , 花生平均亩产达 40 0斤
,

增产

34 %
。

目前示范区农田生态环境正得到改善
。

移
除示范区建设外

,

科研工作也取得相应的进展
。

低有机质土镶的培肥试验结果表明
,

与

对照相比
,

圈肥 + 化肥增产 2 55 一 2 67 %
,

单施氮
、

碑化肥增产 2 25 %
,

单施圈肥增产 1 16 %
。

应用
` “ N 研究石灰性土坡上夏玉米利用尿素氮的去向表明

,

作物吸收 44
.

1 一 5 4
.

7%
,

土坡残留

1 5
.

4一 2 0
.

4%
,

亏缺 2 4
.

9一 4 0
.

5%
,

氮素损失 14/ 一 1 / 2 , 不同前茬小麦对碳馁 的利用率是大豆

茬> 花生茬> 玉米茬 > 谷子茬 (5 %显著性 )
。

尿素气态氮损失中 N H
,

对小麦生长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
,

不同肥料氮的苗期反应是硝态氮肥优于碳酸级按
,

尿素表现较差
,

而且 N H
3

还对根系

内游离的 K
十

引起外滋
,

造成生理性缺钾
。

不同磷肥对小麦和玉米的增产效果是磷按 > 过磷酸

钙> 钙镁磷肥 ,在磷按中尤以磷酸一按为佳 ;石灰性土坡上适宜的磷肥用量为 8一 12 斤 P :
O

。

/

亩
,

比对照增产75 %以上
,

用量超过 12 斤 /亩
,

增产幅度下降
。

棉花营养土的适宜用量为每亩

曹养土 3 0 00斤加过磷酸钙15 一 20 斤
,

尿素 1 斤或碳酸氮按 3 斤或磷酸二按 2 斤 ; 营养土中化

学氮肥的临界用量为尿素和碳酸氮按 0
.

6斤 N
,

磷酸二按 0
.

7斤 N
,

超过此值将对棉花生长起抑

制作用
。

大豆对铂
、

锰
、

锌都有一定肥效 ; 夏玉米施用锌肥可增产16 %
,

花生在初花期喷施

1 %硫酸亚铁
,

可在 4一 5天内使叶色变绿
。

小麦每亩灌水 40
、

80 和 1 20 方
,

产量分别为 6 0 8
、

56 4和 57 2斤
,

说明适当减少灌水定撅
,

并不影响小麦产量
。

( 2) 应举示范区
: 1 9 8 4年选择约 9 0 0。亩盐碱地进行示范区建设

,

应用 1 :1 万彩红外航片

进行土族调查
,

绘制了 l : 5 0 0 0土城图
、

土城质地图和土壤盐碱化分布图
,

制定了综合治理土
城盆旅化的田间工程规划

。

在示范区内建立地下水观测点 23 个
,

进行水位和水质的定期观测今
分析

,

结果表明
,

1一 10 月降水量 7 61 毫米
,

水位随季节性变化而升降
,

而且变化很大
, 9 月

份的地下水埋深小于 1米
, p H S

.

5左右
,

大部分含有残余碳酸钠
。

试验研究方面
,

继续进行了瓦孩改良小区试验
,

磷石膏 + 有机肥处理的小麦亩产 18 6一

43 2斤 ,腐肥处理的小麦亩产22 一 1 10 斤 ;黑矾处理的小麦亩产 16 0斤
。

在寸草不生的重碱地上进

行的磷石膏改良的推广试验中
,

磷石 * 与有机肥对比
,

皮棉亩产分别为 1 57 一 1 72 斤和 130 一 1 53

斤
。

对封丘县主要越冬作物的耐盐性侧定表明
,

大麦有较强的耐盐性
,

当土坡溶液浓度小于

2
.

4克 /升或土坡溶质势小于 13 巴时能正常生长 ;小麦的耐盐性因品种不同而异
,

正常生长范围

一般在 1
.

