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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灰性 土壤 中碳 酸钙 在

固 磷 作 用 中 的 地 位

李 祖 荫

(西 北农学院土攘农化 系)

石灰性土壤有着显著的固磷作用
,

不仅固定速率快
,

而且固定数量大
。

但固定强度

业 不十分严重
。

(‘
· “ · “ · ‘ · 5 ) 所谓 固磷 作用

,

乃指施入土壤的 各 种含磷化合物从可溶性

或速效性状态 转变为不溶性或缓效性状态而言
。

固磷作 用 户
’

J 强 弱常常以 固磷能力来说

明
。

石灰性土壤固磷能力的测定
,

一般认 为以 O
.

S M N a H C O
3

溶液所不能浸提出来 的 磷

素数量来衡量 比较妥 当
。

石灰性土壤中的碳酸钙在 固磷作用中起着多大的作用 ? 关于这个问题
,

许多土壤农

化工作者在其有关论著中均有所述
。

其中不少学者都把碳酸钙视 为 固 磷 作用的主要基

质
。

(”
· 7 · “ · “)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

,

我们进行 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

一
、

石灰性土壤中C aCO 3 含量对固磷作用的影响

如果土壤中C a C O
。

是直接参与固磷作用的主要基质
,

那 么在同一地 区
、

同一土壤类

型
、

土壤性质基本相似的条件下
,

C a C O
3

含量多的
,

固磷作用一定比较大 ; 反之
.

则比

较小
。

为了 了解C a CO
3

含量对固磷作用的影 啊
,

我们对陕西关 中十个县25 个点的耕层 ( o

一 2 0c m ) 土壤进行了研究
。

这些土壤均属石灰性土壤
,

腐殖质含量多在 1 %左右
,

PH

变动在 8
.

0一 8
.

5之间
,

土壤质地 为壤土
。

其基本理化性质见表 1
。

(一 ) 试验方法

将采 自田间的土样风 干
、

过筛
。

用气量法分析 C a CO
3

含量
,

用 O ls e n 法测定 土 壤速

效磷
。

同时测定它们的固磷能力
。

固磷能力测定的具体方法是
:

称取风干土样 5 克
,

置于烧杯 中
,

加入 含P : O
。 I OOp p m

的K H
:
PO

‘

水溶液 10 m l
,

摇匀
。

在室温下放置72 小时后
,

用O1
“e n 法比 色测定速效磷含

量
。

根据测出的速效磷含量
,

固磷百分率 (% ) 二

按下式计算固磷百分率
:

(加入量 + 原有量 ) 一 测出量

加入量
X 1 0 0

(二 )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如表 1
。

从表 1 可 以看出
:

1
、

在25 个供试土样中
,

含C a C O 。少者不足 1 %
,

多者超过了 10 %
,

平均为 6
.

35 %
。

其分布 (含C a C O
3

< 1 %的占12 %
,

含 量 在 1 一 2 % 的占 8 %
,

含量在 2 一 5 %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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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 %

,

含量在 5 一 8 %的 占44 %
,

合量在 8 一 10 的占16 %
,

超过10 % 的 占12 % ) 基本上

可以代表关 中土壤中C a C O
。

含量的实际情况
。

从固磷 百分率看
,

绝大多数土壤都在 拍%

到50 % 的范围内 (参阅图 1 )
,

业不因 C a CO
。

含量的多寡 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

枪反
,

C a C O
3

含量很少的土壤
,

固磷能力可以很大
,

如 80 一 3 一 1
,

8 一 3 一 1 ; C a C O
。

含量

很多 的土壤
,

固磷能力却益不大
,

如 80
一 2 一 1 , 7 一 2 一 1

,

7 一 4 一 1 等
。

固磷百分

0 1 之

·

_ _ _ 少
‘ , 一

_
、

一 _ 一 盛

一
, 一

,

一更一 一 一」
一犷 ‘ 了 3 , fo , f

表 1 土壤中C a CO
3

含量与固磷百分率的散点图 C
: 、
CO

3

%

2
、

用统计的方法求得C a C O
3

的含量与固磷百分率之间的相关系 数 为。
.

1 3 4 6
,

远远

达不到显著标唯
,

即 C a CO
。

的含量对固磷百分率没有明显的影 响
。

用同样的方法计算物

理粘粒 (< 0
.

01 m m ) 的含量与固磷百分率之间的相关性
,

却达到了极显著的标准 (r =

0
.

7 2 1 8 )
。

上述结果与M
.

B
.

S e n G tt p ta 等人的试验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

(“ ) 由此可以 初

步推断
,

C a C O
3

业不是石灰性土壤中直接参与固磷作用的主要基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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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壤中C a C O 3
含量与 固磷百分率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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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与固磷百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r 二 0

.

1 3 4 666

物物理粘粒含量与固磷百分率的相关系数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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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质测 定 用丘林法
; P H 值 用雷磁 25 型酸度计测 定

,

土水比为 1 : 2
.

5 ;

速效磷测定用O ls e n 法 , 机械组成用比重计速测 法 , C a CO
:

用气量法测定
。

肩殖质含量 系本组刘鸥生老师提供
,

特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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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王壤中加入不同数量的C aC O 3对固磷作用的影响

土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不均匀体
。

尽管上述供试土样基本性质相似
,

但业不完全相

同
。

为了减少土壤差异的影 响
,

我们选用含C a CO 。数量很少的户县农科所南边农田的耕

层与粘化层为试样 (基本性质见表 3 )
,

人为地给其中加入不同数量的 C a CO
3
(化学试

剂 )
,

比较C a C O
3

含量多少对固磷作用的影响
。

具体做法是
:

称取 5 克土样四份
,

分别 加人 0 9
、

0
.

