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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 了施肥对黄泥土
、

红黄泥和黄潮土表层土壤含氮组份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凡施用氮
、

磷
、

钾化肥的小

区
,

土壤的酸性氨基酸相对含量均较不施肥的小区或既施用氮
、

磷
、

钾化肥又加施有机肥的小区低
。

而黄潮土施肥

和不施肥处理小区的酸性氨基酸相对含量又明显高于前两种土壤
,

中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则较黄泥土和红黄泥为

低
。

这可能与黄潮土富含石灰有关
。

有关施肥
、

轮作以及管理措施对土壤含氮组份影响的报道虽很多
,

但众说纷纭
。

有作者认

为〔 , 〕 ,

长期轮作会导致土壤酸解液中碱性氨基酸百分率的增加
;
有作者认为〔 2〕

,

施肥
、

轮作有利

于土壤有机态氮和氨基酸态氮总量的提高
,

且影响氨基酸组成
。

但大多数作者认为〔 3一 6〕 ,

施肥

等措施对氨基酸组成的影响不大
。

我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报道不多
。

为此
,

我们在 1 9 9 2年分别

从太湖地区农科所
、

湖南农科所和徐州农科所的定位试验点采集了不同施肥状况土壤的表土
,

研究了它们的氮组成
,

用以阐述施肥对土壤含氮组份的影响
。

一
、

样 品 和 方 法

(一 ) 土壤样品 分别采集前述 3个定位试验点 ( 1 9 8 1~ 1 9 9 2年 )上的不同施肥状况土壤的

表土
。

它们分别为发育于黄土状物质的黄泥土 (P H 为 6
.

72
,

稻麦水早轮作 ) ;
发育于第四纪红

色粘土的红黄泥 ( p H 为 6
.

60
,

双季稻一冬间耕作制 )和发育于黄河冲积物的石灰性黄潮土 (P H

为 8
.

2 5 ,

麦一玉米轮作 )
。

(二 ) 分析方法 土壤全氮含量用 K elj d a hl 法测定
;
氮素形成分布用 B er m n er 法 vj[

;
有机

碳用丘林法
;氨基酸组成用

“
日立一 8 3 5”

氨基酸 自动分析仪测定
。

供测定氨基酸的样品用下法制备
:

吸取一定量土壤水解液
,

在低于 50 ℃的水浴锅上蒸干

(反复 3次 )
,

以去除多余的盐酸
,

然后将蒸干的残渣溶于 0
.

02 m ol / L 的盐酸中
,

定容后供测定

用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施肥对土壤氮素形态分布的影响

表 1的结果表明
,

无论是黄泥土
、

红黄泥还是黄潮土
,

凡是施用氮
、

磷
、

钾化肥以及在此基础

上加施有机肥的小区
,

其土壤全氮量均较不施肥的小区有所提高
,

其中以黄潮土最为明显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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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施肥的小区提高了 1倍左右
。

这些新形成的土壤有机氮抗酸解能力较低
,

有86 一 93 %的氮被 6

m ol / L 盐酸所水解
,

因而非酸解性氮的百分率较低
。

表 1 施肥对土壤氮素形态分布的影响 (占全 N % )

麦
施肥状况 余

、 g

氮

/ k g )

酸 解 性 N

馁态 N 氨墓糖 N 氨基酸 N

非 酸 解
性 N

一一
无 肥 ( C K )

N P K 化肥
N P K + 有机肥

1
.

3 3 1 6
.

2

1
.

4 7 1 1
.

7

1
.

7 0 1 3
.

6

黄泥土

一一
无 肥 ( C K )

N P K 化肥
N P K + 有机肥

1
.

9 5 1 3
.

2

2
.

0 6 1 0
.

6

2
.

1 5 1 2
.

7

红黄泥

无 肥 ( C K )

N P K 化肥
N P K + 有机肥

0
.

6 0 1 9
.

5

1
.

2 6 1 4
.

1

1
.

2 9 1 5
.

3

黄潮土

(二 ) 施肥对非
Q一氮基酸氮的影响

碱性氨基酸不但含有
Q一氨基

,

还含有非
Q一氨基

,

根据供试土壤的氨基酸态氮的含量及

其氨基酸组成状况
,

可计算出非
a 一氨基酸态氮的含量 (表 2 )

。

衰 2 施肥对土城非
a 一

氮基酸态氮含 t 的影响

全氮
( g / k g )

非
a 一

氨基酸态氮
土城 施肥状况

占全 N % 占 H U N
.

