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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发生分类、香港郊野公园土壤的合理利用，香港海湾滩地的变迁，(广东高要)土地规划空 

间决策支持系统．还有一些涉及印尼土地利用的研究；(2)生物土壤 主要是服务于林木生长、 

菜地农业的土壤研究，如香港郊野土壤的发生与植物生长．香港的蔬菜农业，香港树木木材和 

树叶重金属化学组成，搭建帐蓬对植物和土壤的影响等；(3)城市土壤 香港作为一个大城市， 

有许多特点．在研究城市土壤对充分注意了这一点，如体育场草皮土壤及其管理．行道树土壤． 

土壤污染以及土壤与环境等。 

从1997年在墨西哥阿卡波尔召开的l5届国际土壤学会开始．在ISSS之下成立了城市土 

壤(urban soils)工作组。1997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89届美国农学会．作物学会和土壤学会年 

会上美国农部和康乃尔大学提交了一批城市土壤论文，主要是公园土壤和城市土壤污染．宾夕 

法尼亚大学用红外光谱研究城市化进程。美国农部还将于今年9月组织一次世界性的城市土 

壤会议。看来．城市土壤研究是今后土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香港土壤学家的工作虽然可以 

划分为上述三个方面。其中有一些土壤发生分类和土壤傲形态方面的基础工作．但其中心围绕 

城市土壤。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学校和一些基金的支持．并取得了显著成绩。香港城市土 

壤的研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拓晨了土壤学研究的内容。当今土壤科学的研究内容越 

来越综台，服务对象越来越广泛。我国经过多年的各类土壤调查，对各省(市)的土壤资源有了 

比较好的了解．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 

广州和南京等大城市，如能围绕城市土壤进一步作一些工作．必将有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土壤工 

作的深入。 

(上接第 146页) 

小麦对铵、硝态氮的相对吸收量取决于介质pH和生育期。在铵、硝态氮等量共存条件 

下，pH较低有利于硝态氮的吸收，但随生育期延长对铰态氮的吸收比例增大；pH较高有利于 

铵态氮的吸收．但随生育期延长对铵态氮的吸收比例呈下降趋势。pH6．5对．小麦基本等量吸 

收铰态氮和硝态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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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硝态氮的影响。 

f宁I袁拳院 永宁 750105) (西北农业大掌) 

摘 要 采用3种岛始pH不同的营养液连行农培．研究介蜃pH对小圭哑牧蕾、鞠奎氯皿生长量的影 

响 结果表明．小壹生长期同营养液的口H园岛撼值和生育期而变化；这种变化与售、礴毒氯的相对吸收量密切 

相关。在售、礴态氯辱量共存条件下， 介质pH怔有利氍收南志氟；膏，有和吸收饿枣氯。岛嫱pH为5．0、6．5 

和8．0的营养液。售、碡志氯的平均暇收比删分别为0 61、0．94和1 85． 量积氍收的售毒氯分捌占l受氯总量 

的33 00％、48 33％和 酗．96％。Oi 6．5时。小麦长费、生钧半产量和哑氯总量曼薯优于p挂；O和 m  8．0．是 

小圭生长和基本等量氍收售、碡鸯蠡的最遗介质p 

关键词 小壹；营养液pH；售、碡吝氯吸收比啻I 

介质pH是影响作物生长和莽分吸收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过高或过低不仅影响作物生 

长发育，而且影响作物对铵、硝态氮的相对吸收量[1一。这方面，前人在铵、硝态氮单独存在条 

件下利用作物幼苗进行了大量试验b～ 但是，在铵、硝态氮同日t共存条件下，pH对作物整 

个生育期吸收铵、硝态氮的相对数量比例和作物生长量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介质pH变化 

