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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Dil 

ETRE ATE RR FEB, EE kB 
的 化 学 元 素 , BAER i) VE TESA LET a 
着 极其 重大 的 作用 。 人 的 健康 ， 农 畜 的 健康 以 及 各 种 作物 的 高 额 产 
量 往往 是 与 王 培 和 水 中 存在 足够 数量 的 某 些 答 量 元 素 ( 钻 、 研 、 佬 、 
PAA EE SAIS RAB, 

在 呼吸 色素 ,杀生 素 , 激 素 , 酶 及 其 他 参与 调节 生活 过 程 的 有 机 
物质 的 成 份 中 ,含有 许多 种 的 微量 元 素 。 

B. 世 . 杀 尔 秽 德 斯 基 (Beparckrii) 第 一 个 指出 了 微量 元 素 fone 
命 现 象 中 的 特殊 作用 ,他 创 立 了 生物 HEL 134 (Gnoreoxumust) , FEA 
理论 上 深 大 地 论证 了 这 个 问题 。 由 于 研究 了 在 土壤 和 水 中 微量 元 素 
不 是 或 过 多 的 影响 下 有 机 体 的 变 册 和 疾 病 的 发 生 ， 新 的 科学 部 门 
一 一 生态 化 学 (xHMHaeckag 35KoTOFHA ) 获 得 了 发 展 。 

大 家 都 已 承认 微量 元 素 对 动 植物 有 机 体 的 作用 。 
当 合 用 钴 不 足 的 土壤 上 生产 的 刨 料 时 , 农 理 

”首先 是 怀孕 的 和 高 产 的 乳牛 , 便 会 患 在 拉 觅 蕉 亚 苏 蕉 志 社会 主义 共 
“和 国 称 之 为 于 玫 的 贫血 症 。 在 灰 化 土 , 砂 壤土 ,沼泽 土 和 泥炭 十 中 外 
”含量 不 足 上 .5 毫克 /千克 时 ， 农 畜 ， 特 别 是 反 锡 类 农 SUS 患 贫血 

ie, 
i ASH AIA LiPo Bez T RRR, 
BALES Py Akh Fe al PES BA tie HBAS 能 产 生 治 IT HE 

FA, WHS GERBER ES AUER TADIED, RELIC SESE HE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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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生理 机 能 的 必需 营养 元 素 的 根据 。 
确 在 植物 生命 中 的 生理 学 作用 是 很 大 的 。 在 与 其 他 矿物 质 亏 养 

元 素 ( 气 , 磷 ,多 , 硫 ) 起 相互 作用 时 , 础 能 影响 植物 的 总 发 育 ， 影 响 叶 
籽 素 的 形成 ,能 加 强 植物 的 新 陈 代谢 和 栈 类 代谢 , 能 TEES 各 种 作物 
( 马 丛 暮 , 向 日 葡 , 糖 用 甜菜 ,车 二 草 及 其 他 许多 作物 ) 的 产量 ,同时 可 
改良 它们 的 品质 。 

在 社会 主义 农业 的 实践 中 正在 广泛 地 使 用 闭 硼 微量 元 素 肥料 ， 
以 提高 各 种 作物 的 产量 和 改良 它们 的 品质 。 

钢 对 植物 的 生活 也 有 着 很 大 的 意义 。 在 土 订 中 严重 缺 钢 时 ， 植 
Pits, NESE MHS NSA BASES, AiR 
FE SCRAP PR AYE (6enan syMa) 或 耕 作痛 (6omresn oSpa6orKH ), 

植物 缺 铀 时 所 表现 的 特征 为 生长 ,发 育 和 繁殖 器 官 形成 的 停滞 。 
在 泥炭 士 上 使 用 钢 肥 能 产生 巨大 的 效果 。 应 用 这 种 农业 技术 就 

能 开 苦 出 从 前 不 能 利用 的 广大 土地 面积 来 栽培 农作物 。 
动物 食料 中 铜 不 足 时 ,能 引起 动物 患 一 种 特殊 疾病 一 一 嗜 要 闻 

而 喂 用 小 量 的 铜 (用 硫酸 钢 ) 则 可 顺利 地 沙 阁 这 种 疾病 。 
符 对 农业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它 可 增强 植物 的 抗 塞 力荐 能 和 良好 地 

影响 油 桐 和 柑橘 等 植物 的 发 育 。 矢 也 为 动物 有 机 体 所 必需 。 它 可 基 
强 与 动物 繁殖 和 生长 过 程 有 关 的 许多 激素 的 作用 。 

在 很 长 时 期 内 ， 把 植物 体内 钥 的 经 常 存在 认为 是 偶然 的 。 但 是 ， 
试 怠 研究 表明 ,在 与 基肥 一 起 施用 小 量 钙 时 能 显著 地 提高 车 轴 章 , 昔 
荐 ,亚麻 和 豌豆 等 的 总 产量 和 种 子 产 量 。 组 的 生理 学 作用 比 从 前 所 
AVA EBS CEVA In ARH Pa AAC 
EI HAA BS HN HOR EE TAR IE EA, 

$F) HE Jn RAF ARE FB Rae: Yo SE ft RI 生物 对 氮 的 化 合作 
用 。 

微量 元 素 在 医学 上 也 起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锥 生 素 Bio 就 可 作 为 这 

方面 的 一 个 例子 , 稚 生 素 Bae 的 成 份 中 含有 佑 ,是 造 备 作用 和 中 止 恶 

性 答 在 病程 的 有 力 因 素 。 在 防治 人 的 甲状 腺 胜 症 时 ,可 顺 利 地 使 用 



uh 序 iii 

fit, Fe ME AD a Be , FES ch Fe JB ih a 

甲状 腺 三 症 已 被 消灭 。 
2 这 本 女 集 是 苏联 科学 院 化 学 研究 所 和 中 物 学 研究 所 与 至 苏 列 宁 
农业 科学 院 于 1950 年 3 月 共同 召开 的 至 苏 第 一 次 微量 元 素 会 碾 的 着 
fae | 

ZIMA 300 位 各 科学 研究 机 关 的 代表 。 在 会 上 听取 着 
计 论 了 60 多 篇 报告 和 发 言 。 

会 凡 的 注意 力主 要 是 集中 在 研讨 我 国 在 微量 元 素 硼 ,经 , 钢 , 锻 、 
钻 , 钥 , 研 、 资 ,放射 性 元 素 玉 其 他 元 素 方 面 所 进行 的 试验 研究 。 

会 凡人 作出 了 在 苏联 进行 微量 元 素 科 学 研究 工作 的 总 结 ， 确 定 了 
进一步 发 展 这 一 领域 的 研究 的 途径 ， 拟 出 了 保证 微量 元 素 科 学 工作 
的 发 展 和 在 国民 逻 游 各 个 部 门 中 应 用 微量 元 素 的 钥 灶 措 施 。 | 

— AT BRR ERE RES BFE 理学 ,生物 

MSE, BEA Ee It A TCS LEB TE 
”及 互相 配合 ,根据 苏联 科学 院 主席 团 1950 年 7 月 26 BAS eee T 
微量 元 素 委员 会 ,并 由 委员 会 准备 了 这 次 会 坑 的 交 料 的 出 版 工作 。 

在 我 们 社会 主义 农业 条 件 下 徽 量 元 素 工 作 的 前 途 是 极其 SEK 
” 的。 而 这 本 女 集 的 出 版 只 能 认为 是 这 一 对 国民 经 济 具 有 重大 意义 的 
工作 的 最 初 阶段 。 

在 我 们 的 面前 , 正面 临 着 艰 互 的 ,集体 的 ,要 深入 地 周密 考虑 的 
工作 ,在 进行 这 项 工作 时 必须 公 面 考虑 到 科学 工作 的 现 有 猎 怠 和 实 
BS KY BEE, 

这 一 新 领域 中 的 成 就 ,无 疑 地 将 会 被 截 太 宜 国 科学 BE a 
的 光辉 的 一 页 。 

苏联 科学 院 微量 元 素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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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 元 素 肥 料 在 苏联 农业 中 的 应 用 

K. KATES 

为 了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集 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 劣 广 泛 地 采用 苏联 

先进 科学 和 技术 的 成 就 。 目 前 ,集体 农庄 已 经 得 到 巩固 ,我 国 农 业 发 

” 生 了 根本 的 变化 ， Tee he et a eee 

农业 技术 措施 ,创造 了 极为 有 利 的 发 展 条 件 。 

二 这 些 措施 之 一 , 便 是 使 用 徽 量 元 素 肥料 。 虽 然 它 有 很 高 的 效力 ， 
但 目前 我 们 还 疫 有 给 以 应 有 的 注意 。 

由 于 苏联 科学 家 们 所 进行 的 许多 次 研究 的 车 果 ， 在 我 国 的 条 件 

下 ,使 用 微量 元 吉 肥 料 的 科学 原理 已 被 周 审 地 间 明 了 ， 这 样 , 在 许多 

问题 五 面 的 有 价值 的 成 就 丰富 了 苏 维 恬 科学， 这 些 问 题 对 于 解决 重 

积 产量 的 极为 有 效 的 因素 一 一 具有 现实 的 意义 。 

苏联 科学 家 在 研究 微量 元 素 对 于 农作物 的 影响 的 成 就 中 ， 有 

着 特别 重要 意义 的 ， 是 弄 清 楚 以 下 几 个 问题 : 在 不 同 土壤 和 不 同村 

驳 中 微量 元 卖 的 含量 ;微量 元 素 对 于 农作物 的 生长 .发育 和 产量 es 

Me) ; freee TCE AY Hill Pn TAS BA LS AT BA CT A  g] LB. 1. 维尔 

德 斯 基 ，A. Tl. Mm he hr (Bunorpanos), M. FA. mith 
(Wkonbyuk), E. B. 2 iF (Bo6xo) ,A. B. S876 (Coxorios), 

Tl. A. AME, (Bnacox), A. B. PeRHE (Tletipe), M. A. Bis 

局 案 夫 〈Beroycop)，M. B. 卡 塔 雷 莫 夫 (Karanimos) 等 ]。 

FEARS HE YS SEE PFE HE TO Se A BE HS fee ak ce HE 

料 。 
上 面 所 列举 的 一 些 学 者 和 其 他 苏联 学 者 LB.B,， 雅 柯 夫 列 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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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opnepa), H. A. eID Fe (Tlocnenos)] 对 于 人 硕 对 农作物 的 

影响 进行 了 许多 的 研究 。 学 者 们 极为 精 儿 地 研究 了 以 下 的 半 题 : 而 

对 于 各 种 农作物 的 生长 ,发 育 和 产量 的 影响 ; 确 在 植物 体 中 所 进行 的 

各 种 过 程 中 的 作用 ; 硼 对 于 植物 体 的 化 学 成 分 和 产品 质量 的 形 ZN) 

对 于 植物 体 中 营养 元 素 的 进入 和 积累 的 影响 ; EA UAE 

的 影响 : 在 二 于 中 的 含量 ;以 及 硼 对 于 土壤 中 进行 着 的 化 学 的 和 生 

物 学 的 过 程 的 影响 ,在 不 同 的 土壤 上 栽培 主要 作物 时 础 肥 的 效果 等 。 

试验 人 确定 在 灰 化 土 上 使 用 硼 肥 具 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在 这 些 二 

坊 中 施用 石灰 时 ， 础 肥 的 效果 特别 显著 。 但 在 妇 方面 极为 普 表 的 意 

GLE ;在 不 施 石 灰 的 灰 化 土 上 , 硼 肥 也 可 以 出 现 腿 好 的 作用 。 

在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主 上 , 硼 肥 的 良好 作用 ,只 有 在 对 于 植物 的 生 

长 和 发 育 有 着 良好 的 条 件 , 即 在 土壤 和 综合 体 中 ,在 二 坏 溶 液 中 因 与 亿 

的 比例 正常 时 , 考 充 分 的 表现 出 来 。 因 此 ， 通常 是 在 硼 肥 和 炙 肥 同时 

施用 的 情况 下 获得 的 效果 最 大 。 关 于 确 肥 在 施用 石灰 和 不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主 上 的 高 度 效 果 ， 根 据 本 妇 作 者 所 倒 导 的 至 苏 肥 料 农业 技术 

RRA, ARE DPI SE VEE A Shae 

义 农业 研究 所 ， 以 及 季 米 里 班 捷 夫 农学 院 农业 化 学 研究 室 进 行 的 许 

多 试验 材料 证 明 , 可 能 是 由 于 施用 了 炙 肥 的 糙 故 。 

根据 从 苏 肥料 ,农业 技术 及 农业 土壤 研究 所 石灰 实验 室 UM. OD. 

BRAK (lerpos) 在 莫斯科 省 扎 郭 尔 区 “列宁 之 路 ”集体 农庄 所 

进行 的 一 个 栽培 食用 甜菜 的 大 田 试 验 ， 关 明了 这 个 问题 。 在 这 个 试 

验 中 使 用 :石灰 肥料 一 一 石灰 石 4 9 吨 /公顷 ) 其 中 含有 少量 的 炙 ; 碘 

KE—— BAS © 3 公斤 /公顷 硼 ); 估 肥 一 一 硫酸 和 位 (027) ee 

BE), PRA eg 1 所 示 。 

从 表 工 的 森 料 中 看 出 ， 不 仅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硼 显 著 地 提高 

了 饥 用 甜 荣 根 的 产量 ,在 不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也 同样 地 提高 了 它 的 

产量 。 同 时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在 施用 炙 肥 的 情况 下 ,获得 的 增产 ， 

量 更 允 ( 由 每 公 顷 56 公斤 增 至 71 公 斤 )。 这 些 材料 使 人 信服 地 镶 明 ， 
在 庆 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十 中, 确 全 肥料 配合 施用 的 合理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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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硼 在 灰 化 土 上 对 于 刨 用 甜 某 根 产 量 的 影响 ( 公 担 /公顷 ) ， 

武 验 处 理 | © ww | Wc = 

AWGTEIR 358 438 | 80 

a a 411 460 49 

施 石灰 481 537 . 56 

FDR + BS 498 ops - 

DATES OE SS BEL, RE ET A HE A PE 
FARE. ii ARSENE REA hia FR SoS ES. Glin, ES 
俄罗斯 科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与 立 欧 兹 宁 拖 拉 机 站 农业 化 学 实 
原 这 在 威 特 化 斯 克 省 “ 契 尔 广 谐 阿 尔 美 兹 "集体 农庄 的 弱 沼 汉化 的 虐 
色 于 上 所 进行 的 并 车 加 草 的 田间 试 台中 ,K.T. 斯 塔 洛 沃 托 夫 (Crapo- 
BotiroB) 获 得 了 下 面 的 车 果 ( 表 2 )。 

Ze 2 ”硼砂 和 而 多 硫 酸 攻 在 晤 色 土 上 对 粒 车 轴 草 产量 的 影响 

a 和 干草 产量 | # * #@ 
UR 处 理 ‘ak ets See 

| 公 担 /公顷 

对 Ha 27.8 aE SS, 

硼砂 (1.2 AWWA) 33.0 5,2 

BIST 1.2 公斤 而 ) 45.5 15.7 

BUM GH, WRLC EM AITO, Le ES, GA 
OLE his FAA Beh BRAG LL , ASE NE ASE BH SE: QL, i EES hi 
FAA AR AGH LE La RE AAG, 

在 其 他 的 土壤 上 , Inte} UR Ag ALE VEL ARSE, 也 
确定 了 硼 肥 的 良好 作用 。 

由 于 近年 来 工作 的 结果 ， 同 样 弄 请 了 而 肥 在 某 些 黑 逢 土 上 能 饮 
发 生 极 大 的 效果 。 

在 罗斯 托 夫 省 农业 试验 站 的 黑 钙 士 上 所 作 的 从 栽 和 大 田 试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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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下 所 进行 的 试验 的 某 些 产量 栓 料 如 表 3 所 示 。 

#3 AMM RS LA SRE RY 

产 人 me Rt 
i 物 

259 胡 fe 下 GR) 303 

Bm Oh OF 179 
ee 表 | 145 

426 

311 
BAAN O | 354 

562 ， | oan 

P90 A OCR 82) : 

ee a a 

K pwr) 和 = hem 

Serb A 2ORLBE BNL TPA DA ERR ene, 
应 当 指出 , BIE FE IORI BR EEE ob Ae BE 

果 ,都 是 不 一 样 的 。 

很 据 科学 研究 工作 的 糙 果 ， 施 用 硼 肥 可 以 大 大 提高 在 苏联 栽培 
的 许多 农作物 的 产量 ,特别 是 亚麻 、 车 轴 章 、 首 项 , 糖 用 甜 某 (在 灰 化 
土 上 ), 各 种 蔬菜 , 镜 用 肉质 直 根 类 作物 , 马 验 暮 等 。 

确 不 仅 能 提高 产品 数量 ， 而 且 也 能 提高 产品 的 质量 。 在 施用 石 
灰 的 酸性 灰 化 证 上 , 硼 对 于 产品 质量 的 良好 作用 ,表现 得 特别 明显 。 
在 硼 的 影响 下 , 肉 蛙 直 根 类 作物 ,西红柿 果实 和 植物 的 其 他 器 官 的 糖 
的 含量 噶 罚 了; 马 给 蔓 块 芝 所 的 证 份 , 各 种 植物 中 的 共生 素 A 和 C， 
植物 种 子 中 的 脂肪 、 橡 爵 草 根 中 的 橡 腰 含 量 也 都 增加 了 。 同 时 也 提 
高 了 植物 对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芋 上 极 普 源 的 果 心 腐败 病 、 糖 用 甜菜 棚 
及 其 他 各 种 肉质 直 根 类 作物 的 中 空 病 , 亚 麻 普 菌 病 , 马 耸 昔 将 痢 病 等 
的 抵抗 力 [ 参 看 本 论 女 集中 0. K. 喀 德 洛 夫 - 游 赫 曼 (KemrpoB- 
Suxman) yam “FEW AAT RAED te PR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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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在 战 前 我 们 这 里 就 已 经 使 用 了 硼 肥 ， 拿 它 来 提高 亚 订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改善 亚麻 徐 蕉 的 品质 ， 芽 拿 它 作为 防 滴 秋 菌 病 的 手段 。 
今后 硼 肥 对 于 亚麻 应 当 欠 以 广泛 的 利用 。 
”由 于 实行 牧草 轮作 制 ， 在 培 至 牧草 种 子 上 施用 确 肥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特别 是 车 轴 草 和 萌 蒂 ,因为 缺少 牧草 种 子 是 扩大 牧童 播 种 面积 
的 严重 障碍 。 在 我 国 的 农业 生产 中 ， 友 肥 有 效 地 被 利用 作为 提高 车 
辅 章 种 子 产量 的 手段 。 这 一 措施 在 施用 禽 有 少量 僻 的 石灰 肥料 时 ， 
对 于 提高 车 辆 章 种 子 的 产量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 

根据 从 苏 肥 料 , 农 业 技 术 及 农业 土壤 研究 所 进行 的 试验 研究 (B. 
B. 雅 柯 夫 列 娃 ) 拟 出 了 用 确 作 为 车 轴 章 的 根 外 营养 的 方法 ， 这 种 方 
法 显著 地 提高 了 车 轴 章 种 子 的 产量 。 用 硼 的 化 合 物 洲 液 喷射 或 以 粉 
状 化 合 物 进行 撒布 均 可 。 硼 的 根 外 营养 大 大 地 提高 了 车 山 草 和 其 他 
作物 (食用 胡 划 小 , 花 机 菜 ) 种 子 的 产量 。 

同时 也 诈 明 了 ， 以 硼 的 化 合 物 深 液 处 理 各 乞 植 物种 子 的 良好 影 
ml M. A. eee, A. 开 .， 轴 尔 布 佐 夫 (Fap6iysoB) 等 ] 。 

我 们 和 其 他 研究 者 [M. A. 斯 克 里 尼克 ，A， 世 .加 系 布 佐 天 ， 
I. Vi. 彼得 罗 娃 (Tierpopa)] 的 工作 证 明 , 硼 不 仅 能 提高 种 子 的 产量 ， 
而 且 也 大 大 地 改善 了 种 子 的 生物 学 特性 (播种 质量 ), 并 且 这 些 改善 
了 的 种 子 的 特性 可 以 遗传 输 后 代 。 

在 侍 苏 肥料 ， 农 业 技 术 及 农业 十 款 研究 所 进行 的 试验 指出 了 硼 
肥 在 改善 条 车 轴 章 种 子 生 理学 特性 方面 的 作用 ，1949 年 A. TT. 特 列 
EL (Tpenases) 在 莫斯科 省 伊 斯 特 林 区 “火焰 ”集体 农庄 所 进行 
的 试验 ,获得 了 如 下 的 成 续 : 不 施 确 的 车 釉 章 种 子 产 量 为 仿 公 顷 0.96 
公 担 ,而 施用 硼 人 硫 酸 获 的 每 公 硕 1.40 公 担 。 从 这 个 试验 中 收获 的 
种 子 ( 不 论 是 在 施 硼 地 段 上 或 不 施 硼 的 地 段 上 ), 于 1950 SE PE RES 
件 下 播种 在 公 苏 肥料 、 农 业 技 术 及 农业 土壤 研究 所 石灰 实验 室 的 需 
栽 试验 中 CA. MW. 科 日 夫 尼 科 娃 (KoxeeHrkopa)]。 所 获得 的 烙 果 如 
He 4, ; 

从 这 个 试验 的 车 果 可 以 看 出 ， 由 于 确 肥 的 影响 改善 了 种 子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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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4 硼 对 提高 季 车 由 草 种 子 军 位 面积 产量 的 影响 

二 
生物 二 页 | 和 全 

MACH) | 百 分 比 | racy) 百分比 | GD (1949) 

一 一 一 

高 了 它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 因 此 应 当 把 硼 肥 看 作 不 仅 是 
提高 车 师 章 种 子 产量 的 因素 ， 而 且 也 应 当 把 它 看 作 是 改善 种 子 播种 
质量 的 因素 。 
， STRIPS ea, he OAS 
的 意义 ,因为 妨碍 这 些 作物 播种 面积 扩大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 便 是 缺少 
种 子 ;还 有 那些 种 子 极端 缺少 的 各 种 蔬菜 及 橡 腰 章 ,特别 是 栽培 在 泥 
炭 地 上 的 橡 腾 齐 ,因为 在 这 种 地 上 橡 爵 章 很 的 收获 量 很 好 ,就 是 种 子 
产量 不 多 。 

现在 苏联 的 硼 肥 的 主要 来 源 是 因 捷 尔 湖 一 带 的 确 矿 产地 ;在 这 
个 矿产 地 内 有 以 下 各 种 含 硕 的 矿物 ; WIS OT, SEAT 
HHPOHT、 硼 钙 镁 石 、 白 硼 钙 石 等 。 因 捷 尔 确 矿 的 主要 成 分 是 砌 继 
石 ,其 次 是 水 方 硼 石 。 除 因 捷 尔 划 藏 的 确 化 合 物 外 ,在 苏联 还 有 许 允 
含 硼 的 矿产 地 ,有 售 硼 的 各 种 矿物 ,如 在 遍 尔 至 和 塔 曼 企 饲 上 的 电气 
iY SAAT BND AL SNS 

SAE LE Wi BE Aa PAR AS EDS Se, 2 I = ERM, 
WARE SAT ACK 7 26 WSTNE Al 60.96 DL EAS HRARSE, WEPk, RST DUA 
FARE AT Ii LEE ac 7 HEAT IEA hy a Wb OK NT) 
肥 。 

同时 , 已 交 研 究 出 了 一 些 工序 , 以 保证 能 够 从 其 他 含 硼 的 矿石 
HP, nen Ar A SAT, SIE, FORE 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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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ET, ALR A P=, APN 8 BPS 72 
FARBNE, 

