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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作期简土堪稍酸态氮及磷酸

一年来动态观察工作报告

钮 溥 邓新民等
*

(替通拼作华我研粗 )

一
、

观察的动机和目的

尽 人告知
,

在农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同搓口 农 田地的肥力是不相同的 ; 对搓 口

的好坏过去多凭生产上的轻验来判断
。

作物对于土壤中养分的吸收利用
,

过去的试

脸也多为盆栽试脸
,

缺少作物生长期简 田简土壤养分动态变化的祀载
。

因此
,

我粗

为了对不同搓口 田地的土壤肥力取得科学青料及搞清在作物生长期简田简土壤养分

的动态变化
,

以充实教材和指导生产起兑
,

自55 年 5 月起至56 年10 月止在本粗轮作

标本区内对棉田
,

袍对休阴地及不 同前搓的小麦地进行了 为期 一年的观测
。

因为工

作轻脸
、

科学水平
、

人力及ll.J’简等的限制
,

观侧项 目仅进行了No 3
一N及 PO ‘

雨项
.

对研究农田肥力来羡
,

无疑的是极其不殉的
。

不过
,

也初步的积果了一些查料
,

现

在整理出来
,

提 {
‘

七大 炭个 号
。

二
、

观察的田区类别及观察顶 目

在 此次为时一年的观侧
‘! , 丫行沙及的 田区类别及观察项目如下

:

1
。

棉田及栖对休朋 田中N 0 3
一N及P O ‘

动态变化 (55 年 5 月 4 日至10 月28 日)
。

2
。

释豆徐肥田
、

草木 洒徐肥田
、

艳对休朋田
、

夏季短 )好完全休朋田播种冬小麦
,

冬小麦生长期中N 0 3
一N及P O ‘的动态变化

。

3
。

冬小麦
、

豌豆
、

夏玉米收 后田 中N O :
一N 的侧定

。

三
、

采样
、

观察
、

分析及针算的方法

此次的观察系在本粗原有的轮作标本区内进行的
,

每区的大小构 为三亩左右
,

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本祖有纽薄
、

邓新民
、

赵大干
,

邹淑望
、

李树明 等同志及四川农学院进修教师

周裕笙
、

魏国治两同志 。 本文由钮溥整理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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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雨项动态的观察
,

每半月 自所选择的田区中采样观侧一次
。

采样系沿双对角

钱法进行
,

每区自五个不同的采样点进行分层采样
。

每个采样点均分为三个不同的

层次
,

0 一 5 厘米
,

5 一15 厘米
,

15 一30 厘米
。

然后按照层次将五个采样点的同一

层次的土样进行充分混合后
,

进行分析
。

分析 的方法系采用比色分析法
。

对 N O 。一N所用的方法如下 :

1
。

以新鲜土样5 0克
,

加蒸姗水250 毫升 (以后改为鲜土样10 克加水50 毫升)充分

混扰十几分遗
,

然后进行过滤
,

制 出土壤浸出液
。

2
.

在15 毫升土壤浸出液内加入15 毫升钝浓硫酸
,

趁热加入 30 滴焉践子燎
。

侯溶

掖放冷黄色不再加深时
,

用光电比色爵进行比色测定
。

对于 PO ‘的侧定
:

1
。

以 15 克新解土样加75 毫升e
。

ZN稀盐酸
,

浸提十几分撞
,

侯泡沫反应消失后过

滤
,

制出土壤浸 出液 ;

2
。

以15 毫升土壤浸出液加 15 毫升钥酸按献剂
,

然后加踢粉
,

埃兰色不再加深后

进行比色侧定
。

无渝硝酸态氮或磷同一层次的同一样本均进行雨次比色测定
,

采用雨次的平均

值
,

根据标准曲钱图确定孩样本中N 0 3
一N 或PO 。的浓度 (P

。

P
。

二)
,

依下式爵算样

品内 N 0 3
一N或P O ‘

的毫克数
。

1
。

样品内养分含量 (毫克) = 浓度数值 (P
。

p
。

m
。

)

、
土壤浸出液的总置 (毫升) / 1 0 00

2
。

每公斤干土中所含N O :
一N 或PO ‘的毫克数

二壁遏均
.

