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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植物营养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化 学 家 进 行

的
。

近年来上壤肥料工作者主要从土壤的供肥 性 能
、

作物的需肥规律和肥料的性质三者的相互关系来研究

作物营养和施肥技术
,

以指导作物施肥
。

上坡是植物生

长的介质
,

是作物营养元素的主要给源
。

水稻一 生中

吸收的养分约百分之七十来自土壤
,

不足之数则由肥

料补给
。

当然气候条件对作物施肥也有重要影响
。

多

年来人们重复着N
.

P
.

K的肥效试验
,

进展很慢
。

这主

要是因为影响作物施肥的因子较多
,

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又较复杂
,

需要使用可靠的精密的测试手段
。

现

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

如同位素技术
、

电子探针以及其他

精密仪器的使用
,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

使我

们对复杂的体系有可能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
,

增加

人们对作物营养研究进展的信心
。

一
、

作物对养分的吸收

k 1

土壤 M干二已 (溶液 ) M靠近土壤
k :

!
质流和扩散

{
k ,

(溶液 ) M靠近根表一
进入根系、 地上部

_

L式中的 M代表营养元素
。

根系吸收养分的多少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于溶液中养分的浓度
。

浓度愈高植物吸

收的养分愈多
,

这就是养分供应的强度因素
。

当溶液

中养分浓度因植物吸收而降低时
,

则固相土坡不断释

放养分以补给之
,

这就是容量因素
。

补给的快慢 ( k ;

/

k Z ) 就是速率因素
。

大家知道
,

有的土壤发小苗不发

老苗
,

也有的土镶发老苗不发小苗
,

这里就包含着养分

供应的强度因素
、

容量因素和速率因素
。

在不同情况

下某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起着 主导的作用
。

另外作物

的燕腾作用需要从土墩吸收大量的水分
,

造成土壤中

水的质流
。

溶解于水中的养分 可以随着质流到达根系

表面
。

继而进入根系
,

当到达根系表面的养分量大于

养分吸收量时
,

可使养分在根系表面聚集
,

但当质流

中的养分不能满足作物需要时
,

会造成根系附近范围

内土壤中养分的浓度的降低
,

从而形成浓度差
。

养分

将由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
。

在养分供应

上质流和扩散作用那个重要
,

决定于土城溶液中该养

分的浓度和蒸腾系数
,

一般来讲
,

浓度较高的离子如

C a ’ 介 、

M g
个 十

等一般主要由质流供应进入根内 ; 而浓

度低的离子如 H : PO 一 和 k
干

则藉扩散作用移至根表
。

但通常扩散距离是不大的
。

另一方面根系的伸长
,

扩大了养分供应的范围
,

同

时通过接触交换根系也能直接从固相表面吸收养分
,

例如试验证明根从悬浊液吸收的养分多于 从水溶液吸

收的
,

说明接触交换吸收是存在的
,

但一般认为接触吸

收在整个植物养分需要 t 中所占比重不大
。

因为根系

直接接触的土坡体积只 占整个土体的 l一 2%
。

根系发育愈好
,

吸收养分的能力愈强
。

发育良好

的根系是作物高产的基础
。

近年来研究植物营养的人

也很重视对根系的研究
,

不同作物吸收养分的能力不

同
,

除去作为生理的原因外
,

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由于

根系类型的不同
。

同一种作物吸收养分能力的 不 同
,

与幼苗期根系发育的好坏有重要关系
。

耕作施肥措施

必须注意能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
。

影响根系生长的因

子有土城物理特性
,

肥料的施用技术以及从叶 子供应

的碳水化合物等
。

肥料深施能促进根的生长发育
,

表面撤施对 于移

动性小的养分不利于根的吸收
。

美国对作物施肥强调

用施肥机把肥料施于一定的部位和深度
,

以利于根系

的吸收
。

N
.

P
.