今后 科学 研究 工作 必须 特别 注意 查 明 影响 硼 肥 效率 的 条 件 ， 研 
究 这 些 肥 料 的 使 用 方法 ,以 保 诈 它 们 发 择 最 大 的 效率 。 

在 我 国 的 农业 生产 中 ,于 泥 迪 地 上 栽培 各 种 作物 时 ,同样 地 使 用 - 
着 钢 肥 。 在 许多 泥炭 土 上 为 提高 农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使 用 铜 肥 的 效 
果 , 主 要 是 白俄罗斯 科学 院 土壤 改良 , 水 利 ， 滔 泽 管 理 研究 所 确定 下 
来 的 。 关 于 网 对 于 农作物 的 作用 问题 的 研究 , 比 对 珊 的 研究 差 得 多 ， 
但 是 仍 可 建议 在 农业 生产 中 使 用 铜 肥 。 现 在 主要 的 钢 肥 是 黄 铁 矿 感 

法 ,通常 地 都 是 把 它 施 到 土壤 里 ,用 量 舟 公顷 3 一 5 BH, ME, 
以 上 壕 数 量 把 黄 铁 矿 夸 法 施 到 泥 淡 土 中 ,在 几 年 之 内 仍 有 它 的 作用 ， 
因此 这 个 肥料 一 般 都 是 4 一 6 年 施用 一 次 。 

-在 泥炭 土 上 栽培 谷类 作物 ,施用 铜 肥 具 有 特殊 的 现实 意义 。 在 许 
允 泥 炎 地 上 由 于 没有 施用 铜 肥 , 不 是 根本 没有 灶 籽 ， 就 是 产量 很 低 。 

妊 多 试验 的 千 果 , 特 别 是 白俄罗斯 科学 院士 壤 改 良 , 水 利和 沼泽 
管理 研究 所 的 试 怠 ,使 人 信服 地 证 明了 ,在 记 央 地 上 栽培 谷类 作物 时 
铜 肥 具 有 很 高 的 效果 。 其 中 如 白俄罗斯 共和 国 十 遇 年 国营 农场 〈 明 
斯 克 省 ) 所 进行 的 试验 ,在 以 磷酸 钙 肥 (每 公顷 有 效 物 质 60 公 斤 ) 做 底 
肥 的 情况 下 ， 研究 硫酸 钙 ( 一 公顷 25 公斤 铜 ) 对 于 大 考 产量 的 影响 。 
这 一 试 骏 的 千 果 如 表 5 所 示 : 

Se 5 铀 对 于 大 麦 产 量 的 影响 

| z 
xh 处 理 产量 ,| 增产 量 | 产量 | eee 
和 AG cea 

对 HB 2.6 一 one 一 

硫酸 铀 (每 公顷 25 公 斤 ) 24:9 十 19.5 25.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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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试验 的 车 果 可 以 看 出 ， 不 施 铜 的 地 段 的 大 麦 产量 与 播 下 的 各 
AF FAM ,而 施 铀 的 地 段 的 产量 较 对 照 几乎 增加 了 9 倍 。 

在 所 有 的 泥炭 地 上 正常 发 育 的 其 他 作物 (大 麻 、 糖 用 甜 荣 ， RIB 
章 , 马 锥 蔓 , 各 种 肉质 直 根 类 作物 、 牧草) 在 铜 的 影响 下 , 也 显著 地 宴 

高 了 它们 的 产量 。 也 是 PAPERS To her 

A TiS RGR ATE YI T KE 6 )。 

266 SAS ARI ECAR ROI 
| 

ne | 47 Ji i HE 

Ah em | 增产 量 | 产 量 | See | eM RB 

公 担 /公顷 

对 OR 48.5 2.1 -一 12.9 

硫酸 铜 (每 公顷 25 公 乒 ) | 97.6 | 49.4 9.2 7.1 24,5 

5 UGE BT IBS DS , ea Sid ey HE HG SPS TS 
WOME EET 3 倍 以 上 。 织 和 蕉 贡 度 增强 了 1 倍 。 

可 惜 ,至 今 还 很 少 有 人 研究 在 泥炭 地 上 如 何 有 效 的 施用 铜 肥 , 这 
是 正确 利用 这 种 肥料 的 严重 隐 碍 。 应 当 在 最 短期 间 内 把 这 一 空 自 点 
消除 。 首 先 需 要 研究 在 什么 样 的 泥 央 地 上 必须 施用 铜 肥 、 根 据 土壤 
性 质 决 定 施用 的 数量 、 它 们 的 后 作用 表现 多 久 等 问题 。 今 后 科学 研 
究 工作 对 于 铜 在 植物 体内 的 生理 学 上 的 作用 的 研究 ， 也 要 狂 予 特 别 
的 注意 ， 工 要 和 弄 清 铀 在 许多 泥炭 地 上 对 于 农作物 良好 影响 的 原因 。 
HERE ILE, ALES ADCP ORE PA RACER 
地 ,所 以 将 大 大 地 扩大 在 泥炭 地 上 使 用 铜 肥 的 面积 。 

在 我 国 的 农业 生产 实践 中 位 肥 也 被 推广 着 ， 特 别 是 在 黑土 地 上 
芒 植 糖 用 甜菜 时 使 用 的 更 多 。 苏 联 科学 家 (TILA. 夫 拉 修 克 等 人 ) 研 究 了 
匀 肥 对 于 农作物 生长 ,发 育 和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影响 ,以 及 镁 对 于 植物 
体 生 理学 过 程 的 影响 。 在 农业 生产 的 条 件 下 同样 确定 了 位 肥 对 于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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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作物 的 良好 影响 ， 这 种 肥料 已 在 集体 农 让 和 国营 农场 的 实践 中 得 
SHES, HAYS 7 年 生产 试验 的 车 果 , 伐 肥 对 糖 甜 荣 根 的 产量 ,每 公 针 

平均 提高 16 一 22 公 担 。 含 糖 率 提 高 0.11 一 0.33%。 i 
SEAT AEH EBL, RROO LE DALLA SELB BE, WATE 
HEE APE EE EH, a Aig 5 WEBS , 它们 

对 农作物 可 能 表现 出 有 毒 的 影响 。 

但 是 近年 来 在 白俄罗斯 科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进行 的 试 斩 

肚 明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十 上, 伙 肥 能 够 大 大 地 提高 农作物 的 产 
量 。 在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十 上， 在 这 个 研究 所 的 谷 和 栽 试 怠 和 大 田 试 砍 
和 是 ,都 表现 出 优 的 眼 好 作用 。 在 “河口 “研究 所 中 央 试 台 站 所 做 的 一 

个 大 国武 验 , 在 不 施 石灰 和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 查 明 了 厂 酸 位 (每 公 
bE 15 公斤 伙 ) 对 于 秆 车 稍 草 种 子 产 量 的 影响 ( 尿 7 )。 

才 7 镁 对 于 年 车 畏 草 种 子 产量 (公斤 /公顷 ) 的 影响 

种 子 量 

a & t 理 7‘ Te ge | HRSA 
mH (每 公顷 15 公 斤 ) 

不 施 石 厌 23.7 52.3 8.6 | 

WEIR - 64.8 89.3 24.5 

在 不 施用 石灰 和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由 于 全 的 作用 ,车 二 章 种 子 
的 产量 提高 了 ;而且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比 在 不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 
位 奏 予 了 更 大 的 增产 量 。 

在 我 们 另外 一 些 试验 由 ( 这 些 就 骏 是 在 具有 高 酸度 灰 化 十 上进 
行 的 ) 发 现 了 绊 对 于 施用 石灰 的 十 壤 比 不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影响 得 更 
为 强 列 ; 这 锅 明 由 于 在 施用 石灰 的 影响 下 土壤 中 钴 的 化 合 物 (和 硼 的 
fe Pots PE) 转变 为 不 易 流动 和 不 易 为 植物 利用 的 状态 。 因此 在 十 
焉 中 含有 的 易 为 植物 利用 状态 的 位 ; 委 相 地 降低 了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向 
二 姜 中 施用 水 溶性 你 化 合 物 ， 同 样 要 转变 成 不 易 为 植物 利用 的 状态 
(但 不 是 完全 不 能 利用 )， 但 即使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植物 对 于 包 的 营养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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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仍 然 得 到 了 适当 的 改善 。 
框 据 再 在 所 具有 的 材料 , 完 公 可 以 作出 肯定 的 车 论 ,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士 上 ， 伙 肥 可 以 广泛 地 利用 作为 提高 农作物 产量 最 有 效 
的 措施 。 

科学 研究 工作 的 精 果 极 确 吏 地 证 明了 , BR TO, SAREE, 
各 种 其 他 微量 元 束 肥 料 对 于 农作物 的 产量 也 有 着 良好 的 作用 如 : 伍 、 
外 、 氏 以 及 放射 性 元 素 [ A. IT. 维 诺 格拉 多 夫 、X. 工 . 蕉 谐 格拉 多 娃 
(Buxorpanosa); 王 . B. 波 布 科 A. 工 . Yo HEM (CapBHHa) A. A, AaB 

波 柯 夫 (Hpo6kop) 等 ]。 
在 本 妇 作 者 俩 导 下 于 白俄罗斯 共和 国 科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 

所 进行 的 许多 大 田 试 验 和 和 从 和 栽 试 欢 的 结果 ,证 实 了 关于 钻 、 人 外、 级 和 
钠 对 于 农作物 的 良好 影响 。 在 “河口 "进行 的 许多 试验 之 一 (了 本. H. 
瓦 西 柯 夫 斯 卡 娅 ) 钥 以 钢 酸 铀 中 状 态 施 太 (人 每 公顷 3 公斤 钥 ); 铬 以 酸 
REM ARASH AES 1 AST SH), ALE PT BOR, WA 
表 8。 

麦 8 组 和 结对 于 红 车 珊 草 种 子 产量 (公斤 /公顷 ) 的 影响 

| A Hie 7 IK ie TE OIR 
=~ ”有 验 处 Reet Be 

, at 种 子 产 量 | 境 产量 

Ay i TCH AES} 23.7 —" "| 6428 一 

WORE 72.2 43.5 79.3 14.5 

施用 个 27.9 | 4.2 87.5 22.7 

由 表 8 ETL DAG HY SB AS FE Wi FA EE EAS 
ARMLEL, HAST Ree aR. ROR 
ESE bE )H SLE 2 EDL, ite mR AR ES 
EVE AAS EAE 5 HI, BAG VE FALL ML D0 EERE 
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好 得 和 多。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于 上 ， 较 在 不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 钥 对 于 农作物 产量 的 良好 影响 , 表现 得 更 明显 , 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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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还 是 在 1947 年 时 确定 的 。 这 是 由 于 在 石灰 的 影响 下 ,反应 介质 过 
加 了 铝 化 合 物 在 土壤 中 转变 为 更 易 流动 ， 更 易 为 高 等 植物 所 跑 收 的 
WAS. 
相反 的 , 在 施用 石灰 的 影响 下 , 钴 的 化 合 物 辖 变 为 不 易 流 动 的 、 

不 易 为 植物 吸收 的 状态 ;因此 佑 的 良好 作用 ,主要 是 表现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而 在 不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士 上 ， 钴 常常 不 产生 出 什么 效果 ， 
或 者 增产 量 不 多 ,有 时 甚至 发 生 不 良 的 影响 。 

公 苏 农业 、 农 业 技 术 及 农业 土壤 研究 所 在 布 良 斯 克 省 谐 沃 则 波 
克 夫 试 避 站 所 做 的 一 个 试 怠 [ HE. A. BAR MEM Uepuanana )], 同样 
确定 了 钼 对 和 红 车 辅 章 产量 的 良好 影响 。 这 里 车 轴 草 干草 的 产量 在 钥 
的 影响 下 ,每 公顷 从 29.8 公 担 提高 到 41.1 公 担 , 而 种 子 的 产量 从 96 

公斤 ,提高 到 128 公斤 。 
。 拉 肌 蕉 亚 科 学 院 院 十 A.B. 披 依 礁 的 研究 证 明 ， 在 拉脱维亚 

的 土壤 中 , 的 含量 是 有 很 大 差别 的 。 已 经 查 明 ,该 共和 国境 内 有 很 
”大 面积 的 土壤 含 外 量 很 少 ( 沼 海 地 区 )。 根 据 A.M. 具 尔 金 数 授 的 研 
完 , 在 这 些 地 区 由 于 钴 的 缺乏 ,甚至 成 为 农 畜 患 病 的 原因 。 

自 俄罗斯 科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做 的 一 个 导 芒 试验 (0.3. 
喀 德 治 夫 - 洲 赫 曼 ) ,研究 了 钠 对 橡 爵 草 产量 的 影响 , 钠 是 以 硝酸 咯 状 
态 施 下 的 ， 用 量 为 1 APA 1.5 eh, MSE ERR 
营 农场 (莫斯科 省 )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重 壤 灰 化 主 上， 研究 了 铀 的 影 
响 。 这 个 试验 的 产量 材料 如 表 9 所 示 。 

从 表 9 中 看 出 ,无 花 是 在 施用 铀 肥 的 当年 或 在 以 后 几 年 中 (后 作 
用 ) 在 铀 的 影响 下 , 橡 爵 章 的 总 产量 、 根 和 时 的 产量 , 都 有 所 提高 。 
可 是 铀 对 橡 腰 章 种 子 产量 的 影响 ,表现 得 不 人 够 明显 。 

在 其 他 的 公 芒 试验 中 ， 在 莫斯科 省 试 骏 站 的 不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和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 查 明了 铀 和 付 对 车 辑 草 地 上 部 分 和 根系 的 作 
用 。 和 但 在 小 的 容器 中 (容量 1 公斤 土壤 ) 进 行 了 短期 的 试验 。 俩 是 以 
酮 酸 名 状态 施用 的 (每 一 容器 0.5 毫克 纳 )， Tih SHA DAR AS 
的 (每 一 容器 1 ZETEGL) CH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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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9 铀 对 橡胶 草 产 量 的 影响 及 其 后 作用 

根 it 种 子 总 产量 

a 及 处 were -ra 于 不 全 下 二 一 
4 产量 |，% ”| 的 产量 | % “| 的 产量 | % “| 的 产量 26 
(5e ) (a) (he) (58) 

7 6.5| 100 |16.1| 100] 1.4] .100 | 25.5! 100 
nen | .: 

7.3| 112)20.1] 125] 1.3] 95|30.1| 118 

aps 对 照 7.0} 100 |10.9| 100] 1.4] 100| 20.8} 100 

te 9.5| 136 /412.2] 112) 1.5] 100} 24.7} 119- 
| 

才 10 “人 钙 和 银 对 车 翰 草 产 最 和 根系 的 影响 

不 施 石 IK fe A mK 

: 地 上 部 分 | 和 想 地 上 部 分 根 
~ Re kt : 十 一 

人 , intel , Gta « lad 
的 产量 | % -的 产量 | % “| 的 产量 | % 的 产量 % 
( 克 ) | Ge) (Fi) ( 克 ) 

对 照 1.8| 100) 1.2] 100] 3.3} 100} 4.77 100 

ei 4.9} 103] 1.5] 114] 3.9] 418] 2.0] 419” 

A | 2.4] 138} 4.8} 147] 3.81 114] 2.0] 420 

Uae hs EE Ae , TE ile A A LE 
AURA ,表现 了 极 大 的 良好 作用 ,而 在 不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 仅 提高 
少许 根 的 产量 。 可 是 饥 不 论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和 在 不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也 不 论 是 地 上 部 分 和 根部 ,都 表现 了 它 的 良好 作用 。 

苏联 科学 家 (H.A. BA ME CEI ERE TARR 
He A> nV HEME RR AL EALEE I, Ae ANP T RAY 
(EJH Ti BSCE ICR , 特别 是 以 钥 ， 同样 地 也 表现 了 和 良好 的 
作用 。 

用 微 最 元 素 肥 料 溶液 进行 喷射 和 进行 种 子 处 理 ， 其 肥料 的 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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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AS, 因此 ,为 了 提高 作物 的 产量 , 应 当 在 农业 生产 中 ，, 广 
泛 扩大 使 用 微量 元 素 肥料 的 范围。 

许多 研究 (M. A. 什 科 里 尼克 ,，O. K. 咯 德 洛 夫 - 游 赫 曼 ) 确 定 , 微 
量 元 素 肥料 不 仅 能 影响 作物 的 产量 ,而 且 能 影响 作物 的 化 学 成 分 , 因 

”而 也 影响 到 产品 的 质量 。 因 此 正确 地 使 用 微量 元 素 肥料 ， 同 样 能 饮 
在 各 方面 改善 农作物 的 产品 品质 。 

由 于 科学 研究 工作 的 成 绩 和 在 生产 中 使 用 微量 元素 肥料 的 稳 
台 ， 使 人 信服 了 微量 元 素 肥 料 是 提高 谷类 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极 有 
效 的 手段 。 因 此 ,已 沟 在 农业 生产 中 使 用 的 微量 元 素 肥 料 CES, Sd 
的 ,位 的 ) 的 利用 范围 ,还 应 当 极 力 加 以 扩大 。 同 时 ,还 应 当 在 生产 实 
践 中 ， 推 广 使 用 其 他 的 征 量 元 素 肥 料 。 这 些 肥 料 到 现在 还 没有 被 集 
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所 利用 ,但 是 它们 已 经 被 确定 定 有 效 的 (如 钴 、 钥 、 
缚 等 微量 元 素 肥料 )。 因 此 , 必须 组 丘 微 量 元 素 肥料 的 生产 , 并 要 完 
至 满足 我 国 农业 生产 的 需要 。 

现在 ,由 于 我 国 科学 家 的 工作 成 就 , 葵 农 业 生 产 广泛 地 使 用 各 种 
微量 元 素 肥 料 提供 了 可 能 。 然 而 同时 ， 在 我 国土 壤 和 气候 极其 不 同 
的 广 夫 领域 内 ,使 微量 元 素 发 控 最 大 效力 的 条 件 ,研究 得 还 不 够 。 因 
此 必须 胃 强 科学 研究 工作 ,从 各 方面 研究 微量 元 素 对 农作物 的 影 只 
研究 用 来 提高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微量 元 嵌 肥 料 的 
”施用 方法 , 查 明 含有 微量 元 素 的 春 源 。 

(ee R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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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 元 素 对 于 提高 谷类 作物 产量 的 影响 
AH 柯 金 DA. 拉 奇 科 娃 KH. aE 

我 们 从 1948 到 1950 年 , 研究 微量 元 素 FEAR EA Fi AB ME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的 条 件 下 对 和 谷类 作物 的 影响 。 
1948 年 和 1949 年 ,我 们 试验 了 两 个 大 者 品 种 : 对 条 斑 病 抵抗 力 

很 强 的 尤 标 和 能 感光 此 病 的 品种 (下 称 桨 病 蝇 种 ); 这 两 个 品 各 都 是 
”有 难 苏 植物 研究 所 北极 植物 理 种 系 选 育 出 来 的 。 此 处 ， 我 们 对 春小麦 
吉 了 阿曼 特 (Quamant ) it ie BE HL Ey T wae, Ree ee 

Hse SEAN EBS RRA EE BTR, : 

— Yurig Hh BRE eh Eh PE, RAMS hE A 
“ 试 辟 时 , 除 注 意 其 他 问题 外 ,还 注意 到 如 何 提高 该 品种 对 这 种 病害 的 
抵抗 力 问题 

1948 年 我 们 对 小 麦 和 大 才 进 行 了 田间 试验 ; hes 
由 苏联 科学 院 进 行 的 。 试 验 的 目的 是 初步 研究 用 各 种 微量 元 素 和 鲫 
万 的 洲 流 在 小 麦 播 前 证 种 的 作用 。 所 用 微量 元 束 是 :人 铀 ( 硫 酸 艾 ), 硼 
BD) $i ALS). SR CRUERD), BEC BULGE) AIS ULSD), A 
Bi IE HUE ERE 0.01 24k, BEAD DA Bik AAR 24 RE EB 
不 进行 春 化 处 理 。 

试验 地 于 播 前 往 公 项 施用 2 OHLSEN ISB (4020), SEHR 
是 把 种 子 用 水 证 种 到 种 皮 稍 微 破裂 的 种 子 。 试 验 重 复 三 次 ， 小 区 面 
积 为 .100 平方 公 尺 。 

大 麦 的 试验 是 用 简单 的 方法 在 2 公 尺 的 面积 上 适 行 ,只 用 0.01% 
ii BE RARER ER, LSD AALS A 

1948 4E RGB UGR RHE ; FER AA BRT A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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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的 条 件 下 , SAFE HE TE SS FS BS AE FF hE PB TT AB, BE A 

SHE Er oR, fe Rae ay -b sere 如 表 1 所 示 ( 按 100 FAK st 

算 , 三 次 重复 的 平均 数 )。 Ce: 

Ze 1 PAA HA GR CH Fl SPARS AR ee Bl & EE a) 
- 

a a 

2 ER 试验 处 理 ， Bosak “| 与 对 照 的 百分比 

i SR | 干 种 对 照 

对 照 ( 干 种 ) 18.5 | 91 100. 

STFA (BAH) 20.2 100 109 

AL 20.8 103 112 

BALE 20.0 99 108 

Ca ime BS 21.6 107 117 

Glas 235 111 122 

eg 22.8 1 123 
BAL SF 28.5 | 144 154 

ER ACK REM 9 SPR 10 AR, oe 
种 一 一 狗 13 站 i-— 326, JASHBRYS 
eee MB HBR Rareeenn,. 

