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1 9 86年科研工作进展

一九八六年是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

在中共中央关 于

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指引下
,

我所积极采取措施
,

进一步推动改革
,

在实行研究课题分类管

理与经费核算
、

各类干部聘任方面
,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在全国大好形势鼓舞及全所同志共

同努力下
, 1 9 8 6年的科研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

面向国家经济建设
,

在全面完成
“

六
·

五
”

国家科技任务和重点任务的基础上
,

积极承担了
“

七
·

五
”
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和重点课题

,

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继续深入进行
,

横向委托任务取得一定效益
,

国际合作项 目正逐步扩大
。

现

将我所 1 9 8 6年的主要科研工作的进展综述如下
。

一
、 “

七
·

五
”

国家科技攻关课题

(一 )筑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

1 9 8 6年我所全面总结
“

六
·

五
”

攻关资料
,

撰写了天然文岩渠流域农业发展战略和综合治理

(专著 )
、

天然文岩渠流域农业自然资源研究 (论文集 )
、

黄淮海平原区域综合治理技术研究 (论

文集 )
、

土壤水盐运动和盐渍化防治 (论文集 )
、

1 : 20 万天然文岩渠流域图集 ( 20 幅 )
、

还有一幅

1 : 100 万的低产土壤图
。

这些科研成果通过专家评审后
,

已公开 出版发行
。

同时
,

与兄弟所联合
,

继续承担了
“

七
·

五
”

科技攻关项目中四个课题
:
封丘试区综合治

理技术体系研究 ; 封丘大面积经济施肥技术和培肥地力研究
;
黄河浸润区苏打化区域水盐运

动规律和水盐预测预报研究
;
黄淮平原类型区的治理开发总体方案研究

。

经过可行性论证
,

陆

续签订了攻关合同书
。

关于土壤水分平衡和节水灌溉试验已取得初步结果
,

此项工作是中法合作项目
。

用微气

象学方法测定了石灰性稻田 土壤上三种氮肥氨挥发损失过程的动态
,

此项工作是中澳合作项

目
。

布置了有关氮
、

磷
、

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的田间
、

盆栽试验
,

研究了土壤根际养分环境

与合理施肥
、

不同形态肥料的效应及其交互作用
,

取得 了一批资料
。

有机肥改土和有机物料

的分解试验
,

分别连续进行到第三季和第三年
,

积累了系统的数据
。

不同土壤上白三叶草接

种V A 菌根真菌和根瘤菌的试验
,

对发展牧草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

完成了水盐动态观测室的收

尾工程
,

对数十个模拟土柱的水分和盐分传感器进行供水调试后
,

已开始进行观察
,

完成了土

壤中盐分离子扩散模拟试验
,

同时布置了碱化土壤改良的田间试验和水质改 良的模拟试验
,

测

定了植物的耐盐性
,

划分了各种作物的耐盐范围
。

天然文岩渠流域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战略

的实施
,

正进一步落实 , 为继续开展不同水利条件下综合运用排灌调蓄用措施与土壤盐碱化

关系的研究
,

作了初步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工作
,

并布置 了若干水质观测点
,

研究区域水盐平

衡问题
。

淮北类型区涡河流域综合治理研究已制定总体计划
,

进行了现场考察
。

(二 )环境背 , 值及环境容 t 的研究

在完满地完成了
“

六
·

五
”

攻关任务的基础上
,

通过论证又继续承担
“

七
·

五
”

攻关三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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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土壤背景值研究

,
黄棕壤土壤环境容量的研究

;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红

、

黄壤中氧化物对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环境背景值的影响
。

1 9 8 6年开展 了新疆北部土壤背景值的野外调查
、

采样
,

基本完成了福
、

砷
、

汞三个元素的分析
,

利用标准土壤或控制样进行分析质量控制
,

使用 P

c
一 15 00 机绘制质控图取得 了满意的结果

,

并在黄棕壤地区调查选点
,

作了方法和材料准备
,

t

为开展土壤环境背景值和环境容量研究作好准备
。

(三 )太湖水系水质保护研究
“

七
·

五
”

