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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张掖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张掖 734000) 

摘 要 定位连施氯化链试验表明，施入土壤的氯离子 15．88 ～26．92 破作橱吸收，47．O 

～59．4 淋失至地下耀层，24．7 ～26．I 残留于 O～]50cm土层}由于作橱吸收和jl水淋洗 

作用，0～40cm 作物根群集 中层残 留率仅 占3．0 ～6．6 ，其 中 0～20cm耕 作层残 留率 

0．71％～2．4 ，时作糟品质与发育无不良影响，土壤性质未变。氯离子残留量与连施年限呈负 

柑关；琳失量与连施年限呈正相关}残留量、淋失量均与施入量呈正比。指出音氯化肥应与无氯 

化肥搭配或间歇性施用 

关t词 定位连施 氯化铵 氯离子 土壤残留 琳失量 

Bel~vlottr of chlorion trom mmnonlum chloride application In Irrigated-desect soil In Hext 

Corridor；Suo Dongrang(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angye Prefecture of Gansu 

Province，Zhang 734000)，EAR，]998，6(2)：fl4-~67． 

Abstract The result of six years application of dmmoni~m chlorindicates that chlorion ab- 

sorbed by crop is 15．88 ～ 26．92 ，itsleachinglossis 47．0 ～ 59．I ，its residuein O～ 

1 50cm soillayeris 24．7 ～26．1 ．As a result of crop absorption andleachingthroughirriga_ 

tion，the remained chlodon accounted for 3．0 ～ 6．6 in O~40cm layer，0．71 ～2．4 in 0 

~ 20cm farming layer．There are no harmful effects on quality properties and growth vigour of 

crop，soil prope rty．Correlation betweenthe sidue of chlorion andtest periodis negative．Cor— 

rela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leaching,loss：and test period is positive．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fertilizer and the residue ratio and leaching loss are positive．Therefore，the 

chemicaI fertilizer which contains chloride are suited to b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no chloride 

fertilizer ol"intermittently． 

Key WOll~ Long-term location application，Ammonium chloride，Chlorion，residue in soil， 

Leaching Ioss 

河西地区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均降水量 129mm，其中6O 集中在秋季，年均蒸发 

量为2048mm。农作物靠祁连山雪水灌溉，为干旱灌溉农业区。土壤中氯离子(CI一)行为方 

式主要有扩散和淋溶，均与水有密切关系。目前，年灌水 3～4次条件下，连年输入的 cl一 

在土壤中的行为和效应尚无系统报道。本文研究了河西走廊灌漠土6年定位连施氯化铵 

cl一的行为，为同类地区正确拖用含氯化肥提供了参考依据。 

· 甘肃省表委资助硬日 

收稿 日期：1997—04—11 改回日期：1997—05—3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索东让：河西走廊灌漠土定位连旌氯化铵氯离子行为的研究 65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在甘肃省张掖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场水浇地 土壤为灌漠土，质地为中 

壤，保肥性较好，0~20cm耕层有机质含量为2．13 、全N 0．082 、全 P 0．091 、碱解氨 

164rng／kg、速效磷 22．8mg／kg、速效钾 203mg／kg、CI本底值 75mg／kg、pH8．5。种植作物 

为春小麦。氯化铵为甘肃省金昌化工厂产，含N24．78 、C1—65．40 。 

试验共设 8个处理：对照(CK，不施JE)、尿素 N (I，折拖纯 N 75kg／hm ，下同)、氯 

化铵 N (I)、尿素Nm(Ⅲ，折施纯 N 150kg／hm ，下同)、氯化铵 N (Ⅳ)、氯化铵 N + 

尿素 N (V)、硝酸铵 N 。(Ⅵ)、氯化铵 N ；+硝酸铵 N (Ⅶ)。各处理施底肥 P。0 75 

kg／hm。。小区面积 O．0033hm。，重复 3次，随机排列 小区间均筑 50cm宽永久性地埂。 

2 土壤剖面c1分布 

河西地区蒸发量为降雨量的 l6倍，属内陆干旱灌溉区，地势平坦，小麦年灌水 3～4 

次，cl一虽有大量淋失，但施入土壤的c1明显提高了土壤 c1含量。于 1988和 1 990年 8 

月分层取土分析结果(见表 1)表明，施用氯化铵明显增加了土壤 cI含量。氯化铵处理土 

层 cl一含量均高于同层等量 N的非氯 N肥处理 ，且施入 N多者c1一含量高。 

表 1 不同处理土壤 cr含量 

Tab．1 The ehlorion contents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土壤剖面 cI一含量随连施年限延长而 

