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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作物根际土壤的pH 状

况及其与氮肥形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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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 研究所 》

由于植物与土城之间的物质交换发生在根一土

界面上
,

因此
,

根际土城的p H环境对植物养分
,

特

别是礴和徽 t 元紊的有效性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 用
。

同时
,

不同作物的根系生理特性不同
,

对根际徽区

p H状况的影响也不一样
。

而不同肥料的施用 将使

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
。

本文比较研究了不同作物根际介质 p H 的变化

趋势
,
以及与扭肥形态和难溶性礴利用的关系

。

根据吸收 N O 。一 N或 N H 4一 N 时介质 p H 变

化的试脸结果
,

将供试作物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以水稻
、

小交
、

大交
、

玉米和小米等

为代表的禾本科作份
,

对盆肥形态的反映很敏感
。

在N O : 一N处理下使介质 p H 上升
,

而在 N H一N

处理下使 , H下降
。

第二类作物是养麦
,

在 N H `一N处理下介质的

p H变化趋势与第一类作物相似
,

但变幅要小
,

而在

N O a一N 处理下
,

当介质的 p H上升到一定程度后

就迅速下降
。

具有自身润节根际 p H 状况的 能 力
,

以保持根系具有适宜的酸性环境
。

第三类是以大豆和绿豆为代表的豆科作物
,

不

论是N H `一 N或N O 3一 N处理
,

都使介质的 p H 下

阵
。

在N H `一 N和 N O ,一 N 共存的完全营养液中
,

所有作物约在初始五天内都使介质的 p H 下降
,

以

后逐渐上升
。

认为
,

N H `一N的吸收要优于 N O 3一

N
,

而且在初始时N H 4一 N的存在也将对 N O 3一 N

的吸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

但不同作物根际介质

的 p H变化报度不尽相同
,

养麦使介质的p H下降最

大
,

上升也较级慢 , 小米的下降最小 , 油菜等则居

于二者之间
,

且都在约五天后开始上升
。

在土培情况下
,

不论是 N H `一 N或 N 0 3一N处

理
,

所有供试的不同类型土坡和作物
,

根际土城 p H

值都存在下降的趋势
,

但 N H `一 N 处理的根际 p H

位都低于N O 3一 N处理 , 中性土城中的根际 p H 下

降幅度最大
,

在N H `一 N 处理下可低于根外土 2
.

弓

p H单位 , 在石灰性土壤上一般只下降。 .

1一。
.

6 p H

单位 , 在酸性土壤上根际 p H变化也很小
。 .

根际 p H 下降可导致磷有效性的增加
。

试验结

果表明
,

介质的 p H 值与植株吸碑盈之间呈线性负

相关
,

相关系数 r = 一 0
.

80
,

达 1 %显著性
。

可以看

出
,

一般情况下
,

施用N H 4一 N 之所以能增加植物

的吸礴 t
,

是由于在N H `一 N吸收的同时
,

降低了

根际土坡的p H值
,

促进了难溶性礴的溶解
。

但某些

作物 (如豆科 )在吸收N O ,一 N后也能使根系介质的

p H 明显下降
,

因而同样表明可以增加植物对碑的

吸收
。

由此认为
,

氮肥施用在提高礴吸收利用的机

理中
,

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氮肥的形态
,

而是引起根

际土城 p H下降的程度
。

土壤中亚铁离子的阴极溶出

伏安法测定

丁昌琪

( 中国科学院甫京土城研究所 )

我们已有的工作表明
,

用伏安法可以直接侧定

土城中还原性物质的总盆
,

并能概略地区分其易载

化和难载化的部分
。

从电化学方法应用的进 展 看
,

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

但该法还不能满足进一步区分

各种还原性物质的偏要
。

由于铁的形态转化是土城

暇化还原状况的改变所引起的重要的化 学变 化 之

一
,

也由于水稻土中亚铁的含量一般较高
,

宜要性

也较大
,

所以建立阴极溶出伏安法并在田间直接侧

定亚铁
,

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
。

阴极溶出伏安法的原理是
,

在较正的恒电位下
,

将被侧物质预电解富集在惰性的工作电极上
,

然后

在较负的扫描电位下使被侧物质溶出
,

根据记录的

伏安曲线上亚铁溶出时的峰电位和峰电流
,

对其进

行定性和定 l
。

为了适应直接侧定土城时条件
,

实脸在静止溶

液
、

不除氧和电极不被汞的情况下进行
。

先以 0
.

2 M

N H 4 A C 溶液为底液
,

确定亚铁的富集和溶出的条

件
,

然后在土城测定中进行验证
。

仪器用 A D
一
l 型极谱仪

,

以 自制的腊浸石墨电

极或玻碳电极为工作电极
,

大面积的 I M银一抓化

银电极为参比电极
,

X W C
一
2 0 42型记录仪记录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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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安曲线
。

条件试验结果表明
:

1
.

在p H 6
.

5的土集中
,

当用 十 0
.

45 伏为富集电
,

负向扫描至 一 1
.

5伏时
,

亚铁有溶出峰
,

而亚锰

不被富集
,

并无氧的还原波干扰
。

另一辅助试验

应用电子探针研究玉米

根内锌分布与介质

锌浓度的关系
也证明

,

在p H 6
.

5的。
.

2 M N H 4 A C 溶液中
,

只有当

窗集 电位为 + 。
.

