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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徽州地区有效态微量元素含里
`

徐俊祥 胡罗生 钟颜胜

(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 安徽省徽州地 区土肥站
、

农科所 )

徽州地区位于皖南丘陵山区 (包括七县二市 )
。

为我国红壤地区北部边缘的黄红壤
,

农业

土壤以水稻土为主
。

我国红壤区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已有专著全面介绍 〔1〕
。

就现有资料 来

看
,

徽州地区微量元素的含量情况还是空 白
。

几年来我们在该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的调查
,

在这些地区有大面积的缺硼和缺钥土壤
,

施用微量元素肥料已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本文

试就该地区农业土壤中的翻
、

铂
、

锰
、

锌和铜的含量进行分析和讨论
,

以求初步探明其规律

性
,

作为指导微量元素施用的依据
。

一
、

样品的收集和测定

乒

1 9 8 3年共收集了徽州全地区耕作土壤 ( O
一 2 0 c m ) 17 5个样品

。

其中水稻土有沙泥 田
、

扁石

泥田
、

麻沙泥田等 6 个土属 15 9个样品
。

早地土壤有扁石土
、

白沙土等 5 个土属 16 个样品
。

它

们分别发育于沙页岩
、

近代河流冲积物
、

花岗闪长岩等 6 种母质上
。

同时还收集了四种不同

母质发育的荒地土壤剖面
,

共 11 个样品
。

对上述 175 个土城样品进行了有效态养分分析
,

对 4

个剖面土壤分析了全量
,

以便了解不同母质对土壤微量元素的供应能力
。

样品处理均按微盆

元素分析的耍求进行川
。

各元素有效态的提取剂列于表 1
。

水溶态翻用姜黄素比色法
,

有效

态相用催化极谱法
,

锰
、

锌和铜用原子吸收法
。

全量用过抓酸一氢氟酸脱硅溶解
,

除全硼未

分析外
,

其他元素的全量测定方法与有效态同
。

表1 几 种 有 效 态 微 量 元 素 的 提 取 剂

提 取 荆 水 士比 提 取 方 法

沸 水

T a m m 溶液
,

PH 5
.

3

含 0
.

2% 对苯二酚的醋敌一酷酸钱溶液
,

p H 7

1 0 :

1 0 :

水有活

有效锌

有效铜

。

I N H C I

.

0 0 5M D T P A + 0
.

0 2几f C a C I: + 0
.

2五f T E A 2 : 1
{

煮沸 分 5 钟

振荡 8 小时

振荡半小时放 置 6 小时

振荡 1
。

5小时

振荡 2 小时

二
、

微量元素的全量

4 个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剖面微量元素全量列于表 2 。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全量是这些元素供应作物生长的储备
。

我国红壤区微量元素的含量与

成土母质关系密切
。

花岗岩等酸性岩发育的土壤为低硼土壤
,

并有可能是低铜土坡 〔。
。

从表

也

* 本工作在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班 研究所刘铮 研究员指导下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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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示
,

四个剖面的全盘与全国平均值和红城平均值比较
,

除石灰岩中的相
、

铜和锰
,

千枚

岩中的铜和锰外
,

其余均低
。

其中花岗闪长岩发育的全铂
、

全铜尤低
。

一般来说
, 、

全量低的

元素有效态含量也低
,

因而影响该元素对作物的供给能力
。

表 2 徽州地区及全国
、

红壤地区微 t 元素全量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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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效态微贵元素的含蚤

(一 ) . 土壤水溶态硼含童列于表 3
。

徽州地区水溶态翻含量平均为O
。

1 3 p p m
,

其中水

稻土平均为 O
。

1 2 p p m
,

均比我国南 方 红 壤

( 0
.

i 4 p pm ) 〔1〕 和 南 方 酸 性 水 稻 土 ( 0
.

15

PP m )明 含盆低
,

水稻土中又 以花岗闪长 岩

发育的麻沙泥田最低
,

仅 。
.

O7 p p m
,

这与我

国南方花岗岩发育的水稻土因母 质 全 翻 低

( g p pm )而水溶态硼含量也低 (0
.

0 9PP m )的情

况相类似
。

其余 5种水稻土中水溶态硼含量

顺序为石灰泥 田 (0
.

10 PP m )
、

沙泥 田 (0
.

10

p p。 ) ( 扁石泥 田 ( 0
.

1 4 p pm ) ( 黄泥 田 ( 0
.

2 5

p p m ) < 紫泥田 ( 0
.

1 9 p p m )
。

早地 土 壤 ( 0
.

2 4

p p m )略高于水稻土
。

水溶态硼对植物是有效的
,

它在土壤中

的含量大小可视为对作物的供应能力
。

其含

t 高低可以分成 5 级评价
,

临界含量 为 。
.

5

p p m 〔。
。

水溶态硼含量各级所占的百分数列

表 3 土 壤 水 溶 硼 含 盈

样
土 族 名 称 品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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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

于表4
。

由表4 所示
,

徽州地区有 9 1
.

