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

沙

结果表明
,

、 由水稻地上部分吸氮量计算

的耕层 以下土壤的供氮量 (不包布筒中水稻

的吸氮量与包布筒中水稻的吸氮量之差 ) 在

2一。一5
.

9斤N /亩之间
,

平均 3
.

2斤 N /亩
,

占

不包布筒中水稻吸 N 量 的百分率 (暂称耕层

以下土壤的供 氮 贡 献 ) 的 16 一49 %
,

平 均

3少%
。

可见稻田耕层以下土壤的供氮作用是

很重要的
。

不同土壤耕层以下的土壤供氮贡

献差别很大
,

囊水水稻土平均达 43 %
,

显著

地高于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 ( 23 % )和非石

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 ( 2 3肠 ),
·

这与该土壤

15 一 30 厘米土层的全氮含量也是最高这一现

象是一致的
。

统计结果表明
,

耕层 以下土壤

的供氮量与 15 一 30 厘米土壤的含氮量之间虽

有一定的正相关 (
r 二 。

.

53 5
, n 二

r

g )
,

但不显

著
。

如果将耕层以下土壤的供氮贡献对 15 一

30 厘米土壤的全氮储量与 。一 30 厘米土壤全

氮储量的比值求相关
,

则得到
r = 0

.

8 4 7* * ,

说明耕层以下土壤供 氮 贡 献 主 要 取 决 于

1 5一 3 0厘米的土壤氮素对 。 一 3 0厘米七壤氮

家的相对储量
。

没有发现耕层以 下土壤的供

氮与 15 一 30 厘米土壤的容重之间有什么关

系
,

因为不同土壤其容重没有明显差异
,

变

化在工
.

3 5一 1
.

49 克 /厘米
“
之 I’ia

。

`

补 对水稻根系分布的观察表明
,

在 15 厘米

以下土层中有很多水稻根系
。

但包布筒 (0 一

5T 厘米 )和不包布筒 (0 一 30 厘米 )中根系的绝

对量 (干重 )和全氮量却都没有明显差异
,

这

表明水稻的吸 N量并不取决于根的数量
,

而

取决于根的分布范围
。

太湖地区水稻土非交换

性按的含量及其在培

养中的变化
陈德立 朱兆 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 究研所 )

,

奋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土壤的非交换性按

在作物氮素营养中的意义不容忽视
。

我们用

B r e m n e r ( 2 9 6 5 )的方法测定了太湖地区三种

类型水稻土 (石灰性和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

稻土
,

及囊水水稻土 )共 9个耕层土壤的非交

换性馁含量
,

其值在 1 82 一 31 8 p p m 之间
,

平

均 2 4 5 p p m ,
占土壤全 N 的 9

.

9一 1 9
.

6%
,

平

均 15
.

2%
。

风干土积新鲜土淹水培养中的矿

化量及水稻盆栽中土壤的供氮量与土壤有机

氮 (全氮中扣除非交换性 NH
4 气一 N而得 ) 的相

关性 ( r分别为 0
.

6 4 4*
、

0
.

7 8 2* *

和 0
.

G8 0* ) 显

著高于它们与土壤全氮的相关性 ( r 分别为

0
.

5 7 9
、

0
.

6 9 9 * 和 0
.

5 8 7 )
。

说明土壤有机氮

比土壤全氮更能反映土壤的供氮能力
,

这可

能与土壤 中固有非交换性按的有效性一般较

低有关
。

在 土壤淹水培养过程中矿化作用形成的

N H
; 牛

可部分地被粘土矿物所固定
。

风干土

淹水密 闭培养 2 周后不经风干直接测定的结

果表明
,

土壤中非交换性 N H
4 一

N 含量的增

量在 一 2 至 4 1 p p m 之间
,

土壤之间差异很大
,

平均 1 7P p m
。

相当于 2
’

N K CI 提取性按增量

的 ` 4 至 57 %
,

平均 28 %
。

考虑到在水稻生

长条件下
,

由于水稻的不断吸收可能降低矿

化形成的馁被粘土矿物固定的数量
,

而且这

部分新固定的按也可能在水稻生长
,
朴后期重

新被吸收
,

因此似应将培养中新增加的非交

换性按计入矿化量中
,

计算表明
,

当以培养

后土壤的交换性和非交换性按的增最之和计

为矿化量时
,

则不仅风干土培养 2 周矿化量

和矿化率 (以有机氮为基数
,

下同 )比只以交

换性按增量计算时有了显著提高
,

而且不同

土壤之间的大小顺序也发生了显著 的 变化
。

例如以培养后交换性按增量计 算 矿化率时
,

不同土壤的顺序是
:
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糟

土 > 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二囊 水 水稻土
。

而以培养后交换性按和非交换性馁的增量之

和计算时
,

则为
: 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二

非石灰性排水好的水稻土> 囊水水稻土
。

从

而与盆栽和田间试验中土壤供氮率的顺序基

本一致
,

培养中土壤有机氮的矿化率与盆栽

和 田间耕层上壤有机氮的供氮率之问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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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也有所提高
。