所含塑生少味旦丛鱼鱼夏鳌
样品的+ 土重 (克)

3
。

0 一30 公分观侧层次内的平均含量 (毫克 /公斤)

只 1 000

二 〔 (0 一 5 厘米次内的含

t 毫克 /公斤
x s ) 十 ( 5 一 10 匣米层次内的含量毫克 /公斤

x 10) + (巧一 30 厘米

层次内的含量毫克/公斤
“ 15) 〕十 30

四
、

观刹的初步枯果

1
。

55 年 5 月 4 日至 9 月 14 日艳对休阴地中 No 3
一N 的观察粘果及变化为附 图

2
。

55 甲 5 月 4 日至10 月26 日棉田 中No 。
一N的观察桔果如附图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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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5 年 5 月 4 日至 10 月28 日袍对休朋地中Po ‘的观察桔果如附图三
。

举
.

55 年 5 月 4 日毛10 月28 日棉田内p o .
的观察桔果如附图四

。

5
.

55 年 10 月2 8 日至56 年 5 月2 7 日椽豆禄肥
、

草木栖徐肥
,

艳对休朋
、

夏季短期

休朋田播种冬小麦
,

冬小麦生长期中N O :
一N的观侧桔果如附图 五

、

六
、

七
、

八
。

6
.

55 年 10 月28 日至56 年 5 月27 日糠豆禄肥
、

草木洒徐肥
、

袍对休朋
、

夏 季 短

期休朋田播种冬小麦
,

冬小麦生长期中P O ‘
的观测桔果如附图 九

、

十
、

十一
、

十

五
、

观测桔果的分析及时偏

(一 ) 土壤中N o :
一N 在耕层中的分布及一年中的动态简题 : 无渝就观侧 数 字

或附图所示
,

可知观测期中土壤中N O :
一N的含里是不断变化的

,

这些变化有无规律

及在整个观测期
,
一

扣土壤 N o :
一N的分布究以何层 为多

,

分别封渝如下 :

1
。

农田土壤 中No 3
一N在耕层中分布的简题

。

按照土壤层次将上述一年中各种有
-

关NO :
一N的观察桔果抗爵平均则各层的含量如下

:

在观侧期 内平均每公斤土城N 0 3一 N奄克数

农 田 类 别 }观察起止年月
观察
祝录
次数 O 一 6 厦来 6一 15 凰来 } 1 5一30 度来

. 口响与, ~ 勺 ~ ~ ~ 甲~ , 一一-

一
艳 对 休 面 田

林 田

小麦 (播种在糠豆拟吧田内 )

小麦 (播在草术栖林 肥田内)

小麦
‘
播种在超对沫阴田内 )

小麦 (播种在夏季休阴田内〕

5 5年4 / V 一
1 4 / 八

同 卜

1 9
.

5 3 1 1 7
。

9 6 1

1 5
。

5 0 7 1 2
。

2 04

1 9
。

3 64

1 2
.

8 1 0

99场夕夕少

5 5年2即
‘

一
5 6年2 7/ 丫

1 2
。

2 2 6 5
。

59 4 4
。

5 1 2

1 1
.

2 0 6

8
。

4 1 5

3
。

般2

2
。

23 0

1
。

5 6 5

6
。

26 1 2
。

5 16

1
。

6 7 1

1
。

0 3 3

上上上同同同

111上表整理的枯果来看
,

可知就一年中各层观察的平均植来观
,

N o 3
一N在土

壤层次中的分布在作物生长期内一般的锐是上层高于下层的
。

就 O一 5
,

5 一15
,

15 一30 厘米的三层中含量
,

以 O一 5 厘米这一层次为最高
,

5 一15 次之
,

15 一30 较

低 ‘ 这视明了土壤中硝酸盐聚积及生成过程主要是在于耕层的生部或接近土表的层

欢内进行的
。

耕层 的底部及其以下的层次内由于通气较差及根部的吸收等原因
,

硝

酸态氮在一年中的平均含量较低
。

由于根部吸收降低土壤硝酸盐含量的事实也可自

上述休朗田 与非休朋田材料看出
。

抱对休阴田土壤 N 0 3
一N的含量在所观察的 各 块

农田 巾最高
,

其上下层之简的差异也较小
。

在有作物生长的农田 中N O :
一N的含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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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较低而且上下层简的差异也较大
,

