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灰性土壤无机磷分级方法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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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磷素形态的分级
,

对研究磷素形态转化及有效性
,

对了解土壤供磷状态
,

指导磷肥

的合理施用等都是极其重要的
。

石灰性土壤无机磷的分级
,

过去一直沿用张守敬等 (1 9 5 7) 的

方法〔 1〕, 但该法对石灰性土壤中占主要成份的C a 一 P没有从有效性上进一步分级
。

70 年代苏联

专家 T , 二肠 y p T
一月

e 6 e及 e : a ( 1 9 7 1 )提出 T C a一 P l
、

C a一 P l 和 C a一 P I
,

以及A l一 P
、

F e

一 P的五级分级方法 〔叹 虽在张守敬等分级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进
,

但未能普遍应用
。

最

近蒋柏藩等 ( 1 9 8 9
, 1 9 9 0) 提出了石灰性土壤无机磷分级的新方法〔 3 ,

4〕 。

本文对蒋柏藩等和张

守敬等的两种分级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土滚

取田间试验土壤 (灌漠土 ) 20 个
,

部分土样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 。

(二 )田间试验

在不同肥力的灌漠土上进行
。

试验设氮磷肥和氮肥 (无磷肥 )两个处理
,

三次重复
。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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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

有机质用油浴加热 一K :

cr
么0 , 容盈法 , 全抓开氏法 . C a C o 3 气量法 , 顺粒分级比重计法 ,

礴。
.

sm o l / L N aH C O 。往提一相锑杭比色法 . p H电位法
。

* 甘甫省自然科学豁金项目
。

土化86 级玛水前
,

扬靖军
,

王润福同学参加部分室 内分析
,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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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武春 1 号春小龙
。

其余 田间试验按常规方法进行
。

试验参数见表 1
。

(三 )分级方法

2
。

蒋柏藩的石灰性土壤无机磷分级方法印 ,

张守敬的土壤无机磷分级方法〔 1〕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两种分级方法提取的各级形态无机磷含妞的比较
。

将部分上壤两方法测定的各级形态无机磷的含量列于表 2 和表 3
。

由表 2
、

3 知
:

1
.

两方法提取的无机磷形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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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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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张守敬分级方法提取的各级形态无机磷的含量 ( m g k g
一 `
一 )P

上 号 N H ` C I一 P A I一 P F e 一P ” 0 一P C a
一P ! 无机磷总量

_ _ _ _
-

-

-

一 }

F e
一P +

0 一 P

平 均

1 5

1 8

1 4

1 4

1 5

1 4

8

2 2

2 4

6

1 5

1 5
.

0

6 3

1 1 1

1 0 7

7 8

9 1

9 3

7 1

9 0

9 5

9 8

5 9

8 7
.

6

5 0 0
· ’ 「

6 1 0
{

4 4 1
1

6 2 3

58 2 { 74 8

5 3 6
, 6 7 4

4 9 2 } 6 3 9

4 3 7 5 9 8

4 1 ` 厂 5 2了

}
4 0 5 } 5 6 9

3 7 4
「

5 5 2

5 0 5 1 62 a

4 0 4 } 6 0 4

一
一

- -

一一 }一
一

一
一一

4 7 ` … “ ` 5

6 7

1 1 3

1 1 5

9 1

1 0 0

1 1 7

7 7

9 2

9 9

1 0 1

6 9

5 9 6

5 5 0

5 0 7

4 5 1

4 2 4

4 27

3 98

5 1 1

5 0 9

8 3 0

8 4 0

8 5 0

7 6 0

6 10

9 1 0

9 2 0

6 9 0

6 3 0

9 4
.

6 4 86 7 8 3

225139184263107阳51盯哭知拓咒叻5516托34
1几,ó内」

4一aōbtJ00

91011

占 全 礴 }
g

毕万
` “ ` o } :

4
.

3 0
.

9 1 1
.

2 60
.

2 7 8
.

5 1 2
.

1 6 2
.

1

2 7 6



的平均值为 468 m g k g一
`

一 P
,

占全磷 62
.

1%
。

两者基本接近
。

但新分级方法将磷酸钙盐按其有

效性区分为 C a :
一 P

、

C a 。

一 P和 C a , 。

一 P三级
。

这是新分级体系的重要特点
。

2
。

两分级方法提取的 F e
一 P + O一 P的和基本相 当

,

蒋法的平均值为 1 00 m g k g一
`

一 P
,

占

全磷 1 2
.

8% , 张法为 9 4
.

6 m g k g ~
’

一 P
,

占全磷 1 1
.

8%
。

但 F e
一 P的量

,

蒋法较张法显著提高
,

其量 由张法的 7
.

o m g k g ~
’

一 P提高为蒋法的 1 9
.

s m g k g ~ ’
一 P

,

占全磷的百分率由 0
.

9 %提高为

2
.

7% , 而 O一 P的量显著降低
,

由87
。

4m g k g 一
`

一 P降为 80
.

