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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 5 M( p H 8
.

5 ) 的碳酸氢钠浸提土壤中的速效磷
,

是 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方法
。

但此 方

法受温度影响很大
。

我们实测
,

当土壤速效磷含量在 15P P m 时
,

在 20 ~ 25 ℃的范围内
,

温度

每升高 1 ℃
,

土壤速效磷 ( P
:

O
。
)增加 0

.

6 pp m
。

与其他学者提供的资料相比
,

并不算大 〔1〕在无

恒温条件的实验室
,

同一天不同的时间进行实验
,

其温度只要相差 2 ℃ ,

实验误差就会超过

图 1 吹气装皿

允许误差〔 2 〕
。

同一批样品
,

在两次以上的实验

中测定
,

也投有可比性
。

一年之中
,

冬夏两季

测定的同一样品
,

其结果往往会差一倍以
_

七
。

在

我国现有 的化验室 中
,

有恒温条件的极少
,

故土

壤速效磷数据缺乏可比性
,

大大降低了其指导

农业生产的实用价值
。

为了控制提取土壤速效磷的温度
,

我们摸

索出了一套在常规化验室能精确控制提取温度

的实验方法— 吹气搅拌法
。

吹气搅拌法并不

从表 4可见
,

生长良好的水稻植株其吐水中按态氮的含量较生长差者可高达一倍以上
。

从表 5可

见
,

水稻生长期间根际微区中按态氮变动在 1
.

。一 o
.

2 2PP m ,

且施氮处理 者较对照的按态氮含

量为高
。

水稻的根系是自上往下生长和伸展的
,

根系对土壤溶液中按的吸收会引起养分量的减

少
。

如预期那样 (表 6) 施氮处理的土壤存在着按离子浓度的垂直分布
,

而且表 中的结果还反映

了施肥与土城类型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

这些都说明用离子选择电极进行原位测定
,

较习用土

城取样分析方法更能反映土坡的实际情况
。

四
、

结 论

用无活菌素为电活性物质
,

磷酸三辛醋作增塑剂制成了一种选择性良好的 PV C膜按离子

选择电极
,

该电极已用于水稻根际微区中按的原位测定和水稻吐水中按的测定
。

按电极用于吐水试样的分析需注意电极构型
,

蒸发和污染问题 ; 用于土壤的原位测定则

应特别注意电极的 E 。尹

电位的漂移和盐桥与土壤相接触所产生的液接电位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用

按离子电极进行土壤的原位测量
,

较取样分析的方法更能反映土壤溶液中按离子浓度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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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碟酸氢钠法测定土壤速效磷的理论依据与总的实验过程
。

仅仅在浸提过程中用不断吹气

来翻动土样代替振荡过程
。

用吹气搅拌土样
,

容器本身不受振动
,

把它放在恒温水浴锅中
,

可

以极为方便地控制实验温度
。

吹气搅拌法的实验器材为空气压缩机一合
、

恒温水浴锅一只
、

玻璐摘管若干支
、

橄皮管若

奄 干尺
。

玻瑞滴管的孔径大小应一致
,

约为一毫米
。

用橡皮管把三通管和滴管连起来 (图 1 )
。

将空气压缩机出气嘴用橡皮管经缓冲瓶与三通

管相连
,

缓冲瓶上应设一可调节气流大小的装置
。

开动空气压编机后
,

将滴管插入浸提液
,

气
.

流形成气泡从浸提液的下部向上翻滚
,

搅动土样
。

为了加强搅拌效果
,

应选用口径稍小而较

深的容器
。

三角瓶下大上小
,

不利于搅拌
,

不宜采用 (图 2 )
。

匡匡夏〕〕

图2 吹气推拌流程图

具体操作步骤是
,

用 50 毫升的离心管
,

称取土样 1
.

25 克
,

加。
.

SM的碳酸氮钠25 毫升
,

放在

` 水裕拐中
。

五分钟内
,

使浸提液温度恒定至要求的提取温度
,

用精度为 0
.

1 ℃的沮度计定温
.