5一 2克 /升或 4一 10 巴 , 红花耐盐性较弱
,

小于 1
.

5克 /升或 4 巴时能正常生长
。

( 3) 荆隆宫示范区
:
继续进行田间工程建设

,

整修道路
,

制定沟
、

渠
、

路
、

林规划
;
在典

型盐核地段放淤种稻 35 0亩 ; 示范区两年来累积增产粮食3 8 4
.

3万斤
。

为研究适合黄河浸润区

特点的井沟渠最佳结构和合理利用
,

进行了井灌井排效益抽水试验 ; 同时开展了 16 个土柱的

棋拟试验 , 对放淤和种稻两项治理措施进行了总结
,

写出了
“

引黄放淤种棉抑制土壤返盐机

理
”

一文
。

(三 )土坡水盐运动规律及盐演化预测预报

继续对山东打渔张灌区魏家试验站的模拟土柱进行淋溶及蒸发条件下水盐动态的观 测
,

并用四电极法定点测蚤土城含盐量
,

根据以前的测试结果
,

写出
“

在燕发条件下粉砂坡土水盐

运动规律
”

和
“

运用四电极法侧定土举含盐量
”

的研究报告
。

同时进行了水盐动态地下观侧室的

令



设计及准备
,

提出初步设计方案
,

即将施工建造
。

(四 )南水北调地区土壤盐渍化防治途径

今 进行了河北衡水和抢州地区及天津市郊等东线南水北调下游地区土壤盐渍化调查
,

初步

`

分析认为
,

该地区排水条件有所改善
,

盐演化程度有所减轻
,

目前干旱缺水是影响工农业发

展的主要矛盾
,

但现有田间灌排设施及管理水平较差
,

不能适应防治盐碱化的要求
,

而且历

史上曾有多次发生次生盐渍化的反复
,

因此
,

调水后 防治土壤盐演化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

势问题
。

二
、

太湖地区高产土壤培育及合理施肥的研究

(一 )高产条件下土壤障碍因素及其调节

开展了节水灌溉
、

水稻免耕和土壤结构改良等试验
,

结果表明
,

小区试验在 水 稻 亩 产

1 0 0。斤的水平下
,

节水灌概比常规和间歇灌溉可节省三分之一的灌水量 , 免耕对水稻无明显

的增产效益
,

但对土壤物理性状有 良好作用
,

并省工省钱 ; 麦稻稻三熟制淹水处理与两熟制

比较
,

土镶结构破坏
,

通透性变劣 ; 烂耕烂耙
,

土壤物理性质不断恶化
,

脱干后土块变硬
,

不

利于整地与作物根系生长
。

分 (二 )高产条件下化肥的合理施用

各种试验结果表明
,

在微酸性粘质水稻土上
,

获得高产时的尿素用量因土而异
,

纯氮为

14 一 20 斤 /亩
,

作基肥时
,

碳按与尿素的氮素损失分别为61 纬与48 %
,

主要是反硝化作用引起

的
,

但其中氮的挥发损失占总损失量的 1 s/ ; 磷肥对水稻而言
,

大多数肥效不明显
,

但在大麦
、

小麦与油菜上施用磷肥
,

均有明显增产效果 , 太湖地区水稻生长不需施用钾肥
,

但根据连续

四季种植作物所得结果
,

新长江冲积物上的土壤供钾潜力最高
,

湖积物次之
,

第四纪红色粘

土与平原白土最低
。

(三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积累和有机肥源的合理利用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苏南地区土壤有机质的年分解量平均为 20 0斤 /亩
,