尤其在小麦田中其上下层简的差异更为显著
。

这一方面挽明了休朋期简多次的土坡耕作对土坡中N O :
一N 的分布有显著的影响

,

另

方面也就明了小麦根系对氮素吸收的强烈
。

2
。

农田土壤中NO :
一N在耕层内的年中动态分布简蔺

。

以上所渭N0 3
一N在土壤层次中以上层的含 t 较多

,

仅系就在年周期内土 坡 层

次中N O :

一N的平均含里而言
。

如就各次观察的桔果来挽
,

NO 3
一N在土坡层次内的

分布并不是没有变化的
,

这些变化主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¹ 土坡表层 ( O一 5 ) 中N o ,
一N含量的变化常大子其下层的变化

。

如以各层中

各次观察桔果的平均离均差表示
,

Hl] 其桔果如下 :

农 田 类 别 层 ‘屋来 ) 次

0 一 5

艳 对 依 5 一15

⋯离 、

⋯
{

29

1 ”8

}
3,

} 发

差 和 } 观察次敬 l 平均离均差

。 137

。

591

4
。

46 0

3
。

28 8

15一 30 4 。27 3

999

O 一 5

5 一15

。8 0 2

。

98 2

15一30 22
。

450

3
。

7 55

2 。6 65

2 。494

999

习;叫|一:叫|

º休朋 田内土壤层次中N 0 3
一N含量的分布常随塑耕发生急剧的改变

。

如艳对休

朋地在耕翻以前 (六月二十三 日) 表层 ( O一 5 ) N 0 3
一N的含量远高于底层

。

但在

七月十一 日用双轮双摔犁耕地 (耕深16 一18 厘米) 以后
,

十二 日观察的桔果
,

别底

层N O :
一N的含量却又远高于表层

。

其在耕翻前后的变化如下 :

层 次
·

耕翻前 (毫克/公斤) 耕翻后 (毫克/公斤)

(六月二十三 日 ) (七月十二 日)

0 一 5 厘米 25
。

39 17
。

81

5 一15崖米 17
.

93 20
。

7 0

15一30厘米 17
。

29 25
。

30

由此可晃华讲对于土壤中No 3 ee N的分布有显著的影响
。

耐且此种影响能 保 持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直至翻上来的底土轻阳光曝晒
,

改善了通气及通度条件加强了其

中硝化作用之后
,

差异才逐渐消失
。

@ 休朋田及棉 田内 0 一30 厘米土层N O :
一N 的含t 随季节温度的变化而有 所 木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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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袍对休朋田及棉田观察的材料逐月的加以整理 RlJ 在观察期简
,

0 一30 厘米

土层内各月N o :
一N

卜

为平均含量如下 :

十月\\ 月份

农田类别\
一

\

五 月
(奄克/公斤 )

艳对沐闭

杭 田

1 8
。

1 0

14
。

07

‘ 月

;
·

七 月

‘”
·

2“

{
22

·

5日

15
·

1, ] 1 8
·

1 5

、 月

}
九 」

‘“
·

‘3

⋯
‘,

·

韶

1 1
·

36 } 7
·

邪

月 1十一 月 十二月

4
。

5 5

飞

目口
一

咭

、

.

‘益奋

由此可晃
,

土壤N O 3
一N 的含量

,

在季节内的变化与温度 的高低有密 切的关系
。

月平均温度愈高则硝化作用愈旺盛
。

如上述雨块 田的观察桔果都表示 0 一30 厘米土

层 No :
一N含量以七月份的最高

,

前后均逐渐降低
,

此种变化的趋势
,

与气温的变化

大致是相符合的
。

至于棉 田内的N 0 3
一N含量在观察中较抱对休朋田 的为低

,

耐且愈

向后期差异愈大这 自然与棉株后期生长旺盛
,

对养分的吸收校多有密切关系
。

¼ NO 3
一N在各层次内的分布随降水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

根据观测材料
,

各月不同层次内N o 3
一N 的含量变化如下表

。

\项 目

类 别\
、

\ 层 次 五 月 { 六 月

17
.

54 } 24
.

46

18 ·26 一 14 ·26

20
·0盛 { 13

·

14

15
.

55 } 20
.

5 0

七 月 } 八 月 { 九 月 }
十 月

一

十一 月

—
—

一

一-
.

.