FA STEM (KCL 3S PRIN: HORUS 4126, FEB SCHR 
HSH , JASPER ES Bh OT DADS LLB ESEFEMBSE (Axcenrees, 
1933 年 ); 则 柯 娃 (3pIkopa,1945 年 ); 科 基 娜 (Korkraa,1947 4) SE], 

如 果 用 水 将 种 子 涯 至 种 皮 稍微 破裂 ,使 其 稍 干 然后 播种 ;) 则 产量 
比 播种 干 种 子 也 显著 提高 。 因 此 ， 将 试验 小 区 的 产量 和 于 种 子 对 昭 
比较 ,可 以 看 出 增产 量 更 高 。 
播种 前 用 恋 度 0.01.26 ROGIER YA HORE RH 12 小 时 ， 使 染病 唱 各 

比 对 照 ( 用 水 证 种 ) 增 产 27% , 尤 栋 增 产 2456。 
用 同一 汛 度 的 狂 曲 浴 液 其 种 , 较 用 铜 液 若 种 的 效果 低 得 多 ( 仅 增 、 

产 -全 2 四 全 

JER VAT BEATA DERE RE, HL HT DL RTE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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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2 播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和 钾 踊 深 玉 熏 种 对 大 起 谷 煌 产量 的 影响 

大 者 品种 的 产 时 Cate, NA et 让 下 
尺 产量 STs Hf) it ft Hw A AW % 

a Om 处 OF : io hy < ieee 

8. 栋 7 和 

对 了 照 ( 干 种 ) 240 200 96 91 

对 照 ( 湿 种 ) - 250 220 100 100 

Shit eS 310 280 124 127 

ACG “andes 270 230 108 404 

BA oF 280 275 112 125 

25% 

KBE ABE PRE DS : HL IRE ah RP dS FT Se HG J 
Bete po RA Be AO, DU AREAS RHE Tk A, 

BAM AR ena) BER 1948), SESROR ABBE A PRLS pe Se ri 
BME, AIRES Y PEAR All Bod 28 BF MERE Ses SE A CAL, 
SHEE. , FASREPE TERE AN WIS I EAT FP TALE, FEA SE 

i ae 
ORAS RE ATE BB EA Ae 1949 年 进行 了 谷类 作物 播 前 

AUS Ey aR , DIMI SEA ab Gn DEE 1 BRM OS SR SE AS BPI BR EB Hy 
TSEC OG Ai SS A ol AS ER BD HR, 

URE), MASS FABER TC ME RT FE SE A ST RARE BS 
来 看 ， 硼 (硼砂 )、 钢 (CuSO)、 BE Mina FEC FeO) FREE TH 
BHA TH Us HES 0 .001-—0 0056, 

1949 年 用 省 度 合 适 的 微量 元 素 深 波 进行 了 种 子 的 播 前 处 理 ， 随 
后 双 进 行 春 化 处 理 ; 即 甚 种 12 一 14 小 时 后 ,有 一 部 分 种 子 刚 发 着 时 ， 
Hee ETE ES 5 一 7"C 的 条 件 下 , 进行 10 天 的 春 化 处 理 : 供 试 的 
RE A A OE ABO sh EH FG TE Ba, 
. ”由 于 在 1948 42 NRG URI, HGR SAD UL NPA TR Ah 
FAL BY TRAE Wy 5 Td ANE FAN, Ge AUG SHR HES 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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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和 良好 的 灶 果 ;因此 在 1949 4232 FA 0.00520 淡 度 的 硫酸 牙 和 氧化 但 

VANGHEA T ABE, HAIR REUEEE (0.00520 AED, BUCA 

化 钾 次 液 进行 了 小 老 浸 种 。 

DRAKA MAE WARD athe eA, 
试验 内 所 采用 的 种 子 是 从 1948 年 FA SK SEER OS He AD ESE AY APR 

BRAY ; ESO SR ER Oo ee AH YT De WS REE, DA 

Sk APIS AGH LPE, | 

在 盆栽 试验 内 , HERE sass LE TEHELKA SM 48:73 

装 5 AIT AP, ANE "/5 WA AO 2?/5 Wee BE 

Fy, 3XPP ELBE FISKE SY 75%, pH 6.2, FRwERN ELE 

BERGHE EERO AG KR AY 65.26 ; Pt, RD 4O—30.% ; 
ELHEPAN Sli A SE 22D AS —— FF Tits, 2.5 GEMS, 1.7 SEES 

2 克 磷 酸 钙 。 大 考 和 小 麦 都 是 在 5 月 8 ATH, fee 12 PRR, 

田间 试验 是 在 试验 地 的 二 米 行 长 的 小 区 上 进行 的 ,重复 三 次 ; 5 
月 16 日 到 17 日 播种 。 

RAAF AKA Fl we Se DAR ae SE 

FURS RAL SU TT As JB IS PAH hE Oy BF HE IR HE 3), 
KBE FEAR A BS EA, RA ER ARSE AL A A 

FRIED TSB OFS (EO RAK SI, (8s 

ARE AMC LEB AS HEP PK, 

PRT , FAB ASA GH FF HE By FLAS AB RR sp BR Ah Al) HOWE. 4%: 

PRY EBA IK 9 一 10 4; AARC DER EIS 7 AS; ARE 

化 处 理 的 ,最 多 不 超过 6 个 。 

在 出 种 的 第 一 天 , 用 钢 液 处 理 的 抗 病 大 考 品 种 尤 栋 的 有 效 分 改 ， 

Ge PIAA 11 个 , 用 钾 液 处 理 的 有 7 个 ,只 狼 过 春 化 处 理 的 则 有 :8 

个 。 大 者 的 染病 品种 ,用 铀 液 处 理 的 有 9 个 , 用 贸 液 处 理 的 有 了 个 ， 
”只 猎 过 春 化 处 理 的 仅 有 一 个 。 到 了 月 8 日 用 铜 液 处 理 的 抗 病 大 麦 品 
种 尤 栋 , 每 盆 内 有 54 “SATS BE, 用 钙 液 处 理 的 有 52 4, RRR AE 

化 处 理 的 有 4 和 9 个 ,而 未 克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株 有 47 个 。 WARE 



”微量 元 素 对 于 提高 谷类 作物 产量 的 影响 ig 

Be 5 FAAGRAT SNORE HICIR Rb A oe bel ain EM 

PAGRAE EE 

TG OR: 
-未 春 化 5 月 25 日 | 5 一 6 16 月 7 日 6 12H] — | 15 | 25 | 47 | 42 | 517 月 20 日 

FE 5 月 24 日 | 5 一 7 |6 AS Al6 A10H] 8 | 19130] 49) 45 | 4174198 

Migr roy 5 月 25 日 | 5 一 10|6 月 5 日 |6 A10H} 11 | 28 | 36 | 54] 52 | 217110 

KCl+ Ak 15 月 25 日 | 5 一 8 |6 月 5 日 6 月 10 日 | 9121155152 |50|1 217 A128 

Ye 病 : 
TRAM, 5 A25H| 45 一 6 16 月 7 Al6 Biz} — | 4] 121 47 | 37 | 1017 A208 

BAL 5 月 25 日 | 5 一 7 |6 AS Alé A10H| 1/101 20147 | 42! 517 820 

i sA3Al 4-s|6 ASH 6 AON] 91 18|291 55153] 217 A124 
KCl+ 4k 15 月 25 日 | 5 一 9 |6A5H/6 A10H] 7/14] 27! 49] 46] 317 A128 

* FREAD 6 

品种 ,每 八 分 别 为 55、49、47、47 WARP BE, 

WRT Hei ae de WY ,一 般 说 来 ,试验 植株 的 有 效 分 攻 数 较 和 多 ， 铸 效 分 

BE Bite D> , 4-H FLAS 2--3 个 ;但 未 沟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 株 ; 染病 品种 
为 10 个; 抗 病 的 尤 标 品种 有 5 个 ,只 进行 春 化 处 理 的 有 4 一 5 个， 总 
千 起 来 , 抗 病 品 种 的 有 效 分 更 数 如 下 : 春 化 处 理 加 铜 液 处 理 的 , BRA 
有 852 个; 春 化 处 理 加 全 液 处 理 的 为 50 个 ; 只 沟 过 春 化 处 理 的 为 45 
个 ;未 沟 春 化 处 至 的 有 42 个 。 桨 病 品 种 分 别 为 53、46、42; 37, 

用 铜 和 伍 处 理 种 子 对 种 子 的 成 熟 有 很 明显 的 作用 ( 表 4 )， 如 狼 
过 处 理 的 植株 进入 腊 熟 期 的 时 间 , 比 对 照 早 7 一 8 天 。 

染病 品种 在 穗 长 和 千 实 性 方面 ， 也 发 现 试验 植株 和 对 照 植株 有 
很 明显 的 区 别 , 试 验 植 株 穗 长 粒 多 ;对照 植 株 则 较 盖 。 
PRG LE DY ,在 春 化 加 铜 和 春 化 加 钙 的 两 个 处 理 内 ,显著 地 增 

INT TRS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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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4 FESR AT ONPG HD AS AERIS LO 
(1949 年 的 盆栽 试验 ) | 

fe Fe CHDK) 一 穗 的 粒 数 

ties -2 
a 40 次 测 40 次 测 忠 俏 _|40 次 测 Mice 

HIRES eGR) eT RE BGs NP is OP 
amavis. Re TE Ee 均 数 均 数 

无 栋 
未 春 化 5.7 一 8.0 | 6.6 | 5.1 一 7.6 | 5.3 |57 一 52| 46.0 |28—43| 35.0 . 

春 化 5.7 一 8.8 | 6.7 | 4.2 一 7.5 | 5.5 |38—53| 46.2-|27—46| 36.9 

CusOs 十 春 化 | 5.2 一 8.4 | 6.9] 4.5 一 7.5 | 5.6 |56 一 54| 47.7 |23—47| 35.6 
KCl 十 春 化 6 一 8.8 | 7.0 | 4.5 一 8.0 | 5.8 |40—53| 47.8 |27—49| 37.6 

染病 品 
RAM 4.7 一 7.8 | 6.3 | 3.5—7.0 | 5.3 |55 一 46| 41.5 116—45| 33.5 

春 化 5.5 一 8.2 | 6.7 | 4.2 一 7.0 | 5.7 50 一 53| 43.5 |26 一 46| 56.0 

CusO4 十 春 化 | 6.5 一 8.5 | 7.2 | 4.5 一 7.0 | 6.1 |52 一 51 44.4 28-47] 37.0 
KCIT 二 村 化 | 5.5 一 8.6 | 6.8 | 4.3-7.5 | 5.9 |57 一 56| 47.0 os 57.0 

| 

在 次 病 品 种 方面 与 未 沟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相 起 ， 则 春 化 蓝 铀 的 处 

理 可 增产 13.7 乞 ， 春 化 加 钙 的 处 理 卉 产 10.2%， 只 进行 春 化 的 处 垩 
增产 3%%。 克 栋 品 种 增产 量 较 少 : FA SAD BY AE Hy Sey FY, One 用 但 

处 理 增产 7.75% ,只 进行 春 化 处 理 的 增产 2.1%6。 

谷 粒 产 量 境 加 是 由 于 试验 植株 的 AES, BE A 
BN, | . 

染病 品种 的 平均 千粒重 , 春 化 加 铀 的 处 理 为 44.7 es PEIN 
的 处 理 为 45.3 死 ;只 进行 春 化 处 理 的 为 42.5 克 ; 未 猎 春 化 处理 的 对 

照 为 40.3 35, 
尤 栋 品 种 的 千粒重 ， 分 别 平均 为 41.7; 42.1; 41.5; 41.0 9, 

由 此 可 见 , 用 钙 处 理 种 子 时 ,和 谷 粒 千 粒 重 要 比 用 铀 处 理 的 稍 高 些 。 

在 大 霉 的 盆栽 试验 内 ， 也 研究 了 播 前 处 理 种 子 与 根系 发 育 的 关 

和 柔 ;因为 1948 en ne a ALOR ELLE ee FES) 

苗 的 根系 发 育 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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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5 用 钢 馈 和 师 马 洲 液 生 种 对 大 麦 六 量 的 影响 

(1949 年 的 盆栽 试 驳 ) 

RR CIE) ee ee 
aaa ae, Ph fs ee ie ga te ge 

EX | O88 | 合计 Resi 194872194978) BARR | 风干 的 根 

TG RR: 

REL 83.0 | 5.8 

春 化 85.0 | 10.0 
CuSO, 十 春 化 79.2 | “12.8 
KC1 十 春 化 85,5-|- 42,4 

a 

未 春 比 25: 入 二 

春 化 95.7 6.2 
CuSO, 十 者 化 9 

KCl1 十 春 化 95.7 | 6.9 

7 22 Te HSA UES » AAR A, Pa ot 

BNP FE — 1 FE AS BR , BEES, FEF DATE, HAY 

Wa Ze 15-2 倍 ; BNL AREAS BE EE Sd, SER PAS 

时 ，, 则 效果 更 大 。 

RIL HANA ICS 对 植物 的 影响 是 多 方面 的 。 妈 献 中 有 人 

间 出 ， 钢 对 植物 叶片 中 时 奏 素 的 含量 有 影响 [ 奥 昆 错 夫 (Orkyimop， 
1946); 札 布 路 达 (3a6rymra,1950) 等 ]。 因 此 在 抽穗 期 测定 了 供 试 作物 

WR M (EE 6), 
SCE FE LS SAE T sch ARE EWG, FERAL Inst 

BAD BAG , OC i BRIE AP ep BS RSE 2B) 0.35.20 ( 按 鲜 重 计 

Fi, Piel) ARAN REFS 0.28.26 5 RRR TRAE PRS 0.28% , 

AB ts A Bil EE Til BE tg HF BBS PH SRE mf RB GE RE 

的 含量 境 加 。 例 如 ,生长 在 矿质 土壤 上 的 植物 ,时 片 中 的 叶 炮 素 含 量 
Se 6076 ;而 生长 在 泥 谈 沼泽 六 (这 种 圭一 般 含 锅 量 很 低 ) 上 的 植 物 ， 
Hee NS fk 48 In 20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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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6 ”用 握 晤 邦 师 一 次 液 读 种 对 龙 栋 品种 大 考 叶 片 中 叶 称 素 含量 的 影响 
“( 春 化 的 种 子 ) 

| fe — HE tt F rh Pb eR Se 

a oe aa a eee 
ce as. ee or es a [ew 

对 照 2.8 0.28 15.6 | 1.56 

CuSO, 3.5 0.35 18.2 1.82 

KCl "9.9 | 0.28 15.9 1.59 

铀 不 仅 能 提高 fim 而 且 也 能 保护 TIE 使 其 稳 

Ze , FEE SFE EE ERE ZAHER 7 - 

#7 “微量 元 素 对 大 考 谷 粒 直 淀粉 含量 的 影响 

1 死 面粉 中 省 粉 的 数量 
at BR 处 理 mh OPEN RES 

we oe % : 

无 条: 
FAL 456.9 45.7 

ip . 493.9 49.4 
CuSO, 十 春 化 497.5 49.7 
KCl 十 春 化 592.2 59.2 

染病 品种 : 

AAR. 448.8 44,9 
春 化 527.7 52.8 
CuSO, 十 春 化 554。7 55.5 

KCl1- 春 化 610.5 61.03 : 

我 们 已 经 指出 ,微量 元 素 ( 其 中 也 包括 钢 ) 可 以 活路 植物 的 上 生理 
作用 ,对 于 有 机 持 的 增加 和 积累 都 有 县 好 的 影响 。 这 可 能 与 铜 对 物 
质 的 新 陈 代谢 、 蛋 白质 合成 的 增加 以 及 炉 色 质粒 状态 等 生理 作用 有 
关系 。 在 微量 元 索 的 作用 下 ,植物 到 生 其 未 期 时 ,时 子 仍 能 长 久 地 保 
持 主 色 状 态 。 



- 

ETA TREE BA 23 

FELIS a8 SE 65 SU FU VAS IO NE AE A, EAE HB 3S 
ACE AUN BERS GE BS EA 

FH KAGE ARREARS PPE, TRO Ah 
IESE In, LA OTE RAMA Ee 
ah BP ESET TS BP, EDEL FE AY 
子弹 加 8.35%6 ,而 用 铜 处 理 种 子 时 ,使 淀粉 含量 增加 2.75。 

龙 夭 品种 在 用 钙 处 理 种 子 时 , 演 粉 含量 增加 得 最 多 ; 比 只 猎 过 春 
化 处 到 的 种 子 增加 9.8%。 仅 仅 条 用 春 化 处 理 这 一 农业 技术 ,就 可 以 
使 桨 病 品 种 谷 粒 中 的 淀粉 含量 境 丰 7.9526 , BEA Th BE I 3.7.26, 

通过 春 化 处 理 这 一 农业 技术 和 在 播种 前 用 倒 吕 或 其 他 元 素 处 理 
”种 子 、 使 大 麦 粒 中 的 汪 粉 含量 增 丰 ， 对 于 本 造 啤 酒 用 的 大 麦 有 重大 

的 实际 意义 。 

因此 ， 大 考 的 盆栽 试 怠 证 明 , 用 低温 度 的 钙 嫩 和 人 铀 咯 逆 液 证 种 ， 

可 以 显著 增 兽 产量 借 改 善 谷 粒 的 品 详 。 

KC Pe ae eB te 田间 试验 是 在 2 KD EAH bt 

的 。 每 称 处 理 重复 二 次 。 用 条 播 法 播种 ,行距 10 厘米 。 

作物 是 在 高 度 农业 条 件 下 培育 的 。 春 耕 前 ,试验 地 上 施用 了 有 

机 和 矿质 肥料 :每 公顷 狗 施 5 二 马 闭 , 3 AGAR, 1.5 & Go DA 

刻 和 1 人 担 硝 酸 铂 。 分 雍 期 双 施 用 了 追肥 ;每 平方 米 施 用 20 克 确 酸 

铁 和 狂 馈 ，15 克 过 磷酸 足 。 追 肥 前 进行 了 松 土 和 除草 。 

和 和 人 条 试 验 一 样 ,在 作物 进 太 各 个 发 育 时 期 的 时 间 内 ,对 照 与 坛 
三 植株 之 间 ,并 未 看 出 明显 的 区 别 。 但 在 用 钾 和 铜 处 理 种 子 的 试验 
处 丈 肉 ,发现 植株 分 药力 较 强 。 

由 于 农业 技术 条 件 较 好 ,使 所 有 试验 小 区 上 的 植株 都 发 育 得 很 
好 。 种 子 比 僵 栽 试验 内 的 植株 的 大 得 多 ,从 穗 的 大 小 来 看 , 狼 过 春 化 
处 慢 的 植株 格外 突出 ;尤其 是 在 进行 春 化 处 理 前 用 钙 和 移 处 理 种 子 
的 麦 穗 更 大 ( 表 8 )。 

在 最 后 几 个 处 理 中 ,年 长 达 11.5 一 12.5 厘米 。 

PANGS SCPE LAR BS , SEM ASHES Bh, 荐 进行 春 化 处 理 时 ,一 



eas Shey ALT Wee TCH 

Be 8 FASB SPR Ee A AED il 

(1949 BAYA aa eH ) 

fi 长 (厘米 ) - | 、 
mn B&B kt F os df ae Ppa 

a es 50K Hl wz | 

Tore: 

未 春 化 56.0 一 9.9 7.9 45 一 5 

春 . -化 区 8.0 45 一 60 
CuSO, 十 春 化 6.7—12.5 9.3 47—71 
KCl 十 春 化 6:7—9.7 8.3 47—68 

染病 品种 : 

+ RRM 5.9 一 位 .0 ‘7.9 44 一 52 

春 化 6,3—10.0 8.0 45—60 
GuSO, 十 春 化 6.5—12.0 3.3 47—70. 

KCl 十 春 化 6.5—1,5 8.5 | 49 一 70 
j 

AN FRI AEE BGK 68 一 71 粒 。 未 狼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株 ,在 疾病 品种 

方面 ,每 午 麦 粒 不 超过 52 粒 , 尤 栋 品 种 不 超过 58 粒 。 
8 月 8 日 分 别 按 每 个 处 理 单 独 进行 收获 。 谷 粒 的 产量 是 按 工 平 

方 米 计算 的 ( 表 9 )。 
由 于 高 度 的 农业 条 件 和 施 了 两 次 追肥 ， 使 各 处 理 内 的 天 麦 谷 粒 

的 产量 都 很 高 。 但 播种 前 用 钙 申 和 钢 苞 浸种 后 ， 再 进行 春 化 处 理 的 

种 子 则 比 只 沟 过 春 化 处 理 的 种 子 , 产 量 高 得 多 ,而 比 未 痉 春 化 站 理 的 
对 照 植株 的 产量 更 高 。 桨 病员 种 每 平方 米 的 产量 平均 如 下 : FS 
理 的 为 695 克 ; 用 人 铜 处 理 的 为 675 克 ; 只 进行 春 化 处 理 的 为 555 Bee 

` 未 经 春 化 处 理 的 为 520 克 。 克 栋 上 品种 的 产量 分 别 治 : 555 克 ;542 这: 
537 克 ;505 sé, BAPE Sd, Ami FE Ate A RO HH I RY, MAZE 
Hs BH FR Bb ty AA A BS BAA, ABO 
反应 。 的 

因此 ，19495 年 的 大 麦 贫 条 试 验 和 田 闻 试验 的 结果 者 证实 了 1948 

年 的 试验 料 ,同时 也 再 一 次 地 证 明 ,播种 前 用 某 些 微量 元 素 及 倒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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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9 用 钢 钙 嚼 淤 液 处 理 种 子 对 天 才 谷 烤 产 量 的 影响 
(1949 年 的 田间 试验 ) 

1 平方 米内 谷 i im it 
ma Rm kk #F hw He Oe 

(i) 1BAK (FH) 5 Se aa 

无 栋 : 
未 春 化 505.0 一 ee 

春 化 537.5 32.5 6.0 

CuSO, 十 春 化 542.5 37.5 7.40 

KG1 十 春 化 555.0 50.0. 9.90 

” 染病 品种 : 
未 春 化 520.0 一 一 

春 化 555.0 > 35.0 6.73 

CuSO, 十 春 化 675.0 5 .0 10.57, 

KC1+ 4k | 695.0 75.0 14.42 

Ai Be Pi i Bb, FRA 5 AEC , Pe Se Be te A Be 

TE AREAL th A 

AE rb Zein BE i Ba os Se PPT Ae 

NEBR MEBMES , 是 了 解 播种 前 处 理 种 子 对 产品 的 各 部 分 

和 谷 粒 内 熏 白 质 含 量 的 影响 。 

根据 1948 FM MAE, 在 春 化 处 至 前 FAA ORS) BE 4a 

BE) AUB KCL) BB AYA BEST T cb Beith, ch ARAN FA BES 

的 方法 均 与 大 支 试 验 相 同 ( 表 10), 

$5 PV BEHS 12 棵 植株 , 在 植物 的 发 育 初 期 , 不 同 处 理 间 没有 显 
著 的 区 别 。 但 在 作物 抽 午 时 ， 期 显 出 了 区 别 。 如 春 化 加 硼 的 处 理 比 

其 余 处 理 早 丙 天 抽穗。 播种 前 用 钾 处 理 种 子 的 植株 ， 虽 然 与 对 照 植 

株 同 时 抽穗 ,但 前 者 抽穗 力 较 强 。 在 抽 德 的 第 一 天 ,该 处 理 内 抽 征 的 

SiC, HERES AE CER AAS HE AAC RD BE SH HS, DA BR Kb 

PEAS HRS 1.5 倍 以 上 。 

播种 前 用 础 处 理 的 植株 ,其 抽穗 盛 期 比 用 钙 处 理 的 植株 早 3 天 ， 

比 对 照 植株 时 上 天。 以 后 的 观 综 民 证 明 , 这 些 处 理 内 的 植株 ,在 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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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微量 元 素 对 吉 阿 曼 特 小 麦 发 育 的 影响 

(1949 FBI aA) 

: $i . —- SS Hh HB % 
a BR At # 播 种 | 出 BA | Bees | 拔节 始 | 一 一 一 一 

6 月 28 日 |6 月 29 上 日 | 6 月 56 日 

对 照 (种 子 未 春 化 ) | 5 月 12 日 § Asi -一 12.5 

对 照 (种 子 春 化 ) 15 月 8 月 & 月 19 日 一 一 16.6 

春 化 +B 5 月 41 日 5 月 50 日 | 12.5 | 20.0 | 50.0. 