K三要素对根系生长的影响不同
,

磷钾肥对

根系有促进作用
,

特别是钾肥能促进根的生 长
,

防止

某些作物幼苗的根腐病
。

氮肥用量适宜有利于作物的

生长
,

用量过多则将抑制根的生长
。

因为根系的生长

发育需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供应
。

当氮肥用量过多
,

则植物体内氮的代谢过旺
,

消耗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

致使根得不到充足的碳水化合物供应而生 长受阻
。

从根吸收养分的范围来看
,

活动性大 的 离 子 如

N o 3 一

运动的距离大
,

活动性小的离子如 H : P O ; 一

运动

的距离小
,

其吸收范围往往只限于根表几毫米的距离
,

所 以
,

有人把根系可以实际吸收到的范围称为有效吸

收体积
。

根据这一有效吸收体积
,

可 进一步区分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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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吸收区和根际吸收区
。

K
+、

C + a
杏

等离子的活动度

介于 N 0
3 一

与 H : PO ` 一
之间

。

(2) E值
。

凡能与溶液中
“ “ p进行交换的磷都能

为植物吸收
。

同位素交换是一种原 子与原子间 (“ ` p

与
3 2 p)的交换

,

它 比之一般离子交换更为深入
。

它可

以在更为结晶化的碑酸盐表面上进行
,

而离子交换是

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

因此它更接近 于土壤固

相表面活性磷的总含量
,

也更接近于用同位素吸收法

测定的 A值
。

(土壤 ) “ ` p + 溶液
“ “ P = (土壤 )

“ Z P + 溶液
3 ` P

当溶液中
“ Z p 与土壤固相表面磷达成平衡时

,

则

A 为根际吸收区
,

B为根表吸收区
。

C为活动离子吸收

竞争区
。

根和根对养分离子的竞争吸收是影响种植密

度的重要因素
。

固相
s ` P _

溶液
“ I P

面厢息乏顶
一

溶液 ,飞币

固杆1
“ ’ p =

溶液
“ ` p x 固相

3 2 P

溶液
” Z P

二
、

土城葬分供应及其洲定方法
E值

=
固相

3 ’ P + 溶液
3 ` p

(一 )礴的供应

P 固相护
= 立 P 溶相

1
.

强度因素 土城溶液中碑的浓度很低
,

一般只

有 10
一 `
一 10

一 。
M

。

土城吸持磷的能力很强
,

有人用固

相表面礴 的 化学位势来衡 t 其对植物有效性的大小
。

但是固相表面碑的化学位势不好侧定
。

S c h o f i el d 用

O
.

O IM C a C l : 溶液
,

以 1 : 10 的土液 比例
,

振荡 1分

钟
,

然后侧定雄液中的钙和磷
,

以 l/ Zp C
“ + p H : P O ;

表示
,

称为碑位
。

虽然溶液中离子活度的乘积并不等

于固相表面确的化学位势
,

但它们之间密切相关
,

因此

S c h o f i el d 建议的礴位得到广泛应用
。

但也有人不同

意这种傲法
,

w i ld 等人认为土城磷供应的强度因素
,

不应用礴位表示
,

而应用浓度表示
。

磷位的侧定比较麻

烦
。

试验证明
,

用 0
.

ol M C a C I
:
溶液按上述方法提取

,

以 10 9 〔p 〕表示
,

不仅方法简单
,

而且与作物吸收磷的

相关性较高
。

2
。

容盆因素 l( ) A值
。

凡能为植物吸收的磷统

称为有效礴
。

因此土坡有效磷的测定当 以生物方法为

最可靠
。

利用放射性磷肥进行盆钵试验
,

测定植物从

肥料吸收的研和植株的总磷量
,

即可计算土集有效性

磷总量
。

A : B = ( 1 一 y ) : y

= 溶液
“ ` p

(
, + 固相 3 2 P

溶液
“ “ P

二 溶液
3 , p /

一
。

丝磐
、 、

/
附取

. “ F 十 回 相
“ “

二
溶液

3 ` p / f t

A = B

竺J

A = 土集有效磷总量

B 二 施入土城的放射性磷肥量

b b
a + b

为植物从肥料吸收的磷
,

从植物样

品放射性强度的侧定求得
。

为植物从土壤吸收的磷
。

+ b 为植物样品含磷总量
,

从植物

样品中磷的化学测定求得
。

上式中溶液 3 ` p 即可溶性磷
,

可用铝兰 比色法 测 定 :

