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田晒田期土坡 Eh
、

r H

与土壤空气容 , 的相关分析
’

黄 伟 强

〔江苏省 昆山县农田排灌研究 所〕

稻田的土城氧化还原 电位的高低
,

主要受土壤中氧体系的支配
,

土壤中氧的含量又直接与

土城空气中氧分压的高低有关
。

土城的氧化还原电位高
,

则表明氧的含量高
,

通气性好
。

反

之
,

则低
、

则差
。

另外考虑到 E h与 p H的关系
,

用与体系平衡时 H
: 的浓度的负对数值

r H 来

表示
。

我们在水稻田排水晒田期间
,

对耕层土壤的氧化还原 电位 E h
、 r H 与土壤空气容量

的关系作了初步的研究
。

一
、

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土城的氧化还原电位 E h
、 r H与土壤空气容量的相互关系

,

对土壤的氧化 还 原

电位E h
、

酸城度 pH和空气容量同时作定位测定
。

(一 )洲定的时间地点

侧定期为 1 9 8 2年单季晚稻晒田期的 7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
。

测定地点为 昆山县城北公社同

心一队的三块稻田 (埋设有暗管
,

为水稻灌排制度试验的 I
、

I
、

I 号田 )
,

稻田土质为粘坡土
。

硒田期间
,

两块田 ( I
、

! 号田 )作暗管排水
,

一块田 ( , 号田 )排田面水后
,

自然落干
。

(二 )洲定方法

. 今加工作 的还有薛建祥和柏京红两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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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一 9 0 , I
: ,

8 5一 8 0
。

I
:

中度侵蚀
,

总分 7 5一 6 5
。

I
: , 7 5一 7 0 ; I :

, 6 5
。

l :
强度侵蚀

,

总分

6 0一5 5
。

l : , 6 0 ,互: ,
5 5

。

IV :
极强度侵蚀

,

总分等于或小于 5 0
。

F : ,
5 0 , F

: , 4 5
。

2
.

策地 . 蚀称级的划分 。 :

无明显侵蚀
,

总分大于 96
。

I
:
轻度侵蚀

,

总 分 96 一 8 00

I : ,
9 6一8 6 , I

: , 8 5一 8 0
。

I :
中度侵蚀

,

总分 7 9一7 0
。

I
: ,

7 9一 7 5 , I
: , 7 4一 7 0

。

I
: 强度

怪蚀
,

总分 6 9一 6 0
。

l : , 69一 6 5 ; 1
2 ,

6 4一 6 0
。

F
:
极强度侵蚀

,

总分小于 6 0
。

万 , ,
5 9一 5 7

F : ,
5 6一 5 4

。

四
、

划分傻蚀等级的应用和效果

上述各侵蚀因素都可在实地量测数据
,

可避免人们主观感觉的差错
,

以及人与人之间判断

的差别
。

据我们在宁夏南部八个县的编图来看
,

效果好
,

均能反映出各地区各类型的土壤侵蚀

强弱
、

特点和规律
,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生产性
。

编图后
,

可 以量算出各县乡队各侵蚀等级的

面积
,

从而为农业区划
、

规划
,

制定水土保持措施和指导生产
,

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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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土滚的氧化还原电位与土滚空气容三的相关性

谨
。 `

土族载化还原电位测定
。

每块田选两个点位 (每点约 1米 x s米 )作定点侧量
。

电位侧

定采用 P H S一 29 A型酸度计
。

测定深度为 5厘米和 10厘米
。

每块田两点共 40个重复
,

取其平均

值
.
渊汤时

,

将 10 支铂电极插入位于水稻株行距的三分之一处 5 厘米深的土层中
,

同时把参

比电极和土温计插入稻田的表土
。

铂电极擂入土壤 3分钟后
,

按电极插入土中的先后顺序
,

逐

~ 地把各支铂电极的导线与极位接头接通 (当仪器指针在零位反转时
,

应倒接参比
、

铂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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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滚的 rH与土滚空气容皿的相关性

接头 )
,

读取指示 电位
。

当 5 厘米处的 10 支铂电极的指示读数侧 t 完毕
,

随即把各支铂电极在

原针 (孔 )位处往下擂至 10 厘米处
,

再按上述方法测定读数
。

并读记土温
,

如此重复一次后
,

再

到第二个点位侧 t
。

土城的氧化还原电位按 ( 1) 式计算
:

E五= E读出 + E 鑫比
· · ·

… … ( 1)

( 1) 式中
: E h为土族的氧化还原电位 , E读出为铂电极的电位示值读数 , E今比为甘汞电极在

该祖度 ( ℃ )时的电位值
。

2
.

p H侧定
。

取 5 和 10 屋米处的土样到室内用 P H S一 29 A 型酸度计测定
,

电极采甩玻

瑞盆合电极
。

3
. r

H值计算
。

将 5 和 10 厘米处的土样侧得的 E h值和 p H值技 ( 2) 式计算
r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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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

E h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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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

~

十 乙p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4
.