而年累积量却逐

年减少
,
1 9 8 2年平均为 1 75 斤 /亩

,

为维持土壤有机质的平衡
,

每年每亩需增施 1 50 斤稻 草 或

油菜杆 , 完成了有机肥料现状的调查
,

采集了 50 0多种有机肥样品进行分析
。

(四 )土壤生产潜力评价及改土培肥

争 不同土壤
、

不同轮作制中营养物质平衡说明
,

三熟制比两熟制每年每亩多收粮食 2。。斤
,

但多用肥多用工
,

经济效益则与之相反
,

而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则因土而异
,

粘质排水不良的

土坡连种三熟
,

其肥力明显恶化
,

尤其对早作物产量影响最大 ,肥沃水稻土产量高而祖定
,

具



有某些障碍因素的水稻土
,

尽管养分含量不低
,

但稻麦产量低而不稳
,

三熟比两熟表现尤为明
显 , 根据吴县土壤肥力评价及生产潜力估算

,

按容量因素
、

强度因素和环境因素统计
,

肥沃

土镶仅占20 %
,

具有各种障碍因素的土攘接近 30 %
,

因此
,

根据某些措施的增产效益估算与

现有生产水平比较
,

仍有 25 %的增产潜力
。

够

三
、

我国红黄坡的利用改良研究

1 9 8 4年的主要工作有江西泰和县点上和面上的试验研究
,

江西红壤资源调查总结
,

海南

岛定位站的筹建
,

广西
、

海南
、

江西等地定位试验的筹建和观测
,

桂北地区柑桔微量元素试

脸
,

红壤地区施肥参数试验
,

富铝土发生特性的研究以及湖南长期定位试验等项
。

但重点是

泰和县的各项试脸研究
。

泰和县的工作在完成各项调查研究
、

田间试验小区观测和室内各项分析测定后
,

编写了
“

泰和县红城丘陇地综合利用途径
”

的总结报告
,

其中包括十一篇专题报告计六万余字
。

还编

制了一套泰和县 1 : 20 万土坡分区及各种有效态元素和微量元素分区图共 14 幅
。

通过以上工作
,

在以下问题上有了进展
:

1
.

对丘陵山地合理利用途径的研究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 1 9 8 4年分别在雨林下

、

人工林和

柑桔林几种红雄主要利用方式下
,

进行生物物质循环的研究
,

观察其生物量
、

有机质的合成

分解以及土壤对林木生长的影响
,

已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

2
.

对红城的研究逐步深入
:
对以泰和县为代表的红坡类型已从土类

、

亚类发展到土属一

级的研究
。

从大量元素到微量元素
,

从全量组成到有效态成分的分析测定
。

结合田间试验
,

对

不同土属的基本性质
、

肥力特点和改良利用途径有了深入的探索
,

使土壤类型的研究和土地奄
利用改良进一步结合了起来

。

3
.

各种大量肥料试验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通过大量田间试验
,

明确泰和县有 90 %的土

坡缺磷
,
8 0%的土壤缺钾

,

磷
、

钾肥效果好的占95 %
。

砂
、

钾肥得到满足
,

可大幅度增产
,

尤

其是钾
,

对早
、

晚稻
、

油菜
、

紫云英
、

肥田萝 卜均有明显增产效果
。

据三年试验结果表明
,

在

满足氮
、

磷的基础上
,

水稻增施钾肥
,

第一年增产 7 6
.

8%
,

第二年增产 61
.

8%
,

第三年也有

3 3
.

8% 的增产效果
。

在我国钾肥有限的情况下 , 稻草还田和秧田施钾效果明显
。

泰和县是一

个缺硼
、

缺相和部分缺锌地区
,

绿肥施铂或硼 + 铂
,

水稻及早作玉米施锌
,

都取得了明显的

增产效果
。

4
。

对潜育化水稻土的改良取得了一定的结果
:

泰和县有 18 % 的潜育性水稻土影响水稻生

产
,

除排水外
,

施肥是改良的重要途径
。

施用钾肥
,

可增产 16 一 23 %
,

磷肥 因土而异
,

硅肥和

石膏一般能增产 10 %左右
,

铜肥也有一定增产效果
。

四
、

土壤污染及防治研究

(一 )土壤背景值研究

进行湖南西部地区土坡背景值调查 , 完成湖南
、
新疆

、

封丘
、

大港等地土壤样品背景武
的分析测定 , 接受全国环境背景值总课题组委托

,

举办了
“

环境背景值统计方法协调班
” ,

编

写教材和参加讲授 ; 编制了背景值数理统计正态性检验的应用硬件
,

提供了九个计算机程序
;



