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级图
,

在有机态分级上用 N
a
O C I 代替 H Z

O
:

处理
,

避免了对无机氧化锰 的溶解
,

并用抗
’

坏血酸和草酸法将氧化物中的氧化锰结合态

和晶形氧化铁结合态进一步区分开
。

作者用山地
、

山麓
、

海岸平原和低平林

地的十六种酸性土壤的 A层和 B层土样
,

按 8

个级别 (交换态
、

有机态
、

氧化锰结合态
、

无

定形氧化铁结合态
、

晶形氧化铁结合态
、

砂
、

粉砂和粘粒 )进行了 M n 、

C
u 、

F 。
和 Z n

的含量

的测定
,

其中固体矿物态部份分别溶解后进

行分析
,

还做了全量分析
。

结果表明
,

交换态中交换性M n 比交换性

C
。 、

F
e
和 z n

都高
,

尤其在土壤 p H低时
。

在

A 层中有机态M n
较有机态 C

。 、

F
e
或 Z n

为

高
。

粘土部份通常含金属量高
,

因为大量金

属被吸收并留荐于晶格之中
。

对于同一种土壤
,

结果表明
:

M n
基本上

为有机态和氧化锰结合态
,

而 C u主要是含在

粉砂
、

粘粒和晶形氧化铁中
,

在氧化铁量高

的土壤中氧化铁这一级中 C u
量最高

,

很可能

这是由于它与氧化铁结合吸留在晶格中
。

Z n

在氧化铁中同在粉砂和粘粒 中一 样 高
。

但

林地的砂土的结果是例外
,

在这些砂土中
,

M n
主要含在砂中

,
C u
则含在氧化铁中

,
F e在

有机质中较高
,

Z n主要以交换态和有机态存

在
。

可见
,

在自然地理区中
,

土壤质地和有机

质含量在微量元素的各级分布中起着 作 用
。

土城交换量
、

有机质和粘粒对从各级中提取

的金属之间有着高度相关性
,

表明上壤物理

表面特性和化学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
。

作者认为
,

此分级图式适用于很大范围

的土壤
,

对微量元素的土壤化学的了解和对

土壤提取技术的改进都有益处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

1 4 0 : 11一 2 2
, 19 85 )

土壤交换性和非交换性N H 4
`

在低

地水稻的氮素营养中的重要性

G
.

K e e r t h i s i n g h
e
等人在菲律宾主要植

稻区的三种土壤上进行田间试验
,

考察N H
` 本

一 N肥的施用 和 作 物 氮 素 的 吸收对 土壤

交换性N H . +

和非交换性 N H
. `

水平的影 响
。

结果表明
,

除了 S a nt a R i at 粘土在湿季时
,

因 N H ; +

易进入粘土矿物晶层间的特殊位 置

而没有N H “ 的增加外
,

其余上壤施用N H . `

肥后交换性N H
. +

和非交换N H
. 十

均 有 明 显

的增加
。

而作物对N 素的吸收导致这两种部

分的N H
. `

量降低
。

作者发现只有在富含蜓石的M a
il ga y a粉

砂质粘壤土 中 N H
` +

主 要 来 自非 交 换性

N H
. + 。

其余各种土壤在作物生长的开初 8个

星期中
,

不论在湿季和干季交换性 N H
。 +

或

多或少被消耗掉 , 移栽 60 天时适 值 作物吸

收 N 素的最高速率
,

其量仅为 10 p p m
,

表明

这一部分 N 素最易为作物所利用 , 在作物生

长的后来阶段 (从移栽 60 天到收获 )
,

土壤交

换性 N H
` +

和作物吸收 N素之间没有明显的

相关性
。

交换性N H
` 十

和非交换性 N H
. +

的净 释

放量的范围在水稻整个生长期间为水稻吸收

N素的 。一 1 00 %
,

它大大地取决于土壤 和气

候条件
。

对于低地水稻最重要的土壤有效 N

素为交换性 N H
. 十 ,

也有的包括 非 交换 性

N H
` + 。

在抽植一灌浆阶段
,

有机N实际上起

到供应低地水稻 N素的作用
。

在湿季
,

作物吸

收的大部分N 素可由N H
. 十

的净释放量 来说

明
,

而在干季则来自土壤有机 N
,

其真正原

因尚不清楚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

1 40 : 1 9 4一2 0 1
, 2 9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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