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土壤有效磷

时酸度条件的研究
’

李 爱 华
(吉林省农业厅土肥总站 )

我们使用的连续流动分析仪 (匈牙利产 )
,

系由取样器
、

蟠动泵
、

反应仓
、

光 电比色计
、

记

录仪和打印仪等六大部分组成
。

具有连续测定
,

自动记录和打印的功能
。

每小时可测定 40 个

样本
。

较常规化学分析方法快
、

省
、

准
。

用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土壤有效磷含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酸度
。

因为酸度不同
,

不仅

形响分析仪对零标准溶液和标准溶液的测定结果
,

而且还要影响待测液的测定结果
。

因此
,

选

择适宜的酸度是获得准确结果 的重要条件
。

本文通过大量试验
,

研究了用分析仪测定有效磷

时的酸度条件
,

并试图从中优选出适宜的酸度范围
,

以使测定结果有较高的稳定性和重现性
。

一
、

零标准溶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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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标准溶液是测试工作的零基准 (零点 )

它直接影响测值的准确性
。

零标准洛液的配

制方法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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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酸度分别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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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每一

种零标准液在分析仪上侧定3次
,

结果见图 1
。

由图 1 可见
,

酸度为 O
.

O5 8 9N 的零标准

液测得的零点基本上处于同一直线条上
,

而

其它酸度的零标准液的零点均在基线两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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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选择早标准液的实验记录图

二
、

标准溶液酸度的选择

标准溶液的酸度试脸的方法是
:
在 3 升铂锑试剂中

,

分别加入不同数量的硫酸
,

配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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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酸度的硫酸
一
钥锑试剂

,

再用它对已知标准溶液进行测定
,

以检验测定值的差异
。

三种不同酸度的硫酸
一
钥锑试剂的配制方法如下

:
( 1) 在相锑抗试剂中加入 1 01 毫升的浓

硫酸
,

制成酸度为 1
.

2 ll N 的试剂 ; ( 2) 在铂锑抗试剂中加入 1 07 毫升浓硫酸
,

制成酸度为

1
.

28 3N的试剂 ; ( 3) 加入 1 15 毫升浓硫酸
,

制成酸度为 1
.

37 8N的试剂
。

三种不同酸度铂锑试

剂检测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不同酸度的相锑试剂测定同一标准溶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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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次测定结果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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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见
,

同一标准溶液
,

用不同酸度

的铂锑试剂所得测值不同
。

标准溶液中P
:
O

。

含量愈高
,

实测值和理论值相差愈大
。

当硫酸
一
铂锑试剂酸度为 1

.

28 3N时 (即 3升硫酸
一

铂锑

溶液中加硫酸 107 毫升
,

其变异系数仅 2
。

66 %
,

因而此酸度是硫酸
一
铂锑试剂的适宜酸度

。

为了检验硫酸
一
铂锑试剂的可靠性

,

我们在 1
.

28 N 酸度条件下
,

对理论值为45 pp m ( P
:
O

。 )

标准溶液进行50 次测定
,

结果列于表 2
。

由表 2 可见
,

50 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
.

76
,

变异

系度仅 0
.

72 %
,

表明酸度为 1
.

2 83 N 的硫酸
一
铂锑试剂是稳定可靠的

。

三
、

土壤待测液测定酸度的选择

供试土样是吉林省境内具有代表性的石灰性土壤
、

中性土壤和酸性水稻土
,

共 29 个土样
。

分三组进行试验
。

试验方法如下
:

每个土壤样本取 4 份土壤浸提液 (每份 20 毫升 )
,

然后分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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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

轻微摇动
,

排除气泡后
,

用水

定容至 30 毫升
,

然后进行测定
,

结果列于表 3
。

由表 3 可见
,

待测液中有效磷的含量有

随酸度的增大而降低的趋势
,

二者的相关关

表 3 同一土堆待测液在不同酸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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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函 :所示
。

从图 :可见
,

在 3 0毫升待测液中
,

每增加。
.

2毫升 S N H :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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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测得值下降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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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待侧液放 t 时间对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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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族待洲液系 1 9 8 6年 1 月 31 日提取的
。

为了检查土壤待测液测定结 果 的 稳 定

性
,

我们对放置不同时间的土壤待测液进行

了检测
,

结果列于表 4
。

由表 4可见
,

提取后第四

天测值与第二天测值相比
,

在 30 毫升待测液

中加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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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毫升酸者
,

因其酸度小
,

故颜色

稳定性差
,

因而前后测值相差较大
。

根据此

试验结果
,

为便于操作在20 毫升土壤待测液

中加入 2
.

5毫升 S N H : 5 0
` ,

用水定容至 30 毫升
,

此时酸度相当于。
.

08 3N 可作为待测液的适

宜酸度
。

四
、

分析仪法和 ol s en 法测定土坡有效磷含最的比较

最后
,

我们根据前面确定的酸度条件
,

用分析仪法及常规的 O l
s
en 法对 25 个具有代表性

的土样的有效磷含量进行了比较测定
,

结果列于表 5
。

表 5 分析仪法与O l s e n 法测定土堆有效磷 (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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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以看出
,

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值略高于 O l s en 法测定值
,

但两种方法测得结果

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
。

五
、

结 论

1
.

应用连续分析仪测定土壤有效磷时
,

零标准溶液不仅起稳定基线的作用
,

同时直接影

响侧定结果
。

零标准溶液的酸度以。
.

0 5 8 9N 为宜
。

2
.

硫酸
一
铂锑试剂的酸度对零标准液测定结果的影响较大

,

而且还要直接影响土壤待测

液侧定结果的准确性
。

试验表明硫酸
一
铂锑试剂的适宜酸度应为 1

.

28 3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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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 定 土 壤 全 铁 的 方 法

一一氮氧化钠碱熔比 色法

李 治 祥

(安徽省农收渔业厅 土肥处 )

本文推荐的氢氧化钠碱熔比色法是一种既简便又无需重要设备的测定土壤全铁的 万 法
,

适用于地
、

县级土壤化验室
。

一
、

方法原理

土壤样品经氢氧化钠熔融后
,

铁
、

铝
、

锰
、

钦等矿质元素则以可溶性盐类存在
,

硅亦成

为可溶性硅酸钠盐
。

熔块经盐酸溶解后
,

用盐酸轻胺还原三价铁
,

以邻啡呷琳显色
,

在72 型

分光光度计上用波长50 8纳米 (n m )比色
。

本法可与土壤全磷
、

全钾联合测定
。

二
、

比色波长的选择和对 比试验

(一 )比色波长的选择 比色测定法
,

选择比色波长十分重要
。

据 《化学分析手册》介绍
,

用

邻啡呷琳作显色剂测定铁
,

其最大吸收波长为 50 8纳米
,

测定范围 0
.

25 至 2
.

SP p m
,

测定条件

为 p H Z一 9
,

有盐酸经胺
、

柠檬酸存在
。

作者据此进行的实验结果列于表 l
。

结果 表 明
,

最

表 i 比 色 波 长 的 选 择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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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连续流动分析仪法与Ol
s
en 法测定土壤有效磷量时

,

二者所得数据基本接近
,

前者略

大于后者
,

但在统计分析上无显著差异
。

而连续流动分析仪具有的快速
、

准确
、

省工
、

省力
、

省钱等优点则是O l sen 法无可比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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