迄今束见报道。本研究以小麦为试验材料，采用铵、硝态氮等量营养液系统研究上述问题。 

1 材料与方法 

采用水培试验。供试小麦为宁春4号。营养液为完全营养液．由普良尼施尼柯夫营养液 

(铁用Fe(EDTA—Na2)代替FeCI~)和 Ⅲ̂ l傲量元素混台液配崩面成删，其中饺、硝态氮的浓 

度相等，均为42mgN／L。营养液设5．0、6．5和8．0(用0．1∞)l／LNaOH或0．1mol／LHCl调 

节)3个起始pH，每个pH又设种与束种小麦2种处理，共6个处理组台。未种作物的溶液为 

测定时的对照。重复5次，随机排列。 

小麦种子选好后消毒育苗。取苗龄 10天，生长均匀健壮的幼苗2侏，移植于营养藏pH 

值已调整好的水培筮中。试验盆在人工气候室和室外自然光下交换放置，确保小麦正常发育 

的光温条件 夏季温度高酵．培养盆置于流动水檀，防止营养液温度过高影响生长。采用自动 

通气装置．每天通气20—30分钟。每1—2周更换1次营养液．更换前测定其pH、铵、硝态氮 

古量。初始含量(空白对照值)减去剩余含量即为小麦净吸收量。小麦成熟收获．考种。 

营养液pH的调节与测定用pH计法．铵、硝态氮的测定在培养液过滤后．分别用纳氏比色 

法 ，和紫外分光光度法(751型分光光度计)【l0]。 

0 凰塞 自然科学基盘譬助硬目．批准号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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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小麦生长液pH值的变化 

小麦水培期间，每次更换营养液前均测定其pH。本文称这种测定值为生长液pH．以别于 

起始pH。3种pH处理的生长液pH变化与小麦生育期的关系见图l。由图1可以看出．铵、 

硝态氮等量共存时，生长液pH值随起始pH和小麦生育期而变化。从起始pH来看．起始值 

为5．0时．生长液pI-I始终高于起始值，整个生育期上升0．4—1．7个单位(平均上升1．1个单 

位)．生育前期上升幅度大于后期。起始值为6．5时，生长液pH变化幅度较小．抽穗前(60天 

以前)较起始值上升0．3个单位，而后下降0．7个单位(平均变化0．5个单位)。起始值为8．0 

时，生长液pH值随小麦生育期逐渐下降0．3—2．2个单位(平均1．3个单位)。从生育期来 

看，不论起始值高低．生长前期(60天前)生长液的pH都具有趋中性，大致在6．5—7．5之间变 

动；生育后期，趋于檄酸性．变动在6．5—5．5之间。这种变化主要是小麦在不同起始pH条件 

下对铵、硝态氮不对等吸收的结果。 

2．2 营养液pH值对小麦吸收铵、硝态妻【的影响 

2．2．1 小麦累积吸氮量 

小麦不同生育期累积吸收铵、硝态氮的结 

果见图2—4。由图可见，3种起始pH条件 

下。小麦氮素(镀态氮+硝态氮)累积吸收曲线 

相似，但铵、硝态氮量有较大差异。起始pH 

为5．0．吸收的硝态氮大于饺态氮；为8．0，反 

之；为6．5．吸收的硝态氮略高于饺态氮。小 

麦各生育期吸收的饺、硝态氟总量亦因起始 

pH而有变化．起始pH为6．5时吸收总量最 

寰1 小麦备生育期从不同pH曹葬液中 

曩积吸N量 (mEN／~t) 

·I．,SD睦．敷宇后根相同宇母者裹示差异不量着《P<0．帖 

高；为5．0和8．0者，差异不显著。在不同pH条件下，小麦吸收的铵、硝态氟多寡不同。起始 

pH为5．0，累积吸收硝态氟显著高于饺态氟，后者只占吸氟量的38．00％；为6．5，吸收的铵、 

硝态氮无显著差异；为8．0．硝态氮显著低于铵态氟，后者占总吸氟量的64．96％。从不同处理 

的铵、硝态氮累积吸收量来看，随着营养液起始pH增高．饺态氮的累积吸收量增加．而硝态氮 

减少，但两者的增加或减少比例相差很大。当起始pH由5．0上升到6．5时，饺态氟累积吸收 

量增加14．48mgN／株，而硝态氟仅酸少 1．SlmgN／株；由6．5上升到8．0时，铵态氮景积吸收 

量仅增加2．8mgN／株，而硝态氮减少22．15mg N／株。由此可见．在供试条件下，介质DH高有 

利于饺态氟吸收．pH低有利于硝态氟吸收。pH6．5左右，小麦的总吸氮量较高，吸收的饺、硝 

态氟数量基本相等(表1)。 

2．2．2 吸收的技 硝态氮比例 

按每次测定液中饺、硝态氮的减少量(即吸收量)计算不同生育期两种形态氟素的吸收比 

(相对吸收量)，按景积吸氮量计算各个或整个生育期铵、硝态氮的平均吸收比．结果表明(表 

2)，小麦对铵、硝态氮的吸收比(铵态氮／硝态氟)随营养液起始pH和生育期而变化。pH 5．0 

时．这一比值随生育期逐渐增大．变化在0．27—0．87之间。分蘖期(38天前)、拔节到抽穗(38 
—

87天)、开花到成熟(87—117天)3个阶段平均比值分别为0．38、0．63、0．81；吸收的铰态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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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同期吸氰总量的27．6％，38 7％和44 9％ ；全生育期平均吸收比为0．61，累积吸收铵 