因此
,

在用培养法研究土

城氮素矿化时
,

应当考虑到土壤非交换性按

含蚤的变化
。

成的
。

该区地下水为钙质重碳酸盐型
,

根据

饱和指数的计算
,

表明均有沉淀碳酸钙的倾

向
。

所以
,

砂姜不仅存在于砂姜黑土中
,

也

出现在白浆土与棕壤中
。

根据沉积条件不同
,

可以形成面姜
、

砂姜或砂姜盘
。

随地壳下沉
,

在厚达数百米的第四纪沉积层中发现多层具

有铁锰结核和石灰结核的古土壤
,

并且砂姜

埋藏越深
,

形成年龄越老
。

白浆土与砂姜黑土的组合在这一地区的

出现
,

是在生态环境演变的背景上
,

受地形

因素与区域性地球化学沉积作用的双重影响

的结果
。

这几个作用的叠加
,

从而在暖温带

地区形成了这一特殊的组合规律
。

迫

砂姜黑土与白浆土的形成同

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

耿国强 徐琪 }亚遥}
(中国科学 院南京 土镶研究所 )

土被的发生演变反映了生态 环 境 的 演

变
。

目前看到的土攘类型及其组合规律
,

既

与现代生态条件有关
,

也与历史生态条件有

关
。

而土坡组合的发生联系程度
,

必然反映

区域性生态环境
,

特别是该区土壤生态系统

的特点
。

砂姜黑土与白浆土在苏北剥蚀平原

上成组合分布
,

这在世界同类地区是少见 的
,

在现代生态环境下也是难以形成的
。

自第四纪 以来
,

由于冰期与间冰期的更

迭
,

生物气候发生了多次变动
。

植被类型也

相应演变
。

在人类开垦之前
,

植被主要是针

阔叶混交林或阔叶林 , 气候以暖温带湿润半

湿润为主
。

当时在丘陵与剥蚀平原上 的森林

植被下得以形成白浆土 , 而在局部洼地
,

由

于地表水或地下水汇集
,

在草甸沼泽植被下

形成黑土
。

白浆土的形成过程主要是在季节

性氧化还原条件下
,

粘粒与铁锰的淋洗与淀

积过程
。

由于地形微倾
,

也可能存在着铁锰与

粘粒的侧向淋洗
,

白浆土与砂姜黑土均有大

量的铁锰结核形成
。

研究表明
,

在氧化还原

交替较快的环境下
,

形成表面粗糙且无同心

园构造的结核
; 反之

,

形成表面光滑且具同

心园构造的小结核
。

后一种结核多出现于砂

姜黑土中
。

土壤某些性质的变化同地形密切

相关
,

例如耕层土壤粘粒含量同地形因素的

相关系数是 R = 0
.

9 2 8* ’ 。

砂姜作为一种新生体
,

是由从来自石灰

岩区的地下水或承压水中的 C
a C O

3

沉积而

猪粪对黄棕壤性质的影响

蔡祖聪 徐琪 马毅杰 !匪诬{

(
,

卜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 )

红壤和黄棕壤早改水后的第二
、

三年均

有一个产量下降的过程
,

如果不注意培肥
,

这

一过程可 以持续很长
,

甚至使旱改水失败
。

以

下蜀黄土发育的黄棕壤为供试土壤
,

加入 1一

9 %猪粪
,

模拟水田的水分条件
,

在温室中

培育
,

在短时间内使土壤形成一个有机质从

少到多的系列
。

研究结果表明
,

培育时间在

1 60 天以上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与猪粪用量呈线

性正相关 ( r ) 0
.

9 9 6 , n = 2 8 )
。

培育 4 2 8天

后
,

每增施 1 %的猪粪
,

土壤有 机 质增 加

0
.

24 %
,

土壤复合量增加 o
.

n %
。

从整体上

看
,

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
,

土壤

有机质每增加 1 %
,

土壤容重减少。
.

13 克 /厘

米
2 ,

水分散复合胶体减少 0
.

92 %
,

侵水容重

下降
,

土壤的供肥保肥性能得到改善
。

上壤

有机质可增加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

减少土壤

对磷酸根 的吸附
.

增加对按的吸附
。

土壤速

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 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正

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 为 0
.

9 7 8
* *

和 0
.

9 9 9
* *

( n = 1 8 ,

培育 4 2 7天 )
。

培育 r 6 o天后
,

猪粪仍

对氮有激发效应
,

这是有机肥肥效稳而长的

免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