7 m g k g 一
`

一 P
,

由占全磷的 1 1
.

2%

降为 1 0
.

3%
。

这是因蒋法将 F e
一 P的提取剂由原来的N a O H改为 N a O H一N a : C O

:

所致
。

这

也是新法的又一重要改进
,

因单一的N a O H提取剂对石灰性土壤中 F e
一 P的提取分离很不完

全
,

相当数量的 F e
一 P进入到 O 一 P组分 〔5〕 `

这就是张法提取的 F e
一 P特低

,

而 O一 P特高的

原因所在
。

3
。

两分级法提取的 A l一 P 无显著差异
,

本试验研究中 20 个土壤提取的平均值 为 33 一 34

m g k g
一 ’ ,

占全磷的 4 %左右
。

(二 )两种分级方法提取的各级形态无机礴有效性的比较

表 4 是两种分级方法提取的各级形态无机磷与春小麦总吸磷量
、

相对产量和土壤有效磷

( O l s e n一 P )测定值间的相关分析
。

表 4 各级形态无机磷与春小麦总吸磷量
、

相对产量和有效磷的相关系数

蒋柏藩的分级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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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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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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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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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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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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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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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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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2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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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

0 8 3 8 6 9* * 4 3 0*

张守敬的分级方法

磷素形态 N H 一C I一 P A I一 P F e
一P 0 一 P

nQ,白八.,.月任,八 口JnQ,工总吸磷量

相对产量

73 5* *

7 5 5* *

8 4 8* *

7 9 9* *

土壤有效磷
( O l s e n一 P )

8 5 8水 * 8 5 5* *

一 0
.

2 8 2

一 0
.

2 9 4

一 0
.

1 2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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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塑正)仓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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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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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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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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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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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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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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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

0 1 = 0
,

5 3 7 r o
.

o s 二 0
.

4 2 3

1
.

各级形态磷与生物试验相关性的比较

( 1) 在张的分级体系中N H
`

Cl 一 P与总吸磷量和相对产量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
’

而 C a
一

P及 C a
一 P + N H

`
C I一 P与上述两参比项间的相关性很差

。

A I一 P与吸磷量和相对产量间亦均

呈极显著正相关
。

对此种情况
,

不能认为春小麦吸收的无机磷形态 中只是 N H
`

lC 一 P和 A I一

P
,

而不吸收 C a
一 P

。

只因张的分级方法没有把吸收的这部分 C a
一 P反映出来

。

这是 张法应

用于石灰性 土壤的缺陷所在
。

( 2) 在蒋的分级体系中
,

C a :

一 P
、

C a 。

一 P和 A I一 P与总吸磷量和相对产量间均呈极显

著正相关
,

而与 C a ; 。

一 P的相关性很差
。

C a :

一 P + C a 。

一 P之和与总吸磷量和相对产量也呈极

显著正相关
,

而三级 C a
一 P 之和与两参比项的相关系数显著下降

。

很显然
,

在张的分级体系

中把 C a :
一 P

、

C a :

一 P
、

C a , 。

一 P笼统归入 C
a
一 P一级之中

,

就不能显示出 C a Z

一 P和 C a 。

一

(下转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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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访
壤

回 收 试 验 的 结 果

提取液钻 !加入 1卜 g钻后
吸卜 g) 一 (卜 g)

回 收 率
( %)

1
.

10

0
.

59

1 0 8

0
.

6 3

0
`

27

2
.

0 3

1
.

59

2
.

0 0

1
.

57

1
.

30

9 3

1 0 0

9 2

9 4

1 0 3

0
.

21 1
.

1 1 9 0

0
.

37 1
.

29 9 2

生磷酸钙沉淀
,

并形成凝胶状
,

使测定结果

偏低
。

用 Z n( l ) E D T A作掩蔽剂
,

在测土壤

全钻时适当加大 E D T A 浓度
,

可以 避免这

一问题
,

铁的干扰也可消除
。

4
.

回收率试验
。

此法测有效 钻 的回收

率在 9 〕一 10 0% 之间 (表 8 )
。

值得丫 提 的 是
,
Z n

( U 只能 置 换 被

E D T A 络合的二 价 钻
,

而 不 能 置 换 被

E D T A 络合的三价钻
。

土壤中普遍存在三价

攘壤壤壤壤土土红钙砖红红棕黄黑栗

钻
,

E D
`

f A 可同时提取二价和三价钻
。

采用上述方法
,

测出的钻是被 E D T A 乙酸盐缓冲液

提取的二价钻
,

而不会将对植物有效性尚不确定的三价钻也测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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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的有效性
,

也很难认识 C a
一 P化合物在石灰性土壤中的作用

。

所以蒋的新分级体系把 C a
一 P

进而区分为 C a :

一 P
、

C a 。

一 P和 C a : 。

一 P是该体系的重要贡献
。

2
.

各级形态无机磷与土壤有效磷 ( O l
s
en 一 P )测定值间相关性的比较

在蒋的分级方法中
,
O l se 。法测得的有效磷与 C a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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