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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无机部分中存在着约九十种化学元素
,

除十种而外
,

其它统称微量元素或痕量元素
。

而微量元素之中只有十三个元素为动物
、

植物或微生物所必需
,

一般称为
“

必需元素
” ,

即硼
、

铂
、

锰
、

锌
、

铜
、

铁
、

钻
、

钒
、

铬
、

氟
、

氯
、

碘和硒
,

可能还有钡
、

银
、

钨和澳等
。

铁在土壤中属于常量元素
,

在

植物体中则属于微量元素
。

这些元素的含量一般为
n x l 。

~ `
一

n x 1 -0
’

%
。

微量元素广泛分布于大自然之中
,

举凡动植物
、

土壤
、

岩石和水中都含有微量元素
,

其含量虽

小
,

但对动植物的生长和生活以及人畜的健康都有重要的关系
。

近年以来
,

我国微量元素的应用和研究
,

已有很大的进展
,

但是微量元素的应用是有选择性

的
,

不是任何土壤上对各种农作物都可以普遍施用
,

而应根据土壤中微量元素供给情况和农作

物的营养特性分区
,

以决定科学 的施用方案
。

我国幅员辽阔
,

土壤类型复杂
,

植物种类繁多
,

微量元素的应用更需要开展大量的科学研究

工作
。

正当微量元素工作在国内兴起之时
,

我们认为有必要总结过去多年的工作结果和经验
,

明

确在不同土壤上不同作物施用微量元素的情况
,

以便对未来的工作作出正确的估计
,

迅速开展微

量元素的研究工作
,

提高农作物产量
,

为 四化贡献力量
。

一
、

微量元素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

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很多
,

重要的有两条
,

即农作物良种的选育和土壤的合理耕作与管理
。

这两种措施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偏废的
。

施用肥料的质和量必须充分满足作物的需要
,

如果施肥

水平未能满足高产品种的需要
,

则无从发挥良种的优势而获得高额产量
。

施肥不仅是施用常量

元素
,

也包括微量元素
。

近年来
,

有人把硼
、

铂
、

锰
、

锌
、

铜
、

铁和氯等微量元素称为
“

微量养分
” ,

也就是高等植物不可缺少而需要量较小 的营养元素
。

植物所需的微量元素主要来 自土壤
。

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含量不等
,

对植物的供给也丰缺不

一
,

并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农作物的产量
。

当土壤微量元素供给不足时
,

可将所缺乏的微量元素

作为肥料施用
,

可有效地提高农作物产量
。

微量元素和其他营养元素一样
,

既不可缺少
,

也不可互相代替
。

氮磷钾等常量元素不能够代

替微量元素
,

微量元素也同样地不能代替常量元素
。

微量元素在合理施用氮磷钾肥料的基础上
,

更能反映它的需要
。

例如甘蓝型油菜在其他肥料都满足时
,

缺硼可使产量很低或失收
。

另外
,

在

不同的氮磷钾水平下
,

农作物对微量元素的反应不同
。

常量元素的施用水平与作物产量的提高
,

都会使土壤中原有的微量元素的供给水平显得不足
,

并使农作物对微量元素肥料产生 良好的反

应
。

农业中应用微量元素已有五十年以上 的历史
。

微量元素在植物生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微

量元素肥料的增产效果便是影响植物生理功能的反映
。

扁 我国于五十年代中期
,

首先证实铂肥对大豆的增产作用〔幻 ,

继而证实了锰
、

翻
、

锌肥的增产

作用
,

至于铜的效果是最近才被证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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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是固氮酶的成份
,

是生物固氮所必需
,

所以豆科植物对铂有特殊的需要
,

而铂肥也应首先

集中使用在豆科植物上
。

在我国东半部
,

由东北到海南岛
,

大量的试验证实了铂肥对豆科植物的

增产作用
。

除了大豆 以外
,

龙生
、

蚕豆
、

绿豆以及豆科绿肥作物如紫云英
、

若子
、

首猎
、

箭舌豌豆等 .