f t为经交换作用后残留在溶液中
3 2 p 百分数

,

可以根

据原始溶液和平衡溶液性放射强度的测定而求得
。

(3 ) 阴离子树脂交换磷
。

固相土城 碑 处 于 不

同的结合形态
,

凡能为树脂吸附的磷均为有效磷
。

因

此可以把在足够时间内为树脂吸附的磷作为有效磷总

量
,

将不同时间内为树脂吸附的磷作为磷的分组
。

树

脂吸附磷与植物吸收磷相似
,

是单方面的
,

测得的结果

更符合实际情况
。

当树脂吸附溶液中磷时
,

则溶液中磷的浓度降低
.

促进固相磷的不断释放
,

使所有有效磷均为树脂所吸

附
。

吸附在树脂上的磷用 N a cl 溶液置换下来而测定

之
。

这可用下式表示
:

( 土壤 ) p + (树脂 ) e l 、 (土壤 ) e l +
(树脂 ) p

(树脂 ) P + N a e l溶液 、 (树脂 ) e l + 溶掖 p

(4 ) 用化学试剂连续提取
。

一般速测法提取的

磷包括水溶性礴 (强度因素 )和一部分 固相表面磷
,

统

称为速效礴
,

这部分速效磷与有效磷总量有一定的相

关性
,

这是速测法应用的依据
。

如果要把全部有效磷

提取出来
,

则必须用多次连续提取的方法
,

不断打破固

相表面磷与溶液中磷的平衡
,

使固相表面磷不断释放

出来
。

连续提取的总量代表容量因素
,

各次提出的量

则反映释放速率
。

3
.

质流和扩散作用 质流和扩散作用的意义前

面 已经堤到
,

在测定方法上质流进入根系的养分可 以

从溶液中离子的浓度和不同作物的燕腾量 以及植株养

分浓度来计算
。

磷的扩散作用可以用一定 大 小 的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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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

浸泡在
, Z

p 含的溶液 ( 10 微居 里 )中
,

经一定时间

后
,

测定 土块各部位放射性强度
,

就可 了解磷在土中的

扩散范围和扩散速度
。

4
.

磷吸附等温曲线 以上几种方法测定的是关

于磷的有效性和有效磷量
,

它们只与磷肥反映的大小

有关
,

而不能说明需要施多少磷肥才能达到 最 高 产

量
。

磷肥需要量的直接测定当更有意义
,

磷吸附等温

曲线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

p 固相一
色 p 液相

在一定土水比例
、

振荡时间
、

温度下
,

加入不等量

的碑 ( 。一 2 5 p p m )
,

达成平衡后
,

测定平衡溶液中磷的

浓度和土坡固相上吸 附的磷
,

绘制平衡溶液磷浓度和

土城吸附磷的曲线
,

此即为磷吸附等温曲线
。

它受温

度的影响很大
。

故制作曲线时温度一定要恒定
,

所以

称为吸附等温线
。

磷吸附等温线对测定土坡需磷说的应用
:
试验证

明
,

土集溶液中平衡浓度维持在O
.

3P p m 时
,

玉米
、

小麦

等的生长量 即可达到最高生长盆的95 %
。

根据吸收曲

线即可计算任何一土壤中为了维持这一平衡浓度数值

应该有多少 固相表面活性磷
。

如果测定值证明数量不

足
,

则就可 以计算出要施用多少速效磷肥以补足 之
。

(二 )钾的供应

土壤钾的供应一般均用速效钾 (强度因素 )和迟效

钾 (容量因素 )来衡量
。

速效钾包括水溶性钾和交换性钾
,

用一种盐溶液

就可 以把它们提取出来
。

为了把交换性钾与非交换性

钾分开
,

一般都用醋酸筱溶液来置换交换性钾
,

按离

子一方面置换交换性钾
,

另一方面阻止非交换性钾的

释放
。

只要注意操作步骤
,

就可 以获得可靠的结果
。

迟效性钾指的主要是非交换性钾
,

它与交换性钾

处于一定的平衡中
:

