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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 了安徽省桐城县主要土坡的微量元素含量和土壤
、

作物对微肥 的反应
。

桐城县的农业土壤以水稻土为主
。

多年来
,

由于土壤复种指数和作物产量的提高以及化

肥用量的增大
,

导致土壤微量元素养分供应不足
。

本文介绍了桐城县主要土壤的微量元素含

量① 和土壤
、

作物对微肥的反应
。

现概述如下
:

(一 )砌 全县土壤有效硼的含量在 0
.

5一 o
.

34 p p m之间
,

平均 o
.

2 6 p p m
,

作物缺硼现象明

显
,

特别是十字花科作物表现尤为突出
。

就土壤而言
,

以花岗片麻岩母质发育的土壤和山河

冲积物发育的土壤缺硼最为严重
。

例如
,

麻砂泥田有效态硼只有 0
.

3p p m ; 沿河砂泥田只 有

。
.

1 5 p p m ; 下蜀系黄土母质发育的马肝泥田含硼量也很低
,

仅有 0
.

3 4 p p m ,

均低于 0
.

s p p m缺

硼临界值
。

(二 )锌 土壤表层 中的有效态锌
,

一般在 0
.

21 一 2
.

5 3 p p m之间
,

土壤母质类型及土壤 P H

对土壤有效态锌的含量影响极大
。

如酸性紫砂岩发育的中性紫 色
’

土
, p H一般为 7

.

0 ,

有 效

态锌只有 0
.

s p p m ,

花岗片麻岩发育的土壤
,

p H一般为 5
.

0 ,

有效态锌达 1
.

6 0PP m
。

在含磷量

高或大量施用磷肥的土壤上
,

由于磷锌之间有强烈的拮抗作用
,

而诱发作物缺锌
。

我县水稻
、

玉米
、

小麦
、

柑桔等作物常发生缺锌症
,

可能与此有关
。

(三 )锰 土壤活性锰的含量一般在 1
.

65 一 95
.

l p p m ,

平均 49
.

s p p m ,

变异系数 。
.

4 5 ; 易

还原态锰一般在 1 8
.

2一 1 2 7 p p m
,

平均 57
.

6P p m ,

变异系数 0
.

64 ; 交换态锰一般在 9
.

40 一 7 6
.

9

PP m ,

平均 35
.

IP p m ,

变异系数 0
.

60
。

此三种形态锰均低于 I OOPP m 缺锰的临界值
。

但 由 花

岗片麻岩发育的水稻上则明显缺锰 (表 1 )
。

表 1 6 种 土 壤 中 三 种 形 态 锰 的 含 量
印 Pm )

项 日
山河 冲积物
(水稻土 )

下蜀系黄 土
(水稻土 )

花 岗片麻岩
(水稻土 )

下蜀系黄土
(黄棕壤 )

火 山角砾岩
(红 壤 )

紫色砂砾岩
(紫色土 )

样 品 数

活 性 锰

易 还 原 态 锰

交 换 性 锰

交换性占易还原态 (% )

4

5 9

左7

4 4

9 3

2

5 2

连1

3 8

9 2

1

5 1

5 5

3 5

6 4

1

7 6

4 1

6 6

1

4 4
.

9

12 7
.

0

3 8
.

7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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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铜 土壤有效态铜一般在 0
.

0 2一 2
.

O Sp p m,

平均 1
.

6 1 p p m ,

属较高水平
。

唯由紫色

砂岩发育的紫色土和由火山角砾岩发育的红壤其有效态铜含量低于缺铜临界值 (表 2 )
。

表 2 6 种 土 壤 中 有 效 态 铜 含 量

( P P m )

, 。 一 山河冲积物
`
下蜀系黄土 { 花 岗片麻岩 } 下蜀系黄土 一火山角砾岩 { 紫色砂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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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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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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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品 数 { 4 2 { “

{
1 ` … ’

有效态 铜
{ 1

·

3 1 2
·

2 8 1 2
·

4 6 } 1
·

9 6 0
·

5 9 0
·

3 6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
,

我县土壤除对 C u 、

M
n
肥的反应较差外

,

对 Z n 、

B 肥却有良好的

反应
。

田间试验结果也表明
,

B肥对杂交稻 (制种 )
、

棉花和花生都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Z n

肥

对玉米的增产作用不仅在当季显示出来
,

而且还有明显的后效 ; C u 、

M n
肥对水稻增产虽 无

直接作用
,

但对减轻水稻稻瘟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作用
,

对水稻的增产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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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没有明显差异
,

前者的 C含量且低于后者
,

但 N含量显著大于后者
。

看来
,

绿萍胡敏酸的光

密度值较稻草的高
,

并不是其芳化度较高
,

而是由于其含氮发色基团较多N 故
。

渍水条件下

稻草胡敏酸的光密度较之早地条件下的为低
,

部分地也可能用此来解释
。

渍水条件下物质转化的物理
、

化学和生物学过程与早地条件下的有明显的不同
。

有机低

分子化合物动态的一些研究结果已显示了这一点〔 7〕 ,

但二者在含氮化合物和胡敏酸性质方面

有些什么异同还不清楚
。

杜丽娟等曾观察到① ,

渍水条件下的腐解产物中
,

氨基酸态 N 的相

对含量较早地条件下的显著为高
。

本工作证实了这一点
。

本工作还发现
,

与早地条件下的相

比较
,

渍水条件下新形成的胡敏酸 N含量较低
,

C / N 比值明显较高
。

这一点如能获得进一步

证实
,

当有助于阐明水稻土中腐殖物质的性质及其形成过程
,

值得深入研究
。

与渍水条件相比
,

早地虽有利于氧化作用的进行
,

但红外光谱和电位滴定结果都 表 明
,

早地条件下形成的胡敏酸
,

其狡基含量并不一定较渍水条件 的为高
。

影响狡基含量的因素还

有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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