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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上海地区土坡的含锌皿及锌肥的效应
。

结果表明
:

上海地 区土壤的全锌含量为0 2一 10 P 2pm , 有效锌含

皿为 0
.

19 一 11
.

89 p p m
,

以黄泥头
、

沟千泥
、

青紫泥最高
,

夹沙泥次之
,

盐土最 低
。

全 市缺锌土壤约占耕地 的 30 %
,

施用锌肥可使玉米
、

水稻
、

三麦
、

棉花等作物增产 3
.

7一 4 7
.

5 %
。

锌是植物生长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

是某些酶的组成分
,

直接参与植物体内的碳水化合

物的转化过程
,

并影响蛋白质和生长素的合成
。

锌在提高作物的产量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 供试土壤

有青紫泥
、

沟干泥
、

黄泥头
、

夹沙泥和盐土等主要土壤的 37 8个土样
,

其中有剖面土样44

个
,

钻孔 土样 33 4个
。

(二 )测试方法

1
.

土壤全锌的测
:

定土样用王水一过氯酸消化后
,

以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2
.

土壤有效锌的测定
:

土样用 p H 7
.

3的D T P A ( o
.

00 5 M ) + C a
1C

2

( 。
.

00 5 M ) 十 三乙醇胺

( 。
.

I M) 溶液提取
,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3
. “ “

Z n
对玉米光合作用影响的测定

:
将喷施

“ “
Z n
的玉米植株的叶片置于

` 心
C的光 合 室

内
,

2 0分钟后
,

叶片用水洗净
,

烘干
、

磨碎
,

测定单位叶重的
` 咯

C含量
。

(三 )锌肥对作物的效应试验

在上海地区的 60 多个乡做了 18 7个试验
。

供试作物包括玉米
、

水稻
、

大麦
、

小麦
、

元麦
、

油菜
、

棉花
、

蚕豆和蕃茄等作物 ; 试验采用大田与盆栽相结合的方法
;
锌肥品种为硫酸锌 ( Z n S O

` ·

7 H
Z
O )

;
施肥方法分基施或喷施两种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上海地区土壤的含锌量

上海土壤全锌含量为 2 0一 i o Z p p m ,

平均含量 6 5
.

s p p m ;
有效锌含最为 0

.

1 9一 l z
.

s g p p m
,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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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含量 1
。

5 1 p pm
。

上海地区土壤的成土母质基本上是长江冲积物
,

东部属于草甸型土壤和滨海盐渍土
,

西

部主要是沼泽型土壤
,

经长期耕作熟化过程
,
形成了不同的农业土壤

,

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着

辱 盐土
、

夹沙泥
、

黄泥头
、

沟干泥与青紫泥
。

各土壤间全锌含量虽有些差异
,

但变化不大
。

盐

土和夹沙泥全锌平均含量为 6 o p p m ; 黄泥头
、

沟干泥全锌含量平均为 7 o p p m ; 青紫泥全 锌 平

均含量为 67 p p m
。

本地区的全锌含量和分布规律受成土母质的影响十分明显
,

这既反映了本地区成土母质

整
成上的均一性 ; 又反映了本地区的成土时间较短

,

不同沉积相 `河相沉积
、

湖相沉积 ’ 的

母质其含锌量的变化范围较小
。

河相沉积物全锌平均含量为 60
.

2P p m ; 海相沉积全锌平均 含

量为 59
.

s p p m
。

上海地区土壤的全锌含量的分布范围因土而异
。

盐土
、

夹沙泥的全锌含量主要分布在 40

一 60 p p m和 60 一 8 0 p p m 之间 ; 黄泥头和沟干泥全锌含量半数以上分布 在 60 一 s o p p m 之 间
,

有

30 %分布在 8 0一 10 0P p m ; 而青紫泥土壤大部分集中在 60 一 s o p p m范围内
。

(二 )上海地区土壤有效锌含量

随土壤类型而不同
,

彼此可相差几倍至数十倍
,

含量在 0
.

19 一 1 1
.

2 9 p p m之 间 (表 1 )
,

平

均为 1
.