稻田土镶空气容量测定
。

用容积为 100 立方厘米的环刀 (环刀高度

样
,

采样深度为 5 一 10 厘米
,

作 6 次重复
。

土坡的比重 用比重瓶法侧定
。

( 3 )式计算
:

5 厘米 ) 采原状土

土城的空气容 t 按

一
。 。 ,

r
.

d 、
` . 。 。 。 ,

P % = 1 1 一
,

共
一】x 1 0 0% 一 V L %

、 一 D /
-

一
。

( 3) 式中
: P %为土壤空气容量 ; d为土壤容量 (克 /厘米

昌 ) ;

量 一 干土重量 )%
,

即容积含水量
,

这里把水的比重视为 1
。

D为土城比重 , V ;
% 为 (湿土重

二
、

结果与讨论

在三块稻田的 5一 10 厘米深处测得土城的空气容量数据 14 组
,

相应时间侧得土坡的氧化

还原电位数据为 5 厘米处 n 组
、

10 厘米处 14 组
。

各组数据的有关均数标准差一般 为
:

E h 土 8

一1 4雍伏 (
n 二 3 0一 4 0 ) , d 士 0

.

0 1 1一 0
.

0 2 4克 /厘米
“
(

n = 4 一 6 )
,

V L
% 士 。

。

2一 1
.

0%
。

分析结果表明
,

_

5 厘米处和 10 厘米处土壤的 E h
、 r H与 5 一 10 厘 米处的土城空气容皿均

呈显著的正相关
。

也就是说
,

在稻田落干晒田的过程中
,

土坡的 E h
、 r H 随着土坡空气容 t

的提高而升高 (图 1
, 2 )

。

从图 l 中可以看到
: 5 厘米处实测的 E h的点位

,

当土城空气容 t 在 1
.

1一 3
.

5 % 变化时
,

其偏离回归线在 ( 士 ) 2 一 36 毫伏之间
,

而当土坡空气容量在 5
.

4一 9
.

9%时
,

则偏离得较大 (偏

离 一 40 毫伏
,

103 毫伏和 一 51 毫伏 )
,

它的0
.

95 的置信区间线离回归线 土 1 1 0一 土 1 32 毫伏
。

10
·

厘米处实洲的 E h的点位
,

当土城的空气容量在 1
.

1一 9
.

9 %变化时
,

其偏离拟合曲线在 ( 土 )3 一

21 毫伏之间 (其中有一点偏 一 42 毫伏 )
,

它的。
.

95 的置信区间线离拟合曲线 士 39 一 士 47 毫伏 ,由

此可见
,

土城的 E h与土城空气容量的相关性
, 5厘米处的没有 10 厘米处的好

。

从图 2 中可以

看到土坡的
r
H与土壤空气容量的相关性

,

也是 5 厘米处的没有10 厘米处的好
。

在稻田排水落干晒田的过程中
,

土坡的三相变化主要表现为液相的比例逐渐减少
,

气相

的比例逐渐增大
。

土坡 5一 10 厘米处的空气容量在晒田期的六天中
,

可由硒田开始时的 2一

3 %提高到晒田结束时的 8 一 10 %
。

水稻田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的高低主要受土坡中氧体系

的支配
。

土族的载化还原电位高
,

则表明土壤中的氧含量高
。

反之则低
。

水稻分菜末期进行

稠田排水落干晒田
,

可起到控制水稻的无效分策
、

提高单株成稼率的作用 , 同时由于土城中

暇
,

的含 t 增加
,

可提高根系的活力
。

在水稻生长的中后期
,

应用暗管排水落干
,

适当控制稻

田的地下水位
,

增加根域土层的空气容量
,

对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是有利的
。

三
、

水稻田落干晒田期
,

由于大气进入土城
,

而升高
,

两者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
。

结束语

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随着土城空气容量的提高

由于研究工作是在大田中进行的
,

田间的条件较复杂
、

土坡存在差 异
,

所 侧定 的 E h
、

r H与回归线 (或拟合曲线 )的偏离情况是符合实际的
。

在侧定稻田土城的氧化还原 电位时应有

气多的重复
,

一般可作 ` ”一 “ ”次重复测定
,

取其侧定值的算术平均值
,

才能较好地代表田间

的实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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