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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中的养分元素
,

是作物需要的养分来源之一
; 也是反应环境质量的内容之一

。

所

以研究溉溉水 中的养分元素含量
,

可为施肥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

本文研究 了江西余江县境内白塔渠水的养分元素含量和 p H
,

及其在不 同季节和流 程 中

的变化情况
。

结果如下
。

一
、

灌溉水的收集和分析

( 一 )灌溉水的收集

1 9 9 2年收集 了余江县刘家站灌溉系统的灌溉水
。

收集的方法是
,

设立 3 个固定收集点
,

一

是白塔渠 内 ( A )
,

二是距离白塔渠约 2 公里农田集中处的灌水沟内 ( B )
,

三是距离 B 约 2 公

里农田集中处的灌水沟内 ( C )
。

1 年中收集 4 次
,

分别是早稻栽插期 ( 4 月 21 一 23 日 )
,

早稻

麓溉高峰期
( 5 月 : 1一 1 3 日 )

,

晚稻栽插期 ( : 月 : 6一 2 8 日 )和晚稻灌溉高峰期 ( : 月 1 1一 1 3 日 )
。

每次连续收集 3 天
。

收集的时间固定在上午 9 一 10 时
,

用容器收集 15 o m l
, 3 天共收集 4 50

m l
,

装于同一个瓶内
,

摇匀供分析用
。

(二 )滋溉水的分析方法

氮用半微量直接蒸馏法测定 , 磷用半微量铂蓝比色法 , 钾
、

钠用火焰光度计法直接比色
;

硫浓缩后用氯化钡 比浊法
。

p H用酸度计 测定
。

二
、

灌溉水的养分含量

余江县境内的白塔渠水系引 自发源 于武夷山的卢溪河
。

在刘家站地区能灌溉 2一 3 万亩

农田
。

灌溉水中的养分主要来 自武夷山岩石
、

土壤的风化淋溶
,

枯枝落叶的腐烂溶解
,

排入

卢溪河一白塔渠的沟溪沿途 带进溶解渗入的养分和灌水沟途经田块渗入的养分
。

以下分别叙

述渠水中主要养分元素含量状况和p H值
。

( 一 )氮

白塔渠水刘家站灌溉区渠水含氮 (表 1 )为 0
.

理 m g / L
。

与同为双季稻种植区的广酉桃阴
{1

灌溉水含氮 0
.

52 一 0
.

8 7m g / L山相比
,

刘家站灌溉水的含氮量在其之间
。

一

若以一季水稻亩灌

水 400 m 计算 (下同 )
,

刘家站灌溉水为一季水稻亩提供氮约 0
.

3 k g ( 表
、

l )
。

刘家站地区亩产

4 o o k g 水稻 (下 同 )
,

吸收氮约 7一 s k g公
,

灌溉水提供的氮
,

是水稻吸收量的 4 %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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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塔渠水刘家站灌溉区养分元素和一季水稻供给量

P K

m g /L 一
含 量 7

.

28 0
.

7 2 0
.

0 0 8 3
.

6 3

C a
M g S

2
.

2 3 1
.

0 3 1
.

5 1

一季水 稻 供给荣

— 一
0

.

2 9

k g /亩

()
.

0 0 3 0 斗4 4 5 0
.

8 9 0
.

4 1 0
.

6 0

(二 )磷

灌溉区渠水含磷 (表 1 ) o
.

o o s m g / L
。

柳州灌溉水含磷 0
.

0 03 一 0
.

0 2 、 m g / L
,

刘家站港概水

在其之间
。

刘家站灌溉水亩提供磷 0
.

o 0 3 k g( 表 1 )
.

对亩产 相 o k g 水稻
,

需要吸收 1
.

s k g 磷

来说
,

是微不足道的
。

(三 )钾

灌溉区渠水含钾 ( 表 l ) 1
.

09 m g/ L
。

柳州灌溉水含钾 0
.

81 一 1
.

19 m g / L
,

刘家站灌溉水接

近其上限
。

刘家站灌溉水亩提供钾 。一川 ]性
,

是水稻吸收量的 3 %左右
。

(四 )钠

灌溉区渠水含钠 3
.

6 3 m g / L
。

柳州灌溉水含钠 0
.

99 一 1
.

52 m g / L
,

刘家沾灌溉水含钠量是

柳州的 2
.

工一 3
.

了倍
,

前者比后者高得多
。

刘家站灌溉水亩提供钠 1
.

4 5 k g( 表 1 )
,

约是钾的 3

倍
。

迄今虽然钠还没有列入植物的必需的营养元素
。

但一系列研究表明〔“ 〕 ,

施钠可以使麦类

增产
,

在缺钾条件下施钠
,

胡罗 卜
、

油菜等作物有增产作用
。

所以在缺钾地 区
,

灌溉水中的

钠对作物无疑有 良好的影 响
。

(五 )钙

灌溉区渠水含钙 2
.

2 3 m g / L (表 1 )
,

是柳州灌概水含钙量 ( 2 9一汉一 7 3
.

28 m g / L )的 1 / 1 3一

33
。

柳州地区灌溉水含钙 比刘家站多的原因
,

系前者是石灰岩地区
。

刘家站灌溉水亩提供钙

o
.

s g k g ,

是水稻吸收量的 3 0一 3 5%
。

(六 )镁

灌溉区渠水含镁 1
.

03 m g / L ( 改 1 )
。

柳 州灌溉水含镁 5
.

1沈一 1 7
.

20 m g / I
J ,

是刘家站灌溉水

含镁量的 5一 17 倍
。

刘家站灌溉水亩提供镁 0
.