5 1 p p m
。

有效锌的含量与全锌含量之间无相关性
。

上海地区土壤有效锌含量约占全锌

含量的。
.

33 %一 14 %
。

土壤有效锌的含量主要取决于土壤类型
、

质地
、

p H值和有机质等因素
。

各类土壤有效锌含量分布频率列于表 2
。

表 1 上 海 地 区 主 要 土 壤 的 有 效 锌 含 量
印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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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七 海 地 区 主 要 土 壤 的 有 效 锌 含 量 分 布 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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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
,

结构好的土壤其有效锌含量较高
,

如黄泥头 ; 有效锌含量受土壤反应的

影响极大
,

盐土因 p H高以及强烈的石灰反应而使有效锌含量低 ; 沟干泥的 p H值 为 7
.

。一 7
.

7

左右
,

但由于此两类土壤中
,

有相当多的样点有石灰反应
,

因而导致这两类土壤中的一部分

2 0 1



土壤的有效锌含量偏低
,

分析结果表明
, p H < 7时

,

有效锌含量高
, p H > 7时有效锌含量低

。

因为随 p H的升高而降低了锌的溶解度
,

所以 p H > 6
.

5的土壤植物常发生缺锌症状
。

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
,

有效锌的含量亦相对较高
, 反之则低

,

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

关
, r = 0

.

6 6一 0
.

9 8
。

从剖面分布来看
,

通常是表层有效锌含量高下层含量低
。

表层的富集现象是由于人们长

期耕作施肥及作物根系吸收聚积的结果
。

(三 )锌在玉米体内的运转

我们借助同位素
“ “

Z n
及 “ C对锌在玉米体内运转和积累等进行了研究

。

1
.

玉米吸收锌肥的速率
。

用
。 6

Z n
喷施玉米后

,

锌即被玉米叶迅速吸收
,

吸收锌肥的速率与叶龄有关
,

叶龄越幼小

吸收速度越快 (表 3)
,

其回归方程如下
:

( z )上部叶
: y = 1 2

.

4 2 + 0
.

6 7 x r = 0
.

9 7 1
*

(
n = 4 )

( 2 )中部叶
: y = 1 0

.

5 0 + 0
.

6 3 8 x r = 0
.

9 6 5
络’

( n = 4 )

( 3 )下部叶
:

·

y = 4
.

7 7 6 + 0
.

3 0 2 x r = 0
.

9 8 6
’卜*

( n = 4 )

2
.

锌在玉米植株中的运转与分配
。

在玉米营养生长阶段
,

锌由老叶运转到新叶
,

以满足幼嫩的新生叶生长需要 ; 到了生殖

表 3 玉米在喷锌后的不同时间内对锌

的吸收率 ( % )

表 5 玉米植株各器官中。 . Z n的比较l ( e p m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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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玉米不同叶位的叶片中“ “
Z n

含量的变化

{ 四叶期喷 6 5 Z n

叶 位 八 叶期测定
( c P m )

输出率
( % )

ó吕OJ0.,工一óUO舟b,上J任OU工ó目一土1人,几曰J
J胜̀ù匕户O厅」

8 1 7

7 1 7

1 8 7

0 1 5

9 7 9

5 8 1

3 8这

5 8 4

6 6 3

四 叶期喷 6 6 Z n

成熟期测定
( cP m )

1 0
.

2 0 2

6
.

2 7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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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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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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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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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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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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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阶段
,

锌则由营养器官向生殖器官集中
,

以保证生殖生长的需要
。

玉米在四叶期喷
“ “

Z n ,

其后所生长 出的

新生叶中都可测 出放射性
“ “

Z n
的存在 (表 4 )

,

* 处理 1
.

四叶期喷。 S Z n ,

2
.

四叶期
、

八叶期两 次喷
6 6 2助

3
.

四叶期
、

八叶期
、

抽雄期三次喷 “ Z n ,

4
.

八叶期喷 。 S Z n ,

5
.

抽雄期 喷 85 z n
.

2 0 2



甚至于在植株的各个器官如茎
、

根
、

穗轴
、

苞叶和籽粒都能测出放射性
“ “

Zn ,

这就使玉米植

株在整个生育期内能得到充足的锌
。

3
.