减少。c1年施入量分别为 200．1kg／hm 

和 401kg／hm 时，随连施时间延长上层土 

壤 cI一含量逐渐减少，c【一积累层下移，大 

部分淋溶至 1 50era以下深层。氯化铵N 。 

和 N 处理当年小麦收后 0～60cm土层 

c1一含量分别 为 5l～128mg／kg和 49～ 

lOlmg／kg，连 施 6年 后分 别减 少 12～ 

50mg／kg和 5~101mg／kgi 60～lOOcm土层第 6年小麦收后 2处理 cl一含量分别比第 3 

年减少 20mg／kg和 22mg／kg。金绍龄研究表明“ ，土施条件下小麦受害 cr浓度临界值 

500mg／kg。由于绝大部分c1一淋溶至土壤深层，连施 6年后 O~40cm根群集中层c1一含量 

为 39～57mg／kg，因此，氯化铵连施对作物生长发育无不良影响。 

3 施人土壤的cr去向 

3．1 作物携带 

作物 c1一携带量测定结果(见表 2)表明，作物 cr吸收量与施 N量有关，施 N量越高 

cI一含量越高。等N含量条件下，含c1一N肥明显增加了作物cI一吸收量，且与c1一施入量 

表 2 作物 cr携带量 * 

Tab．2 The quantity of chlorion carried by 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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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 这一趋势在作物茎秆上表现突出，而在籽粒上不明显。各年度作物器官cr含 