奏 化 十 Fe 一 一 8.3 

lb +K 31.0 

SOY As SAB YE 2 一 3 天 。 猪 果 使 这 些 植株 的 生 长 期 也 

缩短 2 一 3 天 。 

播种 前 用 然 路 处 理 的 植株 ,在 抽穗 、 开 花 和 成 熟 期 , 与 对 照 植株 

AAA EME Bl, 

Katies 2 T RATE DRA Ee 
FRAG; SRS TSE Hp na AS, Dk AR 
Wy WEIR) ,也 以 天 办 冬 素 的 形态 ,从 叶 内 转运 到 灌 兹 的 谷 粒 中 的 。 

由 于 蛋白 氨 的 分 析 工 作 很 复杂 ,因此 只 对 两 个 处 理 ( 春 化 加 础 处 
理 , 春 化 处 理 ) ,在 分 莫 , 开 花 和 灌浆 初期 分 别 测定 之 ( 表 ID, 

才 11 春 化 及 用 础 该 处 理 种 子 对 吉 阿 曼 特 小 坡 叶 片 中 蛋白 氨 售 量 的 影响 

蛋白 氨 合 量 ,蛋白 所 含量 对 Jaa a eee HASH SAAS Tee aH 

ew ole £ ole KR 其 

对 照 ( 春 化 的 种 子 ) 4.5 3.3 | 24 

春 化 十 也 4.6 5.6 2.0 

试验 烙 果 证 明 ， 这 两 种 处 理 内 的 植株 在 分 开 期 蛋白 硅 的 含 量 最 
高 ,但 在 开花 期 蛋白 质 的 含量 就 减少 了 ,而 在 灌浆 期 蛋白 质 的 含量 诚 
少 得 更 多 。 这 是 可 以 理解 的 ,因为 在 营养 器 官 生长 旺盛 时 期 ( 生 其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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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期 二 震 秋 区 到 抽 种 和 开花 时 为 止 ), 合 成 过 程 胜 于 水 解 过 程 。 当 一 
年 生 作 欧 过 滤 到 精 实 期 时 ,时 片 中 的 合成 过 程 就 不 如 水 解 过 程 是 全 。 
灶 果 减少 了 复杂 有 机 质 的 含量 。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水 解 产 物 都 输 往 繁殖 器 官 一 一 穗 。 
分 析 诈 明 , 用 硼 液 惹 种 的 植株 ,不论 在 分 药 期 和 开花 期 ， 其 蛋白 

气 的 含量 都 比 只 经 春 化 处 理 的 植株 高 得 多 。 
在 灌 凌 时 期 ,用 确 处 理 的 植株 ,其 叶片 中 蛋白 氮 的 含量 较 沟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株 少 得 多 。 这 就 表明 ， 此 时 这 些 植株 的 水 解 过程 更 强 
着 上 且 水 解 产 物 更 大 量 栓 往 繁殖 器 官 内 。 训 无 疑问 ， 所 有 这 一 切 都 影 
Me) SBE Fa Cs ES FE AE HEE, 

Veo SBE , HS TENS RE (DD) ,着 分 别 分 
析 了 不 同 处 理 内 衬 成 产量 的 各 个 因素 ， 因 为 这 是 该 哉 验 的 基本 任务 
之 一 ( 表 12)。 

12 AALBERS AA EE oh ES En SEED 
: (1949 SEA) ARAN) 

angi 有 效 Ran Teer) THem lanl BR ne 
4} Be 粒 重 量 ( 克 ) | 的 增产 Ct) 内 幕 | 总 Pea 

ina 量 的 | 的 重 
ah # = BT x Met cocina te 

~ 1948 
eon § 21. malem ome | 21 1% ) | 年 | 年 ( 克 )| 比 | 5284 | 

”对 照 (种 子 没 春 化 )| 12 | 37 

对 照 (种 子 春 化 ) | 12 | 40 
春 化 十 B 12 | 43 

AL+Fe 12 | 38 

春 化 十 玉 12 | 45 

49 4.08. 644.5160. 100 |35.5}41.0) 140) 2.3:1/12.6 

4.5|16.5|45.7|62.0| 103 |55.6/41.5) 135] 2.2:1/12.7 

4,6/17.0/48.3/65.3) 108 j56.0|42.2| 130) 2:21/13.0 

4,2)16.5/46.3/62.8) 104 155.8l41.2| 137; 2:4/12.0 

4,5)/17.2/49.0/66.3) 110 156.2l42.0| 130) 2.2:1/12.5 

Peary SE DS , HEA BT WH GEA BH A Ys Ae ER th FS 

AGH BEF , FE ASS A UP, Se fs He AS 

APR Geta, MRE AR CRD BE AS FFE EAR RAE ACES AF AB Hi RT 

产 3.3 加 。 春 化 加 确 流 证 种 ,平均 增产 8.8.26, AIS 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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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 微量 元 素 处 理 种 子 对 吉 - 
(40 秆 分 析 的 

fi EDR) 

RR te US fs & * 
ac -条 ey 下 最 短 一 最 长 | & | iam | Ps 

TR AACE ) 10—12.5 11 8.5—11 9.7 

对 照 ( 种 子 春 化 ) 10 一 12.5 11 8.5—11 9.7 

春 化 十 也 10 一 12.5 11 8.5—10 9:5 

春 化 十 Fe 10 一 12.0 11 8 一 11 9.8 

春 化 十 了 10—12.5 11 8.9—11 9.8 

增产 1020, FAQ REE ATA, 124.4%, 
FE SLES, PRA ELA , I A: FO AS ie Hh 

FF RR HE TB BS DK RL PRS AS RS RB, Be BN hs SPE 
ey , DL ST + AU Lek Ba Jas PEK, 

4a. Fir (12 PRARER SF EAE Be, ee IL IM BRE ASH 
理 中 为 55 个 ;在 加 钙 处 理 中 为 55 AS; FE PUREE AL ADB hh 52 个 ; 
未 沟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作 物 为 49 有 

狼 过 春 化 处 理 和 未 沟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株 ， 每 穗 的 平均 粒 数 为 
33 0; 如 础 处 理 的 为 35 粒 ; 加 鲫 处 理 的 为 36 粒 。 这 几 种 处 理 内 谷 粒 
的 狠 对 重量 (千粒重 ,以 克 庆 ) 也 较 高 ,平均 为 42 克 ; 未 沟 春 化 处 理 的 
为 41 克 ;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 株 为 41.5 克 。 用 铁 攻 浸种 的 植株 ,不 论 
从 产量 上 和 构成 产量 的 各 个 因素 来 看 ， 都 几乎 和 只 进行 春 化 处 理 的 
HAA EB, 
aT SRR FA TCR EA CS POS eh ng, BE 

们 分 析 了 和合 粒 蛋 白 气 和 证 粉 的 含量 ( 表 14), 

分 析 诈 明 , 播 种 前 用 低 尖 度 的 硼 和 钾 踢 浴 液 语种 ,可 以 促进 谷 粒 
蛋 和 白质 的 含量 显著 增加 。 未 猎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株 ， 甚 蛋白质 的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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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特 小 麦 生产 力 的 影响 

平均 材料 ) 

一 fH bw bh HB 数 — &@ Hw Ah & 

主 Ec 分 Be 主 Ea 分 BE 

最 少 -最 多 | 地 | ems |g ad [ome fy 

15—18 16 137-17 14 34-42 | 5 2a 42 | 30 

15-18 16 14—18 14 52-42 33 22-43 30 

15—20 16 a TS 15 $2—46 ~ 35 26—45 30 

15—18 16 14—18 14 32—43 34 22 一 4 50 

15—20 iF 13—18 18 30—43 36 . 25—46 30 

24 SSUES 
HA BOT BE AIL ISL 

a Fa % 
a Re t jie eae EiRehad aE Wes WS ohnk Koni Ld 2 il ， 

Ti 粉 总 & 量 SA RB 

对 照 (种 子 未 春 化 ) 65.6 ° 3.06 14,7 

对 照 ( 种 子 春 化 ) 64.4 5.10 14.8 

Ub +B 63.8 5.20 15.9 

春 化 十 ce dhe 5.10 15.3 

RES FA BE C1948) GR YEE ) 66.8 2.66 12.2 

FEO 14.726; 春 化 处 理 的 为 14.8%; (ER, FEREGORE 
处 理 的 植株 ， 蛋 白质 的 含量 增加 到 15.926; 而 用 钙 滞 种 的 增加 到 
15.3%, 
应 该 指出 ， 1949 年 的 产品 的 蛋白 质 含 量 ， 一 般 襄 来 比 原 始 材料 

的 高 得 多 。 因 为 播种 用 的 种 子 就 已 经 含有 12.2%% 的 蛋白 质 。 谷 粒 内 
蛋白 质 的 含量 能 否 提 高 , 主要 在 于 植物 的 营养 , 因为 除了 基肥 以 外 ， 
在 重 要 的 发 育 时 期 , 即 技 节 和 抽穗 时 期 施 了 两 次 追肥 ,而 且 两 次 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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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 。 许 多 作者 都 指出 了 氮肥 对 提高 小 麦 谷 粒 蛋 自习 含量 的 作用 
在 发 育 示 期， 施用 氮肥 对 提高 谷 粒 蛋 白质 的 含量 作用 最 天。 和 谷 芳 内 
蛋白 质 含 量 的 多 少 ,是 小 麦 的 品种 特征 ;通过 一 定 的 然 机 养分 能 合 蛋 
Spee: 含量 发 生变 化 ， Al iii bz ih BIE A SA Se I I BL 

Bev (Moconos) , 1948], 

Ms T UEPLFE SL TREE, AER KOSS, SORE ae Ee 
ARI, BRASS , FE ORE GA ATA AE 
温室 中 ) ,当然 会 略 有 不 同 。 

试验 植株 和 对 照 植 株 关 ,在 谷 粒 的 淀粉 含量 上 ,着 未 发 现 有 显 著 
的 区 别 。 用 硼 处 理 时 ,甚至 发 现 淀 粉 的 含量 减少 了 一 些 。 
BES BE (Memunenxo) 和 巴里 讲 娃 (Bapraopa) FER BAF 

内 施用 硼 肥 时 (1940) ,也 观察 到 随 着 蛋白 质 含 量 的 增加 ;和 谷 粒 中 省 稻 
的 含量 减少 。 因 此 ,天 阿 曼 特 小 麦 品 种 的 登 栽 试验 精 果 臣 明 ,播种 前 、 
DEG by ARAL AL BE, FE FN AS PS ASB AH 
AE REIN , TALS ag eS SA Pe 
定 的 影响 

sal S44 bE, Avy LE BR a, AIRE, SE EBLUL UE 

行 的 ,农业 条 件 相 当 优 越 : 播种 前 施 估 有 机 和 矿质 肥料 , Ae Te 
次 追肥 ,一 次 在 分 更 期 ,一 次 在 抽 重 期。 第 一 次 追肥 时 ， 每 平方 米 土 
His Hh AHA FUSE 20 克 、 过 磷酸 时 15 克 ; 第 二 次 追肥 也 施用 这 
三 种 肥料 , 不 过 , 每 平方 米 过 磷酸 蓝 的 用 量 境 加 到 20 Fe, SEL aE: 
行 了 除草 和 松 土 。 

5 月 417 日 播种 , 5 月 20 日 出 苗 。 各 处 理 内 的 精 标 均 在 6 HOB 

和 10 APH, RAST HER, SAR RR, FER 
KK , PG Bh AERA Ab BL, HA EAN Bc SARS 

FIST A APRS ERA ew, AR 
Bai big ERE TRA , 达 120 天 ,而 一 般 应 该 是 100 二 105 
天 。 特 别 是 从 抽穗 到 种 子 成 熟 这 段 时 间 , 延 迟 得 最 长 ,平均 达 63 二 64 © 
天 。 然 而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不 同 处 理 内 的 植株 ,在 谷 粒 的 成 熟 上 着 未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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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ie SFA I), 

直到 9 月 15 日 才 进 行 收获 。 

由 于 创造 了 和 良好 的 矿质 营养 条 件 ， 使 各 处 闻 内 的 植株 产量 都 很 

高 。 每 株 的 有 效 分 开 都 在 3 个 到 5 个 左右 ， 不 过 用 硼 处 理 的 植株 分 

eA, MA 12 一 16 厘米 ,每 穗 的 小 重 数 为 14 一 19 个 ,每 穗 粒 数 

达 60 粒 ,不 过 大 部 分 午 都 是 40 一 50 粒 ; 谷 粒 很 蚀 泪 ;千粒重 平均 为 44 

克 ; 而 原来 种 子 的 千粒重 为 36 Fe, 

虽然 在 夏季 的 后 竺 期 ,了 雨天 气 尽 多 ， WSEAS 含量 仍 比 - 

原来 种 子 显 著 增 加 : 用 来 播种 的 种 子 为 12.2%6 而 烃 过 春 化 处 理 的 对 

照 植株 ,在 田 闻 条 件 下 ,蛋白 质 含 量 提 高 到 13.7%。 由 于 播种 前 用 而 

是 深 液 处 理 种 子 ,使 谷 粒 的 蛋白 质 含 量 增加 到 14. 4 OAL 

处 理 时 ,增加 到 14.276, 

ABET SL, 在 田间 条 件 下 , EON FUSE eS Bh, GEE 

乍 站 质 含 量 得 到 提高 ,但 不 如 从 和 芒 试 验 显 著 。 绑 花 和 原来 种 子 相 比 ， 

或 者 与 用 各 种 路 类 洲 液 处 理 的 种 子 试验 相 比 ， 盆 和 栽 试 验 内 谷 粒 的 蛋 ， 

自持 含量 都 比 田间 试验 纵 加 了 很 多 。 这 是 由 于 在 灌浆 期 ， 温 室内 的 
hd BEE, EPG BERR, DACRE TA, FEF RL 

-深谷 粒 内 蛋白 质 的 含量 是 较 多 的 。 

FEPA RAE , DCSE SE FE BE , HES BER EB (LS OD BET 

FEA ty FEET as FI ith BA, BE OSE Pee ik EA PER 

的 变化 , AU, PDEA AAS TULA a A Clie 1, 

A BET A AREA Id TE EE PE RA, FR 

有 6 一 8 PEE, FAP AES PSA, Aa Bd ps Bh ZEAE WRN 

PUM SMD 2, ZN A PER , FER oR A Te IN, 

营养 条 件 都 是 恨 好 的 。 

FED SCP , REE BIR ABLE CD BES) ERE FBS FE, 

而 且 指 出 索 重 分 梳 的 基本 原因 是 由 于 作物 的 营养 良 好 [美德 蕉 捷 娃 

(Mensenesa), 1949; jdt gine (Kynepman), 1940; 札 布 路 达 ，19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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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上 所 取 下 的 袁 粒 。 上 面 是 从 一 个 者 重 的 分 

达 的 著作 中 

图 1 在 丰富 的 营养 下 , 吉 阿 曼 特 品种 小 麦 才 生 分 枝 的 情况 ， 

和 县 好 的 水 分 除了 丰富 的 营养 

对 考 穗 的 分 枝 有 也 

可 以 看 到 ， 路 从 札 布 

响 。 
道 ， 

影 器 a i 
植物 

相 

He 
addy 植株 在 光 

RAM 工 

的 最 大 生产 力 

》 供应 以 外 

植物 ian PALA i 理 
- Fy 段 发 St 

作用 

院士 的 ZEAL 下 

是 古物 和 

育 
决定 于 植 这 首先 互 作 用 的 糙 末 ， 

o 

小 

i 
周围 环 

适 基肥 度 的 农业 条 件 下 施用 
验 中 

在 高 闻 的 最 其 和 发 物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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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 Rei Ae 

多 。 

和 两 种 大 考试 和 阿 受 等 品种 

有 效 分 

造 保 fill 

我 们 所 做 的 吉 ? ie 

也 

条 机 营养 

和 蛋白质 的 含量 

aig 

而 且 

的 有 利 的 

- 

fea » 
ey 

oe 

:和 发 

AS 
RP He i 

类 作物 丰产 的 重要 因 

》 

~ 

‘ i 
AEN 

ERY 

由 此 可 见 ， 

O AB 件 , 是 获得 谷 

fa |B 

除了 BE EATER, 改 》 积 产量 位 面 类 作物 的 音 .为 了 提高 谷 

实行 草 田 输 作 制 以 改 腿 土壤 千 裤 和 消 足 植物 对 几 种 主要 的 无 机 营养 

] 

荫 足 各 种 植物 对 微量 i 元 AN》 全 作物 以 微量 元 次 
7 素 的 需要 外 ,还 必须 供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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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不 同 程度 的 需要 。 
2 .在 土壤 中 施用 微量 元 素 , 或 播种 前 处 理 种 子 ,都 能 满足 植物 对 

微量 元 素 的 需要 ,从 而 使 产量 提高 ， 缩短 植物 的 生育 期 ,改善 新 陈 代 
iit, ey : 

3. AIS IRR PSELE, BPI eh Bt aoe HE 
EV WENLTER BRT, Gy Ue fi DF, AS SB SE SE 
践 中 。 

4. 由 于 卡 果 利 阿 芬 瑚 苏 礁 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的 灰 化 土壤 缺 硼 ， 
而 干燥 的 沼泽 土壤 缺 钢 ， 因 此 在 上 述 士 壤 上 施用 这 些微 量 元 素 可 以 
得 到 很 大 的 效果 。 

5. 播 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处 理 种 子 时 ,必须 采用 钙 体 ,因为 用 钙 业 处 ” 
HE AaB ea, | 

6.26 TS MIR ACH RAVEN, BACHE A DORA 
PFA ALTE , 455i AP EAE , HES PE Ee BD Bg SE EF 
好 的 影响 。 根 据 米 乒 林 学 设 ， 对 正在 发 育 的 幼年 有 机 体 答 予 这 种 影 
出 ,会 引起 植物 的 特 竹 发 生 显著 的 变化 ,并 能 定向 改变 植物 的 本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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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TCR FARM PES MA 
种 子 的 品质 和 产量 的 影响 “ 

TL. GURY Ht 

施肥 是 最 重要 的 农业 技术 之 一 ，T. 0. 李 森 科 院 二 (1948 年 ) 指 

出 ”善于 运用 农业 技术 ,甚至 能 改 腿 遗传 性 ”。 

W.B. 米 丘 林 (1948) 经 常数 导 我 们 说 ， 营 养 是 玉 育 作物 的 最 重 

要 的 方法 之 一 "。 区 .A.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1948)” 认为 营养 物质 的 特性 和 

数量 是 植物 外 界 环 境 的 基本 因素 ， 人 类 通过 他 们 对 植物 的 影响 能 引 

jE AE ys HE EAB RR, / 

近年 来 ， 苏 联 科学 家 的 工作 证明 : 适当 地 施用 肥料 能 改良 农 作 

物产 品 的 遗传 品质 。 

O.K. 喀 德 洛 夫 - 游 赫 曼 的 允 次 试验 说 明 ， 石 灰 和 硼 对 于 农作物 

产品 的 品质 有 上 县 好 的 作用 。 

荡 培 稚 蕉 用 亚太 的 地 区 多 牢 是 生 草 灰 化 土 ,大 部 分 酸性 都 很 强 ， 

正如 B.P. 威廉 斯 指出 的 ,在 酸 芋 上 施用 石灰 是 正确 运用 章 田 验 作 制 

的 基本 条 件 之 一 。 此 外 维和 蕉 用 亚 肪 和 和 车 朝 章 对 确 肥 的 反应 也 很 好 ， 

尤其 是 在 施用 石灰 的 和 卫 色 土壤 上 反应 更 好 [ 卡 塔 雷 莫 夫 (Kara- 
JPIMOB)1939 , Hk RHE Tibiipe ) 1938], 

1947—4926 30) fil , FE Ba ASE ark FF ee PA A, 

NIFC Aa DR, A A Sa, A its Ph BA 

试验 是 在 三 种 不 同 的 土壤 上 进行 的 : 

1) 在 加 里 字 州 , 诺 沃 托 尔 日 区 “新 路 "集体 农庄 的 生 章 - 重 灰 化 的 
Hh JERE k PH=4( KCl); ARASH 2.576); 

* 系 指 他 们 著作 的 出 版 年 代 而 诈 一 一 粥 者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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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列宁 农业 科学 院 南 台地 的 生 章 - 中 灰 化 轻 质 沙 壤 士 上 (pH 
(KCL) =5 .5—6.5; 腐殖质 含量 为 2.12); | 

3) 7E In HB IM IRCA AK “UE ARTEL” FE a 2 En 
YAM _E(pH(KCl) = 6.7-—7 .5 3 EH AS 8.1%), 

田间 试验 作物 为 章 田 输 作 中 的 亚麻，( 章 田 轮 作 顺序 : 车 轴 章 十 
第 工 年 利用 的 猪尾 章 ,车 珊 章 十 第 二 年 利用 的 猪尾 章 ,亚麻 , 马 铃 蔓 ， 
春小麦 ,燕麦 , 完 至 休闲 , SBR HE), MMA EE 
两 年 利用 的 牧草 。 春 天 ,在 播种 亚麻 时 的 耘 土 之 前 施肥 。 各 试验 中 使 
用 下 列 矿 物质 肥料 :硝酸 乌 ( 含 N34% ) ,普通 过 磷酸 镍 ( 含 P2051926 )， 
AACE EKO 56% ) ,生石灰 ( 含 ca046%6) ,硼砂 ( 含 B11.34 26) FE 

酸 低 ( 含 Mn19.8%)。 小 区 面积 为 30 一 40 平方 米 。 试 验 是 以 对 比 法 
进行 的 ,重复 4 次。 

5 月 初 用 马 拉 条 播 机 播种 亚太, 行距 7.5 厘米 。 播 种 量 为 每 公顷 
100 一 120 公 斤 。 黄 熟 初 期 收获 ， 各 小 区 都 在 亚太 种 子 觅 粒 后 计算 产 

Ho 

Fr AeA Fe HS He Hit FO ih RES FE HESETE (内 装 6 一 8 公斤 土 ) 

AN, Ae PSG Ek , Oe PE RE kG 6026 5 5 
J SHE Ae we pitt, ETE 50 一 60 HEARS, HR, 47 30 BR AP ， 
完 融 时 进行 收获 。 

5 月 底 播种 车 四 章 , 每 侦 播 50 粒 种 子 ; 间 苗 后 每 个 留 10 BR, 
AeA MAN: 和 田间 试验 一 样 ， 每 公斤 土壤 内 施 P20s 和 KsO 各 
100 毫克 ,所 50—10025 35 , WH 1 ETE SN ABEL 2 we ok RE RE 
BU MAM UE AILR HH, REA 3 次 。 

Hy TM tise Fa He A ey Pe LC FF, 1947 FES HEI TR 
业 科 学 院 的 试验 地 上 进行 田间 试验 ,试验 设计 如 表 1 所 示 
亚麻 的 产量 结果 诈 明 : 在 于 旱 的 1947 年 , 直接 给 亚麻 使 用 石灰 

对 其 产量 着 没有 不 良 的 影响 ; 硼 对 亚 廊 的 产量 影响 良好 。 在 施 确 和 
硼 十 石灰 的 处 理 内 , 亚 订 种 子 中 过 氧化 氮 籽 的 活动 性 略 高 些 , 并 且 不 
论 千 粒 重 有 多 少 , 均 具 有 很 大 的 生长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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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 灰 和 硼 对 亚麻 产量 的 影响 

(底肥 每 公顷 :N50 A, P60 公斤 , Ks0 公 oi 

产 se |BH~| = [BER ge | = ; ( 公 担 /公顷 ) | Ben) » |FPEO mt | i 重 
ARR ae | eg vie | 

teh ve NS | GH) | 氢 动 身 | ( 厘 染 ) | 种 2 
二 | 化 性 巴 

WHR 25.7|4.6|2.9| 19.8 4.1 5.8 14,2 182 

AIK C7 RRB) |26.514.915:0| 20.5 42 5.9 7B A g 203 

石灰 (区 水 解 酸 度 ) 

+H 1 Ar/AUH 25.9] 4.7/3.1] 19.9 4.1 6.0 16.2 210 

B14 AA /AtA SO27.7/5.0/3.0] 19.9 4.0 6.0 18.8 262 

但 是 在 1947 年 所 和 采 收 的 供 试 验 的 亚麻 种 子 于 1948 FEB 
TRAE Foie LAS RB, ARR ARES AR At it 

PSY ih/AA SR A BT, , 

Al YT WSs Be Sch ASE Mai PRE ORE AL, 1948 

SER FLA TRIER SE eH Bt Fe le, SORE 

B26 

; 2 Pla Tay si 
(底肥 : 每 公顷 N30 公斤 , P60 公斤 , K60 公斤 ) 

ar ae cs Moe B (4/4 E#) ie __ Ea 

ee ee eee ee ee 

对 FR Gee 5.2 5.2 21.6 

B (1 公顷 施 1 公 斤 ) 25.2 5.6 3.4 23.8 

”Mn (1 公顷 施 10 公 斤 )| ”29.9 6.6 5.5 25.7 

Mn (1 公顷 施 30 公 斤 ) 25.4 5.2 5.4 oe 

访 试 验 千 果 诈 明 , ES 10 A Sik, A HE 

均 有 良 好 的 作用 ,而 每 公顷 施 1 Sr EI SE 

为 了 研究 从 该 试验 中 所 收 到 的 种 子 的 剖 等 , 依 于 1949 年 将 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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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播种 在 公 苏 列宁 农业 科学 院 的 试验 地 上 和 “新 路 "农庄 内 的 田间 

