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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碱解氮测定中固定态按的释放
荆国芳 钱晓晴 程传敏 郁志华 胡方明

(镇江市农业局 镇江 1 2 2 (XJ) 1 (扬州大学农学院)

摘 要 对采自江苏省镇江市的下蜀黄土母质发育的土样进行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碱解氮的侧定比

较
、

土壤固定态按的测定
,

以及玉米幼苗盆栽试脸
,

得到如下结果
:

碱解氮不仅包括水溶性氮
、

文换性氮和易水

解性有机氮
,

还应包括部分固定态按 ;作物生长过程中氮 t 昔养包括喊解中来自固定态铁的部分
,

尤其在土族

孩解扳被大 t 耗蝎后这部分固定态按的释放愈义更大
。

关键词 碱解氮 ;固定态按

一般认为
,

土壤碱解氮仅包括土壤中水溶性氮
、

交换性钱和易水解性有机态氮等几个部

分
,

而对土壤固定态钱的总量及其释放对植物营养的意义并未引起重视
。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

表明
,

土壤中矿物固定的钱占土壤全氮的 1%一49 %
,

大部分都在 10 % 以上川
。

国外曾报道
,

在某些土壤上
,

由固定态钱释放所提供的氮占作物吸收总氮量的 50 %一80 %
,

雨季种植水稻

时
,

该比例甚至可达到 100 % 〔2 一匀
。

此外
,

K
`
的存在显著地抑制土壤固定态钱的释放 6j[

,

而

N a 十

的存在并不妨碍其释放
。

本文试图用相同摩尔浓度的氢氧化钠与氢氧化钾水解土壤
,

比

较碱解氮测定结果的差异
,

讨论固定态铁的释放在土壤有效性氮测定中的意义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供试土样采 自镇江市不同区
、

县下蜀黄土母质上发育的代表性 土种
,

采样深度 为 0一

巧cnI
,

其基本理化性状见表 1
。

供试作物为掖单巧 号玉米
。

表 1 供试土坡的部分理化性状

土坡编号 土壤名称 采集地点
采样深度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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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方法

L Z
.

l 化学分析

对各土壤样品分别进行如下处理
,

采用 I lon U L N a 0 H 碱解定氮
,

残余土用 0
.

smo U L K CI

洗涤风干
,

再测定固定态铁 ;采用 1二l/ L K O H 碱解
,

残余土用 0
.

SonY l/ L K CI 洗涤
,

风干
,

测

定固定态钱 ; 直接测定未被碱解的原始土样的固定态铁
。

土壤中固定态钱的侧定采用经

弘~ 和 M e
gn 目修改过的 B

~
er 方法 7j[

。

1
.

2
.

2 盆栽试验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8. 06. 010



198 9年 第 6 期 坡 333

将采集的8 个土壤样品风干
,

捣碎过 1~ 筛后作盆栽试验
。

每盆装土 600 克
,

移栽玉米

幼苗 2 株
,

以无氮营养液阔浇灌
,

生长 20 天后收获测定其干重与含氮率
。

试验重复 3 次
,

取平

均值
。

化学测定均采用常规分析法 93[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方法对土壤碱解氮测定结果的影响

高浓度的 K
十

对土壤粘土矿物固定态钱的释放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据此用氢氧化钾水解

土壤样品测出的碱解氮应不包括或较少包括

固定态铁的释放
,

其测定结果与氢氧化钠碱

解的测定结果的差值则可以认为是固定态钱

对土壤碱解氮的贡献量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用

氢氧化钠水解测出的土壤碱解氮无一例外地

都高于用氢氧化钾水解测出的相应数值
,

其

差值在 1
.

7 一 30
.

s zn g/ k g 范围内不等
。

从这

部分氮占土壤碱解氮 的比例来看
,

平均达

18
.

3%
。

其中
,

8 号土即黄白土的这一 比例

较低
,

仅 4
.

99 %
,

而 5 号土即丹徒大港的马

肝土这一比例则达到 29
.

5 %
。

表 2 不同方法测得的土坡水解性氮含且 (
n

可掩 )

土维 K以 I N成卫」
_ _

拍信
羞值

编号 碱解 N 碱解 N
差值

N成旧 碱解
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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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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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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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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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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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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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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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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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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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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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

0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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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士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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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1 7
.

5

2 4
.

4

1 4
.

6

1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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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6
.

1

2 0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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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碱解方法对土壤固定态按释放的影响

为了验证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水解测出的土壤碱解氮含量的差值主要来自于土壤固定态

钱的释放
,

对土壤固定态钱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测定
。

从表 3数据可以看出
,

经氢氧化钾和

氢氧化钠碱解后的土样
,

其固定态钱含量均有所下降 ( 8 号土除外 )
,

但下降的程度明显不同
。

氢氧化钾碱解后仅有不到 3 %的固定态铁释放
,

而氢氧化钠碱解后固定态钱减少了 8
.

9 %
。

从

表 2
、

表 3 中氢氧化钠
、

氢氧化钾水解测出的土壤碱解氮的差值 ( x) 与氢氧化钠
、

氢氧化钾碱解

后土壤残留固定态钱的差值 ( y )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

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

前者对后者的相

关方程为
: y 二 1

.