4 1 k g
,

是水稻吸收量的 30 一 均%
。

(七 )硫

灌溉区渠水含硫 1
.

51 m g / L ( 表 1 )
。

柳州灌溉水含硫 1
.

02 一 1
.

60 m g / L
,

刘家站灌溉水

含硫接近其上限
。

我国南方 6
,

省河水含硫 1
.

67 m g / L 〔“ 〕 。

可 见白塔渠刘家站灌溉区渠水含硫

量低于南方河水含量
,

说明受污染程度较轻
。

国际水稻所的研究者认为
,

水稻可吸收灌溉水
,

j
, 5 4% 的硫〔 4〕。

(八 ) P H

灌溉区渠水 p H 为 7
.

2 8
。

低于石灰岩地区柳州灌溉水的 p H ( 8
.

33 一 8
.

4 4 )
。

三
、

灌溉水养分含量的季节和流程中的变化

(一 )季节变化

从白塔渠水 ( A )不 同时期养分元素的含量
,

可看出季节的变化情况
。

在 4 月 21 一 8 月 13

日的时期中
,

氮和镁有随收集时间的推进而增高的趋势 (个别时期例外 ) ; 硫则有随收集时 a[J

狗推进而降低的趋势
; 磷

、

钾
、

钠
、

钙和 p H 随季节变化不大 ( 表 2 )
。

这种变化情况
,

看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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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夕 白塔渠灌溉水养分无素季节变化情况

日 期 N P K N a C a
M g S

p li 一

—
-

一一
-

一
-

—
-

—
m g/ L

—
斗月 2 1一 2 3日 丁

.

2生 0
.

2 6 0
.

0 0二 1
.

1 3
.

9 1
.

4 0
.

8 5 1
.

8 6

3月 1 1一 13日 7
.

2毛 0
.

! 7 ( )
.

0() 7 0
.

9 一 1
.

2 0
.

5 8 1
.

7 1

7月 2 2一 2牛日 7
.

30 0
.

37 一 1
.

1 牛
.

0 1
.

7 1
.

06 1
.

32

8月 1 1一 13 日 7
.

2 6 0
.

盯 0
.

。肠 1
.

3 3
.

3 1
.

6 !
.

以 1
.

5 0

季 别
-

-

一
- -

一
-

- - -

一一 -

一一

—
一 gk /亩

—
一

—
一———

-

早稻季节 7
.

2斗 0
.

0 9 0
.

0 0 2于 0
.

4 0 1
.

3 2 0
.

5 2 0
.

2 9 甘
.

7 2

晚稻季节 7
.

2 8 0
.

2 7 0
.

0 0 5 2 0
.

4 8 1一场 0
.

6 4 0
.

生 2 J
.

56

要与温度有关
。

在收集的 4 个时期内
,

温度是逐渐升高的
,

岩石风化和有机物质腐解加快
,

排

入卢溪河一白塔渠水的物质增多
; 含钙

、

诀的岩石 (如石灰石等 )通常比含钾岩石 (如钾长石

等 )易于风化
,

所 以钙
、

铁增高比钾
、

钠 明显
。

温度升高
,

硫化物分解和挥发增多
,

硫的含量

相应 降低
。

丧 2 分别计算了早稻时期和晚稻时期灌溉水的养分供给量
。

可以看 出
,

一

旱稻时期

的灌溉水
,

仅硫高于晚稻时期灌溉水
,

其他养分元素都低
。

2 个时期灌溉水 p H相差不大
。

(二 )流程 中的变化

从灌溉水养分元素的流程变化
,

可看出土壤乔分随灌排水的流失情况
。

表 3 是 1 9 9 2年 4

月 2 1一 8 月 13 日期间灌溉水 中 7 种元素和 p H 的平均值
。

可 以看出
,

氮
、

钾
、

钠
、

钙和镁
,

白

塔渠 ( A )水中低 于灌水沟 ( B
、

C )水中
; 且后 4 种养分有随流程延长 ( A一 B一 C ) 而增高的趋

势
。

硫则 随流程延长而降低
。

前者是农田可溶性物质随灌排水而流失
,

后者是硫化物溶解挥

友损失
。

磷移动性较小
,

随流程变化不明显
。

p H随流程变化也不大
。

表 3 白塔渠水刘家站灌溉区养分元素流程变化
*

名 称 N p K N a C a
M g s

p l诬

——
-

一

— 一一 m g/ L 一

—
—

白塔渠 内 (A )

距 白塔渠 Zk m (B )

距
一

白塔渠 4 km (C )

7
.

2 6

7
.

2 4

7
,

3斗

0
.

0 10

0
.

0 0 9

0
.

0 0 8

1
.

10

1
.

15

1
.

2 3

3
.

4 8

3
.

7 3

3
.

70

1
.

4 5

2
.

2 0

3
.

0 0

0
.

8 8 1
.

6 0

1
.

0 0 1
.

5 6

1
.

2 0 1
.

3 8

科12的010

水 1 9 9 2年 2 1 / 4一
一 1 3 / 8期 间的平均值

参 考 文 献

二1〕马 茂桐
,

之2〕陈国安
,

二3 〕刘崇 群
,

柳州市郊灌溉水养分元素含 量
,

灌溉排水
, 1 1 ( 2 ) : 14 一 1 7 , 1 9 9 2 。

土壤与植物的钠营养
,

土壤学进 展
, 1 6( 5 ) :1 一 5 , 1 9 8 8

。

上 壤硫索和 硫肥施用 问题
, _

L壤学 进 展
,

( 4 ) : 1 5一 16
.

1 9 8 1
。

3 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