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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培养过程中紫云英和稻草的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碳
、

氮
、

碳水化

合物
、

酚类物质和二价硫的变化
,

同时也对挥发性有机酸作了观察
。

工作是在实验室进行的
。

在恒温下 ( 28 ℃ )分别对紫云英和稻草进行培养
。

另一处理是在

中国砖红坡
、

第四纪红粘土
、

意大利砂土和高岭土中分别加入紫云英和稻草
。

在培养过程中

定期取样测定
。

一
、

关于碳
、

氮
、

碳水化合物
、

酚类物质和二价硫

试验结果表明
,

在纯绿肥培养过程中
,

紫云英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碳含量高于稻草
,

前者一

般为后者的 2一 6倍
。

说明紫云英分解产生的水溶性有机物质的数量较稻草者为高
。

我们已有

的工作表明
,

紫云英的活性还原性物质也较稻草者为高
。

因此似可认为
,

相当部分的水溶性

有机物质即为活性还原性物质
。

两种绿肥的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碳含量随培养时间而降低
,

但

降低的速度不同
,

例如紫云英培养 40 天后
,

其碳量为培养 2 天后的 28 %
,

而稻草者为 74 %
。

紫云英水溶性有机物质的含氮量也较稻草者为高
,

说明前者的水溶性含氮化合物高于 后 者
。

紫云英水溶性有机物质的含氮量随培养时间而增加
,

而稻草者仅有微小的变化
。

紫云英培养液

的硫含量随时间而有较大的起落
,

而稻草者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几乎稳定在一个较低的 水 平
,

这是由于两种培养液的 p H也随时间而各有不同的变化所致
。

水溶性有机物质可用聚乙烯毗咯烷酮树脂 ( p
o
l y

v i n y l p y r r o l i d o n e r e s i n )级分为碳水化合

物和阶类物质两大类
。

在培养过程中紫云英的这两类物质及其比例都较稻草者为高
,

并随培

养时间而降低
,

其中紫云英者降低较快
,

例如培养40 天后其数量仅为 2 天后的 3 2
.

5%
,

而稻

草者则保持 75 %

两种绿肥分别与土城或高岭土培养后
,

水溶性有机物质的碳和氮都有明显降低
。

这种情

况说明
,

大量水溶性有机物质可为胶体所吸附或遭受分解
。

氮降低的数量与土城的氧化铁含

t 成正相关
,

其原因有待阐明
。

在所有加土处理 中
,

二价硫含量都为痕迹
。

循环伏安法测定证实
,

在 一 1
.

5 伏左右有铁

* 这项工作是作者 1 9 8 5一1 9 86年间在愈大利进行的合作研究的一部分
。



峰出现
,

峰高随土城类型而异
。

表明在土壤
一
绿肥处理的培养液中

,

由氧化铁还原出来 的 亚

铁足够与二价硫形成F e
S

。

碳水化合物和酚类物质的数量都较纯绿肥处理者为低
,

其中尤以砖红壤和红坡中者为甚
。

扣 这可能由于氧化铁与其作用所致
。

两种物质比较
,

酚类物质似较碳水化合物更易失去 电 子
,

因而具有较强的还原性质
。

二
、

关于挥发性有机酸

在 30 天培养过程中稻草的挥发性有机酸总量较紫云英者高 3一 4倍
,

而且酸的种类也较紫

云英为多
。

前者包含乙酸
、

丙酸
、 n 一丁酸

、

异丁酸
、 n 一

戊酸
、

异戊酸和异己酸
,

其中以乙酸

含量最高
。

后者包含 乙酸
、 n 一丁酸

、 n 一
戊酸和异己酸

,

其中以 n 一丁酸含量最高
。

从动态变化

看
,

由紫云英产生的挥发性有机酸
,

大部分 出现在培养后 14 天
,

在 30 天后消失
。

而由稻草产

生的大部分挥发性有机酸出现在培养后的 5一 14 天之间
,

30 天后仍存留一定数量的乙酸 和 丙

酸
。

在挥发性有机酸总量与 p H或与E h 之间无一定的相关性
。

看来
,

挥发性有机酸不是决定

其所在体系的 p H或 E h的主要因素
。

与无土处理相反
,

加土后
,

紫云英的挥发性有机酸总量一直较稻草者为高
,

而且其总量

随时间波动的幅度也较稻草为大
,

其中尤以中国砖红壤和意大利砂土最为明显
。

从酸的种类

看
,

在培养过程中
,

由紫云英产生的主要有 乙酸
、

丙酸
、 n 一丁酸

、

异丁酸
、

异戊酸或己酸
,

由

稻草产生的主要有乙酸
,

丙酸和
n 一丁酸

。

土壤类型可强烈影响挥发性有机酸的存在
,

在第四

纪红粘土中
,

一直存在一定数量的 由紫云英分解产生的乙酸和由稻草分解产生的丁酸
,

而在

, 其它土坡中则甚少
。

旱粮作物化肥基施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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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化肥一次基肥深施
,

是指高梁
、

玉米等早粮作物早春作垅时
,

将作物全生育期所需

用的化肥一次施八耕层
,

这一施肥方法是我市施肥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

近几年来我们的

多点试验示范和大面积生产实践表明
,

基肥一次深施 (简称基施 )方法简便
,

效益显著
,

是一

项经济有效的施肥方法
。

一
、

化肥基施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一 )甚施与追施对比 根据我所 36 个点的基施与追 施 单 因 子 试 验 结 果
,

亩 施 纯 氮

伶 .17 5一22
·

5斤
,

高梁
、

玉米分别平均增产 1 9
·

8 %
、

21
·

7%
,

折合每斤纯氮增 产 高 梁 2
.

49 一

6
.

07 斤
,

玉米 6
.

29 一 7
.

90 斤
,

基施效果非常显著
。

(二 )甚施与其它施用方法对比 以尿素
、

碳酸氢按两种化肥为试材
,

分别对玉米
、

高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