Due, BEE, FE 1949 年 的 田间 试验 ,还 研究 了 1948 年 所 采 收 的 三 

FMA, BATE hee KR TATE aE 

WAAC 192945) ii EMAAR, Mea Tay 

Re ae PATE 1948 年 从 草 田 轮作 中 施 过 石灰 (1944 年 ) 的 休闲 

地 上 的 多 年 试验 里 所 采 收 的 亚太 种 子 的 品质 。 

1949 年 田间 起 验 所 播种 的 亚 订 种 子 的 室内 研究 糙 果 诈 明 :从 施 

过 石灰 、 硕 和 伺 肥 的 植株 上 所 收 到 的 种 子 , 过 氧化 氮 昌 的 活动 较 强 ， 

而 从 施 过 石灰 的 地 段 二 所 收 到 的 种 子 , 全 和 俩 的 含量 则 较 吉 ( 表 3)。 

HS ”五所 和 微量 元 素 肥 料 对 亚 廊 种 子 品质 的 影响 1948 ERIK) 

《1949 年 的 田 癌 试验， 底肥 NPK) 

ES oO 

Rae lee ae | ae | 2 Re lal | 
: (8) a | mK | _ | K CaOK,0 

(%) | tee | be) 分 
a A 

对 照 BITING 4.5 95.2 1.7 (32.7; 一 | 一 | 一 
也 ,工会 斤 / 公 目 | 农业 科学 sj sr 4.6 | 94.2 1.7 35.5) —-|—|— 
Mn 10 公斤 /公顷 院 由 间 试 芒 攀 工 4.6 -一 3.2 37.3; 一 | 一 | 一 
Mn,30 公斤 /公顷 | ER | 4,5 | 96.2 4.2 6.5 —[—]— 

é 一 - 

对 照 Bite 4.6 | 95.0 | 0.9 [35.4] 4.¢] 0.4] 1.2 
a > I Fiat 1-83 4.7 96.0 2.1 |38.8) 3.7| 0.5] 1.3 
Hig, 19-K. 验 站 多 年 4.7 | 89.2 3.1 139.4] 3.6) 9.4] 1.3 
白垩 ,15%r.K. ami 4.7 | 97.2 4.6 139,11 4,0] 0.5] 1.4 

DC ANA 4.14 86.6 4.0 137.4! 3.8] 0.81 1.4 
4B GK. Pee oe 441 92.0 5.4 .57.5| 3.9] 0.9) 1.4 

IRB Yer K. 的 多 年 图 4.1 | 89.6 5.6 37.8] 3.9} 0.8} 1.4 
ARAL .K， HAAR | 3.8 93.7 5.7 |36.7| 3.9] 1.0] 1.4 
PIKE Marx. | 3.9 98.6 5.7 ie 4.0) 1.4] 1.4 

* T.K. 为 水 解 酸度 。 

表 4 材料 证 明 : 在 土壤 里 施用 石灰 和 硼 肥 对 亚麻 种 子 的 生物 学 

旧 质 有 很 天 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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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将 说 明 这 点 : 从 种 植 在 使 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莽 施 硼 肥 的 亚 厂 
LR HS AF ER, PE AERP, DA MESH 
A Wis ANAT IRE GES, ADI Er RE ek RE 

BRET RTM DERE, BARES, DR, 划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对 亚麻 种 子 的 品质 起 不 良 的 作用 。 
亚麻 种 子 的 品质 在 石灰 和 硼 的 影响 下 ,可 以 得 到 改良 ,但 车 将 其 
播种 在 强酸 性 生 章 - 灰 化 中 度 壤 士 上 , 则 这 种 现象 要 上 比 在 弱酸 性 生 章 
灰 化 轻 度 壤 士 上 更 加 显明 。 

锰 肥 对 亚麻 种 子 的 品质 沟 有 什么 良好 的 作用 。 
1947 年 在 “新 路 ”集体 农庄 所 进行 的 亚麻 盆 和 栽 试 怠 中 , 石灰 对 

亚麻 种 子 的 产量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 ET OR A EB REP BPR 
的 亚麻 种 子 , 其 过 氧化 氮 粳 的 活动 性 都 很 强 ( 表 5 )。 
为 了 研究 从 训 试 验 中 所 收 到 的 丰产 亚麻 种 子 的 品质 ;我 们 在 以 

NEK 作 基肥 的 同一 种 土壤 上 进行 试 骏 。 车 果 诈 明 : 1947 年 从 施 过 石 
PARE BRACE BE EE EPSRC RP, FE 1948 4E Ay BE 
Hh, SOME AUF oS LER BR A A Sa BP 
Zo, VER, MABE AT AR A Ls EPS Ec Br BS HY SI 9, 
HMM LE REE, MHS. PEK AOR A, 
SEAL AACE MMF KMD XH 
Ri 6). 

因此 ,在 “新 路 "集体 农庄 的 土壤 内 , Fre AB SF HE 
种 子 的 品质 ,1949 年 又 用 鼓 农 庄 的 土壤 进行 公 坊 试验 ,以 研究 石灰 和 
硕 通 过 种 子 对 其 第 二 代 的 影响 (种 子 取 自 1948 年 侦 栽 试验 内 。) 观察 
SRE DI, PLE 1947 年 施 过 确 肥 和 石 DRIES ER, ER SEB 
eR , BAT OE BS pete AE Es EE AE AR, RG 
TE EE ZEEE AG AT, EERO BEAR in SLA RAY 种 子 所 长 出 来 
的 植株 ,而 且 开花 期 双 延 迟 4 天 。 这 个 试验 资料 ( 表 7 ) 证 明 : 由 于 施 
用 石灰 和 硼 的 结果 ,使 亚麻 种 子 的 品质 得 到 改良 ,并 能 传 给 第 二 代 。 

石灰 和 确 肥 对 于 丰产 的 亚 订 种 子 所 以 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是 因为 在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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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4 IKARIA AF nv EL (1948 FERC) 

(1949 SFA FOIA BR ) 

ery 院 的 CRU AE fee PE 

试验 设计 种 子 来 源 | 产量 ( 公 担 ‘eae fegy| 7 产 量 ( 公 担 /公顷 ) | 

子 Sie Be | sae | te fel eee | | a ak 

NPK aaa | | 56.9| 7.5| 4.8] 22.7 | 26.7] 5.4| 2.3 | 21.7 
NPK+BiAa STAG Tee | 37.3 | 7.7 | 5.0} 23.0 | 34.2 | 6.3 | 2.7 | 24.5 
NPK+B+M n 科学 36.2) 7.3) 4.8 1 22.5°) 27.9 | -6.6 | 2:5 1 21.6 

10 公 斤 / 公 顷 

WAR BARE! 27.1 | 4.7] 6.3 | 19.3 ]18.9] 3.6} 2.8] 20.9 
HaaY%r.K Rbjten| 29.3 | 5.3 | 6.7 | 20.4] 20.8] 3.9] 2.8 | 20.7 
白 五 1r.K. 站 2 大 
白垩 1 rr. | 26.3 | 4.8] 6.0 | 20.2 | 28.8] 4.4] 3.4] 21.1 

对 照 - WKH] 31.7 | 5.9 | 4.0 | 24.0] 24.3] 4.8] 1.1 | 21.5 
AR YT .K BePhy’| 30.2 | 5.7] 3.8 | 21.3] 27.2 | 5.3] 1.2] 21.4 
Terr K 34.3 | 6.9] 4.6 | 22.4] 29.8| 5.8] 1.2 | 21.1 

不 PK 56 44° 6.9 |. 4.0 1 9447 |. 26.0 | 5 tol ee ee 
1 %r.K 29.8| 5.9| 3.7 | 22.0] 25.8 aa 0:9 | 20:8 

Z 5 APRA TT) CER AEINPK ) 

| ge len {b= 
| 干 PME bits 

j= B (58/42) we | FL FUER 

| = [eb j 
ween a | wae of | i Ane he 

对 照 20.2 | 1.9 | 3.7 | 20.1 4.2 | 4.9 
CaCO, 1/or.k. 21.0} 6.0| 3.9| 20.4] 5.2 | 一 

CaCOsi1r-x. 18.41 4.9 | 3.3119.5 | 4.7 Py i 

CaCO 1/or.x.+ MgCO3!/.r-x. 16.4 | 7.4 spall 4.7 一 
CaCOstr.x. 十 了 16.4 | 6.9 19.7 | 4.9 6.1 

CaCO,1/.r.«.+MgCO3!/.r.«.+B! 17.5 | 7.5| 3.3 | 20.5) 4.4 

B 17.7 | 2.7 | 4.0 | 21.9 | 4.4 

— 

nr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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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6 石灰 和 大 对 亚麻 第 一 代 种 子 品质 的 影响 1948 年 ) 

CE ff N PK) 

Pe) a | SPE 
产 Ht Gt/#) bi Rie) Ve | Hie 

. Las a 一 、 = ww) La Zi 个 分 

Sere | 种 子 | WHE) % | bh ACE | BOR | Be 
~ | ARBRE 于 

对 照 14.4] 3.1] 3.0| 22.6] 4.1] 5.3 7.6 | 60.4 

CaCO ,*/2r-K. 18.2) 3.3] 3.9} 23.5 | 4.5] 6.2 | 10.0) 65.3 
CaCOs3 ,1r.K. 18.8.|/ 3.2 | S.9 | ae ae ae 9.9 | 6335 

CaCO, ,1/>r.K. 

+MgCO3!/or.x. 19.4 | 3.6| 4.1] 23%5| 4.9] 6.1 9.1 | 64.2 

CaCOs ,1r.K. 十 也 18.3 | ;355 十 -59 123.2% 4.71 5.1> 140,44 655 
CaCO3!/or.K.+ ! 

MgCO3!/,r.«.+B 17.6 | 4.1 | 3.8] 23.5| 4.7] 6.1 9.5 | 62.1 

B 16.6 | 4.0] 5:5} 23.4] 4.9] 5.4 ath 

Ze 7 石灰 和 础 对 亚 厅 第 二 代 种 子 品 质 的 影响 (1949 年 ) 

(JE fe N P K) 

产量 GE/®) Pr bs 
Fs BR ad at ap 重 

x 杏 | 种 子 | gk HE % 8 

对 Fa 20.6 4.9 4.7 | 26.9 5.0 

CaCO31/or.k. 91,2 5.4 4.9 | 26.6 5.1 

CaCOi1r.K. 20.8 5.4 4.9 | 27.4 4.9 

CaCO;ir.x.+B 21.1 5.6 5.0 | 27.3 5.1 

CaCO, !/or.K.+MgCO31/or.«.+B) 22.7 5.3 5.4 26.8 5.0 

CaCOasL/ar.K. 十 MgCOsL/2r.K. 十 B 21.8 5.5 5:1 26.6 5.0 

B 21.6 5.4 5.2 27.2 5.1 

FAH PRA_E, Wt ASE A A EE RAE RATE 

FAR, AA AR RATT HEA RY , REE A EE Di BAS UK 

廉 斯 1947 , 普 良 尼 什 尼 科 夫 1940 年 ); 硼 能 促进 有 丛 土 壤 微生物 的 活 

动 , 提 高 旨 厅 植株 内 的 代谢 作用 ，, 促进 奖 水 化 合 物 的 运转 ， 加强 根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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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活动 ( 气 .B. 彼 依 蕉 1938)。 | 
生活 条 件 改 变 了 ,就 会 对 生理 过 程 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从 而 使 植株 健 

AL ,形成 能 保证 丰产 的 种 子 。 - 

“METAL 集体 农庄 (加 里 宁 州 诗 沃 多 尔 斯 克 区 ) 售 在 明 色 弱 碱 士 

上 安排 了 盆 栽 试验 , WIE DA Te ies 车 珊 章 (具有 丰产 特性 的 ) 种 子 

品质 及 其 产量 的 作用 。 

车 珊 草 的 试验 是 在 1947 年 进行 的 ,试验 设计 分 对 照 ,PK ,PK 十 B。 

生育 期 间 , 在 疏 和 PK 二 B 处 理 内 的 否 轴 草 比 对 照 长 得 快 得 多 。 对 照 植 

栋 的 孕 蕾 期 是 6 月 17 日 ,开花 期 是 6 月 26 日 ,而 PK 及 PK 二 B 处 理 内 的 

植株 , 孕 蔓 期 则 在 6 月 10 日 ， 开 花期 是 在 6 月 18 日 。 从 产量 上 也 可 

看 出 PK 肥 和 B 肥 对 车 下 草鞋 吐 产 量 和 种 子 产 量 都 有 良好 的 作用 ( 表 

3 

Zo 8 硼 对 车 轴 草 产量 的 影响 (1943 年 ) 

Fe HR ( 克 / 金 ) vp | 过 酵 性 赫 林 定 
SS a ae ae 

对 Fa if 6.9 2.6 ae Sf 

PK 63.3 23.6 11.6 1.9 5.5 

PK+B 78.8 $1.5 14.9 1,8 Ee 

为 了 研究 车 轴 章 的 种 子 (1948 年 收获 的 ), 双 在 1949 SEEGER T A 
栽 试 验 : 将 种 子 播种 在 "新 路 ”集体 农庄 的 生 章 - 重 灰 化 士 , 底肥 分 别 
施用 PK 和 PK+ CaCOstysr.k，, 另外 , 又 在 “ 近 卫 和 军 " 集体 农庄 的 隔 色 
弱 碱 土 上 进行 试验 ,底肥 施 PK, 8 

施用 PK+B 的 车 朝 章 的 种 子 , 其 发 伸 率 如 下 :在 “ 近 本 军 " 农 庄 比 
对 照 高 48.6% ,施用 PK 的 比 对 照 高 45.2%6, 而 “新 路 "农庄 则 相应 是 
72.5% 4051 .2%, 

AFH EB Es HE UE eH, He PK-+B 624 86.42%, 
而 施 PK 462982. 3.26 FEMI ACHE 3H 92,626 和 83.22%6。 



44 “SpA ARIE rh TES 

FLEAS Pa), SIC FA yh BY in BR 

HEH 321] (229 )。 

Zo WRT BM 

| 
‘a Bm & fk RR OE ‘Sk fi BRA R E 

干草 产量 | 第 2 个 ”处 .至 | See 
底 AN 

1948 年 1949 年 “| 《更 / 盆 ) 1943 年 1949 年 ( 死 / 金 ) 

0 16.4 0 13.9 
PK PK 20.0 

PK+B 3 21.7 

PK 18.6 

18.5 

1. EERE, PEEL b, REA ORB 
种 子 的 品质 。 

2 .在 土壤 中 使 用 石灰 ,对 亚 订 种 子 的 生物 学 特性 的 影响 决定 于 
石灰 的 用 量 。 试 验证 明 , 相 当 于 个 个 水 解 酸度 的 石灰 对 于 形成 品质 
让 好 而 丰产 的 亚麻 种 子 量 是 最 合适 的 用 量 。 石 灰 用 量 过 高 反而 对 亚 
麻 种 子 的 这 些 特 隆 不 起 作用 。 

3 .石灰 肥 里 所 含 的 伙 能 加 强 欠 土 凑 施 石灰 时 ， 对 亚麻 种 子 品 奢 
的 良好 作用 。 

4 .由 于 在 生 章 - 重 灰 化 、 中 坊 二 内 施用 石灰 和 友 的 结果 ,使 种 子 
具备 丰产 的 优良 特 隆 ,而 且 这 种 特性 不 仅 表现 在 第 1 代 , 也 能 表现 在 
第 2 代 。 

5 ep FS PE Be ES ie A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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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种 子 的 产量 ,并 能 改进 其 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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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 元 素 对 棉花 产量 的 影响 

EA +E 

新 区 棉花 科学 研究 所 达 格 斯 坦 棉 花 选 种 试验 站 货 于 1947 年 ,在 
深 栗 色 , 重 碳酸 攻 黏 土 的 水 谈 地 上 ( 磊 性 反应 ) ,研究 微量 元 素 对 棉花 
产量 的 影响 。 亦 土壤 中 的 腐殖质 含量 平均 为 4.5 一 5%6。 试 台 的 目的 ， 
SUMO TSN: LDU, SR IEA 
AARP o RE ASI ; 2) He FALE} SE HR Be, 
为 了 天 骨 第 1 RBA, RHEL T BH NRE ID Em DR AR 

Be; 而 对 第 2 AA, Hu 1B i T— “Pa 
AH meee EP : 

可 种子; (2 YI 0 035 BeNRea LSA; C4 LG 
理 种 子 ;(4 DAO .05 26 RMR EE ER PF; (5 LA 0.005 硫酸 钢 液 处 

理 种 子 。 
播种 前 ,将 种 子 放 于 水 中 及 上 述 各 种 微量 元 素 溶液 中 其 6 小 时 。 

用 手 将 讲 逻 的 种 子 (611 品种 ) 播 于 土 中 。 小 区 面积 为 14 平方 米 , 行 

GR 70 EK, 重复 4 次 ; 植株 密度 70 x 30 x ! 共计 每 公顷 有 14 万 8 于 

栋 。 
土 契 耕作 及 棉花 生育 期 间 的 管理 如 下 :及 时 而 精 壮 的 进行 秋 耕 ; 

春 邦 保 丧 ;划分 小 区 ;适时 而 精确 的 播种 ;保持 干 姨 下 松 并 乱 杂 章 ; 生 
育 期 间 灌 水 两 次 一 一 ! 次 在 棉 株 孕 昔 时 , 另 1 次 在 开花 期 。 

调查 并 统计 发 伞 率 , 秤 量 成 熟 棉 给 的 籽棉 重 ,并 折算 总 产量 及 霜 
前 花 产 是。 田间 试 欢 的 结果 列 于 表 1 。 

试 脸 粘 果 证 明 ， DASE ALDER ANT, 籽棉 的 增产 量 最 小 , 这 可 能 是 由 
于 在 访 试 验 中 ， 处 理 种 子 的 锰 溶 液 温度 不 够 ， 以 致 减弱 棉 产量 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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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微 量 元 素 不 仅 能 增加 棉花 的 总 产量 , 荐 且 也 能 改进 它 的 唱 质 。 
町 前 花 的 产量 比 对 照 夫 加 了 。 例 如 ,以 锰 处 理 种 子 比 对 照 高 105% ,以 
确 处 理 的 高 11% ,以 自 处 理 的 比 对 照 高 9 % ,以 铜 处 理 的 比 对 照 增加 
7 %。 

玫 1 微量 元 素 对 棉花 产量 的 影响 

籽棉 总 产量 | 夫 产 量 | 以 对 照 为 100 霜 
mam GRR zt Serre erent F. Gi (Ge ) 

| | ( 公 担 /公顷 ) 前 花 产 量 的 (9% ) 

对 照 (以 水 熏 种 ) 22.5 一 100 4.0 

以 0.05% 硫 酸 低 沪 征 种 23.2 0.7 110 aed 

0.01% iiieiert 25.6 5.2 111 4.5 

以 0.05% 了 硫酸 鲜 液 淄 种 ae Be 4.6 109 44 

以 0.005% 硫 酸 铜 浸种 27.5 5.0 407 4.3 

试验 中 , DSK ERS Bh AGH SO HE IS 0 05 Fe , DAMES AS 

ALM In 0.50 克 , DISLWIS FAH 的 增加 0.40 VE, 以 铜 液 甚 种 的 增加 

0.323%, . | 
应 当 指出 ， 凡 是 用 微量 元 素 深 液 处 理 过 的 种 子 长 出 来 的 棉 株 都 

RAMBLE, BIKE FF AAR BUT, : 
我 们 发 现 用 微量 元 素 溶液 处 理 棉 种 子 ， 特 别 是 用 镍 和 人 钢 处 理 过 

的 种 子 ,在 土 中 发 荐 早 。 例 如 , 试 骏 小 区 比 对 照 区 早出 苗 4 一 5 天, 莽 
且 也 比较 整齐 。 此 外 ， 由 锋 和 铜 ROG AGA FE Ag WAU 
色 。 

棉 种 发 芽 迅 速 ,着 出 苗 早 对 于 达 格 斯 地 棉 区 有 极其 重要 的 意义 。 
因为 在 干燥 的 春天 ,强烈 的 东风 会 很 快 地 将 地 表 吹 二 ,因而 党 使 种 粒 
AR GB ESE ,造成 严重 的 缺 苗 现 象 ,甚至 幼苗 往往 枯死 。 

将 稳产 量 及 其 品质 之 所 以 被 提高 ， 可 能 是 由 于 在 含有 大 量 石 灰 
的 、 碱 性 土壤 内 ,微量 元 素 是 处 于 棉 株 不 易 吸 收 的 化 合 物 状态 ,因此 ， 
当 甚 种 时 ,这 些 元 素 的 水 溶液 次 大 种 子 内 ,即使 为 量 不 多 , 也 能 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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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的 营养 。 

在 进行 臣 间 试验 的 同时 ,还 进行 室内 盆栽 试验 ,其 方案 如 下 :HL) 

Xp HB DIKE HFS ER AIT; (2 FRO. 08 76 bite ae ee ES; C3 DA 

0.01.26 BREE FP; C4) DL 0.04.26 硫酸 锋 液 其 种 ;(5 )DL0.01.26 Gf 

WE Sia) 2 PS FT 

PTFE RTC SABER AR FPS 12 小 时 ,然后 播种 在 装填 的 

贫 里 。 从 研究 :微量 元 素 对 栅 花 影响 的 试验 地 里 取 王 上 装 于 谷中 。 试 验 

重复 4 次 。 每 一 僵 里 种 1 株 。 AALBERS OAKES 

60%。 在 孕 蕾 姑 期 收获 棉 窟 的 地 上 部 分 ( 邯 叶 )。 将 季 收 的 董 叶 轴 以 

JA RFE EE, PRA RIFE 2 。 

才 2 RTRs 
| | 

RRR Ht | BP Sen RSE | i 产 量 (%) 

SORES. | 
FER (DKF) 229 _ 100 - 

FEU. 08% HERE 502 220 

40. 01% MPC | 560 157 

F£0. 04% RiPBRZ HEE 345 151 

£20.01 iE TE Et | 335 147 

LR ERA IMA. AER , AREF 
物质 产量 比 对 照 境 加 了 47 一 120%。 
在 第 2 个 室内 贫 芒 哉 验 内 , 售 狼 研 宾 了 微量 元 素 对 棉花 的 影响 。 

紫 土 前 将 纸 码 溶液 施 于 寺中。 这 个 试 右 的 方法 和 第 一 个 谷 栽 训 验 相 
ll, PERRI AZ 3 。 

Maer WY DARIN 4 CEA SILAS cb , AR ERE PAE 
Dit 23.26 , We 较 对 照 增 加 32%% , HHA, SVE TE Ace ee, AU 

50%, 

Sf SRBURREDL, PEO, SSS RI 
HE PES, Be HE A Sa Wit FE I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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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量 元 素 对 提高 棉花 风干 鞋 叶 产 量 的 影响 
( 砌 和 经 的 施 量 (毫克 / 1 公斤 土壤 )) 

设计 蕉 叶 几 干 重 ( 豪 克 / 盆 ) pee %) 

ASA ( Ashita, BRIER ) : 247 100 

$10 268 123 

fA 4 人 132 

€ 10+ 4 526 150 . 
| 

如 某 许 播种 前 处 理 70 公 斤 种 籽 ( 上 公 压 的 播种 量 ), 则 需要 56 3 

硫酸 佬 《100 ZE VGH TS 1 升水 ) 42 克 确 砂 ( 9 EVE MNSE 1 升水 ) 353% 
” PRP EE(S7 SRSESS 1 升水 ) 和 -14 克 硫 酸 铀 (26 SEE 1 Fk), 

