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长的情况
.

攀于这一设想
,
我们在水田土坡系统

的研究中
,

采用了模拟土柱的研究手段
。

一
、

公拟土柱的构造

棋拟土柱的构造如下图
:

一
州 20
卜

取样背

!
001

止
放水管

态变化
。

并可较为精确地计算系统中物质的翰入与

愉出及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

2
.

模拟土柱基于生态样块的学说
,

代表了某一

土族系统
。

若要对系统内某一因子进行研究
,

模拟

土柱是比较实用的
,

也可获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

利

用棋拟土柱研究水分状况对水田土城中物质迁移及

作物生长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

水分是影响水田

土城系统中物质迁移的主要因子
,

同时也是影响作

物生长的重要因子
。

3
。

模拟土柱由于代表了某一土城系统
,

要求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

其次在取样方法上可进行一些改

进
。

各层次 E h
、

p H的侧定最好将电极固定于土柱

中
,

便于动态测定
。

其三可采用自动控制 日渗漏量

或麦季的地下水位
,

有利于研究工作的进行
。

图 1 棋拟土往的构造

《单位
: 厦米 )

`

棋拟土柱材料为有机玻瑞
,
长度为 100 厘米

,

直

径为加厦米
。

根据土族的发生层
,

在柱的相应深度

开孔
,

并抽入诊. 液取样管
,

在下部开孔
,

通过一

胶管往创日诊汤 ,
。

在柱的外围包裹一层黑色油毛

毯
.
以防止阳光直射而产生燕类

,

影晌试脸
。

最后

将撰拟土柱放在试脸车上
,

晴天放在网室
,
雨天则

推入玻瑞房
。

在其上栽培作物
。

并按期取样分析
,

探

讨土城中物质迁移的动态变化
。

趋 势面 分 析 在 土 壤

生态研究中的应用

沈思洲

( 中国科学院南京上城研 究所 )

二
、

移翻液的取样方法

棋拟土柱在栽培水稻期间
,

若要取样分析
,
可

在斑水后
,

夹紧下部胶管
,

平衡两天后
,

在各取样

孔同时取祥
。

取禅前
,

先放掉部分渗诵水
,

然后取

禅
。

取样 t 一般在50 奄升左右
。

也可根据宙要取样
。

庚取水样立即进行E h
、

p H 的测定
。

侧定后水样用

H C I映化 ( H C I浓度为 。
.

I N 左右 )
,

测定渗祝液中

各元索的含 t
。

侧定方法可采用等离子体光谱法
,

原

于吸收光借法成一般的比色测定
。

也可在取样孔内

取土样进行分析
,

但一次取土样不宜过多
。

土壤生态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环境

因素与土澳性状的相互关系
,

进而探索区城土城生

态系统的结构
。

在环境因子的影响下
,

土城生态系

统的许多性状具有空间连续变异性
。

但在实地观测

时
,

各种环境因素对土城生态系统的影响相互重迭

而难以发现其规律性
,

这就需要借助于趋势面分析
,

来区分其中的区域性变化趋势
、

局部异常和随机性

变异
。

一
、

趋势面分析

三
、

几点认识

经过儿年稻麦栽培试验后
,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结果
。

棋拟土柱可作为田间研究的补充
,

具有下列

优点
。

,

1
。

在土旗生态系统
,

特别是水田土镶系统的研

究中
,

模拟土柱试获可以探讨系统中物
.

质迁移的动

不00

趋势面分析实际上是多维非线性回归
。

以地理

坐标为自变t
,

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一个数学曲面

来拟合观测数据中区城性变化的
“

趋势
.