期间我所承担 了该项 目一个子课题
: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对策研究
。

1 9 8 6年完成

课题可行性论证
,

制定了研究方案
,

并在江苏南部地区进行调查
,

选择试验点
,

落实协作单

位
,

准备试验材料
,

完成了科研的前期准备工作
。

( 四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研究

我所承担了
“

七
·

五
”

攻关任务中二个课题
:

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综合考察
;
黄土高原试验

区遥感研究
。

1 9 8 6年在宁夏
、

甘肃
、

青海等地进行土壤资源
、

土壤特性及分类
、

利用现状的

考察
,

采集了一批标本
,

收集了大量资料
,

弄清了六盘山以西的黑麻土和青海
、

甘肃山地栗

钙土
、

黑钙土的特性及其归宿
,

完成野外工作总结
。

在陕西省安塞遥感试验 区进行自然概貌

和土城类型的调查
,

拟订了土壤分类方案和黑白航片的判读标志
,

做好了黄土高原试验区遥

感研究的准备工作
。

此外
, “

青海盐湖提钾和综合利用研究
”

中
“

钾盐系列产品开发和硼锉资源综合利用
”

的课

题
,

钦的农业利用研究
、

稀土元素的农业利用研究等课题
,

尚在进一步论证
,

即将签订攻关合同
。

二
、

重点课题

1 9 8 6年我所共承担国家部委及科学院下达的五项重点课题
。

(一 )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城生态环境的影晌和对策研究

我所 1 9 8 5年承担其中四个课题
, 1 9 8 6年进行了总结

,

并通过阶段成果评议
。

经过两年多

的研究
,

掌握了三峡库区产沙总量
、

入库泥沙量
、

土壤侵蚀和建坝后产沙趋势
,

指出土壤侵

蚀及泥沙问题对三峡工程将产生致命性危害
,

是工程的决策因素之一
; 分析和论证了库区土

地已经过垦
,

除局部地段外
,

已几无可垦土地资源供大量农村移民就地迁移 ; 修坝蓄水后
,

长

江两岸土壤的渍害
、

潜育化和沼泽化现象有加重趋势
,

仅四湖
、

洞庭湖地区
,

若干年后
,

沼泽

化和重潜育化土壤可达 2 0 0 0万亩以上
,

影响水稻产量共计 1 00 亿斤 , 同时
,

对河口北支长江两

侧 2 0 0 0平方公里面积内土壤盐渍化影响较大
,

沿岸两公里范围内土壤盐渍化有加重趋势
。

各

课题都提交了调查研究报告和相应的图件
,

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对策和建议
。

(二 )太湖地区城郊型生态农业试验研究

长江中下游
,

特别是太湖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
,

人 口稠密
,

城镇密集
,

工农

业发达
,

经济实力在全 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城乡关系密切
,

急需因地

制宜的建立城乡农业复合生态系统
,

以生产符合城乡人民需求的更多产品
,

这是需要超前研

究的问题
。

为此
,

根据院领导指示
,

在太湖
“

六
·

五
”

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全面完成后
,

为保持

工作的延续性
,

应重点开展城郊型生态农业的试验研究
。

1 9 8 6年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
,

确定

了六个不同类型的定位点
,

继续开展营养物质循环
、

肥力演变
、

有机物质资源利用等试验研 .

究
,

水稻土结构
、

免耕
、

节水灌溉等试验研究仍在进行
,

名特优果品优质高产的土壤营养环

境的工作有待落实
。

同时进行了
“

六
·

五
”

攻关任务的部分样品分析
、

资料整理和总结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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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撰写《太湖地区水稻土的特性及其调节》专著
。

(三 )红旅生态综合试验研究

红壤是我国重要的土壤资源
,

广泛分布在长江 以南十四省区
,

面积达 21 8万平方公里
,

占

t 国土总面积的 2 2
.

