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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根层土壤剖面残留的

无机态氮的研究

邵则瑶 杨海顺 朱昭仪 刘连贵

(北京农 业大学 )

土壤中残留的无机态氮 ( N H
` 一 N及 N O 3 一 N )被认为和施入的氮肥一样

,

对下季作物有

效
。

在干 早及半干旱地区
,

淋溶作用较小
,

可依据根层无机氮的含量
,

来确定作物最佳氮肥

施用量
。

1 9 8 3年以来
,

我们对小麦根层 ( O一 1 0 0 0 m )土壤剖面残留的无机氮 (简称N m i )n 进行了研

究结果如下
。

一
、

新鲜土样的处理

新鲜土样密装后在 。 ”
C保存

,

或将1
.

o m ol L
一 ’ N a

CI 浸提新鲜土样的滤液置室温下保存
,

睁 至少一周内其N H
` 一 N

、

N 0 3 一 N含量与采样后立即测定时的含量基本一致
。

若新鲜土样于

< 70
O

C下烘干后
,

无论在室温或低温下保存
,

至少一周内其 N O
3 一 N含兹也无变化

,
N H

` 一 N

则增高很多 ; 若新鲜土样在室温下保存
,

其 N H
` 一 N含量降低

,
N 0

3 一 N含景增高很多
,

N m in

总最增高
,

所以不能代表采样时 N m in 的水平
。

二
、

N O 3一N的测定

用联邦德国 E
·

M e r o k公司生产的N O
3
试纸测定土样的 N O

3 一 N
,

经 90 个样次的比较
,

其

测试值 (平均值为 7
.

4 p p m ) 大部分与紫外分光光度法的测试值 (平均值为 7
.

IP pm ) 极相近
。

N O 了试纸法分级较粗
,

分级间距大
,

但快速
、

简便
、

不需特殊仪器
,

可在田间直接测定
。

因

此
,

虽其测定值为半定量性质
,

但用于推荐施肥工作是有实用价值的
。

三
、

麦田 N m in 动态观测

在北京地区对三种施氮水平的冬小麦试验地及同样处理的裸地进行了定点定期 采 样 测

定
。

所得结果为
:

1
.

施用氮
、

磷肥
、

灌概
、

降水以及作物的吸收
,

对冬小麦根层 N m in 动态影响较大
。

近

儿年
,

由于北京地区降水量低
,

在冬小麦生长期内
,

土壤剖面 ( l m 深 )中N O
3 一 N琳溶不 强

烈
。

2
,

冬小走生育期内
,

早地 N m in 的总量中
,

N H ; 一 N 占的比例很小
,

最高也 < 20 %
,

且波



动不大
,

对 N m in 动态影响很小 ; N O
3 一 N占的比例大

,

波动幅度大
,

其动态与N m in 的动态

近于平行
。

半干旱地区的旱地土壤可用N O : 一 N来表征N m in 动态及土壤的供氮水平
。

3
.

在北京地区
,

未施氮肥土壤或低氮处理的土壤
,

N O
。 一 N主要在 。一 60 。 m土层内 上

下移动
。

高氮处理的土壤则主要在。一 8 c0 m 土层内上下移动
。

4
.

比较 。 一 1 0 0 c m土壤剖面 N o 3 一 N 含量
,

或电超滤 N o
3 一 N ( o 一 3 5 c m )含量

,

冬前 `

以衷地高于裸地
,

但返青至收获期
,

则裸地高于表地
。

.

四
、

N m in 与小麦产量或吸氮量之间的相关研究

将北京
、

河南
、

内蒙地区的多点肥料田间试验的基础土样 (深度为 l m
,

每20 c m 一层
,

共

5 层 )在 < 7 0
0

C下烘千
,

测定 N O 3 一 N含量
。

并于小麦返青期及成熟期取植株地上部分测定其

N %
。

计算N m in 与小麦生物产量
、

籽粒产量
、

地上部分吸氮量之间的相关性
。

采用 Y = a + lb n X

回归模式
。

结果如下
:

1
。

小麦根层
,

不论 0 一 4 0 e m
,

还是 0 一 6 0 e m
, 0 一 8 0 e m

,
0 一 1 0 0 e m

,

各深度的 N O
: 一 N

含最与小麦返青期生物产量或吸氮量
,

成熟期籽粒产量或全株吸氮量之间都呈中度相关
, r
为

。
.

37 4一 0
.

73 4
,

达 5 %或 1 %显著水平
。

小麦根层土壤剖面中残留的N O
。 一 N与小麦吸 氮 量

之间的相关性高于与产量的相关性
。

2
.

在 O一 8 c0 m土层内
,

随采样深度增加
,

相关系数增高
。

o 一 I 0 0 0 m 土层中的 N O
3 一 N

含址或 。 一 80 c m土层中的 N O
3 一 N含量与小麦产量或吸氮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极相近

,

测定小

麦N m in 的采样深度似乎 80 c m 即足够
。

.3 一般情况下 0 一 20 mC 的N O 广 N含量与小麦产量之间无相关性
。

钾

紫色土丘陵区水土流失与

耕地坡度的关系
’ ”

吕甚悟 陆大 良

( 四川省南充县土肥站 )

为了查明亚热带紫色土丘陵区坡耕地水土流失规律
、

对水土流失进行预测预报
,

并为治

坡改土等水土保持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1 9 8 3至 1 9 8 6年进行了大区定位观渗试验
,

现将观测结

果初报如下
。

一
、

试验条件和方法

(一 )地貌与气候 试验区为侏罗系遂宁组红棕紫色厚泥岩
,

夹少量尖灭状 的石英粉沙岩
,

紫色土分布面积占全县早地95 %
。

一般丘高70 至 1 20 米
,

为中丘中谷地貌
。

* 本试验得 到四川省 上肥处和南充地区土肥科有关同志的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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