k l

水溶性钾 ` 止交换性钾拼
二

2 非交换性钾
k 2

速 效 钾 迟 效 钾

非交换性钾是上壤交换性钾的补给源
,

不同土壤补给

的 t 和速度不同
,

因此它也是钾供应的重要指标
。

迟

效钾的测定最可靠的是生物方法
。

用盆钵试验
,

生长

多年生收草
,

在一个生长季节内每隔一段时间收割一

次
.

连续收割六次
。

测定牧草吸收的总钾量
,

减去试

验前土壤中速效钾的量
,
即得迟效钾童

。

上述方法需要较长时间
,

为了缩短试验时间
,

可以

先用砂培培育玉米
,

以获得密集的根系
、

增强根的吸收

能力 然后将砂培培育的幼苗 ( 15 苗 )移到土壤 ( 1 0 0克 )

上继续培育
,

卜天后收获
。

将地上部和根系烘干称重
,

并分析钾的含量
。

非交换性钾
=
玉米吸收的钾量 一 试验前土壤中交

换性钾量 一 种子中所含的钾皿

这个方法大大缩短了试验时间
,

所得结果与第一种方

法接近
,

然而
,

生物方法毕竟较麻烦
,

迟效性钾的测定用

得 比较多的还是化学提取方法
:

( z ) I N H N O 。提取
。

z : 1 0的土液 比例
,

煮沸 1 0分

钟
。

过滤
,

测定滤液中的钾
。

这个方法虽然理论依据

不强
,

但应用很广
,

它与生物方法测得的结果相关性

很高
。

(2 ) 连续提取
。

用一种盐溶液如 IN N a C I一 0
.

1

N H C I 混合溶液多次连续提取土壤
,

以期所有有效钾

都被提取出来
。

( 3 ) N a O A e 一 N a T P B混合溶液一次提取
。

利用

四苯硼钠 ( N a T P B )与钾作用生成 K T P B沉淀
。

当溶

液中钾为四苯翻钠所沉淀
,

则土城固相钾不断释放出

来
。

土壤加四苯硼钠溶液振荡一定时间后
,

过滤
。

滤

纸上的土坡和 K T P B沉淀
,

多次用 70 %丙酮淋洗
,

以

溶解 K T P B
。

溶解在 70 %丙酮溶液中的钾用火焰光度

计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侧定之
。

(4 ) 阳离子交换树脂法
。

利用阳离子交换树脂吸

附溶液中钾
,

破坏溶液中钾与固相钾之间的平衡
,

促

使固相钾的不断释放
。

这与阴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土城

有效磷的测定和磷的分组一样
,

阳离子交换树脂法可

以测定土壤有效钾总量和进行钾的分组
。

(三 )氮的供应

土壤有机质是土城氮素供应的仓库
,

有机态笼经

矿质化作用转变成无机态笼如钱态祖和硝态盆
,

为作

物吸收利用
。

一个生长季节内究竟有多少有机态盆被

矿质化
,

是大家关心的一 个问题
。

由于对易矿化氮的

研究不够
,

因此土城氮素供应情况的测定还没有一个

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法
。

( 1) 从土坡有机质和全氮的测定进行估量或者用

培养方法测定易矿化氮
。

一般假定一 个生长季节约有
1一 3%的全氮矿质化为无机态氮

,

供作物吸收
。

一般

有机质含 5%氮
,

再乘以矿化系数
,

即可估量有效氮的

供应
。

因此土坡供肥性能的测定
,

有机质和全氮仍然

是有用的指标
。

培养方法即利用土坡微生物对有机态氮的矿化作

用
,

测定被矿化那部分氮
。

培养方法有好气培养和厌

气培养
。

好气培养法取一定量土坡
,

在适宜的温度
、

水

分
、

通气条件下进行培养
,

测定培养过程中释放出来的

无机态氮
,

即测定在培养前和培养后土城中钱态氮和

硝态氮的总量
,

二者之差即为矿化氮
。

好气培养法沿

用至今 已有很多改进
,

主要表现在
:
用的土样重蚤 ( 10

一 50 克 ) , 土样的处理
,

新鲜土样或风干土样 , 加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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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充物如砂
、