完成土壤及水体中微量砷的原子荧光分析方法研究和水样中砷的测定
。

(二 ) 土壤环境容量研究

研究了亚热带红
、

黄壤带污染土壤中锅
、

砷
、

铅的环境容量
,

除调查采样外
,

进行了大

田
、

小区和盆栽试验
,

测定了大量样品
。

结果表明
,

水精干物质总量随王壤砷含量增高而递

减
,

不同化合态砷对水稻的毒性顺序为氧化砷 > 砷酸钙 > 砷酸钠> 砷酸铝 ; 土壤中低浓度铅对

作物生长有刺激作用
,

40 。。p p m时抑制作物生长 , 完成大田土壤有效福含量和稻 米 福 含 量

分析
,

并初步获得盆栽条件下食品超标和作物受害的土壤锅污染的临界值
。

(三 )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

,
· 「

、

盆栽和大 田试验证明
,

土壤中加入重金属 C d
、

A s
、

P b等
,

其浓度与真菌
、

放线菌
、

细菌存 活

率的相关性不明显
.

与发光菌的发光度呈显著负相关
,

而其含量与发光度亦呈 显著负相关
,

相

关系数为 一 .0 48 5一 0
.

96
,

所以根据发光菌的发光度与各重金属元素有效含量的负相关系数
,

可以作为土壤重余属污染的指标而监测其污染的程度
,
同时在吴江化工厂进行了利用藻菌混

生系统净化城镇污水的中间试验
,

取得很好的结果
,

并为厂方提供污水处理工艺流程的技术资

料 ,完成了工择设计等事界
·

二几 一

`四 )磷肥中三熟乙醛 (酸 )对农作物致害
·

极限含 t 的研究

内获得磷肥中三抓乙醛 (酸 )对农作物致害极限含量的数据
,

·

在不同类型土壤上布置了废

磷酸肥中三抓乙醛 (酸 )对温室小麦毒性试验和小麦
、

水稻的田间试枷 为观察三氛 乙酸的消

失动向
,

进行了田间小区试验
;
完成土壤

、

植株
、

磷肥中三氯 乙醛和三氛乙酸测定方法的条件试

验
,

提出了易视比色
、

分光光度及液上比色三种方法 、

五
、

我国土壤资源
、

发生分类及合理利用途径研究

继续与新班生产建设兵团合作
,

完成塔撼地区和天山北趁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源调

查
,

对山地垂直带谱和灰摸土的发生
、

分布及其特性有了进一步了解
,

编写了考察地区
“

土

壤资裸综合评价与合理利用
” ,

绘制了 1 : 20 万土壤图和土壤资源图
。

对滇西南的怒江州
、

保

山地区 、德宏拼友金沙江河谷进行了补充考察
,

了解到高黎贡山东西坡的垂直分异及干早河谷

燥红土的分布特点
,

总结了青藏高原 1 : 2 50 万土壤图编制的原则和方法
。

研究了国外土壤分

类的历史经验
,

汇编了我国历次土壤分类方案材料 , 筹建热带红镶发生的定位观测站
,

开始

了水热状况及理化特性的观察研究 , 继续进行红城地 区土壤地球化学特性的研究
,

在总结过

去工作的基础上
,

编著了
“

土壤地球化学进展及其应用
” , 对富铝土分类的化学指标进行了探

索 , 开展了棕壤的评比研究等
。

继续进行江西泰和县综合利用的研究
,

进行了丘陵地利用现

状
、

经脸和问题的补充调查
,

做了大量标本次的全量和多种元素的有效态分析侧定
,

编绘了

全县 1
.

