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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 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稻田土壤的硝 化一反硝化作用可 以发生在
:

(
_

1) 土壤表面的氧化层和土表 以
一

下的 还 原

层 ; ( 2 )水稻根际的氧化层和其外的还原层
。

前者 已有很多研究资料
,

而后者则还缺乏直接的

测定
。

卞工作采用根箱法
,

结 合
S

N 示踪技术
,

直接测定了氮肥的 ( X
: O + N

。
)一

’

S
N 释放量

听得结果如下
:

实验 1 :

供试土壤为取 自吴县的黄泥土
。

根箱长 ] Zc m
、

宽 6 c m
、 :留1 5 o m

。

其上配一密闭

罩
,

密闭室的空间为 5 7 6 2 o m
’ 。

侮个根箱装土 6 0 0 9
。

根箱用两层 3 20 目尼龙布垂直分隔为根际

区 (宽 cZ m ,

装土 2 0 0 9 )和根外区 (宽 4c m装土拍 0 9 )
。

实验期间保持 cZ m 淹水层
。

试验设置根际

区和根外区分别深施 (
’ S

N H
`

)
2

5 0
;

或 K
一

1 “
N O

。
J 个处理

。

19 93 年 5 月 27 日播种
,

间苗后留苗

12 株
。

7月 10 日施肥
,

其方法是用注射器将含氮肥的溶液 3I ln 分 1 0点注入土面下 2
.

sc m处
,

施氮量

为 12 Om g /箱
。

之后立即每天定时取气体样品并持续 7 天
。

试验期间温室温度为 32 一 12 ℃ ,

土壤

及水体 p H为 6
.

B一 7
.

0
。

用本所 M A
`

f 2 5 1型质谱仪测定样品呵
,

(
三 二

N
:

O + S
N

:
)一

’ S
N 的含量

。

钡J定结果表明
,

硝态氮不论是施在根际区或施在根外区都有强烈的反硝化损失
,

释放 出的
“

N

量分别相 当于施入量的 6 6
.

5 %和 7 0
.

3 % ; 施肥后第 1 天的反硝化量
,

施于根际区的远高于施

于根外区的
,

其量分别为施入量的 1 9
.

5% 和 9
.

6 %
。

这意 味着水稻根际具有较高的 反 硝化活

性
。

但是
,

一

施用钱态氮的两个处理都未测到 (
“
入

:
O +

一

“
N

:
)气体的 释出

。

实验 2 :

试验方法与试验 1 基本相同
。

但根箱下部 c7 m填 以石英砂并用尼龙薄膜 与上面的

土壤隔离
,

上部装土 s o m 厚
。

每箱装土为根际区 1 0 C g
、

根外区别叱
。

设置 6个处 理
:

密度为 12 株 /

箱和 .21 株 /箱
、

分别于根际区深施 K
S

N O
。 ,

不种稻下深施 K
巧

N O
。 ,

和麦施 (
冬 S

N H
、

)
:

5 0
; ,

种稻 ( 21 株 /箱 )深施和表施 (
6

X H
;

)
:

5 0
; 。

19 93 年 8 月 27 日育苗
, 9 月 28 日施肥 ( 1 2 0 m g N

、

箱
’

)
。

之后隔天定时取气体样品并持续州天
。

试验期 间温室温度 为 23 一 32 ℃ ,

土 壤 及 水 体

p H 6
.

8一 7
.

0
。

气样的测定方法 同上
。

结果丧明
,

植株 (根系 ) 密度对反 硝化损失没有 明显

的影响
,

植株密度高与低两处理
,

{
,

硝态氮的反硝化损失量相近
,

分别为 施入 量 的 5 1
.

2 %和

5 6
.

2 % , 不种稻处理中硝态氮的反硝化损失量为 16
.

7 %
,

略低于种稻处理
。

这说明根际对硝

态氮的反硝化损失有正效应
。

第 l 天的反硝化损失
,

种稻处理平均为 6
.

1 %
,

略高于不种稻处

理的 2
.

9 %
。

施按态氮的 3 个处理中
,

无论是表施或深施
、

抑或种稻或不种稻
,

其 反硝 化 损

失都只有 0
.

1一 。
.

3 %
。

两批实验结果中有一 现象值得注意
,

即铰态氮不论是施在根际区还是施在根外区
、

是深

施还是表施的处理
,

都未能测到或仅测到痕量反硝化气体产物
。

表施时反硝化损失少
,

部分

原因可能是由于土表的 E h低 ( 65 一 1 8 o m t,)
,

硝化作用弱所致
。

至于施 于根 际区时按态氮肥的

反硝化损失也很低的现象
,

似乎表明
,

由按形成的硝态氮
,

可能由于数量较少
.

主要是被水

稻根系所吸收
,

而难 以大量地进行反硝化
。

从以上结果可以初步认为
:

( 1) 水稻根际可以进行迅速而强烈的反硝化作用
,

当硝态氮浓

度高时
,

水稻的竞争性吸收并不能明显地减少其反硝化损失
。

( 2) 水稻根际的硝化活性并不

强
,

因此
,

稻 田中施用钱态氮肥时
,

根际的硝化一反硝化作用似乎不是氮素损失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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