4% 的土壤水溶态硼低于 O
.

25 PP m
,

有 96 %的土壤低于临界

含量
,

尤其是麻沙泥田和石灰泥田上
,

100 %的样品均低于 0
.

10 p p m
。

因此该区与我国南 方

的红壤 (水溶态硼低于。
.

2 5 p p m 的占91 %
,

低于临界含量的占” % ) 〔 1〕一样
,

为严重的缺硼地

区
,

缺硼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土壤全硼含量低
,

加之土壤 p H 值低和雨量大
,

翻易流失
。

我国南方红壤缺硼面积分布很广
,

在缺硼土壤上甘兰型油菜只开花不结实
,

产量下降
,

严

重时无收获
。

不少地区施用硼肥使油菜
、

大豆
、

花生等作物获得增产 c1 〕
。

徽州地区也大面积种

植甘兰型油菜
,

时有发现花而不实的现象
,

花岗闪长岩发育的土壤上尤为严重
,

与土壤分析

的结果极为一致
。

因而硼肥的应用在该区有宽广的前景
。

表 4 水 溶 态 硼 的 含 蛋 分 级

一 很 低
等 级 一

}

< 0
。
2 5 PP m D

。

2 5一0
。

5 0P P m 0
。

5 1一 1
。
0 0 P Pnr 1

。

0 1一 2
。
0 0 P Pm

很 高

> 2
。

0 0 PP m

标 本 数

所 占 %

1 6 0

9 1
。

4

铆

(二 )钥 土壤有效铂含量列于表 5
。

徽州地区有效铂含量平均为 0
.

1 4 PP m
,

水稻土亦为

。
.

14 p p m
,

早地土壤为。
.

15 p p m
,

这与我国南方红壤 (0
.

1 4PP m ) 和南方酸性水稻 土 的平 均

含量 ( 0
.

14 PP m ) 相一致
。

6 种水稻土的有效铂含量顺序为紫泥田 ( 0
.

n PP m ) < 麻沙泥 田

( 0
.

1 2 p p m ) < 黄泥 田 ( o
.

z 4p p m ) < 扁石泥田 ( 0
.

i s p pm ) < 沙泥田 ( o
.

1 6 p pm ) < 石灰泥田

(0
.

22 PP m )
。

把该区的有效铂含量分成五级评价〔幻 (表 6 ) 可以发现
,

低于临界含量的样品

占 7 4
.

7%
,

低于 。
.

l p p m 严重缺钥的土壤占 4 8
.

3%
,

其中紫泥田和麻沙泥 田 缺 相 尤 为 严

重
,

该区与我国南方红壤缺铂程度 (低于 。
.

I PP m 的占50 %
,

低于 。
.

1 5 p p m的占 7。% ) 〔。 相似
。

在缺铂地区
,

豆科和一些十字花科植物出现缺钥症状
,

而禾本科作物可以正常生长
。

豆科作

脚的缺铂症状与缺氮症状相似
,

十字花科作物的缺铂症状则出现鞭尾现象
。

我国南方缺铂地

尽
,

在豆科绿肥上施用相肥提高了产量
,

因而本地区有效钥含量极低的土壤上
,

豆科作物和

样数品

l!se

se
se
.

.

sez

se
.

!一óOU.U09几D,l一己,1叹Uq̀̀任,曰孟勺,人巴é,二

一些十字花科植物上施用铂肥可能有较好的

增产效果
,

酸性土壤施用石灰后提高了土壤

p H
,

同时提高了土壤中的有效铂
,

此时可不

再施用铂肥
。

(三 )锌 土壤有效锌含量列于表 7
。

徽

州地区 p H < 7的酸性土壤有效锌平均含量 为

3
.

2 p p m ( o
.

I N H C I 提取 )
,

酸性水稻土平均

为 3
.

4 p p m
,

与我国红壤 ( 3
.

OOP pm )和我国酸

性水稻 上含量 ( 3
.

4 9PP m ) 相似
,

均大于临界

值 ( 1
.

SPP m )
。

p H > 7 的非酸性土壤有效锌

平均为 0
.

8 6 p p m ( D T P A 提取 )
,

大于临界含

量 o
.

SPP m
。

各 种 水稻土有效锌平均含量顺

序为紫泥田 ( 2
.

SPP m ) < 扁石泥田 ( 2
.

6 p p m )

< 沙泥田 ( 3
.

4P p m ) < 黄泥田 ( 3
.

7PP m ) < 石

灰泥田 ( 3
。

g p p m ) < 麻沙泥田 ( 4
。

Z p p m )
,

因此

表 5 土 壤 有 效 钥 含 量

土 维 名 称
含盆范围
( pp m )

C V %

沙 泥 田

扁石泥田

麻沙泥 田

紫 泥 田

黄 泥 田

石 灰泥田

水稻 土平 均

0
。

0 5一 0
。

5 8

0
。

0 5一 0
。
50

0
。
0 5一 0

。

4 3

0
。
0 5一 0

。

3 9

0
。

0 5一 0
。

3 8

0
。

0 8一 0
。
9 2

0
。

0 5一 0
。

9 2

扁 石 土

白 沙 土

泥 沙 土

黄 红 土

麻沙黄土

早地平均

0
。

0 6一 0
。
18

0
。
I Q

0
。

1 2

0
。

1 5

0
。
3 3一 0

.

