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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比对有机肥料氮素释放和植物吸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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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机肥料中的碳含量与氮素释放关系很大 不同方法测定的
,

及其组成的

比与氮素释放和植物吸收氮的关系不同 有机肥料的全碳及碳氮联合测定的氮素之 比

比 和氮素矿化率成直线关系
,

和植物吸收氮素成幕函数相关
。

在 比低于 时
,

有机

肥料开始释放无机氮
,

在 比小于 时
,

植物才能大量吸收有机有肥料中的氮素
。

关扭词 有机肥料 氮素 植物吸收氮 比

中图分类号

有机肥料的使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

有机肥料在土壤中的转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

温

度
、

水分
、

微生物种类
、

有机肥料本身的性质等
。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有机肥料腐殖化

率或矿化率等土壤有机碳的变化方面 , ’〕。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

我们从植物营养的角度研

究了有机肥料中不同形态碳素与氮素的比值对有机肥料矿化及植物吸收氮的影响
。

材料和方法

供试材抖

供试土壤 采 自中国农业大学科学园
,

属潮土
,

有机质含量
,

全氮 环
,

碱解氮
· 一 ’ ,

有效磷
· 一 ‘ ,

速效钾
· 一 ‘ 。

土壤经风干后
,

盆栽土样过了 筛
,

化学分析土样磨细后分别过 和 筛
。

供试有机肥料 供试有机肥料经风干磨细后分别过 和 筛
。

有机肥

料的有机碳和全氮含量见表
。

培养试验

好气培养 —间歇淋洗法 土与 石英砂及 有机肥料混匀
,

装

入铺有 一 厚玻璃棉的 漏斗中
,

将漏斗插在 三角瓶中
,

加水至刚有

水漏出
,

用带小孔的塑料薄膜扎紧漏斗 口
,

置于 ℃恒温下培养
。

定期用
· 一 ‘

溶液淋洗无机氮
,

将滤出液于蒸馏器中加 戴氏合金和 加热

蒸馏
、

滴定
。

好气培养法 土与 有机肥料混匀置于 三角瓶中
,

加水
,

用带水孔的塑料薄膜扎紧瓶 口
,

置于 ℃恒温下培养
。

定期检查瓶重补足水分
。

培养一定时

间后
,

将土样与
, · 一 ‘

溶液一起振荡
,

过滤
。

用戴氏合金
一

扩散

法测定滤液中的无机氮
。

收稿 日期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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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有机肥料中有机碳和全氮含

代号 肥料名称

人粪尿堆肥 。

麦秸堆肥

麦秸沤肥 。 卯

兔粪

鸡类

猪类

顺粒有机肥 币

猪圈粪

萦穆槐

垃圾堆肥

采样地点 有机碳 全氮

。

。

。

亡连‘,且﹄叮沙六,曰口伪月七叮口卜六月

⋯⋯
,且介,︼﹃

已一吕

公‘‘叹工了﹃料一亡八乙亡」

⋯⋯
,

六住曰心︸﹃,︺,二八曰,︺,口连北京海淀

河北大名

河北大名

北京海淀

北京海淀

北京海淀

山东福山

河北大名

北京海淀

北京朝阳

厌气培养法 土与 有机肥料混匀放入预先加 水的试管中
,

再

加水
,

并插入一玻璃做搅拌用
,

加入 一 滴液体石腊以隔绝空气
。

置于 ℃恒温下培

养
,

定期用玻璃棒搅动以排出产生的气体
。

培养一定时间后
,

将土样与
· 一 ’

一起振荡
,

过滤
。

用
一

扩散法测定滤液中的 才一
。

上述 种培养法的结

果见表
。

表 不同培养法氮素的矿化 ,

· 一 ’

施用肥料 好气培养 厌气培养 好气培养
一

间歇淋洗

,‘口‘匕﹃﹄扭甘一︹八乙

⋯⋯
︺八︺︺,几心

‘找

一

口匕曰

⋯
八︺乙乙

︸乙

二乙已“巴‘八石

⋯⋯
竹︸吕只︺巴

一

︺

,

指有机肥料处理和土壤空白 处理矿化量的差值

盆栽试验 盆栽试验采用塑料盆 在网室中进行
。

每盆装土
,

施有

机肥料
。

共设 个处理 即 不施肥
,

种有机肥料和氮磷钾化肥 每盆
,

和
,

肥料全部做基肥 〕
,

次重复
。

先后种植冬小麦和夏谷子两季作物
。

收获后分别测定植株的含氮量
。

试验结果见表
。

分析方法 土壤
、

肥料和植物分析均用常规法 进行
。

另外对有机肥料中碳氮的分析

方法进行一些改进
,

简述于下
。

有机 碳
一

容量法 准确称取有机肥料 于

试管中
,

加入
· 一 ‘

的重铬酸钾溶液和浓硫酸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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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小交和谷子的吸氮
,