都因施用铂肥而增产
。

豆科绿肥作物的鲜草重量和氮磷含量都因施用铂肥而提高
,

对于粮食作

物产量和土壤肥力 的提高都有 良好作用
。

可以认为
,

施用钥肥来提高绿肥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是

我国应用微量元素肥料特点之一
。

我国缺铂的土壤和应用铂肥的土壤面积远多于其他国家〔 2〕
。

硼肥主要用于豆科
、

十字花科植物以及一些经济作物例如甜菜和棉花等
。

大豆
、

花生
、

蚕豆
、

绿豆
、

紫云英
、

若子
、

油菜等都有因施用硼肥而增产的报道
。

在一定的条件下
,

禾本科植物例如水

稻和小麦也对硼肥有良好反应
。

甘蓝型油菜因缺硼而发生只开花不结实的典型缺硼症状〔 3〕
。

这

种缺硼症状分布在十多个省份
,

仅浙江省便有三四十个县
,

施用硼肥后大幅度增产
。

我国缺硼土

壤分布面积之广
,

缺硼之严重和硼肥收效之大
,

在国际间也是少有的比 5〕 。

近年来我国油菜丰收
,

与硼肥的应用是分不开的
。

甜菜是需硼很多的农作物
,

缺硼症状的分布地区也很广泛
,

合理的应

用硼肥有助于食糖增产
。

此外
,

硼肥对防治棉花落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有利于棉花产量的提高
。

即或是需硼很少的小麦
,

在严重缺硼时
,

也会颗粒无收
。

这些情况都说明硼肥的重要性
。

近年来在锌肥的应用上
,

取得很大的进展
,

主要是在石灰性土壤上 (包括石灰性水稻土 )提高

玉米和水稻的产量
。

北方广泛地分布着玉米和水稻的缺锌症状 〔 6一幻 ,

合理施用锌肥对粮食增产

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

在湖北的江汉平原成百万亩水稻田施用锌肥而增产
,

便是很好的例子〔 7〕 。

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
,

锌肥对水稻的增产作用已引起各水稻种植国的重视
,

有的国家还将锌肥与

氮肥和磷肥并列
,

称为肥料三要素
。

锌肥对水稻的经济效益很大
,

收益可高出工本六倍上下
。

此

外
,

棉花
、

一些豆科植物和果树对锌肥也有 良好反应
。

我国近年来对锌肥的研究工作日渐增加
,

说 .

明了当前生产发展的趋势
。

锰肥对粮棉油糖作物以及果树疏菜等都有良好作用
,

这是与其他微量元素不同的地方
。

锰肥

主要施用于石灰性土壤上
,

例如在江苏北部的黄潮土上所进行的15 万亩试验证实
,

锰肥使小麦
、

玉米
、

花生
、

大豆等多种农作物增产〔的
。

可以认为
,

在北方的主要粮食产区
,

锰肥的应用是值得重

视的
,

对提高粮食产量来说有很大的潜力
。

铜与植物繁殖器官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

禾本科植物对铜肥有良好反应
。

由于我国土壤中铜

的供给比较适中
,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很少
,

现已逐步展开
。

铁虽然是地壳里分布得最广的元素之一
,

土壤中含有大量的铁
,

但是由于土壤条件的影响
,

在石灰性土壤上对植物有效态铁却往往不足
,

许多植物尤其是果树上出现缺铁失绿现象
,

影响

生长和产量
。

不过无机铁肥的效果很小
,

鳌合态铁肥很昂贵
,

这一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

总如上述
,

我国施用微量元素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

目前全国各地广泛地进行大量的试验研

究
,

充分地说明微量元素在农业发展中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

二
、

土壤中微量元素供给情况

土壤中微量元素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二
:

( 1) 土壤 中的微量元素的含量过低
; ( 2)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存在状态不能为植物吸收利用

