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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对石灰性土壤无机磷组分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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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 3种有机肥料对土壤无机磷组分的影响
.

其中猪粪能显著提高土坡中 C a厂 P
、

l C a一
、

1 A一 和

F卜 P的含 t
.

萦云英及稻草的作用明显低于猪粪
.

3种有机肥料对 C a,
--0 P 的影响都很小

.

关键词 猪粪 : 萦云英 ; 稻草 ; 土壤无机磷组分 ; 石灰性土城

增施有机肥料是改良低产土壤
,

提高土壤肥力
,

改善土壤磷状况的重要措施
.

我们根据

蒋柏藩等提出的土壤无机磷分级体系
C ’̀ ,

研究了有机肥料对石灰性土壤无机磷组分 (尤其是

C a 一P 体系 )的影响
,

为石灰性土壤上合理施用有机肥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供试土壤和肥料

供试土壤为黄泛冲积母质发育的黄潮土系列土壤 (沙土和淤土 )
,

分别采 自江苏省淮阴县

新渡乡和渔沟乡
.

土壤经风干
、

磨细
,

分别过 s m m 和 Zm m 筛后备用
.

土壤基本性状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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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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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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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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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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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9 8
.

16

5 7
.

2 8
.

18

13 3 8
.

0 6

8
.

8 6

22
.

1 3 8 5

培养试验 (1 )

培养试验 (2 )

盆栽试验

供试有机肥为猪粪 (C / N 为 14
.

3)
.

紫

云英 (C / N 为 14
.

3 )和稻草 ( C / N 为 9 0
.

5 )
.

它们经风干后磨细
,

过 加 目筛备用
.

其基

本组成见表 2
.

L Z 试验设计

L 2
.

1 室内培养试验
,

分两组进行
:

表 2 供试有机肥的基本组成

(以风干重为基准
,

g / k目

,省ō了
2528东

有机肥

猪粪

萦云英

稻草

全碳( )C 全氮困 ) 全磷伊
2。 , ) 全钾仪 )

36 8

4 12

4 7 1

1 7
.

4 2

4
.

7 4

0
.

5 1

7
.

6

14 4

1 6
.

4

l( )有机肥料用量对 土壤无机磷组分影 响试验 (培养试验 l) 供试土壤为新渡乡 沙土

( l)
,

有机肥用量 为土壤用量的 O
、

0
.

5%
、

1
.

0%
、

.2 5%
、

.5 0 % 和 7
.

5%
.

土
、

肥混匀后装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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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Om l 烧杯 中
,

调节水分至 20 % (w / w )
,

重复 3 次
,

于 25
。
士 1℃恒温恒湿培养 12 0 天后侧

定
.

(2) 有机肥料种类对土壤无机磷组分影响试验 (培养试验 2) 供试土壤为新渡乡沙土 (2)

和渔沟乡淤土
.

供试有机肥料与培养试验 1 同
.

试验处理为 1
,

对照 ; 2
,

稻草 ; 3
,

猪粪 ; 4,

紫云英 ; 5
,

普钙 (s )P
.

两种土壤处理相同
.

肥 料用量
:
有机肥 为 .2 509 / 10 0 9 土

,

普钙按

3 7
.

5m g p Z o s / 10 0 9 土量加人 过磷酸钙 (含 p Zo s 1 1
.

4 9% )
.

土
、

肥充分混匀后
,

装人 Zo o m l

塑料瓶中
,

加水调节至 田间持水量 的 70 %
,

恒温 (25
“
士 1℃ )恒湿培养

,

分别于 培养后第

3
、

3 0
、

6 0
、

和 1 2 0 天取样
,

供测定
.

L .2 2 盆栽试验

供试土壤
、

肥料及试验处理同培养试验 2
.

每盆装土 3k g
,

加有机肥 1.0 0 9 / k g 土 (施磷

处理的加 0
.

1 59 P ZO S / gk 土的过磷酸钙 )
,

每盆施人适量氮
、

钾和微量元素作底肥
,

试验重

复 3 次
,

供试作物为黑麦草
,

1 9 8 9 年 10 月 27 日播种
,

1 990 年 3 月 8 日和 4 月 18 日两次收

获
.

L 3 测定方法

土壤无机磷分级按蒋柏藩等提出的方法测定
〔2 )

,

即用 p H 7
.

5 0
.

25 m ol / L N a H c o 3
溶

液提取 C a Z一p : p H 4
.

2 o
.

s m o l / L N H 一A e
溶液提取 C a 厂 p ; p H S

.

2 o
.

s m o l / L N H
一F 溶液

提 取 A l一p : 0
.