3 5

0
。
0 6一 0

.

3 5

O
。
0 5一 0

.

9 2

川川川一川川回
一

同
早地

2 0 5



表 0有 效 钥 的 含 t分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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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的供给状况一般适中
。

早地土壤平均含锌为 1
.

6PPm
,

但扁石土中有 8个土样有效锌含 t

(0
。

IN H CI 提取 )低于临界值
,

故这些土城上锌的供给不足
。

我国南方产桔区常出现
“

花 叶

病
”

和
“

小叶病
”

的缺锌症状
,

在部分石灰性水稻土上
,

水稻也出现缺锌症状
。

因此该区锌供给

不足的土城上栽培柑桔
、

水稻等对缺锌敏感的作物时
,

应施用锌肥
,

过量施用石灰和大量施

用磷肥会降低锌的可给性
,

从而诱发作物缺锌
,

这时也应合理施用锌肥
。

表了 土 壤 有 效 锌 含 量

样 品 数 含 t 范围 (P p m ) x C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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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铜 有效铜平均含量列于表 8
。

徽州地区土壤有效铜含量在 pH < 7 的土壤上平均

为 3
.

9即m ( o
.

i N H C I提取 )
,

酸性水稻土平均为 4
.

2 p p m
,

均大于我国红壤平均值 ( 2
.

4 9 p p m )
,

和临界值 ( ZPP m )
。

pH > 7的土壤有效铜平均含量为 2
.

1 8PP m ( D T P A提取 )
,

大大高于临界值

( O
.

ZP pm )
。

因此该区有效铜含量与红壤一样为适中
。

并且其含量的变幅范围小
,

变异系数 均

在5 0% 以下
,

在 5 个微量元素中
,

铜的变异系数最小
。

徽州地区有不少常年积水的低产冷浸田或烂泥田
,

这类水稻土是一种氧化还原电位极低

的特殊类型土壤
,

它们的有效铜含量在临界值以上
,

但施用铜肥后仍有增产效果①
。

鉴于以上

情况
,

在冷浸 田或烂泥 田上对铜的提取剂和评价指标要继续进行验证
。

(五 )括 土集活性锰含量列于表 9
。

活性锰平均含量为 6 4PP m
,

其中水稻土平均为 6 6PP m
,

比红壤平均值 ( 1 20 PP m )低得多
,

而早地土壤较高 (平均为 1 8 1 p p m )
。

由于南方雨水多
,

土壤酸

① 引自刘停
、

徐俊禅
,

皖南冷及田及烂泥 田施 铜效果
,

未刊资料
,

19 8 `

2 0 6



表8 土 壤 有 效 铜 含 贵

土 壤 名 称 样 品 数 含 t范围 (P P m) C V%

O 甘比O ` l月,n口OUO甘丹自J,弓白心口̀怡J兮J吸弓U月,J,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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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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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土平均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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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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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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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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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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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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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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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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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地

扁 石 土

白 沙 土

泥 沙 土

黄 红 土

麻沙黄土

早地平均

合 计

1 6

O
。
4一 2

.

0
。
7

2
。

1

1
。
3

0
.

8一 2
.

0
。
4一 2

。

1 5 3 ( 0
.

I N H C I )

1 9 ( D T P A )

0
。
4一 1 3

0
。
2 0一 4

。
2 4

3
。

9

2
。
1 8

性
,

锰的可给性也很高
,

特别是淹水后 的水

稻土
,

土壤中的水溶态锰和代换锰含量迅速

增加
,

所以该地区和我国南方一样
,

缺锰现

象很少发生
。

目前这些地区暂可不施锰肥
。

表 9 土 壤 活 性 锰 含 盆

,
土 壤 名 称

}
’

浦丁~豆不
,

不言
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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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Q力̀n口,占弓山,二巴曰

j .上

水稻土

小 结

徽州地区 17 5 个农业土壤的分析结果表

明
,

该地区微量元素硼
、

铂
、

锌
、

铜
、

锰的

供应状况与我国红壤地区基本相似
。

缺硼土

壤很普遍
,

麻沙泥 田
、

石灰泥 田上缺硼尤为

严重
。

缺铂土壤也较普遍
。

锌
、

铜
、

锰的供给

一般适中
。

根据以上情况
,

该区使用硼肥和

铂肥具有广阔的前景
,

同时应注意石灰性土

城上锌肥对柑桔
、

水稻
、

玉米的效果
。

沙 泥 田

扁石泥 田

麻沙泥 田

紫 泥 田

黄 泥 田

石灰泥 田

水稻土平均

扁 石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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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沙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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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沙黄 土

早地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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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9一了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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