一二 . 二二 {
。一 “

~
,

, r . ,

~ } b 一 15

15一30

} “一 “

相 田 1 6 一 15

,‘
·

“

1
:::冀⋯

翻

{{{ 20
·

2999 ‘8 · 92
⋯

‘2
·

, 999

1119 。 5777 18
.

33 1 17
.

9 555
222 4

。

6000 {{{

111117
·7 5 { 23

·

2333

15ee 30

12 。0 8

14 。

90

18 。 35

16 。

的

9 。 6 6 } 8
。

57

12 。19 { 8 。0 0

4
。

8 0

4
。

38

由此可冕在雨季来临以前的六 月
, N O :

、

一N 的分布一般是上层多于底层
。

而径过

七八九月的雨季之后
,

上层的含量逐渐减少
,

九月N 0 3
一N的分布就恰与六 月 份 的

情况相反了
,

底层高于上层
。

这羡明降雨对于硝酸盐的淋洗作用是相当显著的
。

因

此
,

在冬小麦播种的九
、

十月份里
,

在关中地区时值雨季 以后
,

以适最的氮肥作为种

肥
,

对改善小麦苗期的氮素营养具有一定的意义
。

½ 小麦田 内N O :
一N 的含量随施肥及作物吸收的情 况而有所不同

。

如将四种前作不同的麦 田每月 O一30 厘米土层 内N O :
一N 含量列出

,

剧情 况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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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一卜卜口�门小 麦 前 作 5 5年十一月 十二月 5 6年一月 月 }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300245090190456400姗155461000550500240150619315190995215679500660370495529105喂05920850110830178
.

54吸41

287744435600517旅 豆 帐 吧

草 未 栖 帐 肥

艳 对 依 面

夏 攀 休 面

平 均

显然可以看出由于作物的生长及冬季施用浮粪的影 响
,

大 大 改 变 了 土 壤 中

N o :
一N随季节而改变的规律

。

投如前述招对休阴田中No :
一N 的含量与季节温度 的

变化有一定的正相关
,

lllJ 此处元月份的N叭一N 含量的数值应当最低
。

但此处 的 实

际平均数值却为最高
。

这种情况显然为受冬季施用浮粪的影响
。

越冬后随气温的上

升
,

土壤 NO ,
一N的含最也应升高

。

但却反而下降
,

并有愈后愈低的趋势
。

显然这与

小麦越冬返青后的迅速生长及根系吸收作用加强是分不开的
。

由此可晃作物生长及

施肥对N O :
一N在土壤中的动态有密切的影响

。

粽上所述
,

N O : 一N 的含量在 O一30 厘米土层中的分布
,

从相对静止的方 面 来

看牟周期的上层平均值高于底层
,

但在一年的不同时期中
,

无湍从总的含量方面来

耕或从在各层次中的分布来讲
,

随气温
、‘

降雨
、

耕翻
.

作物生长及施肥等自然条件

及栽培措施的影响有着极复杂的起伏变化
。

我俩对它的变化规律掌握的愈清楚
,

也

就能更好的绸荆植物的土壤中的氮素营养
。

(二 ) 关于不同前搓对土壤中哨酸态氮含量的影响筒题
。

由于前作物的种类不同
,

土壤中养分情况 也有 显著的差异
。

如小麦 生 长 期 内

NO :
一N 含最的多少

,

RlJ 在不 同前搓后所表现的桔果如下
:

前 桩

在观察期内平均每公斤

千土内舍N O 3一N奄克教

帐 豆 旅 肥 , 草水牺糠吧 { 艳 对 休 面 } 夏 季 伟 阴

6
。

1 5 8 2
。
3 98

由上可冕 种植豆科徐肥作物对增加土壤中N O :
一N有夏好的作用

,

种糠肥土壤中

N o. ee N 的含里比不种操肥的增多了 80 %以上
。

同时艳对休朋时期长的田 块 中 NO :

一N 的含量略高于休荣时期短的含量
。

表明栖对休朋对N O : 一N 的积累有一定的作用
。

这一种作用自夏秋季的观察中也得到了同样的桔果
。



第 2 期 妞溥等 : 编作期简土坡硝酸态匆及磷酸一年来动态观察工作报告 1 03

田
一

地 生 况 ,
.