7%
。

红壤地区 自然条件优越
,

土壤资源丰富
,

地处热带
、

亚热带
,

生物物

质循环旺盛
,

是我国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和林牧业发展的重要地区
,

生产潜力很大
。

经中国

科学院批准
, 1 9 8 6年开始在江西筹建红壤生态实验站

,

现已基本完成实验站总体规划
、

工程

设计和实施计划
。

基地的研究工作开展了背景值的调查
,

完成 1 : 1 0 0 0土壤图的整理和清绘
,

测

定了土壤肥力状况
、

有机质状况
、

土壤物理参数
、

微生物特性等基本资料
,

布置了部分定位

试验
。

此外
,

在红壤地区继续进行钾肥
、

硫肥
、

有机肥等试验
,

在海南岛
、

南宁
、

南昌等热

带
、

亚热带自然林
、

人工林下
,

开展了土壤性质和养分定位研究
、

柑桔的土壤管理与施肥研

究等
,

已取得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

完成了氮
、

磷
、

钾参数研究
。

( 四 )西南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和发展战略研究

这是中国科学院和川
、

滇
、

桂
、

黔
、

渝
“

四省一市
”

共同组织的重点课题
,

我所与成都分

院土壤室共同承担
“

西南农业资源评价与种植业和畜牧业基地建设
”

的任务
, 1 9 8 6年进行了野

外考察
、

采样和收集资料
,

即将完成广西 自治区七个地区的农业资源评价与种植业和畜牧业

基地建设的研究
,

并着手准备 1 9 8 7年对川
、

滇
、

黔
、

渝的考察
。

(五 )材料在土滚环境中腐蚀数据的积累和机理的研究

1 9 8 6年基本完成有机膜参比电极的研制
,

并交付大庆油田试用
,
进行了陶瓷膜参比电极

的改型研究及
“

七
·

五
”

期间土壤环境腐蚀试验网的选点准备 ; 全面总结了
“

六
·

五
”

期间取得

的资料
。

.

三
、

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令

1 9 8 6年全所共有九项科学基金 资助的课题
,

其中两项为青年科学基金
,

研究工作取得如

下进展
。

(一 )可变电荷土坡电化学性质研究 从电荷性质和酸度方面
,

测定了不同 pH
、

不同盐浓

度对红壤的表面 电荷和几种氧化土去游离氧化铁后对 5 0
` “ 一的吸附和 O H 一的释放量

; 研究 了

不同钙
、

镁饱和度对土壤石灰位和吸附性钙的影响 ; 进行了云南
、

广西
、

广东各类土壤的 p H值

和四川酸性土剖面石灰位的野外测定 ; 各类红壤游离氧化铁的室内测定
。

在胶体和离子的相

互作用中
,

采用导纳电桥研究了土一水体系中的电导频散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

对不同阴阳离

子与胶体电导频散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
确定了以铜离子选择性电极为指示 电极

,

用 C u Z +

间接

滴定侧铝的方法 ; 继续研究了胶体电荷对离子选择性电极的电位的长距离影响
。

在氧化还原

过程的研究中
,

测定了各种形态的亚铁
、

亚锰量与 p H的关系
,

研究了不同水分和有机质情况

下各种形态亚铁
、

亚锰的含量
; 用 p H 玻璃电极和硫电极测定了 p H一 p s ; 完成了氧化还原 电

位的去极化法与计算机联用的自动测定系统
;
与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土壤化学研究所和 U

-

id
n e大学合作

,

研究了绿肥分解过程中水溶性有机物质的伏安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
。

( 二 )红
、

黄滚中枯粒矿物组成及其物理化学性质 重点研究了红城
、

砖红壤
、

赤红坡
、

黄

壤的粘粒矿物组成及其特性
,

初步 明确了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 的矿物特征
、

矿物风化特点及

矿物中的化学组成
;
应 用氮气吸附法

,

测定了高岭石
、

蒙脱石
、

伊利石
、

蛙石
、

凹凸棒石的

粘粒矿物和黑土
、

填土
、

砂姜黑土
、

黄棕壤
、

红壤
、

砖红壤胶体的外表面积
,

并用 E G M E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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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了全表面积
,