。

微

量元素的含量因土而异
,

微量元素的存在状态则受土壤条件的影响
。

所以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

除考虑作物的需肥特点外
,

还必须了解土壤类型和土壤条件
。

而土壤中微量元素供给情况的研

究
,

显然是科学施用微量元素的基本工作之一
。

,

土壤是二个复杂体系
,

贮有含量不等的各种微量元素 (表 1 )
。

微量元素在土壤中含量的差

异
,

主要受成土过程和成土母质的影响
。

在同一土类之中因成土母质不同
,

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



表 1土堆中微量元紊的平均含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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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很大差异
。

图 1便是一个例子
,

不同母质

发育的赤红壤和红壤的含硼量的变幅很大
,

例

一 如石灰岩
、

页岩和海成粘土发育的红壤
,

其含

砚量在 1 0 0p p m上下
,

而花岗岩
、

片麻岩所发育

的各土壤含秘只在 I Op p m上下
,

与表 1 的平均

含量相 比较有很大的差异
。

但是土壤中的微量

元素含量 (指全量 ) 并不能表示能够被植物吸

收利用的数量
。

因此
,

微量元素的可给性 (即

有效性 )和有效态微量元素含量的研究是十分

在生物体中为 微量元素
lA头iT

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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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种母质所发育的赤红壤和红壤的含硼量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可给性密切受土壤条件的影响
,

而 以酸碱度的影响最为突出
。

例如水稻土

中锌的可给性受 p H值
、

有机质含量
、

重碳酸离子和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图 2 )
。

p H值每上升一

个单位
,

土壤的有效态锌降低的因数是 1 00
,

碱性反应的水稻土中常发生缺锌现象
。

碱性或 中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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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土壤条件对水稻土中锌的可给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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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土中施用较多的有机肥料亦可导致严 重 的

缺锌现象
。

高量的重碳酸盐和较低的氧化还原
电位也常导致缺锌

。

土壤微量元素的供给情祝

虽然受土壤条件的影响
,

但影响各种微量元素

的土壤条件是各不相同的
。

同时
,

各元素之间

也会相互影响
,

引起缺乏现象
。

大量施用某种

元素肥料
,

也会导致某种微量元素的缺乏
。

土

壤中各元素间既有相互拮抗的作用又有 相 互

促进的关系 (图 3 )
。

最突出的是锌磷关系
,

土

壤富含磷或者施用大量的磷肥往往会 导致或

加重农作物的缺锌现象
。

而相磷之间则存在着

相互促进的作用
,

两种元素同时施用的效果大

于分别施用的效果
,

例如磷肥施用未能满足农

作物的要求时
,

铂肥的施用效果往往表现不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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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营养元素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
,

土壤微量元素的可给性受土壤的类型和土壤条件的影响
。

为了明确土壤中微量元

素的供给情况
,

常就土壤中微量元素作进一步的区分
,

以有效态微量元素表示对植物有效的部

分
。

我国土壤 中有效态微量元素含量图说明
,

除铜以外
,

缺乏其他微量元素的土壤分布面积很

大 〔 10 〕① ,

现分别简述如下
。

我国缺硼土壤多分布于东半部
,

主要地区有二
。

( 1) 南方的缺硼红壤区
,

包括红壤
、

赤红

壤
、

砖红壤和紫色土等
。

分布于福建
、

广东
、

江西南部
、

浙江西部和南部等地
。

紫色土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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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四川
。

在这一缺硼地区中
,

广泛地分布着花岗岩及其他酸性火成岩
、

片麻岩
、

砂岩等
,

其

异 所形成的土壤
,

不论全硼含量和水溶态硼含量都偏低
。

根据现有的分析结果
,

红壤中水溶态硼

低于 0
.

