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剂在森林土壤中的降解
、

移动以及引起 土壤微动物 群及微植 物群的变 化等也有某些报

导
。

随着大气污染及土壤污染导致林木中毒
,

尤以城市绿化树种的中毒引起较多重视
,

现

对铅
、

铁
、

铜
、

锌
、

锅在树木中的累积与不 同树种的抗害能力作了初步探讨
,

另一方面由子

树木吸收污染元素或有毒气体
,

故可发挥其净化环境的作用
,

瑞典工作者在研究了某些树

种抗 5 0
:

的能力后
,

建议以械
、

桦
、

云杉等树叶中 5 0 丁的含量作为当地环境污染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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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巴料介绍

碳酸氢按的性质及施用方法

赵 振 达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 )

碳酸氢按是我国重要的氮肥品种
,

是我国化学肥料工业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

线
,

执行
“

两条腿走路
”

的方针
,

根据国内具休条件发展起来的
。

它具有生产过程简单
,

投

资少
,

建厂快
,

成本低等特点
。

目前这种小化肥厂星罗棋布遍及祖国各地
,

为支援农业做

出了重大贡献
。

碳酸氢馁是利用空气
、

焦炭 (或无烟煤 )及水为原料
,

经过化学变化制造 出来的一种

氮素肥料
。

生产碳酸氢按 的工艺流程可简述为
:

在高压下将氮气和氢气合成氨 , 把氨溶

于水成为氨水
;
氨水吸收二氧化碳形成碳酸氢按

,

经过结晶过滤得到成品
。

其中氮气取

自空气
,

氢气和二氧化碳是由水蒸气和焦炭作用产生的
。

一
、

碳酸氢按的性质

碳酸氢钱又叫重碳酸按或简称碳按
,

为白色结晶
,

有强烈的氨臭味
,

易溶于水 ( 2 0
“

C

时
,

每 1 00 毫升水溶解 21 克 )
,

水溶液是碱性的 ( p H为 8
.

2一 8
.

5 )
,

理论含氮量是 1 7
.

72 %
,

工业产品含氮量一般是 17
.

5%
,

成分中含有氮
、

氢
、

氧
、

碳四种元素
。

我国产品大体上

有二种类型
,

少数的工厂生产含水量小于 。
.

5 %的称为干料
,

大多数的工厂生产含水量为

5一 6%的称为湿料
。

碳按在低温干燥的情况下
,

一般是比较稳定的
,

但在气温高于 3 0
0

C

时
,

即开始分解
,

随着温度的升高和含水量的增加
,

分解速度愈快
.

损失也愈严重
。

碳按施入土壤中不会带来不 良影响
。

除了提供氮外
,

分解的副产物二氧化碳
,

还能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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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

促进植物生长
。

碳按是一种按态氮肥
,

和其他任何含按氮肥一样都

是作物能直接吸收利用的营养原料
,

不过由于碳按有容易挥发损失这个缺点
,

有时肥效

不如其它按态氮肥
。

然而
,

不 同的施用方法
,

氨的挥发损失也不同
,

故其肥效也有差异
。

因

此
,

有效施用碳按的关键
,

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由于挥发所造成的氮素损失
。

各地

试验证明
,

只要施用方法得当
,

碳按对水稻
、

小麦
、

玉米
、

谷子
、

棉花以及蔬菜等
,

均有

显著的增产作用
,

其肥效有时也与等氮量 的硫酸按相同
。

二
、

碳酸氢按在水田的施用方法

碳按可以作水稻基肥
,

在秧田和本田都有明显肥效
。

作基肥用时
,

耕前均匀撒施
,

随

撒随耕翻
,

不能在地表放置过久
,

否则容易挥发损失
。

最近几年各地经过试验创造了许多

提高碳按肥效的施用方法
,

例如撒施后立即耘躺
、

碳按与泥土混合制成球肥
、

碳按造粒
、

以及正在研究的色膜碳按肥料等
。

现将常见的几种施用方法介绍如下
。

(一 )碳铁撒施后耘躺 根据太湖地区的调查研究表明
,

碳按撒施后耘桐的比先耘躺

后撒施肥料的肥效有所提高
。

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碳钱在耘躺时被混入土壤
,

为土壤所 吸

附
,

从而减少了挥发损失的缘故
。

在这种情况下水稻植株生长健壮
,

叶色浓绿
,

水稻功能

叶片含氮量也比先耘稍后撒施的提高 0
.