从中计算出粘粒矿物和土壤胶体的内表面积
、

外表面积和全表面积值
。

游

离氧化物的形态特征研究表明
,

成土母质不同
,

土壤中氧化铁含量相差很大
; 同一母质土壤

,

由于从南到北地带性不同
,

氧化铁形态也不相同 , 同一母质发育的红壤或黄壤
,

其海拔高度

和垂直分布虽不同
,

但氧化铁的活化度均为黄壤高于红壤 ; 成土过程
、

成土条件不同
,

是形

成不同形态氧化铁的主导因素
。

继续研究了铜
、

锌离子的专性吸附与解吸和亚硒酸的解吸
、

氧

化物亚表面类型化学行为的区分 ; 膨润土流变性质的研究
,

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

( 三 )土滚水盐运动及盐演化预洲预报 完成封丘应举水盐动态观测室的建设
,

安装了 15

个模拟土柱的水分
、

盐分传感器和供水器
,

正进行不同土壤剖面结构和不同潜水埋深条件下
,

地表径流
、

入渗量
、

潜水蒸发及土壤剖面中水盐动态观测 ; 同时
,

自行研制的水盐信息自动

采集和信息处理系统正组装调试
, 1 9 8 7年可投入使用

。

继续进行山东打渔张灌区和封丘试区

典型地段土壤和地下水水盐动态观测 , 开展了蒸发条件下有粘土夹层的粉砂壤土水盐运动模

拟试验 , 正应用同位数 I `
2 “
示踪法进行潜水蒸发过程中盐分向地表累积速度的模拟

;
完成土

壤中盐分离子扩散的模拟试验
。

( 四 )百万分之一国家土坡图的编制 召开 了中国 1 : 10 0万土壤图试点图幅工作交流会
,

讨

论了制图单元系统
,

交流了试点图幅进展情况和制图经验
,

修订了《中国 1 : 1 0 0万土壤图制图规

范》
、

《中国1 : 1 0 0万土壤图试点图幅统一制图单元系统》 ,

完成 1 : 1 00 万南京幅土壤图统编资料

准备和野外考察
,

调查 了图幅内山东
、

河南
、

安徽三省的主要土壤类型
,

采集了一批样品
。

继

续进行 1 : 1 00 万乌鲁木齐幅土壤图的制图编辑和说明
。

基本完成全国 9
.

5幅和 1 : 1 00 万土壤图的

1 : 5 0万过渡图
。

(五 )应用卫纽磁带数据绘制水土流失图及土坡怪蚀图 初步完成了江西赣北两县水土流

失制图的计算机上机工作和资料整理
。

( 六 )氮素参致研究 在红壤地 区大量田间试验资料的基础上
,

建立了不同母质发育的水

稻土的氮素效应 回归方程
,

求出不同土壤条件下早
、

晚稻的最佳施肥量
,

按方程施肥每亩可

节氮 4 斤左右 , 对部分供试土壤氮素矿化特性和规律进行了研究
,

还应用同位素技术研究 了

不同形态的氮肥在红坡性水稻土中的固定及其后效
。

( 七 )设施栽培的植物营养和施肥理论的研究 对单一基质和混合基质进行栽培试验
,

发

现其中一个基质配方可 以把
“

月月红
”

的扦插成活率由 10 %提高到 80 %一90 % ; 某些基质有很

强的吸附性能
,

在氮肥用量高达 20 0 0 p p m 时
,

幼苗仍能正常生长
;
研究了石榴的育苗繁殖技

术
,

已取得初步结果
。

(八 )几种主典土滚有机无机复合体性质的研究 进行了广东
、

浙江
、

黑龙江等地的野外

调查和标本采集
,

完成了研究材料的前处理
,

安装调试了差热分析仪和热重分析仪
,

已进行

分析工作
。

( 九 )中国土幼系统分类研究 召开 了全国土壤分类协作会议
,

拟订了全国土壤分类研究

协作草案
,

成立 了协作组和领导小组
,

修改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初拟》 ,

就黄褐土
、

黄棕壤
、

棕

红攘等过渡性土壤和棕壤
、

褐土
、

潮土等土类的发生分类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
,

对铁铝土

纲中常湿润
、

湿润两亚纲划分的化学指标进行了探索
,

还研究了一些元素的定量测定方法
。

.