“试验 和 粘 果 证实 了 ， 在 合 大 量 石灰 的 水 庶 地 上 洽 棉花 施用 微量 元 
素 的 效果 。 Pigs | 

在 生产 中 , EBT Bh I, Wade TA 4 Pe Te SA AI PE 
A, HAR REA ER Lt ER 

[MERE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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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 2 # XK 

7S URS EL SEES a TSE LIFE (Nepeta Cat. V. Citri- 
_ odora 

Be, DL SEE EMIS THEE ZO 

试验 是 在 试验 地 里 进行 的 。 以 0.00155 I GAME 0.001% ROGER - 
无 和 0.0015%% 硫酸 铀 作为 微量 元 卖 肥 料 。 bases HU BEE BTA 

先 以 挥发 性 油料 作物 进行 初步 试验 后 所 人 硝 定 的 。 另 外 以 硫酸 煞 ， 过 

麦 1 微量 元 素 对 于 假 著 芥 生 其 第 1 年 和 第 2 FEU 

二 年 生 作 有 物 ) 和 青 兰 属 (Dracocsphacum moldavia) 的 攻 叶 产 

和 人 鲜 物 质 产 量 的 影响 

1918 fF. 1949 年 

试验 设计 wi | 第 幼 | a + | Bs vi | in | wa |_| 列 上 
"| welt | 13 | BRE | yop | aii | 标量 | 1 天 | Bee | nee | aid 

高 米 2 数 | BE BO thee | 高 米 2 BA fie me tl ep 
ae | eH | 重 RE Eee : eH = 量 Po 

| 2gs /0 | 0 
Cae reste 

对 照 58 | 68 | 206 17.4 | 0.54 60 | 214 | 238 | 26.2 | 1.02 

B(4 对 叶 了 时) 49 91 246 | 48.7 | 0.48 | 62 216 | 257 | 27.1 | 1.11 

Mn( 同 上 ) 41 72 185 | 19.3 | 0.46 | -714 206 | 277 | 26.3 | 0.95 

B (ASM) | 52 87 258 | 20.2 | 0.54] 78 338 | 335 | 27.4 | 1.29 

Mn( 同 上 ) 52 | 97 | 257 |21.5|0.42 | 80 | 504 | 572 | 26.8 | 1.33 
也 (在 4 对 叶 时 
ef R NPK 
作 底 肥 ) 

NPK 37 | 54 | 244] 20.7 | 0.48 1 75 | 242] 290 | 24.8 | 0.92 

NPK+B 46 | 75 | 259 | 21.1 | 0.36 | 79 | 285 | 307 | 27.7 | 1.26 
NPK+Mn | 38 | 68 | 248 | 20.5 | 0.35 | 74 | 263] 299 | 97.4 | 4,45 
NPK+B+Mn 51 | 88 | 272 | 86 | 287 | 392 | 29.3 | 1.34 

| | 

一 一 一 一 - 

21.5 |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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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S USM ATI. 用 浇 肥 液 的 方法 (每 铝 作物 浇 100 28 
升 溶液 )， 粉 试验 作 物 施 用 微量 元 素 。 分 两 次 施用 : 即 植株 长 出 4 对 
里 叶 时 和 孕 音 初期。 多 量 肥料 划 以 干燥 状态 施 在 作物 的 两 边 。 于 候 
草 苏 生长 的 第 ! 年 施肥 。 开 花 盛 期 时 测定 挥发 油 出 产 棕 。 

武 验 处 理 和 粘 果 分 列 于 表 1 和 表 2 。 
#2 征 量 元 素 对 于 青 震 的 出 油 率 和 侠 物 贤 产量 的 影响 

植 ~ | ay | meee | 于 “| 出 油 a 
Rb we 计 a cele ag go Ok ae 

| 排 目 o |e | 名 
对 了 照 50 71 | 319 | 100 | 16 | 0.56] 100 

B. fA 4 对 叶 时 施 52 | 8 | 350} 110] 21 |0.75| 134 

了 .在 孕 萤 期 施 55 89 424 | 133 | 20 | 0.78] 139 

Cu. 在 有 4 对 叶 时 施 56 | 82 | 450| 144] 18 | 0.72] 129 

Cu. f£72 She 54 80 362 | 114] 16 |0.70| 125 

从 上 述 和 材料 中 可 以 看 出 , CERES FE AP 
攻 时 量 都 增加 了 ,这 点 很 重要 ,因为 在 这 些 植株 的 叶片 和 花序 中 都 仿 
有 挥发 油 。 在 假 草 芥 生长 的 第 1 年 和 第 2 年 ,因为 施用 了 确 和 低 , 使 
著 时 的 产量 增加 了 。 这 些微 量 元 素 的 肥效 在 植物 生活 的 第 2 年 表现 
得 很 显著 。 在 施用 完 至 矿物 质 肥 料 作 底肥 ,并 施用 鳃 和 硕 的 处 理 中 ， 
植物 发 育 得 非常 苗 壮 。 在 该 处 理 内 ,1 株 的 平均 重量 为 392 克 ,而 每 
禄 对 照 植株 至 均 重 为 238 克 。 但 在 单位 面积 产量 上 , 则 孕 蕾 期 施 低 的 
植株 重 372 克 , 施 硼 者 重 335 克 。 

在 青 戎 方面 ,以 出 现 4 对 芙 叶 时 施 铀 者 , JEWEL: 平均 1 
棵 植株 重 450 克 ,对 照 植株 重 318 克 , 在 孕 蕾 初 期 施 硼 的 植株 重 423 
i, 

(2S FED AF a RR HE TASS In, FEE A A 1 
和 2 ESN SER AA YK 

微量 元 素 不 仅 能 促使 鞋 叶 量 增 加 而且 在 许多 场合 下 ,也 能 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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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 发 油 在 植物 体内 积善 。 上 还 的 出 油 这 的 资料 指出 : 于 候 猎 芥 孕 昔 

期 施 伺 ,可 使 其 油 量 训 高 30.4 06 (5 AFM) , Se N PK 作为 底 

oil re 

完 人 至 矿物 质 肥 料 对 挥发 油 的 积 著 SEAR 良 的 作用 。 在 孕 蔷 期 施 

WH, BE BE PS PS HH A ASS in 39.3%% , 而 于 孕 闭 期 施 钢 ,能 使 出 油 牵 增 、 

IM 28.67, 摊 发 油 量 因 微 量 元 素 的 影响 而 增加 ,可 能 是 由 于 微量 元 

素 显著 地 讶 高 植物 体内 碳水 化 合 物 和 蛋白 质 的 含量 ， 而 碳水 化 合 牺 
和 和 蛋白 览 是 合成 择 发 油 的 原料 。 

我 们 在 青 兰 作物 的 试验 中 ， 合 获得 硕 和 钢 的 第 2 年 肥效 对 作物 

ARENA Sk, JK 1947 年 从 第 1 代 植 株 所 收获 的 种 将 于 

We BPH. WAGE 2 代 (1948 年 ) 熙 株 上 收获 的 种 阐 

又 于 1950 EUG Fh, RRR IIR 3 。 

表 5 微量 苑 素 对 1947 年 收获 的 种 子 和 第 2 RSS 5 代 种 子 品质 的 影响 

- » | > . YY = sampenst || 鲜 物 重 FE ry me | Fe] 出 外 过 
页 AHIR A hw 为 对 -| 为 对 | A By 为 对 

| me E> | % |) | HR | 重 贤 %6 | 照 % 

| 
对 照 | 377; 31300120.2 | 0.83 | 100 | 462 | 100 | 24.410.45 | 100 

B (于 1947 年 | 
有 4 对 叶 时 ) | 478 | 129 | 23.4 | 0.73 138 | 608 132 | 26.5 | 0.75 | 168 

| | ; 

B (于 1947 年 、 | | | 
孕 荤 期 施 ) 438 | 117 | 21.9 | 0.74 | 159 | 554; 120 | 25.7] 0.63 | 141 

Cu (于 1947 
年 有 4 对 叶 
时 施 ) 433.| 1415 | 22:4 | 0.67 127 | 617 | 112 25.1 | 0,59 | 134 

| > oo 

Cu (194746 | 
20.8 | 0.63 | 119} 507] 110 | 25.0] 0.471) 105 

| | | a - 
eee) | 418 | 114 

meee EE: 第 2 代 和 第 3 代 的 青 震 植株 仍 能 保持 访 作 物 在 ， 
第 1 ARTA BAR Aah Ss eZ On Tid A A TB A LPS 

能 力 。 如 果 在 出 现 4 ST AS, USC 2 年 的 肥效 要 比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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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 HHI, BOLO TEAM Ee BI he AS, BE 
He fe IO A BE APE 陈 代 谢 发 生 较 大 的 生理 变化 和 生化 变 
化 。 在 高 温和 水 分 不 足 的 条 件 下 ， 能 使 硼 充 分 发 挥 其 良好 作用 ， 这 
一 点 在 试 骏 中 第 3 代 的 植株 上 也 屋 现 了 。 

RRA) <n REEDS 1 代 获 得 了 微量 元 素 , 那 未 其 在 第 1 
AC AUSTEREO, RBA RGAE LA (挥发油 含量 和 获 叶 产量 都 增加 
了 ) 能 够 泪 传 答 第 2 代 和 第 3 代 。 这 些 资料 证 明 , 借 助 于 微量 元 素 ， 
可 以 定向 的 改变 大 物 的 本 考 , 冰 能 在 后 代 中 ACME TT 

[MRR PHS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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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 Hike 

ARAVA , WH FASE AES iv as ek BAT, INARA 

He, ASOT SEWAGE HE ES ABAL Corhennn mame ) Ara 

车 品质 的 影响 ,以 及 能 否 在 其 后 代 中 ,把 这 种 影响 巩固 下 来 。 

FAS A TE PRS EDR AS. ERA 

MAHON URES | BAKA 0.5 克 和 0.2 SERA SR 

$i ES 1 公升 水 内 溶 ] SES 以 适量 的 溶液 证 进 种 子 ,， 使 其 在 - 

1 画 夜 内 保持 湿 油 状态 ,然后 慢 慢 晒 于 ,直到 种 子 重量 不 再 变化 时 为 

tk. 有 些 种 子 贫 猎 处 理 了 两 次 。 以 用 水 处 到 和 于 燥 的 种 子 作为 对 

HE : 

试验 是 在 田 里 进行 的 。 从 植株 的 生育 初期 就 已 发 现 获得 微量 元 

素 的 植株 ,和 对 照 植 株 之 间 有 差 轴 。 首 先 表 现在 生长 势 的 提高 上 一 

植株 高 大 。 在 试验 植株 上 有 大 量 的 便 俯 和 叶子。 但 在 营养 体 的 发 育 

上 ,不 是 所 有 获得 硼 和 化 的 植株 都 索 对 照 高 。 在 所 有 试验 处 理 中 ,以 

用 硼酸 溶液 处 理 两 次 的 植株 为 最 好 (处 理 6 )。 这 些 植 株 要 比 对 照 高 

一 守 , 叶 子 多 16%( 表 1 )。 
24 fii BRIT AEBS SEAS ISR ,发 现 这 些 植株 开花 最 早 (6 月 16 日 )。 

用 水 处 理 琴 次 的 植株 到 6 月 21 日 就 开花 了 (处 理 8), 种 子 未 经 处 理 

的 植株 (对 照 ) 在 6 月 25 日 开花 。 其 余 各 处 至 内 的 植株 几乎 都 和 对 

Be Trl INS FP RB FEE, 

AB fit, A ul 2 Es ER ERS TE RO ROE BN 

1) LU xPSRUARE B-500,B-200,Mn-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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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台 精 果 就 明 , 由 于 确 的 影响 使 花 增多 了 20%6 ( 表 2 )。 
收获 种 子 后 , 售 测 定 了 种 子 的 发 茸 热 和 千粒重 。 «(FHF B-200 处 

理 内 的 种 子 , 千 粒 重 略 高 于 对 照 , 但 种 子 发 伞 势 却 比 对 照 高 得 多 。 

玫 1 WRAP PAVE RAVER Zi 

P “ 6 月 16 月 | 7ASH | .8 月 1 日 | 千粒重 
处 起 RR at 植株 高 度 5 
Se AS PHN al PTT (JHE) 雷 株 的 叶 数 | 雷 株 的 花 数 (3a ) 

处 理 1 次 的 种 于 人 

1 | B-500 9 77 180 2 

2 | B-200 11 67 178 2 

3 | Mn-1000 11 82 174 2 

4 fc el ee ee 8 76 180 2 

ee 2 次 的 种 子 

5 | B-500 ae 79 185 2 

6 | B-200 14 90 201 3 

7 | Mn-1000 12 83 190 3 

8 | 7k 9 76 175 23 

9 | 对 照 ( 未 处 理 的 种 子 ) 8 67 165 3 

22 QSAR AVERYS 

an 7H4 17 H20| 8 Aw . F- ht & 
RR | Rm we 计 | 植株 高 度 | 单 检 的 叶 重 

7 (JK) (tf) 雷 横 的 花 数 (at) 

| 处 理 2 次 的 种 子 
1 B-200(1949 年 ) At. a 32 200 3.2 

2 |ok (1949 年 ) 17 27 189 2.9 

3 | B-200( 19494] 195048 ) 23 45 253 3.2 

4 | 水 (1949 和 :950 年 ) 18 52 175 2.9 

5 B-200(1950 年 ) 20 40 225 3.1 

6 |7k (1950) 19 50 190 2.9 

7 对 照 (未 处 理 的 种 子 ) | 16 29 19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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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后 在 1950 年 就 只 用 从 B-200 ANF AY KORE 的 种 子 来 播种 。 另 7 

Be A FG A ACES EAS BEE A A TD BET EKA A Se 

HL Pate AE HF 强度 的 资料 列 于 表 2 。 
”试验 糙 果 证 明 ,以 确 液 处 理 种 子 , 其 影响 可 蕉 持 到 第 二 年 。 假 使 

eth an uk d aacam i ee Alp: ee 

EOS ATH , TEMG Al 24 ESE ES 

Su HE PR SICREETE ERODE T BBE, RACE, 这 点 表现 在 花 

和 营养 器 官 的 形成 上 。 

因此 ,在 连 业 风 代 内 ,用 微量 元 素来 景 MLE 可 以 改善 种 子 的 

品质 (在 适当 的 条 件 下 )。 这 一 点 也 被 其 他 研究 者 ( 件 科 里 尼 殉 .1949; 

加 尔 布 卓 娃 ,1949; 涅 楚 尔 ,1950) 的 试验 所 放 实 。 

LHR RE PmARI 
oa 



播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溶液 处 理 种 子 对 于 
农作物 产量 的 影响 

A. 3. HARE 

ARIA, BUR MS RATA SEAR BR 
用 了 ; 萍 且 这 种 处 理 对 于 作物 的 产量 表现 了 和 良好 的 影响 。 后 来 ,双开 
Sls FEL Be ALAS Tr HE Fg BR DS SE Hf Ab, LAR TERE LA 
内 ) 来 处 理 种 子 。 

E19 005 08 A AT I OP ASR 
MB AAT MAGI , BET Dna LR E aR, AP 
多 学 者 [ 格 里 克 曼 CTrmgkwan),1930; PEM, 1946; 及 其 他 学 者 ] 都 在 
研究 所 谓 用 化 学 方法 刺激 种 子 的 问题 。 其 中 有 些 学 者 已 沟 发 现 了 在 
是 类 溶液 中 其 种 的 良好 作用 ， 而 在 另 一 些 试 骏 中 ， 划 并 未 证 实 这 一 
Ro A. B. 披 捷 尔 布尔 格 斯 基 (Ilerep6yprckri, 1928) 在 不 同 省 度 的 
Gi Sieh EEA A BST RRA RR, C. H. 日 加 洛 夫 
Ok eranop, 1927 年 ) 和 H.A. 马 克 西 莫 夫 (MakcuMop, 1925 年 ) 也 得 到 

了 同样 的 糙 葵 。 他 们 作出 糙 花 访 ， 有 刺激 性 的 化 合 物 没 有 任何 科学 
的 价值 ,它们 将 来 也 不 会 有 实际 的 意义 。 

M. A. 什 科 里 尼克 在 其 "微量 元素 在 厢 物 的 生活 和 在 农业 中 的 意 
Sl (1950) 写 道 :关于 刺激 种 子 的 问题 应 雯 完 仪 柑 正 过 去 的 
Bik, 用 化 学 方法 刺激 种 子 没 有 成 功 的 主要 原因 ， 除 了 是 由 于 在 播 
APTA RS Bb VAS He BT EL ES HS ARS, SS PPE 
保证 种 子 播 前 处 理 成 功 的 条 件 , 进 行 研究 的 必要 性 估计 不 足 ”。 决 不 
该 否认 M.A. 什 科 里 尼克 所 说 的 播种 前 用 高 旗 度 溶 液 和 长 时 间 处 理 
种 子 的 相对 作用 。 我 们 在 播种 前 用 不 同 温度 的 深 盗 和 不 同时 间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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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的 试验 就 实 了 M. A. 什 科 里 尼克 的 糙 花 。 M. A. FP 
《1940) 在 研究 播种 前 用 淡 度 较 高 的 硼 、 侯 、 千 等 化 合 物 处 理 大 麦 , 首 

和 薪 和 猪 昆 章 的 种 子 上 时， 发 现 植 物 地 上 部 分 的 于 物质 有 很 大 的 喻 加 。 

Sb ABSA ELLE PB AE BE AY DA Se DE HE ep IE A 
Wh aN AL ERE SE HY PA PEE IE A BE) AEE 

在 TL. A. 夫 拉 修 克 和 M. M. fh se 2044 ¥~ (LUKBapyKk，1946) 的 试 

Bah, PLE Re a PEAR ACIS FG BF Be ASL AE A 
SR ts FHT IT 12—3026, FH Te HEE AY DA ER 
77H, NORA SE, LAIST SCEE SE T Sebo Sa; 即 播种 前 用 
各 种 微量 元 素 处 理 种 子 具 有 重大 的 实际 意义 ( 拉 姆 宾 ，1949)。 在 这 
方面 还 应 当 扩 大 研究 在 播种 前 用 不 同 滤 度 的 微量 元 素 ， 及 其 混合 物 
来 处 理 更 多 的 种 用 材料 。B4. B. KART OK RAR, 1948 年 
版 ), 植 物 有 机 体 在 不 同 的 生活 时 期 内 有 很 大 的 差别 ,因此 ;应 该 在 植 
物 发 育 的 幼 嫩 阶段 来 影响 它 和 控制 它 的 活动 。 播 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处 
SEF RS BSE, (RAE RRMA RARER 
的 方法 之 一 。 
在 以 前 的 著作 中 ( 拉 姆 宾 ,1949), 我 们 全 把 几 年 来 对 微量 元 素 作 . 

用 的 观察 总 辣 了 一 下 。 灶 果 发 现 , 在 不 馆 和 敬 基 的 土壤 内 ,施用 少量 
的 铜 、 血 、 锟 及 其 他 微量 元 素 , 可 以 使 贫 和 栽 春小麦 的 产量 比 NPK 处 理 
提高 很 多 。 在 任何 情况 下 都 发 现 叶 炉 素 的 数量 增加 了 ,叶子 对 GO; 的 
同化 能 力也 加 强 了 ,着 旦 还 增多 了 各 种 糖分 的 累积 量 ,而 在 小 麦 的 将 
实 内 使 蛋白 贤 和 演 粉 也 都 境 加 了 。 已 沟 确 定 ;无 葵 在 砂 士 栽培, 厂 士 
水 培 和 水 嫉 或 在 田间 小 区 的 条 件 下 ， 微 量 元 融 对 于 小 麦 的 生长 和 产 

量 的 良好 影响 均 可 达 数 年 之 久 。 
在 许多 葵 女 和 著作 中 ( 蕉 讲 格 拉 多 夫 等 ,1948) 都 指出 了 微量 元 

素 对 于 植物 的 生长 ,产量 和 化 学 成 分 的 良好 影响 , 这 些 作者 指明 ,向 
量 元 素 在 植物 生长 和 发 育 的 代谢 过 程 中 有 重大 的 作用 。 

我 们 在 播种 前 用 不 同 旗 度 的 微量 元 素 溶 液 处 理 种 子 也 得 到 了 银 
“好 的 转 果 。 将 少量 的 微量 元 素 施 在 土 内 有 一 定 的 困难 ， 因 为 不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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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W ATE, ATLEAST RST, Ti 
Bie te EATS FL EB, BAVA EASE FS 
Ss fy TEES UE BE AUT WEA A, HSE EME SZ 
要 找 出 施 在 土 中 的 和 用 来 播 前 处 理 种 子 的 各 种 微量 元 素 ， 在 对 作 网 
的 发 青 和 产量 的 作用 上 有 何不 同 。 
微量 元 夷 对 春小麦 milturum321 种 子 发 舒 势 的 影响 (1945 年 的 

试验 )， 播 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的 赎 类 溶液 处 理 种 子 是 借 普通 的 证 种 法 
来 进行 的 ;就 是 把 种 子 放 在 卷 咽 内 ,用 厅 同 滤 度 的 微量 元 素 上 类 洲 液 
涯 12 一 24 小 时 。 游 液 和 种 子 的 比例 是 3:1。 在 对 照 试 台 内 也 同样 把 - 

种 子 涯 在 蒸馏水 内 。 用 来 其 种 的 微量 元 素 有 :大 酸 铜 、 硫 酸 镍 、 硫 酸 
Se, PAE LGIVAIE + SA 10 和 20 毫克 上 述 元 素 , 此 外 还 有 Att 

鲁 、 硼 酸 ( 尖 度 是 每 升 溶液 中 含有 5 和 10 毫克 元 素 ) 和 上 壕 几 种 微量 
元 素 的 混合 液 ( 省 度 是 每 升 深 液 内 含有 20 和 40 毫克 元 素 )。 浸 完 种 

表 1 播 前 处 理 (用 做 量 元 索 洲 波 汪 春小麦 的 种 子 ) 对 种 子 发 薄 势 的 影响 
向 最 元 素 的 用 量 (每 天 溶液 中 的 这 克 米 ) 

een |wm@ x) Cus0， | zaso， | Mnso, 
10 | 20 | 10 | 20 tog bie 

种 子 发 芽 势 (%) 

12 小 时 95 96 | 96 97 95.0 96 98 

24 小 时 96 96 94 94 85.0 94 96 

微量 元 素 的 用 量 (每 升 深 玻 中 的 豪 克 数 ) 

eM | we mk | ， SCL, | HoBO。 — | 微量 元 素 混 合流 机 
5 | 1D sp 8 | 10 20 | 40 

fh + eS SF MH (%) 

42 小 时 95 95 92 93 93.5 97 95 

24 小 时 96 94 84 93 92.0 | 95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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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A Oi, EE MAK OBIE, LIED, 然后 将 种 子 培 
S76 BILAL, EEN BSB , SOE EE A A 
(25°C)MAREF, RR RIAA 1. 