%

无 肥 ( C K )
N P K 化肥
N P K + 有机肥

1
.

3 3 3
.

9 7 1 2
.

4

1
.

4 7 4
.

9 9 2 0
.

4

1
.

70 4
.

5 2 2 1
.

2

由表 2可见
, 3种土壤不同处理间

,

其非
。

一氨其酸态氮的相对含量
,

无论是占全氮或

是占酸解性未知态氮的相对百分率虽有一定

变异
,

但其数值仍未超越我国几种主要土壤

的数值① 。黄泥土

纂 忍
K

贾毖
)

蹂 滩 粼 (二 施肥对土续氨基酸组成的影响

塑一竺竺塑塑竺一立{生一止竺竺一- 二二一 表 3列出了3个定位试验的部分小区表土

葛 忍
K

喂瑟
)

思 簇 跟 的氨基酸组成
。

由表 3看出
,

无论是黄泥土
、

红

选一上竺竺土宜垫鲤一止竺一一二竺一一止二二一 黄泥或是黄潮土
,

凡是施用氮
、

磷
、

钾化肥的
,

UH
N 为酸解未知态氮 小区

,

其表土层中酸性氨基酸相对含量均 比

对照小区或施用氮
、

磷
、

钾加有机肥的小区低
,

而中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则略高些
。

C a m p be ll[
2 〕

等也曾获得类似的结果
。

但张东旭①指出
,

无论是棕壤还是草甸土
,

长期施用猪粪或氮
、

磷
、

钾

化肥的小区
,

其氨基酸组成几乎与不施肥的小区没有任何差异
。

程励励等 8j[ 将氨基酸组成基本

相似的紫云英和稻草施入土壤有机氮含量很低的下蜀黄土 (母质 )中
,

它们腐解后新形成的有

机氮
,

其氨基酸组成却呈现 出一定的差异
。

不同作者所得结果的差异
,

可能是由于分析方法不

同所引起的
。

例如
,

有作者将酸解液用树脂柱方法脱盐
,

而有的作者却省去脱盐步骤
,

因此
,

在

比较不同作者的测定结果时
,

首先应注意他们所用的分析方法
。

表 3还表明
,

发育于黄河冲积物的石灰性黄潮土
,

无论是施肥或不施肥的小区
,

它们的酸性

氨基酸相对含量明显高于非石灰性的黄泥土和红黄泥
;
相反

,

中性氨基酸的相对含量则后二者

高于前者
,

这是由于石灰对 富含天冬氨酸的有机物具有选择性吸附所致
。

另外
,

由于石灰性土

① 张东旭
,

博士论文
,

1 9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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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施肥对3种土城表土氮墓酸组成 ( % )的影响 ( I O0 x Q一氮墓酸 /氮基酸总 t )

黄泥土 (苏州 )

氮基酸种类
无肥 N P K 化肥 N P K + 有机肥

天冬氨酸
谷氮酸
酸性氨墓酸总量

9
.

2 7
.

8
_

.7 8

1 7
.

0

_

“
·

巨
1 4

。

3

9
.

1

7
.

7

1 6
.

8

红黄泥 (湖南 )

无肥 N P K 化肥 N P K + 有机肥

9
.

1 7
.

0 8
.

7

7
.

8 5
.

8 7
.

5

1 6
.

9 1 2
.

8 16
.

2

黄潮土 (徐州 )

无肥 N P K 化肥 N P K + 有机肥

1 3
.

7 11
.

0 1 3
.

1

9
.

9 8
.

2 1 0
.

3

2 3
.

6 1 9
.

2 2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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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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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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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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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1

5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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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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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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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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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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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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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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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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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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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4 2
.

8

2
.

1

0
.

0

0
。

l

2
.

2

3
.

0

4
.

6

1
.

4

1
.

0

0
.

2

2
.

6

壤的 p H 较高
,

使中性氨基酸中抗碱解稳定性较差的氨基酸易遭破坏
,

从而导致中性氨基酸的

相对含量较低
。

这与以前取得的结果完全一致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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