S PP m 的缺硼临界含量的占全部分析标本的99 %
,

严重缺硼 即 低 于 O
。

25 p p m 的标 本 占

91 % (图 4 )
。

( 2) 北方缺硼土壤主要是黄土和黄河冲积物所发育的各种土壤
,

包括填土
、

绵土
、

黄潮土等
。

褐土和棕壤也可能缺硼
,

但在含有盐分的土壤中则含硼十分丰富
。

我国缺铂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半部
,

面积较大的缺铂地区有二
。

( 1) 南方的广大缺铂红壤区
,

包括红壤
、

赤红壤
、

砖红壤
、

黄壤
、

紫色土等
。

这些土壤全钥含量较高
,

但由于土壤呈酸性反 应
,

相的可给性降低
,

因而有效态铂的含量偏低
。

图 5 说明了这种情况
,

所分析的红壤标本中
,

有
效态铂低于缺铂临界含量 o

.

1 5 p p m 的占70 %
。

在这些土壤上种植豆科植物时
,

钥肥效果良好
。

这是土壤条件影响微量元素供给的一个例子
。

( 2) 北方的黄土和黄河冲积物发育的各种土壤中

不论全铂和有效态铂含量都偏低
,

形成另一个缺铂地区
,

豆科植物常需要钥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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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红堪中有效态钥的分布频率
(表土

,

总标本数 : 4 0 0 )

我国的缺锌土壤主要分部于北方的石灰性土壤
,

如绵土
、

填土
、

黄潮土
、

褐土
、

棕壤土
、

暗稼
壤

、

栗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
、

黑色石灰土
、

碳酸盐紫色土等
。

石灰性水稻土也常缺锌
,
分布于湖

北
、

湖南
、

安徽
、

江苏等各省的北部和四川北部
、

中部等地
。

.

较高的 p H值 ( > 6
.

5) 是导致缺锌的主

要原因
,

土壤中
一

的含锌量有时并不低
。

在酸性土壤上过量施用石灰也可能诱发缺锌
。 -

缺锰和缺铁土壤的分布与缺锌土壤基本相似
,

但不包括水稻土
。

质地较轻的士壤
,

如黄泛

区土壤和漠境土等
,

铁锰缺乏严重
,

面积亦较大
。

在酸性土壤上缺铁缺锰是很少 见的
。

, 总如上述
,

我国境内缺乏微量元素的土壤面积很大
,

缺硼和缺铂的土壤主要分布于东半部
,

但其缺乏原因各不相同
,

有的是因为土镶中含量偏低
,

有的则因土壤条件不宜所弓饱
,

娜落锌
、

1

锰
、

铁的土壤主要为北方的石灰性土壤
。

影响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有效性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应针