蛙石以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

以及土样和

填充物的比例 ; 温度控制 ( 25 一 35 ℃ ) ,水分和通气调节

( 10 克土加 6毫升水或加水至土壤持水量的 60 % ) ,培养

时间 (1 4一 28 天 )
。

很明显
,

培养的条件不同测出的结

果就不一样
。

厌气培养法即在淹水条件下进行培养
,

测定在培

养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按态氮
。

培养条件较易掌握
,

不

孺要考虑通气条件和严格的水分控制
,

可以用较少的

土样 (5 克 )和较短的培养时间 (7 一 10 天 )
,

方法比较简

单
、

快速
、

结果的再现性也较好
,

因此厌气培养法更为

大家所重视
。

(2 ) 水解性氮的测定
。

这个方法国内用得比较普

遍
,

大家把水解性氮看作易矿化氮
。

水解性氮的侧定

有酸解法和碱解法
。

酸解法即用。 .

SN H : 5 0 `
进行水

解
,

再用重铬酸钾氧化
,

最后进行蒸馏和滴定
。

方法

很繁
,

结果的再现性又差
,

不适于例行分析
。

碱解法

又可分为碱解扩散法和碱解蒸馏法
。

我们认为碱解扩

散法是一个理想的方法
,

它不仅能测定土城中氮的供

应强度
,

也能看出笼的供应容量和释放速率
。

国内已

有很多人对这个方法进行了研究和应用
。

在控制的温

度下 (2 8一 4。℃ )加 IN N a 0 H溶液于土样进行水解和

氮的扩散
,

测定不同时间内释放出来的氨
。

开始时释

放的氮盆可 以看作撼素供应的强度指标
,

各个不同时

间内侧出的氨里为速度指标
,

各个时间内侧出的氨量

的总和为容里指标
。

(3 ) 有效抓的同位素测定法 ( A 值 )

本法与用放射性同位素碑侧定土壤有效磷方法的

原理相同
。

只是用稳定同位素
’ . N 作为标志肥料

。

方

法好象很吸引人
,

但是它的应 用不象磷的 A 值法那样

普遍
。

理论上 A值不应受标志肥料用量的影响
,

土坡有

效碑 A 值的侧定符合这个原理
,

而有效氮 A 值则受标

志肥料用皿的影响
,

例如随着标志硫酸按用量 的增加
,

侧得的 A值逐渐降低
,

这可能是由于多量按态氮的存

在对硝化作用不利
。

此外不同形态的标志撼肥
,

侧出

的给果相差很大
。

看来用 K
` S N O :

