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
,

正在恢复和发展
。

特别可喜的是一批年

轻的科技工作者走上了研究岗位
,

使事业增

添了新鲜血液
。

会议认为
,

为不断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
,

必须重视信息工作
。

不但要注意与国外同行

的信息沟通
,

也必须十分重视国内各单位之

间的横向联系
。

要多召开一些小型的专题性

会议
。

要推动单位之间人员短期互学活动
,

以

期取长补短
,

较快地提高国内研究工作的水

平
。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学科 间 互 相 渗

透
,

土城物理学要从数学
,

物理学
,

植物生理

学
,

农 田水利和农业气象等学科中吸取营养
,

充实和发展 自己
。

不断地吸收和更新学科的

基础理论
、

研究手段和方法
,

以适应日益提高

的生产需求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目前土城物理学的

某些术语
,

名词及测试方法有些混乱的现象
,

有碍于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
。

学会应组织有

关单位就名词术语的统一和测试技术的规范

化进行必要的工作
,

使今后工作少走弯路
。

只

有测试技术规范化了
,

全 国土壤物理数据库

的工作才有可靠的基础
。

土城物理的技术和知识与现代农业
,

工

业
,

交通
,

军事等有关部门的发展有密切关

系
。

单就农业而言
,

不仅低产土壤上存在明

显的土壤物理障碍因素
,

而且农业生产水平

达到一定水平后
,

要求得到持续稳产
、

高产
,

土城物理条件的调控往往成为重 要 的因素
。

会议呼吁各级领导继续重视和支持土壤物理

学科的发展
。

大专院校和有关研究所加强研

究生的培养工作
,

不断输送高质量的专门人

才
。

代表们相信
,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

努力

苦干
,

一定能把土壤物理研究工作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
,

为国家承担重要任务
,

为四化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奋

(会议秘书组 徐富安 )

今

土攘信息

灌溉土壤中反硝化作用的

田 间 测 定

S h e r y l
,
L
.

等人在 1 9 8 1一 1 9 8 2 年间用

乙炔 ( C
: H : )抑制法 (根据乙炔对 N

: O 还 原

成 N
:
的抑制作用 )进行反硝化作用的田 间测

定
。

较详细地介绍了向土壤中通入 C
: H : 的

散发管装置
,

并比较了 C
: H
:

导入土壤大气

中的两种方法
,

即溶解 C
:
H
:

于水中灌入田

间和散发管的直接扩散 C
: H
:

的方法
。

观察

了施 N 和作物对反硝化损失 N 的影响
。

大 田试验结果表明
:
在 1 9 8 1年 6

、
7 月

间 C
:
H
:
溶在水中灌至 田间三个休闲小区

,

三

个小区的处理为不施肥
、

施 ( N H
`
)
:
5 0
;

和

施 K N O
:
( N肥用量为 2 0 0公斤 N /公顷 )

。

结

果反硝反损失总量分别为 1 0
.

1
、
1 9
.

7和 18
.

了

公斤N /公项
。

没有 C
: H : 的施肥小区中散发

掉的 N
:

O一 N 量约为 3
.

70 公 斤 /公顷
。
1 9 8 2

年在生长作物的土城上
,

用 C
: H : 处理过 的

水进行灌溉同通过插入土壤的散发 管 C
: H
:

扩散的方法作了比较
,

发现前种方法 四星期

内春小麦区反硝化损失。
.

22 公斤 N /公顷
,

后

种方法则损失 0
.

30 公斤 N /公顷
。

作者的研究结果指明
,

把这两种方法结

合起来将能提供一个输送 C
:
H
:

到土城大气

中去的有效方法
。

因为用 C
: H : 处理过的水

进行灌溉可使 C
Z
H : 在湿润土壤中分布到活

性的反硝化位置上去
,

而用插入土坡中管子

扩散的方法将使 C
: H : 分压保持在宜于抑制

N : O还原的水平
。

(刘志光据 5 0 11 S e i
. ,
240 : 5 5一魂̀

, 2 9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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