RAN ARE Wi , 微量 元 素 的 温度 僵 高 ,种 子 和 洲 液 相互 作用 的 时 
闻 登 长 ， 则 春小麦 种 子 的 发 芽 势 也 降低 得 合 多 。 锋 和 锡 等 化 合 物 比 
其 他 微量 元 素 更 严重 地 延 弘 了 种 子 的 发 八 势 。 虽 然 在 鲍 . 仇 , 确 等 洲 
液 和 微量 元 素 混合 液 中 党 种 时 ,发 八 势 没有 多 大 差别 ,但 肖 种 的 时间 
对 于 延迟 种 子 的 发 伞 也 有 影响 。 根 据 表 1 内 的 数字 可 以 作出 这 样 的 
车 花 : 即 最 好 是 采用 低 旗 度 的 溶液 若 种 ; 铜 、 锋 、 纱 等 元 素 在 每 升 溢 液 
中 应 有 10 毫克 , GRAMME AT DUB) 5 毫克 ; 微量 元 素 的 温 合 液 则 芳 
20 毫克 ,浸种 时 间 为 12 个 小 时 。 

施 在 土壤 中 的 和 用 来 进行 播 前 处 理 种 子 的 各 种 微量 元 素 对 春 小 
麦 的 发 育 和 产量 的 不 同 作用 的 比较 (1944 年 的 试 避 )。 施 在 土壤 中 的 
AFH SHAR BT RF fh A TG HES, FE: FRETS, 
$A SS TRE PRL, hese PF: PH=6.1, 
腐殖质 《0 一 20 厘米 深度 )3。 526 ;总 气量 为 0.1834% , BEARD 0.09%, 

水 解 酸度 为 3.1 SSE, PRE AE H68.3%, WE 

量 为 6.7 毫克 当量 。 土 壤 内 施 大 NPK 基 肥 和 人 铀 ,和 锻 、 低 等 硫酸 荔 态 的 
化 合 物 ,以 粮 原 素 计 每 公斤 土 寺 5 一 10 毫克 ,另外 还 施用 了 毛 化 物 坊 
的 锡 ( 每 公斤 土 屡 折 合 2.5 一 5.0 毫克 锡 素 ) 和 硼酸 态 的 硼 ( 每 公斤 主 
壤 折 合 1.25 一 2 .5 毫克 的 确 素 )。 

按照 普通 的 土壤 栽 培 法 来 安排 试验 。 播 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化 合 物 

溶液 处 理 种 子 是 用 两 种 方法 进行 的 ; 一 种 是 用 普通 汪 种 法 (证 24 夏 
时 )， 另 一 种 是 用 链 置 式 抽 气 哮 简 把 空气 抽出 来 , 使 微量 元 素 洲 液 涉 
透 到 种 子 内 。 第 一 种 方法 ,在 涯 24 小 时 后 , 倒 掉 沙 液 , 即 把 种 子 放 在 
生长 咀 内 催 伞 ， 待 胚 根 长 到 和 种 子 一 样 长 时 就 移 栽 到 盛 着 未 施 微量 
元 素 土 培 的 盆 内 。 滩 透 法 是 在 装 清 微 量 元 素 浴 液 的 寺 塌 内 进行 的 。 

把 盛 着 种 子 的 增 塌 放 在 链 罩 内 ,把 空气 抽出 来 , 直到 压力 降 到 50 2S 
ASUS A Meg HIN APA VATE ST 用 链 置 式 抽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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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E 3 DIS, “ORAM ED EE Se MB) 大 气压 力 时 , 溶 
PERI PEO} ILBEA BEE , DUG TAS BF ee RS 24 小 
I, PSG MRA SED AE, MAES 
ANE PM MY, Dae See AR, MRE 
PTEMBER, MERA 4 次 。 

ate AALS T'riticum vulgare 和 T'. milturum 进行 的 ( 表 

Pe | : 

SUSIE , Hote > OR 4 TP A 5 毫克 和 
10 BS) STP, 5 毫克 者 要 较 10 毫克 为 显著 。 
PR AAT TE BES 20 毫克 的 溶液 ALAA RM), 其 烙 果 和 把 硫酸 
铜 施 在 土壤 中 时 差不多 。 

铜 液 (省 度 为 每 升 洲 液 含有 20 AO 毫克 铜 ) BSB AI, Heb 
Fy EE ESS PE OR, ORR, MAI Lp 
FAMERS Ah AES ES, PEPE DEAT LIE AE 
现 有 多大 差 翼 。 这 件 事 实 具 有 实际 的 意义 ， 因 为 它 开 腑 了 用 网 来 进 
行 种 子 播 前 处 理 的 可 能 性 。 

将 同样 尖 度 的 硫酸 锋 施 在 士 壤 内 和 用 它 来 进行 播种 前 的 种 子 处 
理 也 可 以 提高 小 麦 的 产量 。 虽 然 施 在 土壤 中 的 名 对 种 子 的 产量 比 在 
播 前 用 它 处 理 种 子 时 提高 很 多 ， 但 将 高 省 度 的 硫酸 血 施 在 土壤 中 候 
会 降低 小 麦 的 产量 。 试 又 逮 明 ， 儿 化合物 可 以 有 效 地 用 来 进行 播 前 
的 种 子 处 理 。 

“不 同 尖 度 的 锰 化 合 物 , 扰 论 施 在 土壤 中 或 用 来 播 前 处 理 种 子 , 艾 
比 铜 和 舌 等 化 合 物 的 毒性 轻 一 些 。 仕 化合 物 ( 5 毫克 的 用 量 ) 对 春 小 
麦 的 生长 和 产量 有 极 明显 的 良好 影响 ,但 破 酸 盆 的 滤 度 太 高 时 ( 施 在 
土 束 中 时 为 每 公斤 10 毫克 ,浸种 时 的 省 度 为 每 升 溶液 有 40 毫 克 弛 )， 
则 使 春小麦 的 产量 比 最 适量 ( 5 毫克 ) 低 些 。 5 METERS UME TES: 
SE +P ALL FE URE PA AT 20 毫克 进行 播 前 的 种 子 处 理 相 比 , 在 产 
量 上 几乎 没有 什么 差别 。 但 用 同样 尖 度 的 锰 湾 液 滩 透 时 ,小 麦 的 产量 
就 比 对 照 提 高 56.5% ,也 就 是 说 , 比 施 佬 于 土 中 时 的 产量 还 要 高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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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 AY SL, HEMP ES PEK ILA wk Ta 
Pe AEE, Lee SET LE Be TK, 

HEALER (温度 为 每 公斤 土壤 施 2.5 一 5.0 BB) HLH 
.也 可 以 提高 产量 ， 但 较 高 滤 度 的 锡 是 有 毒 的 。 如 果 播 种 前 用 氧化 名 
( 污 度 为 每 升 溶 液 含有 10 一 20 REE GR ADT A, AUER A, 小 
ZG RAR. TE 1946 年 的 试验 里 , 施 到 土壤 中 的 和 用 来 播 前 处 
青 种 子 的 饱 化 合 物 , 效 果 没 有 多 大 差别 ,而 在 1945 年 的 试验 里 ,播种 
Bil FAA ALR hb BE AF fl Lee 24, 

RotE Lb REE (4 REPRE A 1.25 SS) 和 
JARS ATL PRAT WIRE (温度 为 每 升 洲 液 含有 6 一 12 ZEKE), HB 
对 小 麦 的 产量 有 很 好 的 影响 。 播 前 用 硒 酸 溶 流 处 理 种 子 时 ， 深 液 的 
猥 度 合 高 ,小 麦 的 产量 也 乱 高 ,而 将 硼 素 滩 透 到 种 子 内 时 ,产量 最 高 。 
每 公斤 土壤 施 大 2.5 毫克 硼酸 即 显 出 毒害 作用 ， 戎 显著 地 降 攻 了 种 
FP, REE 2 内 的 数字 有 很 大 的 说 服 力 ， 但 我 们 并 不 能 认为 
1945 年 所 采用 的 漫 座 就 是 最 后 肯定 的 汪 度 。 我 们 芥 没 有 充分 襄 明 小 
麦 种子 在 溶液 中 其 种 时 间 的 问题 。 

1946 年 我 们 双 进 行 了 几 个 补充 武 验 , 并 旦 把 试 欢 设计 扩充 了 一 
下 ,以 便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 铜 、 锋 、 低 和 锡 的 温度 都 比 1945 年 所 用 的 洗 
REMEIRT 24, 除 单 独 把 一 种 微量 元 素 施 在 土壤 中 和 用 来 浸种 之 外 ， 
双 把 所 有 上 月 前 单独 使 用 的 微量 元 素 温 合 起 来 进行 了 试验 。 播 前 处 理 
种 子 只 采用 其 种 法 。 土 壤 中 施 大 了 铜 , 镍 和 亿 , 每 公斤 土壤 为 2.5 和 
5.0 豪 克 元 素 ; 这 些微 量 元 素 的 混合 使 用 为 每 公斤 土壤 5 一 10 毫克 元 
素 总 量 。 为 了 进行 播 前 其 种 ,我 们 采用 了 侗 、 锋 、 盆 ( 度 为 每 升 溶液 
含有 10 毫克 和 20 毫克 元 素 ) 和 这 些 元 吉 的 混合 液 ( 总 猎 度 为 每 升 沙 

WEA 20 一 40 2232), BRA A 6 小 时 ,第 二 和 组 12 小 时 ， 第 

三 组 24 小 时 。 

把 微量 元 素 施 在 土壤 中 时 ,小 麦 种 子 在 蒸 名 水 内 汝 12 小 时 。 试 
欢 是 在 容量 5.5 公斤 的 公 内 进行 的 。 土 壤 的 化 学 特 狂 和 以 前 所 说 的 
一 样 。 供 试 作物 是 春 小 者 Ty， vw'gare v. Caesium 111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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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 只 长 到 抽 午 期 。 试 避 糙 果 如 表 3 所 示 。 

5 “ 播 前 处 理 (用 微量 元 素 淤 波 淄 春小麦 的 种 子 ) 对 产量 的 影响 

伍 量 元 素 | 用 来 法 种 的 伍 量 | PRR iM 
as FETE | ears 7 | wa hm kh wee | TR HERA Tb 6 小 时 | 12 丰 时 | 24 小 时 

( 豪 壳 /公斤 ) (E38 /Ft) Pay 

CuSO, 5.0 —_* a 16.9 ikon 

NPK — aes ae = 6 | o> eo 36.9 <a 

NPK-+CuSO, 2.5 一 — | ,45.9 一 

Re « 5.0 一 一- | 47.9 : 

NPK 十 硫酸 铀 处 理 种 子 — | 10.0CuSO, | 44.1 | 44.5 | 49.6 
fl ob a3 20.0GuSO, | 47.8 | 46.6 | 47.3 

ZnSO. : 5.0 -- 一 24.5 ate 

NPK+ZnSO, AT BO -= 一 | 

NBPK 十 硫酸 镍 处 理 种 子 一 10.0 ZnSO, | 46.3 | 36.7 | 44,8 

fl 一 20.0 ZnSO, 37.9 | 36.4 | 38.8 

MnSO, 5.0 一 -一 24.5 cas 
NPK+MnSO, 2.5 一 一 45.9 wa 

fl 5.0 一 一 49.6 = 

NPK + pit eG EE Bh 一 10.0 MnSO, | 43.6 | 44.7 | 40.5 

同 上 一 20.0 MnSO, 一 36.9 | 34.7 

We TRAY 10.0 一 一 19.2 a5 

NEK 十 微量 元 素 混合 物 5.0 一 一 52.5 

10.0 一 22 48.4 a 

PK 元 素 混 合 ; 志 汪 、 
Nee es Nick 2 48.4 -| 39.5 | 39.4 

fd a 40.0 微 量 元 素 混 

* 用 水 浸种 (在 土 尽 内 施 微 量 元 素 的 处 理 )。 

从 试验 结果 可 以 看 出 ， 在 盆 装 土 时 施 大 微量 元 素 和 在 播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处 理 种 子 ， 都 像 上 年 那样 对 作物 的 生长 和 于 物质 的 收获 量 

RII, BURT A Oy 8S AS HOH BERR BAR 

重要 的 意义 。 如 果 种 子 播种 前 处 理 时 间 为 6、12 和 24 DIN, 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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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和 20 Seve TCE HEE AY GRIESE AE WN PRE eT 溶液 
20 毫克 元 素 时 , 任何 处 理 时 间 都 对 小 麦 的 产量 有 良好 的 影响 ; 把 微 
量 元 素 施 到 土壤 内 和 用 它们 来 进行 播 前 的 种 子 处 理 ， 产 量 上 没有 太 
天 的 差别 。 签 量 元 素 的 滤 度 最 好 是 10 毫克 ,浸种 时 间 则 以 6 小 时 最 
kee, SWB EE OEE IC SEV A ELS SD AT 
低 。， 

施 在 十 吏 中 的 他 对 于 小 麦 产量 的 影响 要 比 播 前 处 理 种 子 时 来 得 
显著 。 试 验 让 明 , 浴 波 的 洗 度 登高 ,种 子 和 元 素 在 溶液 中 相互 作用 的 
时 间 和 登基 , 划 其 毒害 作用 也 惩 大 。 我 们 发 更 当 浸 种 时 间 为 12 小 时 和 
Sh iOIE HES 10 毫克 时 , 它 对 产量 的 作用 最 好 。 多 次 的 试验 确定 ， 播 
种 前 用 佬 、 铜 、 锋 等 化 合 物 处 理 种 子 是 提高 春小麦 产量 的 一 个 有 希望 
的 方法 。 
应 该 特别 提出 的 是 :各 种 微量 元 素 的 混合 物 施 在 土壤 内 时 (人 租 公 

斤 土 吏 所 施用 的 元 素 总 量 为 5 和 10 SSE), 小 麦 的 产量 要 比 单 用 一 
种 微量 元 素 时 高 些 。 在 去 年 也 发 更 了 各 种 微量 元 素 温 谷物 的 有 效 作 
用 。 由 此 可 以 作出 糙 花 襄 : 小 麦 不 只 是 需要 一 种 微量 元 素 ,而 是 同时 
需要 好 几 种 微量 元 素 。 播 种 前 用 各 种 微量 元 素 温 合 液 ( 汪 度 为 每 升 
WMO 20 一 40 BHI LFS, Rea 
FUELS SIE PEAS, | DR ESTES 液 含有 20 毫克 
HATER ARE H 6 小 时 为 最 有 效 。 
“总 精 试 验 烙 果 需 要 强调 指出 ， 混 合 起 来 的 微量 元 素 要 上 比 单独 一 
种 微量 元 素 有 效 得 多 。 不 过 还 应 进行 补充 试验 来 测定 ， 温 合 物 中 应 
当 包 括 那 些微 量 元 素 , 和 它们 的 最 合适 的 误 度 。 

1946 年 , BAM SE SHEE Me A Ae SR GE ) 进 行 了 播 前 
RFE AB SLATES BR, BRGRIE TE 3 平方 米 的 小 区 上 进 
行 的 ; 重复 4 He, Reb AE 1944 年 货 施 过 肥料 ,从 1945 年 起 开始 用 
贺 栗 来 研究 肥料 的 后 作用 ,后 来 在 1946 4 AAR BE Tr. Vulgare 

_v. Caesiun 111 SUEGPHESE, AUER, AIF 1h AER, 
P-BIT, Mare Rid 4 所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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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4 MAMMA FR TAREE Ue 
oes jose. 3 BAKO 
mo & kh # | ae / | AYA 死 | % 

NPK 521.0 100.0 

575.0 110.4 
NPK+CuSO, 548.0 105.2 

541.0 103.8 NPK+2ZnSO, 603.0 115.7 

669.0 426.7 NPK+H;BO; 733.3 140.7 
| ne ee 

| 

， 自 表 中 可 见 ，1944 年 所 施 的 矿 时 肥料 ,已 沟 没 有 多 大 影响 了 ; 因 

而 在 NPK 小 区 和 对 照 小 区 上 的 产量 也 没有 显著 的 送别 。 用 来 播 

BAMA GLA GEA 10 一 20 2:58) 对 于 春小麦 的 产量 有 

良好 的 影响 ; 5 滤 度 过 高 则 会 降低 产量 。 用 同样 淡 度 的 合 化 合 物 也 

可 以 促使 产量 提高 ， 而 且 钙 的 误 度 悚 大 ， 产 量 也 伍 融 。 这 件 事 实 和 

盆 芒 试验 的 糙 果 不 符合 ,在 盆栽 试验 中 ,这样 恋 度 的 侠 会 引起 产量 降 

低 。 这 是 由 于 在 丛 和 栽 试验 中 ,用 的 是 灰 化 鞋 ,而 在 田间 证 通 中 是 的 冲 

能 力 很 高 的 黑 钙 土 。 还 有 一 点 和 盆栽 试验 不 同 ; 妈 在 从 栽 试 台 中 ,使 

用 硼酸 态 的 硼 化 合 物 ,效果 不 大 , 而 在 田间 试验 中 , 同样 的 硼 化 合 物 

FF Ha BE tes ST DALAT AE 
可 以 设想 , FE PO AMIE IK 905%% FO FRSEAN , SSE iE LAK 

HTT SAAR YD BLAS Dy OCT AR AS. WEAR TM A AP I Do YA, 

Beir y— Less, 因 而 提高 了 小 老 的 产量 。 用 来 揪 前 处 理 种 子 的 

分 化 合 物 ( 变 度 为 每 升 溶液 含有 10 毫 区 元 素 ) 也 同样 捉 高 了 小 考 的 

产量 。 试 验 烙 果 证 明 , 硼 和 绪 的 化 合 物 是 比较 有 效 的 ; AEA A - 

愧 次 之 。 总 辕 上 述 事实 可 以 作出 如 下 的 和 车 论 : BY 事先 进行 受 种 的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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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试 避 的 烙 果 和 和 倪 和 栽 试验 的 糙 果 是 一 致 的 。 由 此 可 见 , 播 种 前 用 不 
同 让 度 的 微量 元 素 处 理 种 子 对 于 作物 的 生长 和 产量 的 影响 ， 和 把 微 
量 元 素 施 在 土壤 中 时 一 样 显著 。 试 验证 明 , 播种 前 用 不 同 的 微量 元 
素 处 理 种 子 时 ,溶液 中 微量 元 素 的 滤 度 有 很 重要 的 意义 。 

Gi, FE GH PELE A ah FI AC SEAL ih PS 
i) 的 活动 性 (在 RA 籽 实 果 肉 内 测定 的 ) ARAM, GRE 
施 在 十 壤 中 或 是 用 各 种 方法 在 溶液 中 浸种 时 都 闪现 了 它们 的 影响 
(#25). 
PER OE , BRM NSTRSI PE DEA TRA ARS 0.1 当量 

KMnO, fy Se BoA AE AE NPK 的 处 理 高 些 , 但 在 任何 情 
况 下 ,只 要 -- 翰 加 溶液 中 微量 元 素 的 温度 ,成 熟 籽 实 果 肉 内 的 过 氧化 

才 5 (ACR A RRS AL a A eS) (Fob PEN 

peice | Led «| ， 在 微量 元 素 深 波 中 淄 种 

Ay i BE era (0.1 Spat KMnO, 的 毫升 数 ) ee ee 
1+| 1% | 过 氧化 | 过 氧化 | 这 氧化 | 过 氧化 | 

| asl # 总 量 总 量 A A | 酶 | 物 BB | a 酶 | 

对 | OB | ae | — | 60.4 | 12.0 | 72.4 | 60.4 | 12.0 | 72.4 
CARS Sa SR SR PRs Aa ae La ea TE a Sele Cee 

NPK | Sy | — | 88.16] 17.0 | 105.2 | 66.3 | 17.0 | 83.8 

5.0} 20 | 117.0 | 12.2 | 129.2 | 102.9 | 17.8 | 120.7 
TER hGESO, ‘a 40 | 101.4 | 10.3 | 111.7 | 84.6 | 21.1 | 105.7 

5.0| 20 | 133.7 | 11.8 | 145.5 | 84.0 | 18.9 | 102.9 
NPETZMSO% |.10.0| 40 | 95.4 | 42.8 | 407.9 | 89.9 | 19.6 | 109.5 

5.0| 20 | 92.2 | 11.8 | 104.0 | 80.0 | 16.1 | 96.4 
NPK+MnS04) 100| 40 | 90.4 | 10:1 | 100.5 | 75.9 | 15.6 | 91.5 

2.5| 10 | 108.2 | 14.3 | 122.6 | 89.9 | 17.6 | 107.5 
NPK+SrGl,_ | 570] 20 | 96.3 | 10.8 | 107.1 | 70.4 | 47.8 | 88.2 

1.25) 6 | 87.9 | 15.9 | 103.8 | 62.5 | 18.1 | 86.6 
2 nS hahaa 7 ee 84.2 | 11.3 | 95.5 ever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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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呈 和 过 氧化 氨 精 的 活动 性 即 随 之 降低 。 
只 有 硼 化 合 物 的 影响 不 如 所 有 其 余 的 微量 元 素 。 在 所 有 的 化 合 

物 中 ,以 硫酸 多 和 大 酸 铀 的 影响 最 强 ; 侯 和 钢 等 化 谷物 的 影响 就 稍 嚼 
一 些 。 把 微量 元 素 施 在 土壤 中 时 酶 的 活动 性 和 用 微量 元 素 若 种 时 是 
不 同 的 ,由 于 浸种 时 种 子 吸 收 的 微量 元 素 的 数量 要 低 很 多 偿 。 因 此 ， 
从 播种 前 微量 元 素 涯 种 的 种 子 所 有 长 成 的 植株 ,其 所 结 籽 粒 的 果肉 内 ， 
过 氧化 物 酶 和 过 氧化 氮 畴 的 活动 性 就 低 些 。 然 而 这 个 现象 的 起 因 还 
不 仅 限 于 此 。 仆 管 芋 壤 中 和 种 子 内 不 同 波 度 的 微量 元 素 对 于 氧化 酶 

TRS mE HES AAS HE EA RE 
PRET) BHAM, DEAR Se EE, DA 
Beil Ha TR Bh ERE PAE TSE EES AL, 就 可 以 使 我 们 了 解 到 
微量 元 素 对 于 植物 体内 所 进行 的 内 部 过 程 ( 如 酷 类 代谢 ,营养 器 官 和 
繁殖 器 官 的 形成 ) 的 影响 。 关 于 这 三 点 ,在 我 自己 和 别人 的 著作 中 都 
SHH: (AME, 1949)。 表 6 所 列 的 试验 精 果 就 是 表明 春小麦 的 
产量 是 决定 于 氧化 酶 的 活动 性 的 。 

可 以 作出 这 样 的 糙 花 : 即 在 酶 的 活动 性 〈 过 氧化 物 酶 和 过 氧化 
ih). STRELA EM KIRK, MTSE IR, RAED 
Abs. RIL TEBE P WE TC SEI BX ARISE A, 
FE TERE Rh ADEE AI tT EG, SS BE a SE 
壤 中 时 MATES PES Rb eI Pe, JA RE 
FTC SES Fh EFS UCASE; 而 小 麦 的 产量 也 因此 而 
降低 了 。 

油料 作物 的 试验 ssh lta FBR, 芥 

28 LEE, BR Fafa ABET Be, eA GF HER ETT T LAF, 

eae heen cma eRe 
试验 。 

盆栽 哉 验 中 的 土壤 是 灰 化 士 ; 其 化 学 特 隆 见 前 小 麦 试 怠 。 微 量 
元 素 是 在 已 施 大 完全 矿质 肥料 的 土壤 内 施用 的 , 往 公 斤 土 壤 施 大 2.5 
一 5 坚 殉 元 素 。 播 种 前 用 钢 , 鲜 ,所 的 破 酸 获 〈 省 度 是 每 升 溶液 10 人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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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氢化 酶 (过 氧化 物 酶 和 过 氧化 氨 蜀 ) 的 活动 性 决定 春小麦 的 产量 

Bk lew) essere le pO | 微 pais = it Gi wees th 1 H pas Bt P| 
one es OR RBS | Tics PE os: 1 ila RR aie eta 

毫克 ) gs =| Aensetireit linge) aeAbseNFlR 
BA Get kb HE a3 at LISS SR Br he ge ae eee 

speed apiedl ne, ca sym los 籽粒 | 二 物质 
| i 氧 当 |X nA ees 
斤 内 | 升 内 | 化 量 | °% 克 化 量 | oe % | we 