19
、

0
.

2 5 9与。
.

5 9的C a C O
。 ,

重

复两次
,

混合均匀
,

加水润湿
,

放置半小时
。

然后依照前述 方法
,

加人 K H
Z
P O

;

溶浓
,

在室温下放置24 小时
,

测定 固磷百分率
。

结果如表 2
。

表 2 加入不同数量C a C 0
3

的对固磷能的影晌
.

眯一一眯巴丫岑
l

书一
l

。沙没以一1.1一0.8土样层次 一

耕作层

粘化层

速速效P
2
0

555

固 磷 能 力力

(((PP m )))))))))))))))))))))))))))))))))))))))
原原原有量量加入量量 测出量量 固定率率

(((((((((((% )
「「

222 111

⋯
, 。555 1 0 0 000 7 3 000

222 111 1 0 555 1 0 0 000 7 2 000

222 111 1 0 555 1 0 0 000 7 3 555

222 111 1 0 555 1 0 0 000 7 3 555

22222 1 000 1 0 0 000 6 3 0 !!!! 3 5
.

0 )))

22222 1 000 1 0 0 000 6 3 555 3 7
。

5 ;;;

22222 1 000 1 0 0 000 6 3 555 3 7
。

5 {{{

22222 1 OOO 1 0 0 000 6 3 555 3 7
。

555

上表说明
:

人为地给供试土壤中加入不同数量的C a C O
: ,

对土壤的P H 值影 响微小
,

对土壤速效磷含量无影 响
。

从土壤的固磷能力看
,

基本上没有变化
。

三
、

纯碳酸钙的固磷作用

固相C a C O
:

有无固磷作用 ? 固磷能力到底有多大 ? 随着时间的延续固磷能力的变化

怎样 ? 上述两项试验还不能明确地作出回 答
。

为 了 进一步 探 讨 这 些 问题
,

我们选用

C a C O
3
(化学试剂) 与天然方解石 (研成细粉通过 o

.

25 m m 筛孔 ) 为试样
,

按照 前述方

法
,

进行固磷能力的测定
。

同时
,

对武功
、

兴平与户县三地楼土 的耕层与粘化层土样进

行了同样的处理与测定
,

以 便相互比较
,

更好地说明问题
。

结果如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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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武 功
、

户县
、

兴平缕土耕层与粘化层的基本理化性质

土样编号 采土地点 层 次
P H 机 械 组 成

(水浸){(< 0
.

0 1 m m % )

8 0一 1一 1

8 0一 1一 2

8
。

2

武功
7

。

9

4 8
。

6 4

52
。

2 5

8 0一 3一 1

8 0一 3一 2
户县

8
。

0

7
。

8

4 5
。

8 1

5 1
。

7 7

8 0一 2一1

SG一 2一2

8
。

4

兴平

彩于作层

粘化层

耕作层

粘化层

耕作层

粘 化层 8
。

2

4 4
。

8 8

5 1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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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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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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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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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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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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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竺一{一一 ;111 一
~

}全竺
, ’

·

。6

{ 一 }
9

·

, ” 百

0
.

: 1 } 一 {。
.

印
:

阳 离子代换量 系本 组 张志谦同志提供
,

特表谢意
。

表 4 放 置不同时间C a C O
3 、

方解石等试样固磷能化的变化

爪三⋯
从表 4 可以看出

:

1
、

武功
、

户县与兴平三处 的六个土样
,

不论耕层或粘化层
,

固磷百分率均随着时

间的延续而不断增长
。

增长的幅度前期 (三天前 ) 大
,

后期小
,

表现十分清楚 (参阅图

2 )
。

2
、

粘化层的固磷能力 自始至终均高于耕作层
。

放置了三天的
,

粘化层固磷百分率

平均为5 1
.

0 %
,

而耕层为 4 5
.

8 % ;放置一个月 的
,

粘化层平均达57
.

3 %
,

而耕层为 5 0
.

5 % ,

放置三个月以后
,

’

粘化层平均是 6 0
.

3 %
,

而耕层为 55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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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C a CO
3

与方解 石的固磷能力
,

与六个土样相 比 较 则大不相同
。

从固磷百分率

看
,

虽然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
。

但增长的幅度前期 (三天前 ) 比较小
,

后期

却比较大 (参阅图 2 )
。

从它们的固磷能力看
,

较之六个土样来说要小得多
。

放置了三

天 的
,

固磷百分率平均为 6
.

0 %
,

仅相当于耕作层的 1 3
.

1 % ; 放 置 30 天的
,

平均才廷到

16 %
,

只相当于同期耕层的 3 1
.

7 % ;
放置了 90 天 以后

,

上升至 2 0
.

5 %
,

也只达到耕层的

3 7
。

1%
。

’一

} _ 主逃互一叶一

一
一

斗厂二

一——
一

词礁汤

分 Jo

丰
.

_

气
交日

枕
· ‘

爱 气廿一万向 沙伏 1

图 2 C a CO 3 、

方解石与缕土耕层
、

粘化层固磷能力的变化图

小 结

1
、

石灰性土壤中C a C O : 的含量与固磷百分率之间的相关性很差
。

2
、

人为地给土壤 中增加 C a CO 3 的含量
,

对固磷能力基本上无影 响
。

3 、
C a CO

3

与 方解石本身的固磷能力均很小
,

尤其是在前期
。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
,

我们认为
: 固相C a C O 3 ,

本身虽然具有一定 的固磷作用
,

但 它

并不是石灰性土壤中直接参与固磷作用的主要 基 质
。

至于 C a C O 3
对固定产物以及固 定

产物的转化有何影 响
,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

非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

至于什么是石灰性

土壤中固磷作用的主要基质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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