四
、

横向委托任务

( 一 )千早地区大型喷滋工程中教据监洲和自动控制系统研制 该项 目是与紫金山天文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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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承担的
。

我所提供了自动喷灌系统总体设计和计算机软件编程模式
,

研制
、

组装
、

调试

土壤湿度
、

土温
、

气温
、

降水量
、

蒸发量等各类传感器
,

并与计算机联用
,

进行试区土坡测

试和田间灌溉试验等
,

各项指标均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
,

该工程已于年内竣工
,

经 主管部门

验收合格
,

交付使用
。

根据土壤理化性质分析和田 间测试结果
,

提出灌区不同质地土壤上夏

熟和秋熟作物布局
、

土地平整方案
、

新垦区施肥
、

防止返盐及合理灌溉方式等建议
,

受到了

当地的重视
。

(二 )城东北铜矿区水稻土中铜的化学形态与吸附
、

解吸特性的研究 对江西东乡
、

德兴和

武山三个矿 区受铜不同程度污染的红壤性水稻土进行铜的结合形态分析
,

将其区分为水溶态

加交换态
、

弱专性吸附态
、

有机结合态
、

氧化物包被态和残余态
。

五种形态铜均随污染程度

的加剧而增多
,

其分量与总量均有极显著线性关系 ; 随污染程度的加剧
,

交换态铜和弱专性

吸附态铜增加最明显
;
盆栽试验的稻谷产量分别与水稻土中五种形态铜均有极显著线性负相

关
;
不同形态铜明显受到土壤不同性质的制约

,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
,

不同形态铜之间有相互

转化的趋势
。

(三 )大东造纸厂工业用水净化的研究 通过对大东造纸厂工业用水污染源的调查
,

明确

了影响该厂生产纸 张的白度与水中亚铁
、

锰和富里酸含量的关系
,

铁的影响最大
,

其次为锰
,

富里酸最小
。

富里酸与亚铁络合后极为稳定
,

加氯可将富里酸
一 F e “ +

中的亚铁氧化成三价铁
,

后者作为聚凝剂
,

可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

( 四 )锌肥 中有容杂质极限含且研究 对小麦
、

水稻进行了盆栽和田间试验
,

研究锌和有

害元素在植物体内的积累
,

以及磷
、

锌的交互作用
,

建立了锌肥中福的 比色测定方法
,

砷的

测定方法正在进行中
。

(五 )土城中钦的研究 在江苏南通地区进行了甜菜钦肥试验
,

证实钦能使甜菜块根亩产

增加 15 。一 3 20 斤
,

增产率达 4
.

。一 1 1
.

7 %
,

锤度增加 0
.

4% , 研究了钦对花生
、

玉米发芽及根

系生长的影响 , 建立了土壤可溶性钦的比色测定法
。

(六 )钢渣的农业利用及硅肥研究 继续进行施用钢铁渣控制福污染的盆栽试验
,

结果表

明
,

施用钢铁渣后
,

白菜中锅含量 明显下降
,

与施用等量石灰的效果相接近
。

调查了云南小龙潭

高钙煤煤灰作为硅肥资源的可能性
,

据测定
,

姗烧后的煤灰含 5 10
:
( 。

.

SN H CI 提取 )达 14 %

左右
,

年堆积量达 5 03 吨
,

不需要任何加工
,

就可作为硅肥在柑桔
、

水稻上施用
。

( 七 )红滚区柑桔墓地土坡中微且元素含里与施用微肥效应 继续在桂林夏橙基地和广西

沙田袖产地进行野外考察和田 间试验
,

在室内进行土壤
、

叶片分析及盆栽试验
,

通过试验
,

对

不结果树改造已获良好效果
。

五
、

国际合作项 目

( 一 )优质烤烟适产的土坡环境与合理施肥 ( 中匆合作 ) 研究了我国主要烟区土坡性质
、

气候条件等生态因子与烟草产量
、

质量 的关系
,

六种烟草专用肥配方
,

钾肥在提高烟草质 t

上的作用
,

氮肥形态对烟草质量的影响
,

以及烟草缺素症状
、

硝态氮肥合理用量试验
,

建立

了烟草还原糖和尼古丁的测定方法
。

岛 (二 )红坡区不同土坡上作物对钾镁硫肥的反应 ( 中典合作 ) 在广东
、

广西
、

湖南
、

江西

等地进行了粮食
、

油料和经济作物等二十多种作物田间试验
,

结果表明
,

钾镁硫肥的效果与

抓化钾相当
,

在某些土壤和作物上
,

还表现出硫
、

镁的增产效果
。

在二十多种作物中
,

钾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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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肥对烟草
、

