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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化学氮肥在黑土一春小麦中的去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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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是作物最重要的一种营养元素
,

但又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污染源
。

化肥氮的损失不仅降

低了氮肥的增产效果
,

而且还可能对大气和水环境造成潜在的危害
。

因此
,

长期来农田中氮肥

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

迄今为止
,

国内关于黑土一春小麦系统中肥料氮去

向方面的报道很少
,

亦很少同时进行尿素态
、

馁态和硝酸态 3 种形态氮肥去向的比较研究
。

为

此我们在黑龙江海伦用
`S N 质量平衡法对尿素

、

碳铁和硝酸钾 3 种氮肥的去向进行了研究
。

该地区一年一熟
,

春小麦是当地的主要栽培作物之一
。

试验地土壤为粘壤质黑土
,

土壤有机质

4 6
.

0 9 / kg
,

全氮 2
.

54 9 / k g
,

速效磷 ( p ZO S ) 10 8 m g / kg
,

速效钾 ( K 2 0 ) 2 1 2哩 / k g
,

碳酸钙 0
.

9 0 9 /

k g
,

代换量 37
.

0 c m ol k/ g
,

p H 6
.

2
。

试验山的氮肥用量为纯 N 75k g h/
a ,

全部作为基肥在播种

时施于 10 c m 深度
。

春小麦成熟时收获采样
。

结果表明
,

作基 肥深施 的 3 种氮肥的利用率都比较高
,

在

42
.

6 % 一 58
.

4 % 之间
。

硝酸钾和尿素被作物吸收得较多
,

分别为 58
.

4 % 和 55
.

9 %
,

两者差异

不显著
,

但都显著高于碳钱 ( 42
.

6% )
。

硝酸钾在 0 一 60 c m 土壤中的残留率 ( 28
.

7 % )显著低于

碳钱 ( 38
.

8 % )和尿素 ( 38
.

2 % )
,

这可能由以下三方面原因所至
。

一是微生物固持硝态氮的能

力较钱态氮低
,

二是硝态氮不能被粘土矿物固定
,

三是硝态氮淋洗至 60 cln 以下土层的比例较

大
。

氮素总损失在 5
.

9 % 一 18
.

6 %之间 ;碳馁的损失显著大于尿素
,

硝酸钾则介于之间 ( 12
.

9% )
,

其差异未达到 5% 显著水准
。

氮肥的激发效应较弱
,

3 种氮肥的表观激发量都不高
。

试

验结果还表明
,

小麦吸收的氮素中来自肥料氮的比例约为 13/
,

而以土壤来源氮为主
。

因此
,

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对小麦的高产稳产起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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