(即有规律

的变化 ) 这个数学曲面就称为趋势面
。

曲面方程中

自变量的最高次方为趋势面的次数
,

并用回归平方

和占总离差平方和的百分数作为衡盈趋势面拟合程

度的指标 (拟合度 )
,

即全部土城性态变异中
,

受区

域性因素影响的比例
。

趋势面的代表性可用 F 分布

进行显著性检抢
。

根据趋势面方程算出每个观侧点

上的趋势值 (或称回归值 )
,

以一定的间隔值绘出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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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同位素叫 的精密质谱测定法

孙国庆 曹亚澄 梁 材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 研究所 )

精确地测定生物样品中的微量
` ” N,

是
` 6

N示踪

研究法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

近年来 ,在生物学和农

业科学中应用稳定同位素 ` “ N取得了很大进展
,

获

得了许多有关动
、

植物体的抓素营养功能和盆素在

土城中平衡的资料
,

进一步丫解了盆素在自然界的

循环过程
。

利用 几 . N示踪技术对合理施肥
,

提高氮

肥的利用率
,

以及扭素在土壤中的固定和转化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

然而
,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
,

人们

在氮素平衡的田间试验和长期的 ` 6 N 示踪试验 中
,

以及一些动
、

植物的氮素吸收转化的研究中
,

都有

一些 ` 匕N 丰度很低的样品礴要精确地分析
。

另外
,

在我国尚未开展的 1 . N 自然丰度变异的研究工 作
,

也需要对自然界含撼物质氮同位素组成的微小差异

进行检测〔 1〕
。

因此
,

建立 几 . N精密质谱测定法
,

在

现今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

1 ` N 质谱甜定法可分为单束法和双束法
。

目前

国内的 ` . N 质谱分析一般采用的是单束法〔幻
。

双

束法又称精密质谱测定法
。

由于它采用双进样和双

接收的形式
,

因此减少了先后测量过程中由于进样

系统
,

分析系统和离子流检测系统不稳定所引起的

测量误差
,

其测量精度要比单束法高二个 t 级左句
这种方法在地球化学领域应用得较为普遍 〔3 〕 ,

教
环境保护

,

能源开发以及考古学和水文地质等方时

也有着特殊的作用
。

北京分析仪器厂生产的 Z H T
一

13 o 3 aIJ 位素质谱

计是一种永磁
、

18 0
。 、

双路进样的专用小型质谱计
,

可进行气相轻元素的稳定同位素丰度的精密 测 定
,

根据这台仪器的结构特点
,

我们摸索了用双路进样

方式测定微盆 ’ “
N 的实验条件

,

实测了一次测 t 精

度和重复测 t 精度
。

一
、 ` ”

N 精密质 . 洲定的仪 . 和方法

(一 ) z H T
一

15 03质谱计的结构特点

不同类型的质盈分析器与不同形式 的 送 样 系

统
、

离子源和接收器组合
,

可以构成不同性能的质

谱仪器
* 。

Z H T
一

03 质谱计的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
。

* 《质谱学羞础与 “ N 分析》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搜研

究所质瀚组摘印
,

1 9 8 1
。

. . 脸 , 自 . . 一 ,嘴 ,

一
-

-

— ~ 一一
` 性 .

势面等值线图
,

就可以看出整个区域内性质变化的

总趋势
。

二
、

应用趋势面分析研究农田

土城生态系统的性态变异规伸

农田土城深受人为活动的影响
,

是一种人工生

态系统
,

其性态变异具有独特之处
。

太湖平原是我

国农业发达地区
,

农 田土城受到长期人类耕作的影

味
,

我似在太湖平原选择了二个代表性地段作为生

态样区
,

用方格随机法布点
,

观测微地形与水分状

况等环境因子
,

钻取 30 一 40 厘米深度的土城样品进

行化学分析
。

设坐标原点在研究区域的左下角上
,

东西方向

的距离为X (米 )
,

南北方向的距离为 Y 之米 )
,

各观

侧指标为 Z ,

进行趋势面分析
。 一

结果表明
,

微地形

等自然因素在两个地段中的变化很有规律
,

三次趋

势面的拟合度已达 90 %左右
,

而土城养分含量的三

次趋势面只能达到 40 %左右的拟合度
,

说明农田土

类分布的复杂性
,

这是与自然土城的性态变异不完

全相同的
。

由趋势面等值线图可知
,

土澳有机质和

全盆的分布是随地形增高而含沮减少 , 全磷含 t 则

有在居民点附近富集的趋势
,

与考古发现的古村落

附近土坡相似
。

总之
,

趋势面分析表明了研究区域中土坡生态

系统性状的趋势性变化和随机性变异的程度
,

证明

这一方法在研究农田土城及其环境因素的区域性变

异中是很有用的
,

并可进一步应用到环境科学和农

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中
。

1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