1 m o l / L N a o H 一0
.

1 m o l / L N a Z C o 3
溶 液 提 取 F c-- p : 0

.

3m o l / L

N a 3 C i t一 N a Z s Z o 一N a o H 溶液提取 o 一p ; 0
.

5m o l / L H Zs o ;
提取 C a : 。一p

.

各提取液中的含

磷量用钥兰比色法侧定
.

2 结果和讨论
2

.

1 供试土壤的无机磷组分

石灰性土壤中无机磷组分以 C a一P 为主
.

在 C a 一P 中按其活性不同可分为 c a Z一P 型
、

ca
s一P 型

、

和 C I` P 型
.

3 个供试土壤的无机磷组分状况相差很大
.

新渡乡沙土 C a :` P 分

别 占无机磷总量的 68
.

5% (沙土 1)和 78
.

3% (沙土 2)
,

而渔沟乡淤土 C a : 。一 P 只 占 44 .0 %
,

lA 一 P
、

F --e P 与 O 一 P 均显著高于新渡乡沙土
.

石灰性土壤磷酸钙盐主要集中于土壤砂粒部

分
,

原生矿物磷灰石 85 一 95 % 集中于砂粒中
` ” .

沙土中的砂粒
、

粉砂粒含量高
,

因此

ca 一 P 含量也高
.

而 1A
一 P

、

F --e P 和 。 一P 则主要集中于土壤粘粒中
.

另外
,

c a Z一P
、

c a r P

和 A I一 P 含量新渡乡沙土 ( 1)明显高于沙土 (2 )
,

这是因为前者多年施用过磷酸钙的结果
.

1 2 有机肥料对土壤无机磷组分的影响

施用不同有机肥料
,

对土壤无机磷组分有不同的影响 (表 3)
.

施用猪粪
、

紫云英能显著

提高土壤中 C a Z一 P 和 C .a 一 P 的含量
,

尤以猪粪的作用更为显著
.

稻草由于含磷量低
,

纤维

素含量高
,

分解较慢
.

在好气条件下
,

短期内对土壤无机磷组分的影响很小
.

以 5
.

0% 的用

量为例
,

施用猪粪
、

紫云英和稻草处理
,

C a Z一 P 分别为 21 1
、

32 3 和 8
.

ol P m g / k g 土 ; 而

aC
s一P 则分别 为 343

、

63
.

3 和 54 .9 P m g / k g 土
.

一般认为 C a Z一 P 的活性较高
,

对作物的有

效性大
,

是石灰性土壤 中作物吸收的主要 磷源 ; C .a 一 P 是石灰性土壤 中亚稳态磷
,

它与

ca
Z一P 之间呈 动态平衡

.

猪粪施人土壤后
.

其中磷主要转化为 C a厂 P 和 c .a 一P
,

说明猪粪

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料
.

施用猪粪和紫云英还能明显提高土壤中 lA 一P
、

F --e P 含量
.

相关分析表明
,

猪粪和紫云英用量与土壤 中 C a Z一 P
、

C .a 一P
、

1A 一P 和 F --e P 等含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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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相关性
,

其中猪粪用量与土壤中 C a Z一 P
、

C a厂 P 含量的相关系数最高
.

表 3 有机肥料用里对土坡无机磷组分的影响

处理
有机肥

用盒%

土镶无机确组分 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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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有机肥对黑麦草吸磷最及生物最的影响

表 4 有机肥对黑麦草吸磷且及干物重的影晌 (盆栽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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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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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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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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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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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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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0
.

1 0

4
.

9名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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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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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沙土l()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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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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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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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试验结果表明 (表 4)
,

不同有机肥对黑麦草吸磷量及生长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
.

在

沙土 ( 1)以及淤土上施用猪粪
.

能使黑麦草的吸磷量及干物重与施用磷肥 (普钙 )的效果相近
,

说明猪粪是一种优质有机肥
,

用量高时可 以起到过磷酸钙的供磷作用
.

参 考 文 献

蒋柏落
.

顾益初
,

石灰性土坡无机磷分级体系的研究
.

中国农业科学
.

19朋
,

22 (:3) 58 一.6

顾益初
、

蒋柏落
.

石灰性土城无机磷的测定方法
.

土坡
,

1 9 90
,

2 2 (:6) 1 0卜 102
.

顾益初
、

蒋柏 落
、

鲁如坤
.

风 化对 土 坡粒级中磷众形态转化及有效性的影响
,

土镶学报
,

1 9叭
,

21 ( 2

13 4一 1 4 3
.

, .J .,曲胜J, ..J

1
,̀几j

....̀ r.. L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