态氰占总吸氮量的38．00％。在这一条件下，小麦吸收的镁态氰低于硝态氰，但随生育期延长 

伴l殖着生长液 pH逐渐降低(图1)，吸收的硝态氮相对增大 

小塞生青 ( 1 

用l 蕾彝液pH伍髓小蠢生育期的变亿 用2 在pH5 0蕾彝蔼中小蠢的一瑕哑氯量 

小蠹生育娴(翼’ 十壹生育崩(走) 

用3 在p} 5蕾彝蔼中小蠢的一瑕哑氯量 用4 在坤
．0蕾彝薏中小蠢的一瑕曩曩■ 

pH6．5处理．吸收比也l殖小麦生育期而增大．变化在0
．67—1．18之间，显著高于pH 5．0。 

分蘖期(38天前)、拔节到抽蒋(38—87天)、开花到成熟(87—117天)3个阶段平均暇收比值分 

别为0．79，0．90，l_18．吸收的铵态氰占同期暇氮总量的44
．2％．47．5％和54．0％。生育前期 

吸收的璃态氮多于铰态氮，后期吸收的铰态氮较多。全生育期平均吸收比为0
．94，累积吸收 

的铵态氰占总吸氮量的48．4％。生长在这一营养液中的小麦
，基本上可以等量吸收铵态氮和 

帅 帅 砷 柏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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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态氮。不同生育期对铵、硝态氮的吸收特点导致了生长液pH的相应改变。 

DH8．0的吸收比更高．变化在1．14—2．51之间。分蘖期、拔节到抽穗、开花到成熟3个阶 

殷的平均吸收比分别为2．40，1．76，1．89，吸收的铵态氮为同期吸氮总量的70．6％．63．8％和 

65．4％。全生育期平均吸收比为1．85，累积吸收的铵态氮占吸氮总量的64．96％．显著高于硝 

态氮。对铵态氮的偏好导致了生长液pH呈下降趋势(图1)。 

由pH 5．0，6．5，8．0 3个处理中小麦一 寰2 蕾养液pH对小麦吸收技、硝杰氯此倒的影响 

生对铵、硝态氮的平均吸收分别为0．61，0．94 

和1．85(表2)可以看出．铵态氮的相对吸收量 

随DH升高而增大。pH5．0和8．0处理，小麦 

终生总吸氮量(铵+硝)相近，但对铵、硝态氮 

的相对吸收量差异很大。pH 6．5处理，小麦 

生育前、后对铵、硝态氮偏好有所不同，但平均 

吸收比接近于1。几乎可以对等地吸收铵态氮 

和硝态氮。显然。小麦对铵、硝态氮的相对吸 

收量(偏好程度)首先取决于介质pH值：不同 

pH使小麦对铵、硝态氮有不同偏好。 

2．3 营养液DH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栽培于 3种DH营养液中的小麦都生长 

良好，无明显受阻现象，但生长于pH6．5营养 

液中的小麦长势。地上千重、总干重．籽粒重和 

穗粒敷均显著高于其它 pH处理(表 3)。而 

pH5．0的稍高于pH 8．0的。这与总吸氮量的 

变化趋势(表 1)一致。根干重和根／冠比随 

pH的降低而增加，即随硝态氮吸收量的增加 

而增加。由此观之，虽然pH6．5更合适，但小 

麦能够生长的介质DH范围较宽．对介质反应 

的适应性较强。至少能在pH5—8范围内正常 

生长。 

寰3 蕾养液pH与小麦生长■的美幕 

注：寰中甄据为5歌重复之均僵 

3 结论 

采用营养滚水墙小麦结果表明，小麦生长液pH值依起始pH和生育期而变化，在铵、硝态 

氮同时共存的营养液中，起始pH低其目生长液pH上升．高则下降。生育前期各处理生长液pH 

具有趋中性(pH6．5—7．5)，后期具有趋酸性(pH 6．5—5．5)。生长液pH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 

于生长于不同起始 pH下的小麦对铵、硝态氮的不对等吸收所致。 

营养液起始pH影响小麦生长和吸氮量。pH为6．5时，小麦的长势、生物学产量和总吸 

氮量显著优于pH5．0和8．0处理，后两者闯差异较小。pH6．5是小麦生长和吸收氮素的最适 

DH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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