量无明显差别 

3．2 琳失作用 

本文淋失量指淋洗至 1 50cm土层以下的 cr总量。淋失量一总施入量一总携带量一 

表 3 施人土壤的cr残留量与琳洗率 

Tab．3 Residue and leaching ratio of ehlorion in soil 

总残 留量。cI一活 

动性很强，淋溶速 

率较快 从表 3可 

知，氯化铵 Nm处 

理 6年累积淋洗率 

达 59．4 ；氯化铵 

N 处理 6年累积 

淋洗率为 47．0 ， 

且连施年限越长淋 

溶层次越深，淋洗 

率越高，淋洗量越 

大。在灌水 3～4次的正常供水单作条件下，氯化铵 N 和 N 处理当年收后 60era以下的 

淋洗率分别为 22 和 16．2 ；连施 3年后淋洗率为 50．3 和 32．2 ；连施 6年后 100cm 

土层以下c1一淋洗率分别为80．1 和73．1 。c1一淋洗量与施入量呈正相关，氯化铵N 

淋洗量为氯化铵 N 的 2．5倍 ，淋洗率增加了 12．4 。 

3．3 土体剖面残留 

残留量结果(见表 3)表明，连旅 6年后 0n250cm土层有 c】残留，残留量与 cJ一施A 

量呈正相关。氯化铵 N 处理的cr累积残留量为氯化铵 N 处理的 2倍 }土壤剖面各层 

残留量与连施年限呈负相关 由于灌水的淋洗作用，连施年限越长残留量越低，而与施入 

量无关。由于作物携带和灌水淋洗双重作用，0~40cm根群集中层残留量很少，且小于下 

层土壤c1一残留量，而与连施年限及施入量无关。0n20crn耕层残留更少，因此，连施氯化 

铵对作物生长发育及品质性状无不良影响 

3．4 土壤性质变化 

南方和东北地区研究表明 ，含氯化肥对土壤性质有很大影响，连续施用可使土壤 

性质酸化 本研究土壤pH本底值较高，连续6年施用氯化铵后土壤pH值变化不明显，连 

旌氯化铵 Nm处理 0n60cm土层pH值仅下降 0．1～0．2，为 8．7n8．8，60cm以下土层 

pH值不变。氯化铵N 处理各土层 pH值均不变。 

4 小 结 

连施氯化铵明显增加了土壤剖面 c1一含量，且 c1含量与施入量呈正相关。除耕作层 

外，氯化铵 N 处理各层土壤 c1含量 比氯化铵 N 处理高 6～33mg／kg。耕作层(0n 

40cm)Cl一含量明显低于下层。土壤剖面cr残留量、淋洗量均与施入量呈正相关 连施 6 

年后氯化铵Nm处理0nl50cm土层累积残留量约为氯化铵N 处理的2倍；前著150cm 

以下土层淋洗量为后者的 2．5倍。由于作物携带和淋洗双重作用，耕作层、0~40cm土层 

cl一残留量很小，对作物生长发育无影响。连施氯化铵对土壤性质亦无明显影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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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携带量较小，占施入量的 l5．88 ～26．92 。由于 cr残留量、携带量、淋洗量均与施 

入量呈正相关 ．在作物正常需肥条件下，含氯化肥应少施用，并与非氯化肥搭配施用或间 

歇性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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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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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绕 生 态 特 色 推 进 农 业 产 业 化  

江苏省太丰市地处黄海之滨，总面积 2367km ，耕地 8．27万 hm。，̂ 口72万^。太丰市生态环境建 

设起步较早 ，先后被列为垒回生态示范县(市)和生态农业县(市)、全 国县虹社畚璺展综合实验区、地方 

实施中国 21世纪议程示范县。多年来 太丰紧紧围绕生态特色．多模式并举，有力地促进了该市农业产 

业和经济发展，1996年实现国民生产．巷值 56亿元，其中 70 来 自农业产业化；农民^均纯收入 3250 

元，其中 2000元束 自产业化竖营组织的收入，加速了小康进程。 

太丰市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积极调整区域布局 ，不断壮大传统产品基地。按照区域布局、高产 

优质高放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分层调整，发展连片种植和养殖，彤成国家优质棉花生产基地和优 

质啤酒太麦基地；省组蚤粟基地、生猪基地和对虾养殖基地。培育新 主导产品基地。重点发展资源优势 

突出、经济放置明显的早酥梨 辣根等10多个产品，形成新的支柱产品 目前已形成全国最太的早酥梨 

生产基地。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提高基地产出效益。按照生态环境建设要求，在全市推广应用链式网生态 

技术·结合利用农副产品加工产生的废物弃物，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结构。重点推广优良品种、综合 

防治技术等 20多种高武主体栽培模式，复种指数太幅度提高。目前该市各太基地联结 l8万农户．占总 

农户的 90 ，创 效益 2．8亿元 ，凡均达 l5O0元 

太丰市紧紧田挠丰富的生态资源，积极培植牵动力太、辐射面广、经井效益奸的 龙头”加工企业 鼓 

励国有、集体、个人和斤商对该市棉花、太麦、水产品等采取多种利用形式。目前 ，该市已形成了棉花一纺 

纱 织布、蚕茧一罐丝 织鲷一服装、大麦一麦芽 啤酒等6条产值逾亿元的 龙头”加工企业 围绕优势产品 

成立专门班子，争创名牌。近几年掌，该市有 6个产品获得国家和省名牌称号，2个产品获得国家颁发的 

“绿色食品 证书。此外，太丰市利用生态环境优势，开展经贸洽谈 几年来通过举办 3届规模盛大的 虞 

鹿节”暨农副产品经冒洽谈畚，每届成交各类收副产品颊均在 lo亿以上，产品覆盖 20多个省、市和地 

区 突出品牌优势，开拓目内外市场。强化宣传，加太开拓力度突出 埠色食品”、生态产品等品牌优势。先 

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和美国、日本等国家举办了20多玻竖贸洽谴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1996年下半 

年，夫丰市在上海的经冒活动，共签町枉 产品合同额适 1 6亿元，6大类农副产品打进了上海的3大 

“超市”和 6太市场，农副产品、螺旋藻等在十分抢手，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也带动了全 

市生产和加工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基地进一步扩大，推进 了该市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 

( 刚 江苏省走丰市委办公室 22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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