艳 对 休 国
’ _

杭 甲植 情 况

在观察期简平均每公斤

千土内含N 〔) 3一N 峪克数 1 8
。
924 1 2

。
724

表明在夏秋季中进行艳对休荣的农田比当时种植棉花的农田在观察期简 N O :

一

双的含量要高出50 %
。

但从增加 N 0 3
一N 含量的角度来砚犹不如种植豆科释肥 为优

。

另外在 1 9 5 5年对小麦
,

豌豆
、

玉米
、 ‘

收获后立即观察其耕层内N几一N 的含量
,

所得

到的桔果如下 :

提 地

2
。

SP
。

P
。

m
.

1
。

OP
。

p
。

m
.

1 9 5 5年 1 0 月2 6 日

作作 物物 碗 豆 往 地地 小 麦 雀 地地 ⋯玉 来来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S PPP000

一
555 4

。

SP
.

P
。

Tn
。。 000 2

。

SPPP

555

—
1 555 7

。

OP
。

P
。

m
。。 00000

OOOOO OOO

由此看出豌豆收后可以在土壤内遣留大量的氮素尤以根群分布较多的 5 一 15 厘

米的层次中最多
。

同时在小麦收后因小麦对N o :
一N的强烈吸收

,

N o 3
一N表珊极 为

缺乏
。

而中耕作物玉米在收获后对N O :
一N尚有一定的遣留

。

表明了种植不同作物之

后对土壤中N 0 3

一N 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

但此种影响如上所述并不是抱对不变的
,

是

随以后耕作情况和自然条件能发生显著的变化
。

如小麦收后进行一系列的土壤耕作

R[J N O一
N 的含量郎又会重新聚积

。

表现出显著的上升
。

(三) 关于土壤中P O‘在耕层中的分布及年中动态筒题
。

1
.

在观察期内农田土壤中PO ‘
在耕层中的分布

:

如将在观察期背所得到的PO . 含量的昆录按 0 一30 厘米不同的土 壤层次加以 分

别杭爵及整理
,

其粘果如下
:

农 田 类 别
在观察期内平均每公斤土班 PO ‘毫克数

观察起止年 月

‘ 对 , , 田

⋯

竺
, 、。种在, 豆, 肥后

男⋯
小 匆播种在草木括‘肥后,

一
小 麦 (播种在艳对依即后 ) }
小 麦 (播在夏季休阴后, {

5 5年 4 / V
1 4 / 众

5 5年 4 / V
28 / 、

5 5年 2 8/ X
56年 2 7/ V

次次数数 0 一 555 5 一1 555

111 222 5
。

9 2 333 6
。

4 1 777

妞妞妞 5
。

5 7 111 5
。

94 888

111 555 4
。

5 1 888 5
。

1 3 777

夕夕夕 4
。

3 6 111 4
。

4 8 333

夕夕夕 5
。

上9666 5
。

6 7 555

夕夕夕 5
。

7 3 999 6
。

5 5 444

观察
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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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晃PO’在眼祭期背在丰坡中的层次的分布 (以各期观察的平均值表 示)

与N O :

J 的分布显著的有所不同
。

它们简的特点主要的表现在雨方面
。

( 1 ) PO .
在不同土坡层次内含里的差别远较NO :

一N 背的差别为小
。

根据上列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层次中PO‘的含量虽有所不同
,

中层璐高 于

其上下雨层
。

但其每公斤土壤内的差别仅在 1 一 2 毫克之简
,

最大的差别也没有超

过 3 毫克的
。

与N os 一N的分布相比
,

可以锐磷在耕层的分布是此较均匀的
,

这一点

与N O :
一N主要在表层聚积的特点有显著的不同

。

( 2 ) 与N o :

一N含最变化有所相似的一点
,

郎在有作物生长的农田中Po ‘
含l

一般均校袍对休阴田中的为低
,

这挽明由于作物 的吸收作用在作物生长期内对土壤
’

Po
. 的含里还是有降低的影响

。

但其差别也不如N o 。一N大
。

2
。

农 田土壤中PO‘在耕层中的动态分布简题 :

杭观各次的观察PO .
在土层内的含量虽其变幅较N O :

一N 为小
,

但却也不是 固定

袒对不变的
,

初是有着明显的一起一伏的变化
。

抗针有效态PO‘于观察期简
,

在土

坡层次内含t 动态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

~ 口肠闷
‘

农 田 类 别 } 层 次 } 离 均 差 和 l 观 察 次 数 { 平均离均差

一蔺丽丽而可一不二了一 !一一五丽一可一一百

—
飞几矿一

外遍
:

.