: 20 万土壤形成类型图及土城分区图
。

编写了
“

江西红壤资源及其利用
”

初稿
,

写出
“

奉和县千烟洲试验中心土攘详侧及其开发利用
”

等
。

向时对江西省兴国
、

宁都
、

于都水土流



失区三个定位点继牌进行观测
,

研究不同治理措施的改土效果
,

建立土壤侵蚀预报 方 程
,

提

出土镶侵蚀野外调查初步模式
。

继续参加宁芜地区地球资源卫星最佳遥感波段选择及验证工

作
,

进行典型地区野外补充调查
,

并对前几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

完成
“

地球资源波谱信

息及其应用
”

汇编中有关土壤部分的编写
,

并写了有关土城及粘粒矿物反射特性的研究 论 文
。

为提供澳境土攘徽形态依据
,

参加了天山北龙综合考察
,

鉴定了东获和北班的微形态 薄 片
,

完成近千张薄片制备
、

鉴定和显徽撅影
。

此外
,

还进行了砂姜黑土
、

栗钙土和水稻土等有机

质断代和钙质结合断代的研究
,

初步认为
,
钙质结合是测定全新世

、

晚更新世土壤年龄的良

好对象
。

叫

六
、

土壤中金属腐蚀的研究

根据全国土壤腐蚀试验网站的安排
,

参加 了玉门
、

大庆等四个 网站的开挖工作
,

完成现

场和室内侧定获并写出报告
; 接受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某核电站

、

煤气管道及连云港磷厂等单

位的任务
,

进行了土攘腐蚀环境勘侧和腐蚀穿孔原因诊断
,

提出相应的测试报告 ; 应北京空

军后勤某部队要求
,

对某机场摘油管道沿线的土壤腐蚀性进行了勘测
,

在室内进行了土壤宏腐

蚀电地和四极电导法的测试
,

一

积果了有关数据
。

七
、

百万分之一土壤图的编制和应用卫星图象编制水土流失图

为取得编制 1 : 1 00 万土缝图的典型经脸
,

开展了新疆乌鲁木齐幅的试点
,

经搜集和熟悉

各种图件
、

卫片及资料进行室内预判后
,

通过野外路线调查
,

掌握土壤分布规律及判读指标
,

阅
完成 4 幅 1 : 50 万土坡图初稿的编绘

,

并应用计算机对卫星磁带进行数据处理
,

已缩编成 :1

10 。万土镶图
,

同时拟定了 1 : 1 00 万土壤图制图规范
,

统一了全疆编图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

法
。

利用卫星遥感资料调查江西泰和县的水土流失状况
,

查明该县存在着 77 万亩
·

中度流失的

土镶
,

近 30 万亩强度流失的土城
,

为当地制定水土流失区划和措施提供了比较确切的数据
。

完成了
“

卫星磁带图象分类制图中区域界线配置方法
”