辱
,

口 求误差不超过 土 0
。
2 ℃

。

吹气搅拌 30 分钟
,

气饱约达离心管的四分之三处
。

吹气搅拌完毕
,

用离心机 ( 4。。。转 /分 )离心五分钟
,

然后吸取 ” 毫升清液作待侧液
。

余下步

骤同常规分析方法
。

实验成功的关键在于
:
通气量要够

,

使搅拌充分 ,离心要保证转率与时间
,

使固体土粒与

液体彻底分离 ,吸取待测液时
,

一定不能搅动下部土层
。

如能用 10 。毫升离心管或其它合适容

器
,

经吹气搅拌后用过逮方法吸取待测液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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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试验
,

在室温为 10 ℃时
,

分别用

振荡机与吹气搅拌测定同一样品
。

每种方法四

个重复
,

浏定的土坡速效磷前者为 12
.

o p p m
,

后

者为 12
.

l pp m
。

充气搅拌法通过水浴锅能精确控制不同提

取温度
,
`

给予我们探讨温度对侧定土城速效磷

的影响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

试将我们初步试验
·

介绍如下
:
供试样品为砂姜黑土

。

用吹气搅拌

法侧定该土样在 7
.

8 (室温 )
、

1 2
、

1 5
、

2 0
、

2 5
、

3 0 ℃

六种温度时的速效磷
。

每一温度设四个重复
。

除

` 室沮组外
,

其它各组进行了一次重现试验
。

在
,
各次试验中

,

四个重复间的误差不超过。
.

2 p p m

在1 2
、

15
、

2。
、
2 5 ℃四个试验组的两次重现 实验

1 0 15 2 0 2 5 3石

浸提湿度 ( ℃ )

图 3 汉提沮度与土 滚速效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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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误差小于 0
.

P 2p m,

30 ℃组为 0
.

知 p m
。

试验结果采用各实验数据的平均位
,

即室识 组为四

个数据的平均值
,

其余各组是八个数据的平均值
。

根据实验结果
,

用不同的浸提温度与速效磷的测定值作图 (图 3 )
。

从图形可以看出二者之

间不是置线关系
。

用 a 表示速效磷含量
, t 表示温度

。

用抛物线
、

双曲线
、

椭圆方程来检验这条曲线
,

它最符合抛物线的特征
。

数字方程式
a : 二 a 。 十 a 。 ·

K
·
t “可以作为浸提温度与速效磷测定值关系的经验公式

。

at 表示浸提温度为 t时的

速效磷测定值
, t表示浸提温度

,

K为常数
。

鉴于我们并未测定O℃时的速效磷等方面的原因
,

上

述经验公式只是一种设想
。

取实测 15 ℃与25 ℃的速效磷测定值代入公式
,

可列一组二元一次方程
:

{
1 3

。

7 = a 。 + a 。 一

K
一

1 5

1 8
。

7 = a 。 + a 。 ·

K
·

2 5

解方程可求出 a 。 = 10
.

gP pm ,

K = 。
.

0 0 1 1 5
,

将其代入公式
,

求出各种不同温度下土壤速

效磷含量的计算值
,

与实测值相比较 (表 1 )
。

表 1

沮 度 一

不同温度土壤速效磷的实测值与计算值 ( P : O 。 ,
P Pm )

( o C )
1 2 15 2 015 2 0 一 2 5

邃效确实侧值

速效礴计算值

1 1
。

6

1 1
。

7

, 2 ·

竺
1 2

。

7

1 3
。

7

1了
。

7

1 5
。

6

1 5
。

9

1 8
。

7

1 8
。

7

差 值 } O
。

1
」

O
。

1 { 一 O
。

3

2 2
。

7

2 2
。

1

0
。

6

从表 1可看出实测值与计算值的最大差值为 o
.

6P p m
,

相对误差为 2
.

7 %
,

属于允许范围
,

可以认为经脸公式a : = a 。 十 a 。 ·

K
·
t Z
是成立的

。
.

为了验证不同类型的土坡其速效磷含量与测定温度之间的关系是否也符合该规律
。 .

我们

测定了含有效磷较低的砂姜黑土
,

实验为四次重复 (表 2 )
。

表 2 s pp m 含 t 以下的土堆速效磷与浸提温度的关系

万巫二…二万万…二三二}
盆效礴 ( p : 0 。 ,

p p m ) ! 3
·

4 } 3
· 。 }

{
5

.

。
{

6
.

9

从表 2可以看出该土样速效磷含量与温度之间的关系也近似抛物线
。

由于我们试验的样品少
,

土壤类型单一
,

不可能对所有其它土壤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

但有

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用直线方程来修正不同温度下测定的速效碑数值是不行的
。

吹气搅拌法在常规化验室的现有仪器设备下
,

是不难做到的
。

采用此法
,

可消除测定土壤

速效礴时由于温度不同而引起的误差
,

从而增强了数据的可 比性
,

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实际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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