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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江西
、

河南封丘和江苏吴县
、

常熟
、

昊

江
、

武进
、

澡阳以及云南等地采得不同类型的水稻

土和红族
,

在盆栽和恒温培育条件下研究了各种土

族的稍化活性及其与妞素扭失的关系
。

试脸表明
,

冲积性水稻土 (河南封丘 )的硝化作

用最强
,

黄泥土 (江苏吴县 ) 次之
,
红旗性水稻土

(江西进贤 )最弱
,

培育三周后
,

其硝化 率 分 别 为

10 0 %
、

77 %和 19 %
。

稍化活性的差异主要受土城质

地和p H的形响
。

p H值低于 5
.

5的红城 (江西
、

云南 )
,

其鹅化作用极其徽弱
,

( N O 3 一 + N O : 一 )一N积累甚

少
。

间一地区由于土族性质不同
,

其硝化活性亦各

有异
。

例如太翻地区石灰性湖积物发育的过渡班水

纽经头乌粉土培育一周后
,

硝化率可达 96 % , 溯积

物发育的典型雍水型青紫泥培育四周后仅 及 “ %
。

粉质黄土状母质发育的典型滞水型小粉白土
,

和淋

溶黄土母质发育的典型侧渗水型板浆白土
,

培育三

周后的稍化率分别为5 8
.

5%和 2 2
.

4%
。

根据硝化率

与土城p H 的相关分析
,

二 者 呈 显 著 正相关 ( , 二

0
.

55 0 5 , ” = 20
,

P < 0
.

0 1 )
,

表明 p H 亦是形响 太

翻地区不同土维稍化活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

由于硝

化过祖的显著差异和土城性质的影响
,

各种土城中

无机态犯的变化迥然不同
,

但 其 ( N O , 一 十 N O : 一

)

一 N 的 积早与时间有线 性 关 系
,

根 据 ( N 0 3 一 +

N O Z一 )一N积累的斜率 (包括外推部分 )计算 出的竖

头乌橱土
、

青紫泥
、

小粉白土和板浆白土的硝化作

用速率常数 (徽克抓 /克土
·

天 )分别为 8
.

00
,

5
.

“
,

.

3
.

50和 2
.

15
。

土族硝化作用与抓素损失的关系密切
,

硝化作

用旺盛的土城和土城具备硝化作用条件时
,

氮素损

失 t 就高
。

在 1 . N示踪的盆栽条件下
,

硝化作用 强

的两合土的笼素损失率为 38
.

4%
,

而硝化作用相对

弱的黄泥土的损失率仅 31
.

5%
。

另一 二 . N示踪的 土

集培育试验表明
,

在模拟氧化一还原层的处 理 中
,

硝化作用强的乌栅土 l . N损失高达 5 4
.

7 %
,

而硝 化

作用较弱的黄泥土仅 39
.

6%
, 模拟还原 层 的 处 理

(其硝化作用条件不及前者 )中
,

乌栅土的“ N 损失

率 ( 4 0
.

3 % )较前一处理少 1 4
.

4写
,

黄泥土的损失率

(2 8
.

4 % )少 11
.

2%
。

这与氧化一还原层分异后造成

饭化层亚硝酸菌较多
、

硝化活性较强有关
。

各种土

城暇化层亚硝酸菌为还原层的 5一 100。倍以上
,

氧

化层的硝化强度较还原层净增 9 %一 37 %
。

为了排

除p H影晌造成 N H 3的挥发损失
,

采用了反硝化 菌

培养液 (含 K N O s) 接种土悬液
,

嫌气培养 的方 法
,

结果表明培养液接种硝化作用强的两合土
,

其 N 0 3

一
一 N损失率达 96

.

3%
,

而黄泥土为 45
.

8%
,

试验 中

抓素的总回收 (N o s

一 N
、

N H 4 +

一 N
、

菌体据的总

和 ) 率亦以两合 土 的( 12
.

6 % ) 远低于 黄 泥 土 者

(5 6
.

9 % )
。
乙炔抑制 N : O 还 原法的土培试验初步

表明
,

乌姗土的 N I O一 N释放 t 大于黄泥土
。

看来
,

硝化作用强的土城
,

撼素的反硝化损失 t 亦高
,

这

可能与亚硝酸细菌和反硝化菌相伴而生
、

硝化一反

硝化作用几乎同时发生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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