甘蔗和橙子的增产效果最大
,

经济效益最高
。

( 三 )有机肥与无机肥肥效对比及其对营养元素循环的影晌 ( 中日合作 ) 在连续三年试验

墓础上
,

经与日方商定
,

对三熟制田块处理作了调整
。

三年田 间试验的初步结果是
:

连续三年

不同施肥处理所带来的肥力差异
,

施用足够的肥料后
,

当季产量即可弥补 ; 连续三年不同熟

制带来的影响
,

在相同肥料处理的情况下
,

原两熟制产量略高于三熟制产量
,

看来连续种植

三熟制对后作有一定的影响
。

( 四 )费淮海平橄浅地下水位地区土城水分平衡 ( 中法合作 ) 二年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麦田耗水量不仅与气候条件有关
,

而且受地下水埋深和土壤湿度的强烈影响
,

第一年地下水

埋深 1一 2
.

8米
,

麦季降水量 2 28 毫米
,

麦田耗水量 4 35 毫米
,

其中有56 毫米由地下水向上补给

至根层为小麦利用 ; 第二年气候干早
,

麦季降水量仅 1 32 毫米
,

麦 田耗水量 3 26 毫米
,

周围大

t 抽水灌溉使地下水位在三月上旬陡然下降至 4 米
,

在剖面中出现
“

零通量面
” ,

有 46 毫米水

t 从深层渗漏损失
,

使小麦耗水量显著下降
。

尽管这两个麦季的耗水量有很大的不同
,

但其

籽实产量并无统计上的差别 (第一年为 7 33 斤 /亩
,

第二年为 75 1斤 /亩 )
,

致干早年分 ( 1 9 8 5 ~

1 9 8 6年 )的小麦水分利用率高达 2
.

