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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耕层电导率动态变化的初步研究

李成保 季国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孔晓玲

南京 2 1以扣 8

摘 要

果用 E C人 ee l型电化学参数采集系统原位长期连续目 t 红族耕层的电导氛 本文初步探讨了红集耕层

电导卒的动态变化及其与耕作方式和施用石灰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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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壤来说
,

耕层电导率可以作为评估土壤肥力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川
。

对一定

的土壤
,

其电导率除了与导电质点 (粘粒电荷
、

电解质离子等 ) 的多少有关
,

还与土壤含水

量和容重有关21[
。

原位连续测量土壤电导率可在容重一定和含水量基本不变的田间条件下

进行
。

因此
,

原位条件下连续测得的土壤电导率可以反映土壤肥力状况的动态变化或某些电

解质离子的含量变化
,

对于研究土壤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具有重要重义
。

1 测且装置与试验设置
1

.

1 数据采集系统

采用 ECA , 1型电化学参数采集系统 31[ (下称 E以 系统 ) 来连续采集与打印土壤电导

率与土温数据
。

该系统由传感器
、

微机化多功能离子分析器
、

电导一温度测量与控制部分
、

袖珍计算机
、
多功能接口

、

宽行打印机和应用程序等部分组成
。

这里只介绍与电导测量有关

的传感器
。

L L i 电导电极

所用的电导电极有平板型和双环型 s1[ 两种
,

分别由两片平行铂片和两只不锈钢环构成
。

1
·

1
·

2 温度传感器

选用半导体型的温度传感器
,

由一只性能优良的 P N 结二极管封装而成
。

1
.

2 试验设置

供侧小区布置在江西鹰潭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试验站
。

共有 4 个小区
,

呈田字形设置
。

小区 1 为未施石灰的水田
,

小区 2 施石灰水田 ; 小区 3 未施石灰早地
,

小区 4 施石灰早地
。

2 结果与讨论
19 93 年 7一 n 月

,

用 E以 系统连续测量了 4 个试验小区的耕层电导率
。

现将打印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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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温度校正
’

后
,

选择代表性结果介绍于下
。

2
.

1 不同耕作方式下红壤耕层电导率的动态变化

自图 1 可看出
,

由同一母质 (红色粘土 ) 发育和熟化的耕地红壤
,

由于耕作方式不同
,

水田和旱地的耕层电导率不仅有明显差别
,

而且其变化也颇有差异
。

.

现以小区 1 和 3 为例
,

对测量结果进行探讨
。

水田 (小区 1) 在积水的 8一 9 月间
,

其电导率没有明显变化
,

稳定

在 1
.

4m s/ cm 上下 ; 同一期间
,

早地 (小区 3) 的电导率由 65拌S/ cyn 逐渐上升到接近 90 拜S/
c m

,

仅为水田电导率的 5一 6%
。

这是由于土壤孔隙为水充满 z1[ 以及红壤泡水后会引起一系

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变化 .[, ,】
,

使单位体积土体内的导电质点大大增加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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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用平板电导电极测盆 n一用双环电导电极侧 t

(图中数字为小区号 )

图 1 红坡耕层电导率的动态变化

到 10 月初
,

水田由于落干烤田
,

田面维持干干湿湿
,

耕层电导率急剧下降
,

由烤田前

的 1
.

4m s/ cm 降到 25 拌Sc/ m 左右
,

下降 50 余倍
。

电导率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变化
,

看来主

要是由于落干烤田引起水田耕层理化性质明显改变
,

其次是耕层电导率的局部差异所致
。

早

地电导率到 10 月渐降到 5拼s/ cm
,

仅为 8 月下旬者的 8% 左右 ; 9 月中旬电导率逐步升高是

由于 9 月初施用化肥引起的
。

由此看来
,

早地电导率的变化主要与耕层养分的逐步淋移有

关
。

据测定
,

流经双环电导电极的电流线的影响范围比平板电导电极约大 1 000 倍
,

双环电

导电极测得的电导率是更大土体的表观平均值
,

因而可减小耕层电导率的不均一性带来的误

差
。

2
.

2 施用石灰对红壤耕层电导率动态变化的影响

将图 1 ( 工) 和 ( n ) 中的曲线 2 与 1
,

4 与 3 分别作一比较后发现
,

不管是水田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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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施肥量番茄幼苗植株中 N
、

z P氏
、

瑜 O含量明显不 同
。

当施肥量为 16 00岁扩 时
,

植株中 N
、

几仇 含量最高
,

而晚O 含量最低 ; 当施肥量达 3200 以扩 时
,

植株中 N
、

几氏
、

凡 0 含量都低
。

植株中凡 o 含量最高的施肥量为 2 800 以时 (表 3 )
。

从单株吸收量来看
,

N
、

几 0 5单株吸收量最高的是 16 0 0岁扩 而单株凡O 吸收量最高的是 2800 9 /扩
。

当施肥量

达 3200 岁扩 时
,

单株 N
、

几仇
、

K ZO 吸收量均最低
。

可见施肥量过大反而会抑制番茄幼苗

对养分的吸收
。

可见在干物质积累差别不明显的情况下
,

选择低施肥量 1600 以扩 作为番茄苗期施肥量

较为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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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地
,

施用石灰小区的电导率均大于未施石灰者
。

水田在积水期间 【图 ( I )〕
,

施石灰 (小

区 2) 的耕层电导率为 1
.

s m s/ cm 左右
,

比未施石灰者 (小区 1) 要大 7% ; 在干湿交替期

间 [图 ( n ) ]
,

小区 2 的电导率 ( 1 0 8一 1 18拜s/ czn ) 约为小区 1 者 ( 2 5产s /
e m ) 的 4

.

5 倍
。

施石灰旱地 (小区 4) 耕层电导率由 8 月下旬的较高值 (2 1 0拌S / c m ) 渐降至 9 月中旬的较低

值 ( 120 拜s/
c m )

,

到 10 月初降到最低值 ( 1 4拼s/
c m )

。

在观测期内
,

施石灰旱地 的电导率比

未施者 (小区 3) 要大 1
.

5一 3 倍
。

由此可见
,

施用石灰这一改良措施对红壤耕层电导率动

态变化的影响是明显 的
,

且随耕作方式而异
。

可以设想
,

红壤施用石灰后
,

一方面会中和淌

度很大的质子
,

另方面会增加土壤中的导电离子
。

从上述电导率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出
,

红壤

施石灰后
,

其中和作用是缓慢进行的
,

早地尤为缓慢 ; 同时还可推论
,

离子增加对电导的正

效应比质子被中和引起的负效应要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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