对农作物的需要和土壤情况分别考虑
。

另外
,

不 良的耕作管理和不合理
一

的施肥 ,
、

·

也会引起土壤



微量元素的供给不足
。

例如大量施用常量元素肥料而不考虑养分平衡
,

过量施用石灰
,

平整土

地而未恢复原来覆盖在表层的表土
,

轮作中前后作物的需肥矛盾未经解决等
,

都会人为造成土

壤微量元素的缺乏
。

这些情况虽只在局部地区出现
,

但也应当加 以注意
。

三
、

微量元素的分区施肥

土壤缺乏微量元素的问题比较复杂
,

更箫要科学施肥
。

土壤微量元素的施用量因土壤和作

物而不同
,

过少不能满足作物的需要
,

过多则浪费肥料或污染土壤
。

为了科学地施 用 微 量 元

素
,

必须事先进行土壤分析和各种试验研究
,

并根据资料的详略和多少
,

编制不同比例尺的微

量元素施肥分区图
。

分区图以土壤中微量元素供给情况
,

主要是缺乏微量元素的土壤分布
,

农作物对缺乏微量

元素的敏感程度和各地的微量元素肥料试验结果为依据
。

微量元素施肥分区暂分为三级
,

即微

量元素显效区
、

有效区和可能有效区
。

微量元素显效区 ( I )
。

土壤严重缺乏微量元素
,

对缺乏微量元素敏感的农作物上常存在着

缺乏症状
,

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效果显著
,

在图上 以 I 表示
。

微量元素有效区 ( I )
。

土壤缺乏微量元素
,

但缺乏程度低于显效区
。

对缺乏微量元素敏感的

农作物上并不明显地出现缺乏症状
,

但常为潜在性缺乏
,

存在着组织学或生理学的异常
,

施用

微量元素有效
,

在图上以 I 表示
。

微量元素可能有效区 ( I )
。

根据土壤微量元素供给情况属于缺乏或严重缺乏
,

但 田间试验

较少
,

依据不足
,

有待进一步验证
,

在图上以 ( ! )表示
。

为了推动当前微量元素施肥工作的迅速开展
,

有必要把过去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 以备施肥

的参考
,

同时亦可作为施肥分区图的素材
,

并且有计划和有系统的开展土壤微量元素的分析和

试验研究工作
,

使分区工作日益完善
,

以致微量元素的施肥更为经济合理
,

农作物产量和质量

都得到提高
。

因此现将硼
、

相
、

锌
、

锰的施肥分区草图
,

提供参考和讨论
。

( 一 )翻的施肥分区圈 (圈 6 )

I 一 1 ,

南方硼显效区
:

土壤中水溶态硼含量少于 O
.

2 5 PP m
* 。

包括红壤
、

赤红壤
、

黄壤
、

及

紫色土等
。

特别是花岗岩及其他酸性火成岩和片麻岩所发育的土壤为最突出
。

需硼植物有甘蓝

型油菜
、

棉花
、

大豆
、

花生和柑桔等
,

常有可见的缺硼症状
。

缺硼的指示植物为甘蓝型油菜
。

I
一 2 ,

北方硼显效区
: 土壤中水溶态硼含量少于 o

.

2 5 p p m
。

土类有排水不良的草甸土和 白

浆土
,

分布于黑龙江省
,

需硼植物为小麦
、

大麦
、

玉米
、

大豆
、

甜菜等
,

有可见的缺硼 症 状
,

严重时绝产
。

缺硼的指示作物为大麦
、

小麦〔只开花不结实 )
。

I
一 1 ,

南方硼有效区
: 土壤中水溶态硼为 。

.

25 一。
.

5 0 p p m主要土类为红壤
、

黄棕壤
、

石灰岩

土等
。

需硼植物有甘蓝型油菜
、

棉花
、

花生
、

大豆等
,

一般是潜在性缺硼
,

无可见的缺硼症状
。

缺硼的指示植物为甘蓝型油菜
。

I 一 2 ,

北方翩有效区
:

土壤中水溶态硼为 .0 25 一。
.

s o p p m
。

主要土类有黄绵土
、

埃土
、

褐

土
、

棕壤
、

暗棕壤等
。

需硼植物有甘蓝型油菜
、

甜菜
、

棉花
、

花生
、

大豆等
,

一般为潜在性缺

翻
,

无可见的缺硼症状
。

缺硼的指示植物为甘蓝型油菜和甜菜
。

,
,

硼可能有效区
: 土坡中水溶态硼少于 。

.

s o p p m
。

除含有盐分的土壤外
,

黄潮土
、

褐土
、

棕城土等都属之
。

需硼植物有甜菜
、

甘蓝型油菜
、

棉花
、

花生
、

大豆等
,

一般为潜在性缺 硼
,

无可见的缺翻症状
。

缺翻的指示植物为甘蓝型油莱和甜菜
。

* 用沸水提取 (煮 a 五分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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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硼的施肥分区图

(二 )扣的施肥分区圈 ( 圈 7 )

I
一 1 ,

北方铂显效区
: 土壤中有效态铂少于 。

.

10 PP m
* 。

土类有黄潮土
、

揭土
、

棕族
、

自桨

土等
。

需铂植物为花生
,

大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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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
,

南方铂显效区
: 土壤中有效态铂少于 O

.

I Op p m , 土类有赤红壤
、

紫色土等
。

需铂植

物为花生
、

大豆
、

豆科绿肥作物
。

,

I 一 1 ,

北方铝有效区
: 土壤中有效态铂为 0

.

10 一 0
.

