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6溶磷细菌对磷矿粉的溶解强度 (g 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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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对难溶性磷酸盐的溶解作用在土

壤中普遍存在
。

由于磷酸盐在土壤中不易移

动
,

而微生物比植物更易溶解磷酸盐的优越

性是由于细菌细胞和真菌菌丝比植物根系细

微
,

更易与矿质颗粒紧密接触
,

从而可 以释

放更多的正磷酸盐供植物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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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对作物生长和底土

的化学性质的影响

在许多高度风化的土壤中
,

作物因受到

A l的毒害难以利用底土中的水分
,

而在这些

土壤中表层施用的石灰通常垂直移动极慢
,

需要采用特殊的机械和 /或化学方法来 解决

这个问题
,

作者用玉米 ( Z
e a m ay

s L
.

)在强

酸性N or m a n
id

e n
粘壤土上进行田间实验

,

考

察了表面混施石膏 ( 8 6% C
a S O

` ·

Z H Z O )对

产量
、

根系发育和剖面化学性质的影响
。

石

膏的影响是由时间决定的
。

交换 性 A l 的水

平逐渐下降
,

同时底土中的 C a 、

M g和 5 0
` -

S逐渐增加
。

在 5 0
` 一 S的吸附 /沉淀最大区水

的 pH显著升高
,

但 K C I测得的 p H 保持不变
。

到了第四年石音对底土根系发育的影响是显

著的
,

产量也明显上升
。

这些结果表明
,

石

膏表面混施对于改良这种酸性底土是一个经

济可行的方法
。

作者提到用磷石裔效果较一般矿质石介

更好
,

因还有 P的营养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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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7 6页 ) 样本数可按小地类成数和所需精度计算确定
。

整群抽样调查结果的精度高于

常规概查法
,

而经费却可节约 97 % 以上
。

整群抽样法的缺点是
,

只能统计出各地类的面积数

据
,

不能绘制图件成果
。

另外
,

小成数地类和线形地物的精度和重现性均较差
。

参 考 文 献

Q 〕 F
。

洛庆等若 (林昌庚
,

沙琢等译 )
, 森林资源 清查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2〕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编
,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

侧绘出版社 ,

〔 3〕 林业都调查规划院编
,

森林调 查手册
,

林业出版社
, 1 9 84

。

c4 〕 店宗祯
,

利用新旧航片对 比分析监测林地类型变化
。

森林调查规划
,

19 8 5

1 9 84

第 3 期 (总3 1期 )
,

1 9 7 9

习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