的评审工作
。

J、
、

专题及土坡基本性质研究

继续在不同有机质水平的土城上进行水分
、

施肥及耕作等模拟措施对土壤结构影响的长

期试验
,
1 98 4年补测了微团聚体和大团聚体的组成以及团聚体内部的孔隙度等数据

,

其趋势

是有机质水平高的土壤中
,

水稳性团聚体
、

微团聚体的含量及其内部的孔隙度都比较高
,

而

模拟烂耕烂耙处理的土壤
,

却不依赖于土城的有机质水平
,

随着搅拌年限的延长而降低
。

高

产水稻土在满足化肥的基础上
,

、

每年每亩增施猪粪 30 担
,

不仅产量增加
,

而且能降低土壤的

破裂系数
。

盐湖钾肥肥效在高产区的试脸表明
,

在等钾量的条件下
,

盐湖钾肥和一般钾肥一样
,

在

肥效上没有区别
,

但盐湖钾肥所含的 3 % N a cl
,

在连续施用三年后
,

土壤中残留的 N a
很少

。

月

稀土示幸工作已完成土攘中可溶态稀土元素的分析方法
,

对我国主要类型土壤中可溶态

稀土元素总母进行了侧定
,

并研究了 pH对可溶态稀土元素总量的影响
。



受化工部委托
,

研究了钙镁磷肥肥效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

一般认为
,

钙镁磷肥不宜于石

灰性土壤施用
,

但实际上北方不少地方都在施用
,

试验表明
,

在北方石灰性土壤上如果增加

钙镁磷肥的细度
,

并且提前施用
,

其肥效接近于过磷酸钙
;
对磷矿结晶性质的研究进行了西南

~ 地区补充矿样的采集
,

完成 70 多个矿样的分析工作
,

正在对磷矿晶胞参数与肥效的关系进行

「 计算
。

河南封丘几种类型土壤上土著菌根真菌的自然侵染情况调查表明
,

小麦
、

棉花 根部 V A

菌根真菌侵染率均低于 10 % ; 两合土上不同夏作的菌根侵染率
,

棉花
、

豆科作物的苗期 为 10 %

左右
,

生长盛期和后期达 20 % ; 玉米
、

小米和高粱的侵染率均不到 10 % ; 盆栽试验表明
,

在

不同土城中菌根对绿豆的侵染率以两合土 中为最高
。

开展了毛粤田青引种试验
,

一年的结果表明
,

该田芳茎瘤鲜重每株达 20 一 40 克
,

茎瘤的

固氮活力达半年之久 , 生长 1 20 天的一株茎瘤重 5
.

7克的植株
,

其固氮强度为 5 5 4 40n m o
le /小

时
·

株
,

生长42 天 的株高达 60 厘米
,

没有普通 田警的蹲苗期 ; 毛粤田青能在含盐量 。
.

4% 的土

镶中生长
,

是可以在我 国南方海涂
、

水稻田中种植的一种夏季绿肥
。

研究了不同来源腐殖酸的组成及其对粘土矿物流变学性质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泥炭
、