1 5 PP m
。

主要土类为黄绵土
、

填土
、

褐

土
、

棕壤
、

黑土等
。

需铂植物为花生
、

大豆等
。

I
一 2 ,

南方铂有效区
: 土壤中有效态铂为 0

.

10 一 O
.

1 5 PP m
。

土类有红壤
、

砖红壤
、

黄棕壤等
。

需铂植物为豆科绿肥作物
、

花生
、

大豆等
。

l
,

铝肥可能有效区
:

土壤中有效态翎含量低于缺钥临界值
,

但目前尚缺乏田间试验作为

验证
。

(三 )锌的施肥分区圈 (圈 8 )

I
,

锌显效区
:

土壤中有效态锌的含量低于 O
.

S OPP m * 。

土类为黄潮土
、

黄绵土
、

埃土
、

揭

土
、

棕壤
、

暗棕壤
、

碳酸盐紫色土和石灰性水稻土等
。

需锌植物有水稻
、

玉米
、

高粱
、

小麦
、

棉

花
、

甜菜和一些豆科植物
,

以及果树如苹果
、

梨
、

桃等
。

缺锌指示植物为玉米和水稻
。

I
,

锌有效区
:

土壤中有效态锌含量为 。
.

50 一 1
.

o PP m
。

土类有黄潮土
、

黄绵土
、

褐 土
、

棕

壤
、

黑土
、

黄棕壤和石灰性水稻土
、

紫色土区水稻土
、

石灰岩分布地区的水稻土等
。

需锌植物有水

稻
、

玉米
、

高粱
、

小麦
、

棉花
、

甜菜和一些豆科植物以及果树例如苹果
、

梨
、

桃等
。

缺锌指示

植物有玉米和水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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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锌的施肥分区图

I
,

锌可能有效区
:
土壤有效态锌含量低于缺锌临界值

,

但田间试验较少
,

有待验证
。

酸

性土壤的缺锌问题亦待研究
,

目前仅证实柑桔有缺锌症状
,

锌肥效果良好
。

( 四 )锰的施肥分区圈 ( 日 9 )

I
,

锰显效区
:
土壤中活性锰少于 s o p p m **

,

多属黄潮土
。

需锰植物有小麦
、

大麦
、

燕麦
、

,

* D T P A溶液提取
,

内含三乙醉胶及抓化钙 ( PH 了
。

3 0 ) 。

** 用含有 。 .

2纬对笨二酚的醋暇
一醋酸按溶液提取 ( p H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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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锰的施肥分区图

玉米
、

棉花
、

甜菜
、

甘薯
、

花生
、

大豆
、

豌豆以及紫云英
、

苔子
、

箭舌豌豆
、

首稽
、

三叶草等豆

科绿肥和果树像苹某
、

梨
、 ’

桃以及疏菜等
。

缺锰的指示植物为燕麦
、

小麦
、

甜菜
。

I
,

锰有效区
:

土壤中活性锰含量 50 一10 o PP 二
。

土类为黄绵土
、

婆土
、

揭土
、

棕 壤
、

·

栗

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等
。

需锰植物和缺锰指示植物与显效区同
。

I
,

锰可能有效区
: 土壤中的活性锰量在 S Op p m左右

。

分布土类有栗钙土
、

棕钙土
、

灰钙土

及各种摸境土
。

目前田间试验尚少
,

有待验证
。

以上的施肥分区仅以农作物的生长为对象
,

还没考虑人和动物的健康
。

土壤中微量元素含

量过多或过少
,

都会影响人和家畜的健康
,

以及畜产品产量的降低〔 1`〕 ,

并未能包括在上 述 分

区以内
。

例如
:

缺碘可引起 甲状腺肿大
。

土壤中含钻量低或可给性过低时
,

牧草含 钻量 也 很

低
,

从而使家畜发生缺钻症状 (贫血 )
,

钻是维生素 B ; :

的中心原子
,

缺钻时维生素 B
: :