测定土城有效氮

人较值为理想
,

因为硝态氮较易与土城有效氮达成平

衡
。

另外测定 1 5 N 的技术要求亦较高
,

也限制 了它的广

泛应 用
。

三
、

作物经济合理施肥

(一 )提高肥效

利用同样多的肥料增产更多的粮食
,

一般用每斤

肥料所能增产的粮食 (或其他农产品 )的斤数表示
。

肥

料的施用量
、

施用时期和施用方法都与提高肥效有关
。

看苗施肥
,

我国农 民有着丰富的经验
,

但如何把这此丰

富的经验
,

应用于社会主义大农业
,

仍有待于我们的

努力
。

目前在肥料施用量上有很大的盲目性
,

一方面

在大面积田地上肥料用量不足
,

另一方面在小块样板

田上肥料用量过多
,

造成养分的大 t 损失
,

不能达到大

面积均衡增产
。

由于各地区未能进行系统的长期的肥

料试验
,

因此在肥料施用量上仍心中无数
,

这种状 况

必须迅速改变
。

注意肥料施 用技术是提高肥效
,

减少养分损失的

重要环节
。

近年来氮肥深施已为大家所重视
。

作物早

发
、

稳长
、

老而不早衰都与土城中养分供应的强度
、

容

量
、

速率诸因素有关
。

氮肥深施
,

肥效稳而长
,

浅施
,

肥效猛而短 , 粒状肥料 (特别是压力机压成的较大颗

粒 )作用慢
,

粉状肥料作用快 , 长效肥料与一 般肥料性

质又有不同
。

人们有可能用不同性质的肥料
,

适 当搭

配
,

同时深施与浅施结合
,

使肥料一次施入以满足作物

整个生长过程对养分的需要
。

日本人多年来根据高产

肥沃土壤供肥的特点
,

进行施肥技术的研究
,

在水稻施

肥上强调 深层施肥
。

通过施肥技术的研究
,

人们有可

能控制养分对作物的供应
,

以满足作物高产的需要
。

(二 )减少养分损失
,

提商肥料利用率

养分损失主要是三个方面
: ( l) 挥发损失

,

(2 )淋溶

损失
,

( 3) 土城对肥料的固定
。

氮素化肥的损失主要是

气体挥发
,

部分由淋溶而损失
,

目前我国笼素化肥的利

用率平均只有 3 4%
,

美国氮肥利用率平均为 46 %
,

说明

我国氮肥的损失很严重
,

这与我国施用的氮肥品种有

关
,

但是更重要是施用方法不当
。

提高氮素化 肥的利用

率是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
,

它与生

物固氮研究一样有价值
,

都是国际性的共同研究课题
。

碑肥的利用率更低
,

一般只有10 一 25 %
。

磷肥利

用率低的原 因主要是土城的固定
,

注意磷肥的施用技

术
,

可以提高磷肥的利用率
。

(三 )降低成本
,

增产增收

我们 一方面要大力积造有机肥料
,

改进有机肥的

积制方法
,

提高有机肥料的质量
,

注意有机肥料的分

配和施用
,

同时要用好化肥
。

一定的施肥习惯和施肥

体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在小

农经济条件下
,

水早轮作中
,

多年来我 国农民把有机

肥料重点施在水稻上
,

以期水稻高产
。

而现在试验结

果表明
,

水田中施用过多的有机肥料
,

特别是没有腐

熟的有机肥料如绿肥
,

对水稻生长不利 , 如把有机肥

料多分配一些在麦子上
,

对土 城结构的改善和肥力的

提高都有好处
,

对两熟增产当更为有利
。

为了提高劳

动生产率
,

迫切要求我们对旧的施肥 习惯和施肥体系

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必要的改革
。

科学种 田
.

合理施肥
,

就是要尊重科学
,

按客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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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办事
,

处理好有机肥和化肥
,

基肥和追肥
,

积肥和用

肥
,

肥料的质量和数量
,

养分供应的强度和容量
,

以及

用地与养地等各种关 系
,

逐步形成一个新的
、

与社会

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
、

完整的施肥体系
,

以适应农业现

代化的要求
,

把农业生产迅速搞上去
。

上海郊区土壤磷素形态及其有效性的初步研究
,

汪 寅 虎

(
_

L海市农业科学院土肥 所 )

上海郊 区处于东海之滨
,

长江三角洲南侧地势平

缓的平原区
。

土壤母质由长江冲积物沉积而成
,

土层

深厚
。

土壤质地大部为中壤一重壤
,

少部分为轻壤和

粘壤
。

土壤 p H 值大 多在 6
.

5一 7
.