41 + 0
.

8 00 x(
r 二 0

.

9 608
’ 任

)
,

表明两种方法测定碱解氮的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N a OH 法使较多的土壤固定态钱释放
。

表 3 土坡固定态铁的测定结果 (m召/枯 )

土壤编号
原始土

( 1 )

KO H碱解后

( 2 )

N成卫1 碱解后

( 3 )

( 2 ) (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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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x ,的

8890832657
崎月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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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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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崎̀U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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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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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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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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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5 士2
,

l

2 1 1
.

6 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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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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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士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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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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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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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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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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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土3
.

1

19 2
.

5 士2
.

0

18 2
.

0 士0
.

9

2 4 9
户

5 士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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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士 1
.

9

7 0 0 士 1
.

5

2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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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士 1
.

7

2 7 7
.

0 士2
.

5

2 3 9
.

6 士3
.

3

1 82
,

7 士3
.

1

16 7
.

1 土2
.

5

2 32 7 士3 8

1 89
.

3 士 1
.

1

6 7
.

5 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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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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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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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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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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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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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物氮素营养与固定态按释放的关系

盆栽玉米用无氮营养液浇灌直至多数盆钵植株表现出明显缺氮症状和基本停止生长为

止
。

盆栽试验中
,

由于土壤存在着比固定态钱更易释放的氮素营养物质
,

是植物生长初期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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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来源
,

随着这部分养分的耗竭
。

固定态铁会不断释放
,

直至到达一定量之后固定态钱不

再继续下降
。

文启孝等人 l1[ 曾对此作过专门研究
,

并提出了
“

临界值
” ,

认为超出
“

临界值
”

的

固定态铁是有效的
。

本试验到收获时
,

玉米植株已基本停止生长
,

故此认为土壤固定态铁
,

已

接近该
“

临界值
” 。

对盆栽前后土壤固定态铁及玉米植株全氮量进行测定 (表 4 )
。

相关分析表

明
,

作物累积吸收氮量 ( y ;
,

N x l

官 op t)

与作物生长前 N a 0 H 碱解氮 ( xl
,

N n

官

kg )之间的关系可用 y l = 4
·

65 + 0
·

4 03 x :

(
r 二 0

.

% 98
任 书

) 表示 ;作物吸收氮量

( y2 )与KOH喊解氮量 ( x2 )之间的关系可

用 为 = 2
.

6() + 0
.

5 3 1 勺 (
r = 0

.

9 8 0 0
怪 ’

)

表示
。

也就是说
,

作物氮素营养状况与

土壤碱解氮含量之间关系密切
。

从相关

系数大小可以看出
,

被氢氧化钾水解出

的土壤有效氮利用率更高
。

换句话说
,

氢氧化钠水解的土壤有效氮中包括一部

分利用率稍低的氮素
。

表 4 植物吸收氮 t 与土坟固定态按的减少t

土城

编号

土城固定态彼 (
。
刁掩 )

千重 含氮率 吸收氮t

(以阿 ) (
口犯 /掩 ) (

口

刁 opt )
种植后 ( 4)

减少 t

( 1 )一 (4 )

.2

…5
注.0注539573735263539嗽2

.

6() 5士 0
.

1 72

2
.

7 8 1士 0
.

20 1

2
.

6 23 土 0
.

1 17

2
.

58 1士 0
.

14 3

1
.

% 9士0
.

2 12

2
.

70 9 士0
.

1 79

2
.

63 4 士0
.

2肠

1
.

又月士0
.

30 7

18
.

5

18
.

7

16
.

2

14
.

8

12
.

9

14
.

8

13
.

1

12
.

8

2 4 5
.

8 士5
.

8

2 5 3
.

0 士7
.

5

22 1
.

2士 4
.

5

16 3
.

5
.

士 10
.

6

1 6 2
.

5 士8
.

2

2 25
.

5士 11
.

9

172
.

5士 13
.

0

65
.

6生 3
.

7

,̀n.,
J弓̀月峥1孟`é48524238254D34

注
:

( 1) 为表 3中所列原始土固定态钱值
。

对表 3
、

4 中的数据作进一步统计分析可知
。

作物氮素吸收量 (N
n

官 op t) 与生长前后土

壤固定铁的含量之差 (
n

官纯 )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

二者之间的关系可用 y3 二 13
.

29 + 0
.

70 1x3 (
r 二 0

.

90 70
* *

)表示
。

可见
,

作物生长过程中吸收的氮素中确有部分可能中来 自土壤

固定态钱的释放
。

释放的这部分固定态钱是氢氧化钠水解测定土壤碱解氮的重要组成部分
。

3 小结

用氢氧化钾与氢氧化钠水解测出的土壤碱解氮含量有所不同
,

二者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土

壤中矿物固定态钱在 N a 十

存在时更易释放造成
。

这一差值可用来粗略估计土壤中部分易释

放固定态钱的数量
。

用氢氧化钠水解土壤测出的土壤碱解氮含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土壤

矿物固定态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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