不足
,

因而影响造血的机能
。

豆科植物含硒过高会使家畜发生硒中毒现象
,

另一方面
,

牧草中含硒过少

又会使一些家畜发生称为
“

白肌病
”

的缺硒症〔1 2〕
。

在我国已发现硒毒区和缺硒区
。

缺铜 时家

畜会患有
“

嗜异癖
” ,

喜欢溉或咀嚼不适子食用的物体
,

羊毛硬而无光泽
,

品质降低
,

羔羊肢体

运动失调
,

称为
“

摇摆病
。 ”

后一情况已在新疆发现 〔 13〕。

由于铜铂间的拮杭作用
,

铂毒区中家畜

摄取的铜也会不足
。

在铂毒区家畜常因饲料中含铂过多而患季节性腹泻
,

产乳量降低
,

这时萝在

饲料中加入硫酸铜便可以治愈
。

锌则与生殖机能有关
,

缺锌时家畜繁殖率下降
。

缺锰时产奶量

少并且繁殖率低
,

容易发生骨折
。

这些情况都说明微量元素与动物营养有密切关系
。

综上所述
,

微量元素是植物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

植物对缺乏微量元素的敏感程度 不 同
,

土壤缺乏微量元素是针对敏感程度较高的植物而言的
。

土壤微量元素供给不足时
,

施用微量元

素效果显著
,

是可行的增产措施
。

在我国存在着大面积的缺乏微量元素的土壤 弘而这些土壤的分布有其规律性
。

因此
,

可以

认为微量元素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

(转下页 )



太湖地区主要土壤供钾能力的初步研究
*

杜 承 林

1 中国科学院甫京土城研究所 )

太湖地区是我国著名的高产地区之一
,

近年来
,

在

施肥上偏施氮肥
,

很少施用化学钾肥
,

氮
、

礴
、

钾比

例极不协调
。

而由于三熟制的推广
,

产里的提高
,

土

壤钾素消耗增多
,

钾素的亏缺加剧
。

为了解本地区土

壤的供钾能力
,

我们收集了太湖地区的主要土壤
,

并

进行了钾素释放试验
、 ’

田间定位试验及盆栽试验
,

主

要结果如下
。

一
、

太湖地区主要土城的供钾状况

本地区土镶的供钾状况及其对钾肥的反应
,

我们

已有初步总结〔1
,

幻
。

而后
,

又陆续收集了主要类型的

土壤标本
,

除用常规的方法测定其速效性钾
、

级效性

钾和全钾外
,

并用化学方法和生物试验了解了有代表

性土壤的钾素释放能力
。

(一 )太湖地区主要土堆钾素的含母

本地区八种主要土壤的钾素含量列于表 1
。

表 1

结果表明
,

八种土壤中以白土和黄泥土含钾量较低
。

江

苏吴县土壤普查结果也表明
,

这类土壤是该县供钾能

力最低的土壤①
。

钾素含量最高者为狗肝泥
,

其它类型

土壤介于两者之间
。

.

即由黄土性母质及湖积物发育者

钾素含量比较低
,

而长江新冲积物和钱塘江冲积物形

成的土壤钾素较为丰富
。

同类土壤粘粒含量和肥力水

平较高者钾素含量也较高
。

我们还了解了钾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情况
。

表 2

为13 个典型土壤剖面的平均结果
。

结果表明
,

土壤速

效性钾和全钾除个别剖面下层稍高于上层外
,

一般无

明显差异
。

而缓效性钾下层明显高于上层
,

其原因可

能是在一般不施化学钾肥的情况下
,

由于作物的吸收

利用
,

上层土体中缓效性钾转化为速效性钾或速效性

钾向下淋溶后被固定成缓效性钾
。

胶体部分全钾在剖

面中的变化较小
。

(二 )不同土堆的钾素释放能力

* 本工作在谢建昌同志的指导下完成
,

马茂桐
,

陈际塑等 间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

① 过维钧
、

沈志英
:

不同类型水稠土的养分特点及 因土施肥 间题
、

试谈双三制条件下的土城肥料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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