3%
,

这一差异可维持 20 一30 天之久
。

碳氨撒施

后耘稍
,

既提高了肥效又加强了田间管理
,

是值得提倡的好办法
。

(二 )碳铁与泥土混合制成球肥深施 水田球肥深施是一种很好的经济用肥方法
,

这

种方法国内外均有采用
。

我国湖南
、

广东
,

江西
、

浙江等省所采用的
“

按灰兜
” “

塞秧根
”

和苏南的
“

漪豆饼
”

都是氮肥集中深施的施肥方法
。

使用的球肥
,

一般是用氮肥一份和泥

土十份
,

作成球状
,

每个泥球约重 0
.

4一1两
。

碳钱用量每亩 20 一30 斤
。

施肥方法是每四穴

稻棵间塞一个球肥
,

深约 1一 2寸
,

如果每亩按三万穴计算
,

需球肥 7 5 0 0个
。

这种施肥方法
,

其肥效要比撒施迟几天
,

但肥效可延长 10 天左右
,

稻株生长稳健
,

不早衰
。

对肥力较低的

砂土
、

白土等
,

用这种施肥方法
,

增产效果较为明显
。

在江苏太湖地区
,

球肥深施一般比

撒施的每亩可增产稻谷 40 一 80 斤
。

在采用这种方法时
,

必须注意球肥应随做随用
,

不宜放

置太久
,

否则潮湿的泥土会促进碳按的挥发
,

而造成氮素的严重损失
,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

(三 )碳被粒肥深施 碳按造粒后
,

在包装运输
、

贮存以及施用上都很方便
。

同时
,

在

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挥发损失
。

碳按粒肥在水田中施用方法与球肥相同
,

每四穴稻中间

塞一大粒
,

或每穴塞一小粒
,

粒子大小按施肥量决定
,

一般每粒重 0
.

5一 1克
。

所以要深施
,

一是为了减少挥发
,

二是为了避免
“

脱氮
”

损失
。

我们知道水 田土壤的表层数毫米由于比

较容易得到氧气呈氧化状态
,

在这层下面由于缺少氧气而呈还原状态
,

碳按如果施在表层

的氧化层
,

其中的按就被氧化成硝酸态
,

硝酸根离子 ( N O劝不像钱离子 ( N上I享) 能被土壤

吸附
,

所以就容易被水淋洗至还原层
,

在还原层中这些硝酸态氮就会被还原变成一氧化二

氮和氮气
,

这些气体不能为作物吸收利用
,

而且会很快跑到空气中而损失掉
,

这就是所

谓脱氮作用
。

脱氮作用
,

往往是降低氮肥肥效的原因之一
。

但是按态氮在还原层中是非

常稳定的
,

它不会变成氮气而跑掉
,

这一特点常被人们利用来减少氮素肥料的损失
,

提高

氮素利用率
。

粒肥深施的肥效来劲要稍晚几天
,

但比等氮量撒施的肥效要长 10 天左右
,

水稻生长健壮不早衰
。

在放养绿萍地区
,

碳按粒肥深施与放养绿萍不发生矛盾
。

据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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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按粒肥深施
,

绿萍生长繁殖正常
,

没有发现绿萍死亡现象
。

碳钱粒肥深施比撤施有显著

增产作用
,

在解决碳按造粒机械化后
,

这种方法宜普遍推广应用
。

( 四 )全层使用碳报 这一方法已在全国普遍使用
,

其优点是整个耕层部有碳按分布
,

由于绝大部分碳按施在还原层
,

这就在很大程皮上避免了表施时的挥发和脱氮损失
,

同

时在土壤表层仍有一部分碳按供幼苗吸收
,

避免了深施时幼苗养分供应不足的缺点
,

所

以采用全层施肥法肥效高
,

水稻返青活棵快
,

分孽早
,

稻株生长稳健
,

叶色浓绿
,

比一般撒

施方法有显著增产作用
。

上海地区全层施用碳按比一般撒施增产6一 19 %
。

湖北试验结果

表明
,

中稻全层施用碳按比分次追施增产 12
.