揭

煤中胡敏酸的芳化度较低
,

风化煤的较高 ; 不同来源胡敏酸中酸性功能团的含量次序是
:
风

化煤胡敏酸> 土壤胡敏酸> 泥炭胡敏酸 ;风化煤和褐煤胡敏酸中含有较多的经基和邻位狡基
,

泥炭胡敏酸中含有较多的经基
,

邻位竣基含量很少
。

在中性条件下
,

腐殖酸对降低凹凸棒粘度

的效果最好
,

但在碱性条件下
,

将增大凹凸棒悬液的粘度 ; 不 同来源腐殖酸中
,

以风化煤和

揭煤的胡敏酸对粘土矿物的降粘效果最好
。

2 :1 层状硅酸盐的试验结果表明
,

白云母在 I N 酸或碱溶液中都未见 14 人或 18 入X 射线

伊衍射峰出现
,

黑云母经 1 N N “
O H处理后

,

其 1 4人峰逐渐增加 ; 对苏南八个膨润土矿点进行了

资源调查和初步分析
,

查明中生代火山岩广泛分布
,

为膨润土矿床生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

但

膨润土多为钙质
,

分散性较差
,

造浆率低
,

正研究提高造浆率的措施
。

`

在表面经基测定中 F e吸 / O H 解的比值与氧化铁表面性质关系的研究中
,

选用人工合成的

无定形氧化铁 ( A )
、

针铁矿 ( G )和赤铁矿 ( H )代表三种类型
,

测定三者与 N a F 反应 后 F e 吸 /

O H娜的比率与时间的关系
,

并以 F e吸与 O H 解的差值计算为配位水合基 (一 O H
:
) 的释放量

,

结

果表明 ( A )和 ( H )试样 F e 吸 / O H解 的比值均随作用时间的增长而明显下降
,

( G )虽不甚明显
,

但有此趋势
,

表明氧化铁表面 的水合基 比经基易被 F
e 一
离子所置换

。

研究了钙质黄棕壤
、

红壤和砖红壤对锌的吸附和解吸
,

表明三种土壤对锌的选择系数为

黄棕壤 > 红壤 > 砖红坡
,

温度不 同
,

选择系数有明显差异 ; 三种土壤吸附锌的解吸也有明显

的差异
,

红壤> 黄棕壤 > 砖红壤
,

其中红壤和黄棕壤几乎全部可为N K cl 解吸
,

锌的浓度高

时
,

砖红城解吸率仅为70 %左右
。

可变电荷土壤表面 电荷性质的研究方面
,

测定了砖红城和红壤在不同电解质浓度下
、

不同

p H时的正负电荷量
,

求得其净电荷零点
,

发现这两种土坡的正负电荷数量随电解质 浓 度 的

增大而增加
,

净电荷零点则与此相反
;
进行了磷酸盐吸持对表面电荷性质的影响的研究

,

发

现随着磷吸持量的增加
,

土壤正电荷的减少量增大
,

并有O H
一
离子释放 , 电动性质的研究表

,

明` 不同种类的可变电荷土壤的动电电位的大小与土壤胶体的游离氧化铁含量有密切 关 系
,

. 但还受其它粘土矿物组成的影响
。

研究了强还原性土壤中铂电极表面性质的变化
,

作了X射线和电子显微镜图
,

发现在 强

还原条件下
,

铂电极的表面有异常现象
,

形成 tP S ; 继续进行了亚铁的阴极洛出伏安法测定
,



并与比色法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
,

应用这个方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同时进行了土壤中锰的

限极溶出伏安法的测定
,

为土壤体系中应用溶出伏安法同时区分铁
、

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

径 , 此外
,

还测定了氧化态有机物质络合亚铁
、

锰的稳定常数和正
、

负
、

中性有机络合剂与

亚铁
、

锰的稳定常数等
。

甲

九
、

科技成果的示范试验和推广应用

协助河南封丘县化肥厂进行碳按粒肥生产
,

举办了有 1 08 人参加的学习班
,

在全县 47 个

大队进行了碳按粒肥示范推广试验
,

统计结果表明
,

粒肥深施与粉肥深施相比
,

粒肥深施的

棉花平均增产 13 %
,

玉米增产16 %
,

水稻增产15 %
,

经济效益显著
。

还进行了大面积小麦良种

的示范试验
,

平均单产 80 。斤
,

高产田块超过千斤
。

此外
,

在江苏
、

安徽也进行了碳按 粒 肥

的推广工作
,

落实了三个化肥厂碳按粒肥的配套生产
,

并与江苏省农林厅
、

化工厅一起在宜

兴
、

铜山两县再次进行粒肥的田间试验
。

锌肥的试脸推广工作继续在江苏南通地区进行
,

现在推广面积 已达 23 4万亩
,

年增产可达

1 6 1 2万元
。

1 9 8 4年开始又在盐城地区进行了试验
。

铜的示范试验仍在皖南四个县进行
,

进一

步证明了铜在常年积水的冷浸田上对水稻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同时证明施铜可 以减轻亚铁离