公⋯蒸! : 滋:_

盛垒鱼
一

上三!
_

.

: 咸
.

55
1合.上,孟月几

小 安
0 一 5

} “一1 5

《摇种在艳对休面后 ) 】 15 一30

1 1
.

97 5

1 5
。

2 2 5

14
。

8 3 3

0
。

7 98

1
。

0 1 5

O
。

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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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田 类 , ”
{

’

层

小
’

麦
O 一 5

5 一 15

1 5一3 0

离 均 差 和 } 观 察 次

{

离均差

(播在夏沐阴后 )

1 1
。

3 4 7

1 0
.

88 1
睽

6 9 5

7 5 6

0
。

7 2 5

.口一勺
‘工‘上

次

口戒
闷

‘

由以上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 观察期内在 0 一30 厘米的不同层次周P O . 的年平均

含量虽然较N O 。
一N 的差异为小

。

但其各层次在年周期内的波动却还是有的
。

四块不

同前作的小麦田 内各层次的波动变化
.

在雨块种植徐肥的田 中远校休阴 田的为大
。

此

点可能与椽肥分解的快慢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有关
。

但是否如此
,

须要进一步的斌脸

此外就初步观察的材料土壤层次 中P O‘的含量受耕作及植物生 长影响的情 况 如 下 :

一 川
耕翻对于土层中Po

‘
含量的影响 ; 在抱对休朋田 中

,

七月十一 日耕翻 前

后 0 一 30 厘米土层中PO ; 分布情况如下 :

一

后口

一一

翻十层 次

O一 6

竺
,

算
二

瞥一
}

一竺
。

⋯

6 一1 5

6
。

4 6

7
。

6 9

1 5一3 0

4
。

8 5

4
。

17 7
。

1 0

同时在八月三 日耕翻 (耕深18 厘米 ) 前后也有同样的表现

耕翻前 (七月升三 日) 耕翻后 (八 月六 日)

0 一 5 5
。

5 8

5 一1 5

1 5一3 0

7
。

3 0

6
.

4 0

6
。

3 2

8
。

5 3

7
。

7 6

(2 ) 作物生长期内对于 0 一30 厘米土层内Po .
含量的影响 ; 杭爵不同前作小

麦田内的观罕材料其情 况如下
:

单位 : 奄克公斤

小 麦 前 作
5 5 年
+ se 月 十二月

5 6 年
一 月

二 ·

⋯
三 ·

{
四 五 五 月

。 豆 , 肥

}
草 木 栖 糠 肥 {
艳 对 休 阴 } 5 .2 60

二 , , 、
{

3
。

0 7 5 3
。

1 00

3
。

0 3 0

4
。

3 0 0

4
。

7 6 5

4
。

0 4 0

3
。

7 5 0

4
.

7 20

5
。

2 6 0

4
。

8 90

4
.

97 0

5
。

4 0 0

5
。

0 10

5
。

7 3 5 4
。

5 0 0

3
。

03 0 6
。

1 4 5 4
。

6 1 0

4
。

3 0 0

4
。

76 5

均 1 心
.

29 7 3
。

7 9 9 3
。

7 9 9 4
。

4 4 3 5
。

C6 8

5
。

13 0

5
。

62 5

4
。

96 6

7530一21
八j6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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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四块小麦 0 一30 厘米土层 内PO .
的平均含t 来看可知PO .

的含里随 气 温

的高低及小麦的生育情况而有相应的变化
。

在十二月及一月中一般气温较低
,

小麦

生长迟援
,

根系活动枝弱
,

从而土壤中PO .
的含工也较低

。

以后随气温的升高 小麦
、

生长的旺盛
,

根系活动加强土壤中PO . 也随之增加
。

迄至四月底小麦开花
,

根 系活

动达到最高攀
。 PO ‘

的含量在土壤中也达到最高点
,

开花以后根系活动逐渐 减弱
.