1%
。

全层施用碳钱用量通常是每亩 20 一 40

斤
。

三
、

碳酸氢钱在旱作上的施用方法

碳按在早作上施用时
,

深施立即复土和及时浇水是充分发挥肥效的重要环节
。

复土

可使肥料与空气隔绝
,

同时土壤对氨有一定的吸附能力
,

既可以减少碳钱的挥发损失
,

也

便于作物根系吸收
。

现介绍几种常见的早作施肥方法
。

(一 )结合耕翻
,

作基肥用 当犁完第一沟时
,

撒肥的人要走在犁前
,

不要距离太远
,

做到撒后立即复土
。

河北省植保土肥所在小麦上进行的对比试验指出
,

耕前撒施碳钱每

亩 30 斤
,

随撒随耕
,

使碳按埋入土内
,

比返 青追肥撒施碳按每亩 30 斤者
,

增产 2 6
。

8% ; 在春

早墒情不好地区
,

用碳按作基肥深施
,

也可得到较好的增产效果
。

目前全国各地已普遍采

用
。

(二 )开沟条施复土 碳钱作基肥用时
,

可结合播种进行
,

每亩用量 20 一30 斤
。

但要注

意不使碳按与种子接触
,

以免影响发芽
,

最好在种子旁边二寸远的地方开沟施肥
,

随即复

土
,

不能用碳按来拌种
。

作追肥开沟施用时
,

也要掌握施肥后立即严密复土
,

不得在空气

中暴露时间过长
,

以免造成挥发损失
。

(三 )穴施 对玉米
、

棉花
、

油菜等作物
,

集中施肥很有效果
,

每亩施碳按 30 斤左右
。

施用方法是株旁开穴 2一 3寸深
,

施入碳按
,

并严密复土
,

在于早季节施后浇水复土效果更

好
。

四
、

碳酸氢按产品的改进以及运输保管和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一 )产品的改进方面 碳钱不稳定
、

易挥发且结块严重
,

给贮存
、

运输
、

使用等带

来不少困难
,

浪费不少劳力
。

有关单位正在研究减少碳钱挥发降低碳按含水率
、

防止肥

料结块的措施
。

上海小化肥战线的工人和科技人员
,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
,

已经找到了防

止碳钱结块的方法
,

即在生产流程中加入某种添加剂生产不结块 的碳按
。

使用添加剂的

好处是
:
产品不结块

,

或表面结壳也很容易松散
,

施用方便 ; 肥料含水率降到 3 %左右 ;

结晶颗粒有所增大
。

此外
,

目前许多科研单位
,

还正在试制包被的长效性碳酸氢按肥料
,

既 防止挥发
,

又使肥料缓慢释放
,

这种新产品的研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二 )运输保管方面 运输碳按时要注意轻装轻卸
,

以防塑料袋破损
,

冬季尤须小心
。

要贮存在干燥阴凉的地方
。

堆放时不要超过规定高度
,

否则
一

下层容易压破
。

散装贮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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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缸密封
,

并作到有计划开缸用肥
。

(三 )使用方面 从全国各地区试验结果来看
,

不论水田
、

早地
,

碳按均以深施效果较

好
,

可减少挥发损失
,

提高肥效
,

但不同土壤有很大差异
。

在土壤干旱
,

墒情不足的情况

下
,

不能采用撒施的方法
。

碳按不能直接拌种
,

也不能作种肥用
,

对小粒种子 (特别是蔬莱

种子 )
,

在潮湿情况
一

「更易受熏伤
。

在水田施用时
,

水层保持 1一 2寸为宜
,

水层过厚肥效

差
,

水层薄在土地不平整时
,

常发生烧苗现象
。

作物叶上有露水时也不能施用
。

总之
,

碳酸氢按是一种好肥料
,

但也有一些缺点
,

只要我们注意施用方法
,

尽量防止挥

发等不利 因素
,

是可 以得到良好肥效的
。

相信在今后的实践中
,

将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

施用方法来
。

通俗讲话
甘叼

、 J叼 ,叨叼 、 夕曰、 J曰
、 J叼

、 ` , J 、 . , 曰 、 J ,日

土 壤 的 组 成

马 毅 杰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一
、

土壤是由那些物质组成的

表面上看来
,

土壤组成很简单
,

不过是一些大小不同的土块和土粒
。

事实上却不然
,

土壤是一种相 当复杂的物质
。

土壤里的物质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
: 固体部分

、

液体部分

和气体部分
。

固体部分中有粗细不同的矿物质颖粒和分解程度不等的有机质
,

还有我们

眼睛看不见的千千万万微 生物
。

微生物参与土壤有机质分解和合成的作用
,

矿物质与有

机质紧密结合
,

好象人的骨肉紧密相连一样
。

固体颗粒之间有大小不同的孔隙
,

充满着水

分和空气
。

孔隙中的水好比人体中的血液
,

可以上下左右运行
。

孔隙中的空气经常与大气

交换
,

好象人的呼吸
。

由于土壤中的组成成分种类繁多
,

质量又有不 同
,

因此不同的土壤

有不同的组成并且是不断变化的
。

人类的活动如改土
、

施肥
、

耕作
、

灌溉等都能影响土壤

的组成
。

二
、

土壤矿物质及其种类

土壤中的有机物质经过破坏和去除以后
,

留下来的大小不同的颗粒
,

就是土壤中的矿

物质
。

矿物质一般占土壤固体部分重量的 95 %
,

它好象土壤的
“

骨架
” ,

支撑着生长在土壤

上的植物
。

矿物质直接影响土壤性质
,

并且又是植物养分的重要来源
。

因此它同土壤肥

力有密切的关系
。

土壤矿物质可分为两大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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