施用肥料 小麦吸氮 盆 谷子吸氮 盆 总吸氮 盆

卯

, 指施肥处理减去对照 不施肥 处理的吸氮量

于 一 ℃的磷酸或油浴中加热至沸
,

保持微沸
,

转移入 容量瓶中定容
,

吸

取消煮液 用标准硫酸亚铁滴定
。

活性有机碳
一

容量法 操作方法同
,

只是加浓硫酸后放置
,

不加热
。

一

吸取
一

容量法 的消煮液
,

加碱蒸馏
、

滴定
。

一

吸取
一

容量法 的消煮液
,

加碱蒸馏
、

滴定
。

弓
一

称取 有机肥料于扩散皿外室
,

加入 戴氏合金及

滴正辛醇
,

内室加
一

指示剂
,

于外室加入
· 一 ‘

溶液
,

盖严后于 ℃下扩散
,

滴定
。

各方法的测定结果见表
。

表 有机肥料不同分析方法的氮素测定值

, · 一 ,

肥料 全氮 有机碳 活性有机碳
一 , 一 一

一 一

结果和讨论
,

比与氮矿化率的 关 系 有机肥料的矿化除受环境因素影响外
,

还与有机肥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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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比的影响图
。

为了研究 比的影响
,

将不同测定方法测得的有机碳和氮值组合成

不同的 比
,

并与 种培养法中有机肥料矿化率作相关分析
,

它们的关系均为负线性相

关 见表
,

这与有关资料结论一致 〔‘〕。

有机碳 , 、

活性有机碳 和全氮
,

, 厂 组成的 比对好气和厌培养法的有机氮矿化率呈极显

著的负相关
。

而对好气培养 —间歇淋洗法不同时间的矿化率的相关性多数未达显著水平
。

以
一

为氮素与有机碳组成 比时
,

其与各培养法不同时间的矿化率的相关

性多数也未达到显著水平
。

根据 比与培养法矿化率的回归方程
,

当矿化率为零时的 比为
。

此值

一般称为有机态氮有机化和矿化的临界值
。

但应当指出
,

在应用此临界值时
,

还需注意有机

碳组成对矿化率的影响
。

例如有机态氮矿化率与糖及淀粉含量之间呈正相关
,

而与纤维素
、

半纤维素和果胶含量之间呈负相关
。

裹 有机肥料 比与矿化率的相关系数

,

组合 好气培养 厌气培养 好气培养 —间歇淋洗 。

一 。
二

。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二 矿化率
, , 见表

有机肥料矿化量一 有机肥料原有的无机氮
有机肥料全氮一有机肥料原有的无机氮

赞 釜 务 , ,

妇方咬名盏口‘百﹄名‘工,脚君

比 与植物吸收 氮的 关系

由于 比影响有机肥料矿化

率
,

也会影响植物从有机肥料中吸

收氮素
。

用不同组合的 比与小

麦
、

谷子及其总吸氮量作相关分析
,

从散点图可以看 出
,

它 们的关系为

非线性相关
,

对几种非线性模型进

行拟合寻优
,

选择了幂函数模型
。

植

物 的吸 氮量 与
,
比 和

, 。

比的相关性最好
,

其次为 比

和
。

比
,

而和有机碳与

的比值关系不大
,

这与

比对有机肥料矿化率的影响结果相

同
。

以
,

比为横坐标
,

以 植物

总吸氮量 小麦和谷子 为纵坐标作

, 一 “

昌

侧日、︵之︶翻哪确娜娜

图 比与植物总吸氮量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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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下 见附图
。

从附图可以看出
,

植物吸氮量随 比的减少而增加
,

虽然 比为

一 时
,

植物开始吸收有机肥料中的氮
,

但只有 比下降到 时
,

植物吸氮量才急剧增

加
。

因此
,

比小于 可作为评价有机肥料能否供应植物氮素的临界值
。

这个值比前述

的有机肥料矿化临界值低
。

结论

有机肥料的 比 为有机肥料全碳
,

为碳氮联合测定的氮 与其氮素矿化率成直

线相关
,

比在 时
,

有机肥料开始释放无机氮
,

此值可作为有机肥料有机化和矿

质化的临界值
。

有机肥料 比与植物吸氮成幕函数相关
,

比为 时可作为评价有机

肥料肥否供应植物氮素的临界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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