及 种子成熟时期对Po ‘吸收作用加强
,

土壤中Po .
的含量又趋于降低

。

但在夏秋季艳

对休阴及棉田的观察中此种趋势并不明显
。

包待进一步的研究
。

农 田 类 男叮

依 阴

田

5 5年五 月
六 月 ! 七 月 } 入 月 { 九 月 } + 月

一

j 卜,
加

艳 对

枕

6
。

3 4 0

6
。

165

9 5 0

O95

6
。

8 5 0 4
。

6的

6
。

舫O
’

7 J OO

5
。

3 7 0 6
。

蛇5

6
0

34 5

4
。

0 6 5

(四) 关于不同前搓对土坡中PO‘含量的影响
。

根据所获得的材料
,

在不同作物的种植期简及种植以后对土坡 PO ‘含量的影响

是不同的
。

如将在观察期简六块不同农田土壤中PO‘的平均含里予以整理
,

如下 :

RlJ 桔果

农 田 类 别 观 察 时 周
现察时简 O一3度米层次内平均每
公斤土班中p o ‘乌克徽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

一
. . . . . . . 目. . . . . . . . 目. . . . 一一

~ ~~ ~ ~~ ‘~~ ~ ~ ~. ~ . .

1’07602205195115如艳 对 依 面 田

杭

麦 (帐互帐肥 )

突(草水栖旅 肥)

麦 ‘艳对休闭 )

麦 (夏季休阴)

5 5年 6 月至1 0 月

I,

5 5年 1 1 月至5创牟 5 月

夕

夕

夕

田小小小小

由此可冕观察期简种植过豆科禄肥的
,

土壤中有效态PO‘的含夏校休朋田或 种

植过非豆科作物的要低 20 一30 %
。

此点与种植豆科作物能在土坡中遗留较多的 N O ,

一N的情况
,

恰恰相反
。

这观明了在翻耕徐肥后大有加施磷肥的必要
。

六
、

桔 晤

根据一年来初步观侧的材料及以上的初步分析
,

可知在所观测的农 田 土 壤 中

N O 。一N及Po ‘
的含量无输在休朋田或作物田内由于受到气候 (包括温度

、

降水⋯⋯

等 ) 耕作
,

作物生长等等因素的影响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
,

他们的运动变化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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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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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出有以下的趋势
。

1
。

观察桔果表明在作物生长期简
,

由于作物根系吸收作用NO一
N及PO‘的含里

均有降低的趋势
。

而且N o一
N 的降低较Po . 的降低强烈耐显著

。

2
。

在此次的观察期内N O :
一N 无渝在作物生长期简或休朋期简土壤上层 (0 一 5

厘米) 的平均含量常常高出于其下层 的含量而PO‘的含量在层次之简的差别 较 N 0 3

一N为小
。

并且N气一N以上层的变动为最大
,

尤以雨季过后冬麦播种时
,

中层土壤

中N O :
一N 的含量较低

。

加施氮素种肥
,

有利于麦苗的发育
。

3
。

在此次的观察中休荣田通过一系列的土壤耕作在积 累N O :

一N及PO‘的含里 上

有一定的作用
。

尤其夏季休朋适值高温季节
,

对N o :
一N的积 累虽表现一定的 夏 好

效果
,

但仍不及种植豆科徐肥作物为优
。

4
。

观察拮果表明种植豆科释肥 作物
,

在后作全生育期内有显著的增 加 土 壤 中

N O一
N含量作用

,

但 PO ‘的含量却相对的降低
。

因此在翻压徐肥或种植豆科作物以

后宜增施磷肥
,

以充分发挥其增产作用
。

5
。

观察中表明土壤对N O :
一N及 PO .

在土层中的分布常因耕翻而发生 明 显 的 改

变
。

从而可知犁耕对于混合或调整土层中的养分分布状况上有显著的作用
。

最后
,

应当指出以上各点仅系一年的观察桔果分析是否正确
,

’

有待大家豺渝和

实践的征明
,

本粗进行土壤养分动态观测尚系初次
。

无输在工作轻脸及科学水平上

均有所不狗
,

总桔分析更未能及时进行
,

各 田块的耕作管理虽如一般大田
,

但未加

群粕祀载
,

尤为工作中的很大缺点
。

从而在分析中不狗确切之处
,

在所难免希望大

家提出批郭和指正
,

以便进一步的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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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加泊 均一粼 翻孟日 (盯年占加一朋尽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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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二 炜。‘一护勃洛 国 ‘”年歹月佣一户用堵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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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
叮

三

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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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甘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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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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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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