48 伏时
,

亚锰才有明显的溶 出峰
。

这说明亚锰仅在较亚铁离子的富集电位为高的情况

下才表现溶出过程的伏安行为
。

因此
,

选择 十 0
.

45

伏作为亚铁的富集电位
。

2
。

在 PH 6
.

5的 o
.

ZM N H 一A C 溶液 和 o
.

ZM

N H ` A C溶液 + 红城体系中
,

当亚铁的浓度分别在

1 x 10
’ s一 3 x 10

一 s M
,
2 x 10

一 “
一 3

.

5 x 10一 M 和

2
.

5 x 1 0
一

一
4

.

5 x l 。 “ 。
M的范围时

,

峰高与浓度呈

线性关系
。

3
。

p H影响亚铁溶出峰的高度
。

在 p H 4一 5时
,

峰高受到较大的抑制
, p H 6

.

。一 6
.

3时
,

峰高明显上

升
,

在 p H 6
.

4一 7
.

。时
,

峰高达最大值
,

并几乎不

随 p H而变
。

因此认为
,

在 p H 6
.

4一 7
.

。的范围内
,

可根据亚铁的稳定重现的峰高进行定 t
。

4
.

在 1一 5分钟内
,

峰电流与富集时间有直线关

系
,

5 分钟后直线开始弯曲
,

所以可采用 3 分钟作

趁 为官集时间
。

根据以上确定的试验条件
,

并考虑到 p H 对亚

铁溶出峰的影响
,

取我国南方 26 个不同种类的水稻

土进行培育 (一般演水土城的 p H 在6
.

5一 7
.

。的范

围 )
。

然后用本法进行亚铁的测定
,

同时分离上城溶

液
,

用邻
一

菲绕琳 ( 0
一

P il e o a n t h r o l主n e
) 比色法侧

定
。

两个方法所得结果的回归方程式为
:

y = “ 5 +

o
.

44 x ,相关系数 r为 0
.

7 76 *.
* 。

因此
,

用本法直接侧

定土城中的亚铁看来是可行的
。

各种土城的亚铁溶

出的峰高与 E h值的相关系数 r为 一 。
.

8 1 ( n 二 2 9)
,

较

好地反映了土城氧化还原性质的强度因素与数 t 因

素之间的关系
,

也为本法的实用性提供了佐证
。

从初步应用的情况看
,

本法的特点有
:

在亚铁
、

亚锰离子共存的情况下
,

可以定量地区分水稻土中

的亚铁 , 由于直接侧定亚铁
,

避免了用化学方法测

定时亚铁的氧化及萦琐的提取
,

使测定结果更能反

映实际情况 , 侧定简便
、

快速
。

为了将本法直接用于田间原位测定
,

有关的测

~ 定条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

而且还偏设计
’
便于挽带的仪器

。

施卫明 刘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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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的锌常常会抑制植物生长
,

以致中毒死

亡
。

曾报道当D T P A提取的土城锌达到 11p p m 时
,

玉米就受到毒害
。

毒害的症状主要为植物生长受阻
、

新叶脉间失绿
、

根系受到明显抑制
。

侧根不能正常

发育
。

但其机理尚不清楚
。

本文应用电子探针分析

三种锌浓度处理下根内的锌分布
。

试验结果表明
:

1
。

对根组织形态的影响
。

从扫描电镜的图像可

以看到
,

1
.

0 ,

10 和 3 o p p m锌处理的根组织结构 无

明显的差别
。

经短期高浓度锌处理
,

玉米根的表皮

层
、

皮层和中柱部分的细胞基本上都完好
。

役有明

显的破损或皱缩
。

2
。

介质锌浓度对根内锌分布的影响
。

正常营养

液中 ( Z n 0
.

06 p p m ) 生长的玉米根
,

根内锌含 t 低

于电子探针的检测浓度
。

在 1
.

Op p rn 锌处理中
,

皮

层和韧皮部的浓度相对有所提高
,

根内没有明显的

累积区
。

当外界浓度高达 10 p p m 时
,

锌较显著地架

积在表皮层 , 而在 30 p p m锌处理中
,

锌在输导组织

内有明显的累积
,

皮层
、

内皮层和位部的锌含 t 也

高于其他处理
,

但在表皮层却没有观察到锌累积
,

从

表皮到输导组织锌含盆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3
.

对 C a和 K分布的影响
。

在。 .

o 6 p p ln 正常锌

浓度下生长的玉米根
,

钙主要聚积在表皮层和皮层

中
,

中柱组织则很少存在
。

而在 3 o p p m 锌处理中
,

钙则在表皮层和皮层中含盆较少
,

中柱部分含 l 明

显增加
,

但总的累积 t 尚不及 0
.

06 p p m 锌处理的

根内总量
。

在 3Op p m锌处理下
,
根内K分布趋势与

正常的相一致
,

但总系积盆下降
。

由此可见
,

随着

介质锌浓度的提高
,

玉米根内锌浓度也相应提高
。

在

一定锌浓度范围内玉米根表皮细胞具有阻滞锌向根

内积累的能力
。

但是
,

这种能力有一定的限度
。

当

锌浓度过高时
,

出现锌在输导组织累积的现象
。

同

时
,

钙也表现出同样的结果
。

表明正常情况下内皮

层细胞对钙的不透性已受到损害
。

由此着来锌对作

物根的毒害与细胞膜透性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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