5之间
。

由于成 土条件

和不同的耕作措施的影响
,

形成了上海郊区不同的土

壤类型
。

大体分布情况是西部地区地势低洼
,

以青紫

泥为主
,

东部以黄泥头为主 ; 中部古岗身地带为沟干

泥和黄泥头成复区分布
,

沿海大片土地在长期耕作利

用下为 已经脱盐或基本脱盐的夹沙土
。

上海郊区 目前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
、

麦
、

棉
、

油
、

绿肥夹种沐
。

其特点是复种指数高
,

耕作制度类型丰

富
,

土壤肥力因素日趋复杂
。

近年来
,

根据我们对上海郊区土城肥力特性的研

究
,

发现上壤中全磷的含量并不 因复种指数的增加而

减少
,

而是逐年有所积累
。

据分析
,

儿种主要土壤如黄

泥头
、

青紫泥
、

沟干泥和夹沙泥
,

土壤全磷量都在 0
.

13

一 0
.

17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土壤超过 0
.

20 %
。

可是一

些田块磷素含量虽高
,

但产量水平并不高
。

形成作物

高产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

然而在上海郊区氮肥水平

比较高的情况下
,

磷素无疑是影响产量的相当重要的

肥力因 素之一
。

据试验
,

西部地区青紫泥土壤有效磷

( 0
.

SM N a H C O :
提取 ) 和 早 稻 单

.

产 的 相 关 系数

丫 = 。 .

95 *( P = 0
.

05 )
,

这就说明了土坡磷素的供应水

平直接影响着作物对磷的吸收
,

而磷素的供应水平又

往往取决于土壤中不同形态的磷素
。

本文从主要土壤

类型的磷长形态研究 出发
,

简要讨论土壤磷素的有效

性间题
。

一
、

不同形态确素的含经

无机确的形态分级按张守敬和 M
、

L
、

J a c k s o n 等

人提出和修改的系统分级方法〔 1〕 ( l )
。

土壤有机磷采

用 M e h t a ( 2 9 5 4 )的方法
,

即用 H C I一 N a 0 H 提取以后

再氧化
。

供试土壤为黄泥头
,

由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

和永久大队采集 , 青紫泥取自青浦县城东公社城东大

队和松江县古松公社
,

沟干泥由嘉定县徐行公社徐行

和陈介两个大队采集 , 夹沙泥则采自南汇县泥城公社

人 民大队
。

不同形态的磷素含量结果见表 1和表 2
。

表 1 和表 2结果表明
,

郊区不同上壤磷的形态以

无机磷为主
,

有机磷相对较少
,

除青紫泥以外
.

黄泥

头
、

沟干泥和夹沙泥的无机磷含量都在 90 % 以
_

L
,

青紫

泥较其他土壤有机磷的积累相对高一点 (可能由
一

于地

下水位高
,

土壤长期处 于嫌气状 况所致
。
)

.

占全磷的

2 0% 左右
。

在无机磷中
,

水溶性礴 (数据末列入表内 )含坛极

低
,

各种土壤都只有痕蚤到极低
,

这 和 M
·

L
·

J a c k s

。 n 和一些单位的分析结果是 一致的
。

磷酸铝和礴酸铁的量
,

从分析结果看是 比较低的
。

磷酸铝的含量更低一些
,

仅占全磷里的 3
.

7一 8
.

9 %
,

平

均 5
.

2 %
。

铁铝两级形态碑的总滋以黄泥头最高
,

占

1 4
.

1%
,

青紫泥不到 10 %
。

礴酸铁和礴酸铝在南方酸

性土镶中是确素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
。

上海郊区的土

壤 p H一般是中性或偏孩
,

土壤中游离的铁离子和铝离

子较酸性土城相对减少
,

这可能是这两级形态礴含盈

少的主要原因
。

磷酸钙是郊区上城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形态
。

从分

析结果可 以看出
,

它占了上海郊区土城全礴盈的50 %

以上
,

占无机磷 (包括闭蓄形态碑在内 ) 60 %左右
,

是郊

区土城中礴素的主要形态
,

它和土城全礴有一定的关

系 (Y
= 。

.

“ *)
。

从表 l 还可看出
,

夹沙泥中麟琅钙的

. 乡加 此项工 作的有 梅守荣
,

陈 亦芬同志

《 1) 断江农业大学土奥教研组
,

19 7 5
:

土搜 中无机脚 分组系统洲定 (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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