锌在玉米植株各器官中的含量与分布
。

玉来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

各个器官都能积累锌
,

其分布情况呈顶端优势
,

即新生的幼嫩

组织积累的锌高于成熟的老化组织 ; 植株上部茎
、

叶的含锌量高于下部茎
、

叶 ; 在同一器官

中锌的分布也不均匀
。

例如
:
在果穗中则以穗轴> 籽粒 > 苞叶 ; 而在籽粒中

,

锌则主要积聚

在胚中 (表 5 )
。

4
.

喷施锌肥时期对玉米籽粒含锌量的影响
。

玉米在不同生长期喷施锌肥将影响其籽粒的含锌量 (表 6 )
。

表 6 玉 米 喷 锌 后 各 器 官 含 锌 量 占 整 株 含 量 的 百 分 比

~ _
{

_
, L

~ ~
。

~
_

}四叶
、

八叶期二 次
l

四叶
、

八叶
、

抽雄期 }
. ,

`
; , `

。 二。 _ : 二 . , , 。 , _

部 位 } 四叶期喷 6 6 Z n }闷 ” 、

孟品今势一 叭
;门

’

匕公蕊器号份阴 八叶期 喷 “ Z n } 抽雄期喷 “ 乙 n

洲尸
一 } 一

.

汁甲 八 一 { 目解 0 0乙 n l 二二
.

视 目后 0 。 ` n
r 一 ’ `

~ ~
’
一 一

户

~ ~

叶 } 2 3 0 1 5 0
.

3 } 6 0
.

0 39
.

7
:

5 7
.

0

笨 } 6
_

0 } 3 1 5
_

4 2
_

6
·

3
.

2

藕 轴 { 1 6
_

3 { 9
.

3 } 1 2
.

3
,

1 2
.

2 1 2
.

6

籽 垃 } 4 5
_

1 } 3 2
_

3 { 1 5
_

3
:

2 9
_

0 1 9
.

4

苞 片 } 4
.

, { 1
.

8 3
.

3 1 3
.

2 1 3
.

3

雄 蕊 1 3
.

0 } 1
_

7 : 1
.

7 1 2
.

1
·

1
.

6

根 { “
·

o } 1
·

4 { 2
·

1 { 1 1
·

2 “
·

8

由表 6可知
,

玉米在四叶期喷施
“ “

Z n
肥

,

其籽粒中的含锌量占整株含锌量的 45
.

1%
;
在八

叶期喷
“ “ Z n ,

籽粒含锌量为29 % , 在抽雄期喷锌
,

籽粒含锌量为 19
.

4 %
。

5
.

锌对玉米光合作用的影响
。

试验表明
,

喷施
“ “

Z n
的玉米叶片置于

` 心 C光合室内一小时后
,

其叶片中的 “ C 的 计 数

为 2 9 8 8 士 4。 ,

而对照仅为 8 4 7 士 2 0
,

二者竟相差 3
.

5倍
,

表明锌有促进玉米进行光合作用的功

能
。

(四 )锌肥对作物的效应

上海地区缺锌和可能缺锌的土壤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30 %左右
,

合理施用锌肥是提高产量

的主要措施之一
。

试验也证明
,

适当施用锌肥可以使上海地区相当丫部分土壤的生产力有所提高
。

就作物

而言
,

施用锌肥 (主要是喷施 )可使玉米增产 3
.

4一 3 3
.

5 % ; 水稻增产 5
.

0一 1 5
.

3 % ; 三麦 (大
、

小
、

元麦 )增产 5
.

5一 2 9
.

5 % ; 棉花增产 5
.

2一 19
.

4 % ; 蚕豆增产 5
.

7一 1 6
.

9 %
;
蕃茄增产 7

.

9一

4 7
.

5 %
。

锌肥不仅能增加作物的产量
,

而且还能提高作物的品质
。

试验表明
,

蕃茄
、

辣椒
、

黄瓜

等蔬菜作物施用锌肥后
,

它们的维生素 C的含量提高了 18 一54 % ; 豌豆的蛋白质 含量 增 加

了9
.

0一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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