3斤 /亩
·

毫米
,

为华北地区所罕见
。

这说明在浅水位地区
,

维

持小麦一定产量水平
,

灌溉有无实际效益
,

值得商榷
。

(五 )盆众损失的研究 (中澳合作 ) 在河南封丘进行了水稻的大田试验
,

研究三种氮肥在

石灰性土壤上的去向和损失途径
,

并探讨减少损失的方法和措施
。

初步结果表明
,

在石灰性

稻田土城上作基肥混施的碳馁和尿素
,

其氮素损失分别高达 72 %和 63 %
,

其中氨挥发损失分

别为 41 %和 32 %
,

田面水的络H是造成严重的氨挥发损失的主要原 因
。

其氨挥发损失量超过微

酸性水稻土的一倍左右
。

将有水层混施改为无水层混施
,

可减少氮素损失
,

但未表现在产量

下
。

硫按在石灰性水稻土上的氮素损失接近于碳按和尿素
,

也达到 64 %
。

( 六 )甜菜试脸 ( 中钾合作 ) 在内蒙古半干早地区黄河冲积物发育的潮土上
,

对甜菜进行

了硝酸钠用量试验
,

初步结果表明
,

硝酸钠对甜菜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施用量 以80 公斤 N /公

项的增产最高
,

碳按对甜菜的肥效低于硝按
、

硝酸钠或硝酸钾
,

但含糖量没有显著的差异
。

在

江苏淮阴季风区潮土上
,

硝酸钠对甜菜亦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增产幅度最高可达 35 %
。

( 七 )柑桔试验 ( 中 . 合作 ) 在对我国红壤地区植桔土壤的养分状况和施肥进行调查的基

础上
,

采用智利化学矿业公司提供的几种硝酸肥料进行对比试验
,

施硝酸钠
、

硝酸钾比施硝

酸按的柑桔果皮薄
,

对固形物
、

维生素 C 等质量因素也都有较好的影响 , 氮肥用量过多会增

加果皮含水量
,

使贮藏性降低 , 硝酸钠和硝酸钾能促进柑桔根系对钾的吸收
,

因此果实中糖

分有增加的趋势
。

今

六
、

测试仪器的研制
、

生产与应用

在完成所内的仪器维修
、

加工任务外
,

制作了 S Y一 1型袖珍式数字盐分计
、

S Y一 2型袖

珍式数字电导仪
、

D M P一 1 型袖珍式数字 m V / p H计
、

N ` 6

样品高真空气化装置
、

85 一 2 型计

算机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

86 一 1 型 A / D转换器与计算机接 口
、

G D J一 2 型生物发光光度计
、

硫酸铜参比电极
、

负压计
、

电析仪
、

六联定氮仪
、

造粒机
、

电子定时器等
,

改装了流动分光

光度计
,

并实现 了流动式分光光度计与计算机的联用
。

同时研制完成微机控制的滴定系统
、

微 户

机化氧化还原电位去极化法全自动测定装置及软件
、

微机化流动注射分析仪和微机化电位测

t 仪 (P H
、

pX
、

C等 ) ;
完成血钾血钠计 (与可编程计算机联用 )的设计和 C

’ `

样品 (
一

l: 转第 12G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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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连续植稻过程土壤有效硅的变化
*

土城有效 硅 ( 1 0 5
: 奄克 /1 0 0克土 )

水拍土母质
试脸开始 第 1 季 第 2季 第 3季

萦 色 土

冲 积 土

第四纪红色枯土

红 砂 岩

l 2

14

1 1

灌水中的溶性硅带入
,

用蒸馏水灌浇
。

试验

共进行了三季
。

每季水稻收割后测定土坡有

效硅含量
,

结果列于表 6
。

表中资料说明
,

连续三季植稻后土壤有效硅的消耗量与土城

原来的供硅水平有关
。

以不同植稻次数所测

定的有效硅浓度的对数 ( 109 )作 y值
,

植稻次

数作
x
值

,

作图并计算直线的斜率
,

斜率大小

表示有效硅的消耗速率
。

所得结果是供硅水

平高的冲积性母质水稻土和紫色土发育的水

n
ù̀
U,̀ó勺

…
诊

肉匕内七,曰̀任,dǹ.已人

* 杜承林提供土样

稻土
,

其斜率分别为。
.

21 和 。
.

1 8 ,

其它两种供硅能力低的水稻土则为 0
.

1 2
。

这一事实说明
,

在

有效硅含量高的土壤上
,

水稻对硅的吸收明显高于有效硅低的土壤
。

另外由于水稻吸收硅素的

能力强
,

植稻过程有效硅的消耗大
,

土壤供硅能力降低很迅速
。

例如同为湖南桃江冲积物发

育的土壤
,

植棉地耕层有效硅含量是 4 3
.

6毫克
,

水稻土则仅为 27
.

8毫克
。

因此实行稻棉轮作

可改善水稻的硅素营养
。

以上就土城性质
、

施肥和连续植稻对土壤有效硅含量的影响作了初步探讨
。

此外在用浙

江金华发育于第四纪红色枯土的水稻土进行淹水培育
,

观察有效硅含量变化的动态过程时
,

得

到随着淹水过程土壤 p H的提高
,

有效硅含量增加的规律 〔 ” 〕
。

其原因可能是和溶性硅共沉淀

的铁锰化合物
,

随着淹水过程铁锰还原游离
,

而使有效硅逐步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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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提取装置的机械设计
、

加工与组装
。

和金坛电分析仪器厂联合研制的 E C M一 1型袖珍式电

化学复用仪
”
已通过鉴定

.
完成含氮空环载体的新型 p H 电极及其影响机理的研究 ;筛选出一种

中性载体P V C膜 ( E T H一 1 2 9) 钙电极
,
制备了硝酸根

、

高氛酸根和钾电极
。

水盐动态测定数据

采集和处理系统的研制
,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

解决了用于 2 80 个传感器自动换档测定的电

导仪
、

长线屏蔽及计算机接口
、

计算机控制程序等关键性技术问题
,

并已进行观测仪器与计算

机联结的演示
,

测量精度达到预定指标 , 第二阶段实验室土柱模拟观测 已开始进行
,

观测正

常后即可移至现场安装使用
。

现代化土坡常规分析样品前处理装置
,

已完成样品烘干
、

粉碎

及过筛的研制
,

装配了相应的设备
。

恒温振荡器及无漏斗过滤提取有效养分的装置亦研制成

功
,

即可投入试用
。

上述仪器设备的制作与研制
,

有力地促进了我所科研工作的开展
。

(科技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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