子的危害
。

在江西泰和
、

吉安
、

安福等县推广钾肥 100 多万亩
,

每亩施用 K cl lo 一巧斤
,

一般增产稻

谷 5 0一 100 斤
,

高的可达 1 50 斤以上
。

与有关单位协作
,

在江西
、

湖北
、

湖南等地示范推广了硅钙肥 6 0 0 0余亩 , 在湖南涟源钢

铁厂召开的钢渣余热粉碎技术鉴定会上
,

介绍了我所在南方五省进行钢渣硅肥试验结果 , 在 叻
浙江和广西召开了示范推广会

。

泥炭营养土是我所研制成功的一种新型肥料
,

配方合理
,

四年来经八个省
、

市 10 余个科研

和生产单位在花卉
、

果树
、

蔬菜育苗和栽培等方面使用
,
效果良好

,

通过技术鉴定后已安排

批最生产
。

十
、

测试仪器的研制与应用

为适应土坡微区研究的需要
,

研制了球泡
、

平板
、

锥形三种 pH 玻璃电极
,

直 径 3 毫 米

至 300 微米
,

机械强度好
,
内阻适中

,

具有良好的氢功能 , 试制了一种毛细管流通 p H玻瑞 电

极 , 可用于自动连续测定液体样品 , 全固态锥形 p H 玻璃电极
,

改进了原来的配方
,

可小 批

蚤生产试用 , 改进了 H声 气敏电极
,

由液体连接改为固体连接
,

改变了硫 电极的性能 , 全固

态长效参比电极已研制成功
,

经华韭油田现场使用
,

质量好
,

可投产推广应用
。

初步设计了

一种电渗仪
,

比电泳仪测定土坡更切合实际
;
研制成电化学多用测定仪

,

体积小
,

适于野外原

位测定
,

已由金坛电子仪器厂生产
。

T S
一 2 型触点式土城水分传感器的研制已有新的改进

,

改水银柱高差式为等臂 式
,

将 U

谁
可形 经压力管改为玻璃管

,

增设了调零装置
,

提高了精度
。

它是 自动灌溉系统中的关键部件
,

使凭经验或定时控制的自动灌溉
,

改为根据土壤水分含量和作物需水情况进行自控灌概
,

实地应用后通过了技术鉴定
。

在国外雏型机的基础上
,

研制成G D J一 2型生物发光光度计
,

使原来分散的三个部件 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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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
,

轮作复种指数的提高
,

大量施用氮
、

磷肥
,

以及选育和推广耐肥

高产品种
,

作物单产稳步 的提高
,

作物从土壤中带走的钾量越来越多
,

在长年少施或不施含

钾肥料的条件下
,

土壤中有效钾的水平逐年降低
。

据湖南省 19 7 9年14 个土壤普查试点县土壤

化验结果
,

有效钾 > 50 p p m 的占68 %
,

比 1 9 5 8年土壤普查下降31 %
。

目前
,

土坡的供钾水平

已不能适应作物持续高产的需要
。

一
、

钾肥的增产效果

七十年代以来
,

我省钾肥已在大部分水稻生产地区显示明显的肥效 (表 1
,

表2 )
,

并且钾

肥效果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

表 1 不同年份钾肥在水稻上的增产效果 表 2 不同年份钾肥在水稻上的增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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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型机
,

改革了大部分电路
,

增设了
“

调零
” 、 “

倍率
”

等转换装置
,

缩小了体积
,

成为有实

用意义的测定生物急性毒性的仪器
,

可适用于各级环境监测
。

已通过技术鉴定
,

根据需要将安

排批量生产
。

, .
N分析样品高真空气化装置已研制成功

,

是国内光谱和质谱
’ “
N分析较理想的配套 装

!
,

设计合理
,

结构紧凑
,

操作方便
,

有助于推进
` “
N光谱测定法的应用

,

并大大提高工作

效率
。

该装置已通过技术鉴定
,

我们根据定货安排生产
。

在原有 C S
一 3 计算机上

,

将八位机组装成速度快
、

容量大的 C
一 6 8。。。十六位 高 档 微 型

计算机
,

并初步组装了单板机控制的雨童
、

温度数据采集装置
。

在去年工作基础上
,

完成了

用一台微计算机数据台联结两台质谱计的试脸
,

重复测试精度由 1 %提高到。
.

5%
,

即将投入

恤式使用
。

除此以外
, 1。8 4年还生产了盐分传感器

、

磨土机
、

微量定氮仪
、

六联定氮仪
,

并试制

了 8 2型五位数字式离子活度计
、

袖珍数字式p H / m V计样机
、

多功能电位滴定仪等
。

( 南京土坡研究所科技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