对 有 照 | - | - 72.4, 8.91; 57 | 29.1] 72.41 8.91] 59 | 29.1 

NPK | res - 105.2 5.5 100 | 47.3 | 83.8 5.6 100 | 47.3 

5.0 | 20 | 129.21 21.6 | 139 | 63.2 | 120.7| 21.49] 138.6 62.4 
NPK+GuSO4 10'0| 40 | 111.7| 19.7 | 1271 59.3] 105.7, ~— | — | — 

5.0 | 20 | 145.5 21.2 | 137 164.71 102.9) — | — | — 
NPK+ZnS04 |1020 | 40 | 107.9 18.72) 124 | 59.5 | 109.5| 17.2 | 141 | 57.9 

5.0 | 20 | 104.0] 20.48 132 | 64.8 | 96.4] 19.831 128 | 61.40 
NPK+MnSOq |1020 | 40 | 100.5 on 101 | 57.7 | 91.5] 18.26 ne ee 

2.61 10 | 122.5| 18.6 | 120 | 55.8 | 107.5] 18.44] 419 | 62.15 
NPK+SrCl, |50| 20 | 107711 17.49] 113 | 54.9 | 88.2 18.73| 121 | 66.7 
pee ee | | 

1.251 6 | 103.81 21.41 138 | 60.1| 86.6! 17.971 116 | 57.09 
NPK+H3BO3 | 225 | 45 95.5 11.59} 74|45.4| — | 19.471 196 | 55.86 

克 元 素 ) , WAAL ASH TN EE SETA WA 5 毫克 元 素 ) 和 微量 元 素 的 
混合 小 ( 滤 度 是 每 升 溶液 有 10 和 20 毫克 元 素 ) 处 理 种 子 。 试 骏 烙 果 
列 大 表 7 内 。 : 

Se 7 HO ZORAE HI, HARE AeA PK A 1944 年 和 1947 年 
ERRATA, A NPK 一 起 直接 施 在 士 壤 内 的 微 量 TERE 
对 于 冉 粟 和 亚 茧 的 作用 较 强 ， 而 对 于 亚 霜 藉 和 共 革 的 作用 则 较 强 。 
硫酸 健 对 于 黑 栗 , 亚 苏 和 芥 某 种 子 的 产量 有 上 比较 显著 的 影响 ,硫酸 锋 
的 影响 稍 弱 一 些 ， 硫 酸 铀 的 影响 就 更 弱 了 。 以 后 又 答 粮 研究 微量 元 
素 对 于 油料 作物 的 影响 。 

自 表 7 可 见 , 亚 茧 莽 和 亚 蕨 对 于 涯 种 的 反应 最 好 , 回 栗 和 芥 某 就 
稍 差 一 些 。 在 上 渤 几 种 微量 元 素 中 ， 稀 和 铜 对 亚 茧 著 和 亚 茧 种 子 的 



二 

70 Sh ALIS ANE TSE 

327 FE SEG SCALA BIEL BBR, IRC. IE 

By aa BRA (1944 EEA) 

种 =o Ry Fe a de 

人 
Re 处 理 cl eee a | ame ma 

Ce pa OME Beale Cy! UR we Meee 3 
斤 内 升 网 be 70 克 70 | | % as % 

12.6 73 st Se ies Se ae ae 9.6| 90| §.5|- 87 
NPK (基本 条 件 ) |—|— 6.7 | 100! 47.2} 100 | 10.71 1001 6.3 | 100 
NPK+CuSO, B gies 7.9 | 118] 18.0] 105} 12.0| 1421 7.3) 116 
NPK+ZnSO, 5.0| —|8.8 | 134 | 47.6] 107 | 42.3} 1161 7.6] 421 
NPK+MnSO, | 5:0] 一 9.3 | 159 149.6|1 114]11.3| 105] 7.7] 422 
NPK+H;BO; | 2.5}—17.8 | 16|137.5 106]10.0] 953} 6.0] 95 

播种 前 处 理 种 子 (1947 年 ) 

对 照 一 | 一 15.4 41 | 2,54 357 |5.54 | 51 | 4.64 54 

NPK (基本 条 件 ) | — | — | 8.3%] 100] 6.76 | 10016.91 | 100] 8.52 400 

NPK-+CuSO, — 110] 9.71 | 116} 7.26 | 107 | 9.67] 140] 9,33] 4110 

NPK+ZnSO, — |10|9.30] 111 17.8 115 | 9.55 | 133 | 12.35] 145. 

NPK+MnSO, — 110 | 8.32 | 100 | 7.72]. 1141 7.6 | 1440] 9.60) 143 

RPK+H.BO, 4] ‘gf oS a ete | eo | ee 
NPK + 微量 元 素 

IRAE GH ;—|10} — | — | 7.6 112 | 一 | — | 8.9] 104 

NPK 十 微量 元 素 

一 |20| 一 | 一 |17.65|1 113 |17.4 | 107} 10.40} 449 NOBLE aie 
| 

产量 有 较 强 的 影响 ， 而 磺 对 芥 荣 的 产量 有 较 强 的 影响 。 如 果 把 微量 

元 素 施 在 十 壤 中 的 车 果 和 播种 前 处 理 种 子 的 猪 录 比较 一 下 ， 那 末 就 

可 以 看 出 ,办 各 种 微量 元 素 的 影响 所 收 到 的 作物 的 产量 因 年 分 而 不 

sy 播种 BUTE DEM Sa FUBEIE EF SPA HR PS 对 于 器 桶 的 产量 有 很 

的 影响 ,而 在 钢 , 锋 ,他 等 硫酸 蔓 的 洲 液 中 惹 种 , 则 对 亚 荐 的 产 最 有 

ana Ho badd APB AEE XS TS EP a Fy ESE 

了 春小麦 的 试验 车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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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在 普 利 尔 退 十 黑 钙 二 的 田 半 小 区 上 用 器 栗 进 行 了 4 年 的 试 

Ee, W AIP R AR SCMEE 1944 年 施 到 十 壤 中 的 ， 而 于 1945 年 

醋 究 它们 对 于 四 了 桶 产量 的 后 作用 。 同 时 在 另 一 雪 地 上 上， 又 于 施用 

NPK 的 条 件 下 进行 了 两 年 (1947 一 1948 年 ) 的 研究 ,以 便 训 明 播种 前 

用 不 同 微量 元 束 浴 滚 处 理 种 子 对 于 黑 栗 产量 的 影响 。 因 此 ， 我 们 不 

仅 是 在 施 到 土壤 中 的 条 件 下 人 研究 了 微量 元 素 的 影响 ， 而 且 也 在 田间 

用 播种 前 处 理 种 子 的 方法 赋 究 了 它们 的 影响 。 试 验 期 间 的 天 气 条 件 

彼此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FEL fis as ee SS FE AZ 8 。 : 

试验 证 明 , 回 标 对 施 大 的 矿质 肥料 有 很 强 的 反应 。 如 :对 照 内 种 

子 的 产量 每 公顷 为 6.25 公 担 ,施用 NPK 的 小 区 ,每 公顷 的 产量 达 

16.25 BH (从 3 平方 米 的 小 区 折算 成 ! 公 讲 的 产量 )。 施 在 土壤 内 
的 微量 元 素 对 于 种 子 的 产量 有 很 好 的 影响 。 俘 公斤 土壤 内 施 大 5.0 
毫克 铜 即 可 使 每 公 项 种 子 的 产量 提高 1.95 公 担 ,硫酸 种 2.25 公 担 ， 
ish 3.0 公 担 。 旬 和 硼 等 化 合 物 也 表现 出 良好 的 影响 。 

ORES FPA IE SS SEAS BEE Sd EF Sak SFE PSE 

ADE HRP, DBAS Tal ie BES RIC SEE ie PS AP OZ ch, HH 

AEE TT, SEES HERB BRAIN RHEE 

ES, HRB EAH 2.5 QIN, GEESE 3.47 AGA, 硫酸 
$& 4.48 从 担 ,氧化 锡 5.68 公 担 ,微量 元 素 混 合 液 3.14 公 担 。 研 究 千 

果 表 明 ,播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溶液 沽 种 是 非常 有 效 的 。 | 
eT ath BPS BRAT OI S Ee et T Ar, 

着 且 根据 脂肪 含量 (百分数 ) 推算 出 总 含油 量 〈《 公 担 / 公 虎 )。 分 析 业 

果 如 表 9 所 示 。 

Sea fe 2 年 试验 期 间 (1945 一 1946 年 ) 由 于 土壤 中 施 大 了 

eRe Sil, HRREEE (42 Fr AE BE ii 5--10 BEGETS), HEME SEANCES 

(45-25 Fy AE ig A 10 22 SE ICSE) ECE IC SEA , HENRI ES 

量 和 出 油 量 在 任何 情况 下 都 高 于 NPK AGADER, Gil, EF. SESE AD 

对 于 器 栗 种 子 内 脂肪 的 形成 有 很 强烈 的 影响 。 在 未 施 任 何 肥料 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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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8 ”微量 元 素 对 届 粟 产量 的 影响 
( 田 淹 武 验 在 土 束 中 获 微 量 元 素 ) 

NPK+ 对 | 全 

| 9.1 |. oO | 2 项 =| | NPK CuSO, ZnSO, & O 后 ， 局 

| c |e | & 
Fe a Ee OS EE BOE Pi 
3 | 5 BES LOMENE| 5 毫克 Sree 5 | 5 Be, DW 

种 子 的 产量 (2 
FE ZR YS ) : af 

从 担 / 公 顷 6.2| 16.2-) 18.2 | 17.1 | 48.5 | 19.2 47 二 汪汪 7 一 

% 338} 100) 112] 105] 114] 118] 105| 109} — -一 

TM ERE DKA RH Ri 

ro) SS. O 〇 元 
对 | CuSO, ZnSO, a) Oe = 

et |. Care S| ee 
Ri |_| 1083| 207538 105853 0sse LOEB 5 | 5a, “Bp 

1947 年 的 种 子 产 
量 〈《 当 年 施用 
微量 元 素 ): 

公 担 /公顷 4,6| 12。53|-15.5.|.15.5 .| 14.2 | 14.5 | 15.0] — | 13.6 | 16.0 
%, 37 00 | 110 115 | 116 | 122) — | 106] 130 

1943 年 的 种 子 产 (33 
BB (CH 
的 后 效 作用 ): 

公 担 /公顷 5.2| 5.95| 8.4| — | 9.4] — | 10.4] 11.61] 8.8] 9.4 
% 88 | 100| 142 | — | 158] — | 175] 196| 148] 153 

照相 区 内 ， 脂 肪 的 数量 和 出 油 量 都 显著 地 减少 了 。 这 是 由 于 在 未 施 

肥 的 小 区 上 ,有 一 部 分 器 栗 的 头 状 花序 未 能 成 熟 ,以 致 降低 了 脂肪 的 

数量 和 出 油 量 。 

播种 前 用 铜 , 咎 , 低 、 旬 等 化 合 物 和 微量 元 夷 的 混合 液 ( 包 括 硼 在 

内 ) 处 理 种 子 时 ,脂肪 含量 和 出 油 量 都 提高 了 很 多 。 微 量 元 夷 温 合 液 

对 于 脂肪 的 形成 有 很 大 影响 ,例如 : 脂肪 的 数量 比 仅 施 NPK 的 小 区 

培训 了 2.62% ， 出 油 量 每 公顷 增加 2.26 公 担 。 在 分 析 向 日 葵 的 种 

子 时 也 得 到 了 很 有 价值 的 苦果 ,如 :在 NPK 的 影响 下 , 种子 闪 脂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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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10 用 微量 PRATER, FPR. ee 

ar # oe 从 
TEST panda tenes 4sashasen ih aaa a eres SS 5 Gs pi i) <TC 

| | FRR | i 8 Z| #Tee 
= AZ -一 > 肪 | 

| “播种 前 处 理 种 子 2 SBI) pope: We ( 2 年 期 外 ) 
处 量 $8 oe 

| | 
理 HA/AA) 加 | of | _ 公 | 公 担 / 公 顷 | % 

| oO \|8 & 
a eh mee : Ta 党 

| Ja | 9.92 | 100 | 52.0} 5.16 9.45 100 
WAR | 

FAR ETC RIEA HZ | 12.18 | 122) Sh 5° Bee 11.10 117 
Fe 

| (ee te | 10.77 100 | | 50.7 | 5.46 11.45 121 
NPK | 

| CUARRIESI | 14.00 | 141 5 7.07 | 43.7 | -148 
\, | | 

量 降低 了 ， 而 在 播种 前 用 硫酸 他 ;所 化 旬 a bh BERR 

PuAREMK TRUE, He kee ee 

进行 播种 前 种 子 处 理 的 事实 证实 了 器 票 和 春小麦 的 试验 精 果 。 
由 于 微量 元 素 混合 液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对 于 油料 作物 ( 贫 条 试 欢 

和 小 区 试验 ) 的 产量 ,脂肪 含量 和 出 油 量 的 影响 都 比 单 独 使 用 微量 元 

素 时 表现 得 好 ,因此 ,在 以 后 (1947 和 1948 年 的 试验 ) 播种 前 处 理 积 
子 时 就 只 有 用 微量 元 素 的 混合 液 了 ， 每 升 溶液 中 所 含 的 元 夫 总 量 是 
10 毫克 , 涛 种 时 间 是 12 小 时 。 混 合流 的 钥 成 中 包括 钢 、 锋 、 擂 的 硫 

HEM , ACES A, RRRER AAG Eat 
积 为 60 平方 米 ,重复 4 次 。 

2 EMRE RAIA 10 A, 
PLES EAR AE DI , AFTRA FC 0 SEI Be DM, 

使 所 有 油料 作物 的 种 子 产量 (2 年 平均 ) 都 提高 了 ,而 尤 以 在 施用 完 
至 矿质 肥料 的 条 件 下 进行 处 理 的 增产 量 为 最 多 : SEG UE NPK 
Pp KUT 3.23 公 担 , 芥 荣 每 公顷 增产 2.25 Qi, WEA; 

2.2 公 担 ,向 日 著 每 公 硕 增产 2.6 公 担 。 
jh FH pi FAG BUIL Sib phe FH Fh F38 F HERS IEZR AE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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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月 欧 的 种 子 对 提高 脂肪 含量 和 出 油 量 的 影响 

a i it if 向 a 次 
了 了 种子 严重 |] Bl we 
u |, & ae ae: aim 公 (146) 会 | 出 2 (1 年 ) & | HZ 
量 有 了 量 i 担 量 ah 

从 公 | 公 担 /公顷 | % | S| -公公 担 / 公 项 | % | F 公 
Om & | mt 2 | i 

38.5 5.64 15.0 100 | 23.1 4,97 15.7.5 100 | 30.3 4.76 

$8.13) 4.23 17.10 114 | 37.4 | 6.4 415.59 101 | 28.0 4.45 

37.6 | 4,30 18.8 125 | 35.6 6.69 17 .4 111 | 28.5 4.96 

39,2 ef 21.0 140 | 37.6 20 20.0 127 | 2820 |~ O.76 

应 的 脂肪 含量 也 有 影响 ,而 出 油 量 在 任何 情况 下 也 都 比 各 对 照 小 区 

融 一 些 。 堂 无疑 冯 ， 脂 肪 含量 和 出 油 量 的 增加 说 明了 用 各 种 方法 施 
用 微量 元 素 时 , 饭 们 对 脂肪 形成 的 作用 。 另 外 , 在 研究 期 间 ， hey 
定 脂 肪 的 某 些 常 数 。 

总 糙 播 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混合 流 处 理 种 子 的 试验 烙 果 应 该 作出 如 

下 的 精 花 :无论 何 时 ,在 爸 栽 或 田间 小 区 和 大 区 上 于 播种 前 处 理 春 小 

索 和 各 种 油料 作物 的 种 子 都 表现 出 良好 的 影响 。 上 述 千 果 指 明了 在 
生产 中 采用 这 种 农业 技术 方法 的 必要 性 。 

ti OR 

1. 1944 一 1948 4E BT (EMS fee Se Ail FB Pe Ae A , FEAR EA 
FSG , Il NPK —#2 ii AS, $F, SRAGTEREIN (45- REPY 
TS Hg A. 5 一 10 2558) ACER, RR (每 公斤 土壤 施 大 2.5 一 5.0 训 

克 ) 和 这 些微 量 元 素 的 混合 物 时 (每 公斤 土壤 施 入 5 一 10 毫克 ) , 春 小 
麦 , 黑 栗 、 芥 荣 、 亚 蕨 基 和 亚 蕨 的 产量 都 比 单 施 完 至 矿质 肥料 时 大 大 
地 提高 了 。 

2 ,播种 前 用 铜 , 锋 , 侯 的 硫酸 蹈 (温度 为 每 升 溶液 含有 10 一 20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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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元 素 ) , BASE FUE GE EE STA SH 5 一 10 毫克 元 素 ) 久 及 - 
这 些微 量 元 素 的 混合 液 (每 升 溶液 内 所 含 元 素 的 总 量 为 10 一 20 豪 克 ) 
处 理 种 子 6 一 12 小 时 ,在 任何 情况 下 对 于 春小麦 的 生长 和 产量 , 油料 
作 有 物 的 脂肪 含量 和 出 油 量 都 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ae 

3. RRR, $i, SEAT A EAE 
SF 6 一 12 PN MEE, DUREAIR EE IAEA 6—1278% 
元 素 为 最 好 , 混合 液 则 以 每 升 溶液 所 含 元 素 总 量 为 10 一 20 BH 
i, 春小麦 的 证 种 时 间 以 6 小 时 最 有 效 , 油料 作物 旭 以 12 小 时 最 有 
效 。 

4. 如 果 其 他 条 件 都 相同 ， 则 播种 前 用 微量 元 素 混 合 液 处 理 种 子 
的 精 蛙 要 比 单独 用 一 种 微量 元 素 时 好 得 多 。 已 沟 确 定 ， 作 物 不 是 只 
需要 -一 种 微量 元 素 ,而 是 同时 需要 好 几 种 微量 元 素 。 3 

5 ILE DE, FERRET BETAS Ob A 
KEE, DT EIRSES AT Ene, SES ANE BLES 

6. FEMA BIS OL , HU TFET EE: ED 
Be FB SSS AP BE TPE EMS EAA AE, 

7 SPEDE RPE DS PS EAL ld ASE A 
WHEW, MACKIMMIE MAS, FMT SI 
Bg PZ BA HE IE ; WM TSP PER FE 
THUR. KERR TRENT AER, BAPE 
时 所 发 生 的 过 程 的 影响 。 | 

8. HSE Bh Bi FHL Tt SAYA DLR bE ANT ED BOE 
Sees wy DEH dF Bs aay HS Bh A ADEE Bh Fe He BS, 
2 FED 7c SE BT , WE, BEART PRA 
方法 ,特别 是 在 种 子 春 化 时 配合 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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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 放射 性 元 素 及 其 生物 学 作用 

AA WEAR 

BON VETCHR EB Fi RRS, (EER DP ice IK 

YK, MGB. UW, 巴 兰 诺 夫 和 C.I. PEEK 1941 SERAPH, eR 

bey 含量 在 1.1102 到 19.0x10 "Ss 范围 之 内 ， 锅 的 含 

量 一 一 从 8.8x10-5% 到 58.3x10-526, 狩 的 含量 一 一 从 2.64x 

107% 到 9.5x 10°*%, 

研究 放射 性 元 素 在 动 植物 有 机 体 和 钵 菌 发 育 上 的 生物 学 作用 的 

许 允 试验 , 在 放射 性 现象 发 现 后 不 从 , 特别 是 在 镭 元 夷 发 现 后 不 从 ， 

就 已 经 开始 了 。 

在 研究 天 然 放 射 性 元 夷 生物 学 作用 的 所 有 工作 中 最 重要 的 就 是 

B. 五 . 锥 尔 和 葛 德 期 基 领 导 下 的 苏联 科学 院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实 艇 室 所 进 

行 的 试验 研究 。 

BY. 准 尔 划 德 斯 基 首 先 指 出 了 许 参 放射 性 元 责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VRB RAMEN, ete 1922 Fb RBIS: “GEA PAB 

Vi, 它 以 强烈 的 ,我 们 还 不 很 了 解 的 方式 影响 着 有 机 体 ， 它 在 我 们 周 
围 和 在 我 们 本 身 引 起 了 一 些 不 明白 的 ,但 其 苦果 是 很 居 人 的 变化 。” 

可 是 ，B. 五. HERA USTIE (1923) 已 预言 过 有 关 这 人 一方 面试 驴 

研 突 的 巨大 困难 。 他 写 道 : 不 管 这 条 道路 是 如 何 困 难 , 无疑 地 ,人 类 

还 是 要 洛 着 这 条 路 前 进 的 。 因为 既 已 获得 了 镭 , 获得 了 放射 能 的 源 

KR, PRBS LAE LM BAR, KAKU 

Fr oR PAS EPS IL FSET.” 

Cte, 4 oth Bb ee Si, EEE RS AE PED A 

AS AAAS PRS ESC SE FF AT 8 Bs HF PS SS SEY AE 



80 | Sy ATE ph We SE 

学 作用 明显 地 证 明了 的 事实 。 

在 短 时 期 内 ，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实 驯 室 的 实验 研究 建立 起 了 很 多 的 

重要 学 说 :所 有 动 植物 有 机 体 中 ;, 都 含有 鳃 及 其 它 放射 性 元 素 ; 不 但 
如 此 ,生长 在 自然 条 件 下 的 生物 ,能 人 够 在 某 一 些 情况 下 将 放射 性 元 素 

集中 到 机 体 组 成 中 ， 其 数量 要 比 这 些 有 机 体 周 围 环 境 中 的 多 出 数 十 

fee BIB rT HG CHE A THE, 1935, 1940 HERMES, 1938, 1946; 

ES BAIS, 1939 , AE ARBLIe  1937, 1951; Hi ARIE ME 
1930 ;等 等 )。 

其 它 国 家 售 进 行 过 很 多 有 关 放 射 性 元 素 对 植物 发 育 影响 的 研究 

工作 , 但 都 未 能 获得 很 大 的 成 就 。 这 是 由 于 外 国 的 研究 家 们 对 这 一 

极 复 杂 闻 题 的 理论 研究 工作 没有 狂 以 应 有 的 注意 就 想 从 放射 性 元 豆 

在 农业 和 医学 上 的 应 用 中 去 获得 实际 的 糙 果 。 他们 把 放射 性 元 素 的 

作用 看 做 对 于 生物 来 说 是 完 至 新 的 强 有 力 的 现象 ， 它 不 仅仅 能 人 锣 根 

本 改变 生命 过 程 的 方向 ,而 且 能 够 人 工 复制 生命 ,这 样 的 看 法 乃 是 他 

们 工作 中 的 基本 缺点 。 例 如 ,布尔 杰 (Byprxe) 在 1905 年 将 25 毫克 

TAAL ERSS Ae a Bin, REE 24 小 时 ,发 现形 成 了 许多 特别 形体 ， 

他 将 这 些 特 别 形体 当 作 生物 ,着 且 称 其 为 "放射 性 蚕豆 " 悄 布 瓦 (Ho= 

6ya) 和 拉 发 史 尔 (Pabasrp ) 在 1905 年 于 列 日 (JIeeg ) 所 召开 的 放射 

学 大 会 上 甚至 要 求 承认 他 们 是 研究 这 一 问题 的 优先 人 ,着 指 出 ,他们 

远 在 1904 年 就 已 确定 了 所 谓 “ro6ec” 的 狂 在 无 菌 明 腰 上 所 引起 的 - 

“TR 和 攻 子 的 形成 。 上 述 工 作 的 作者 着 未 注意 到 生命 有 机 体 中 沟 常 存 

在 着 放射 性 元 素 而 不 断 地 影响 着 生命 有 机 体 仅 部 生存 时 期 中 的 发 
Fe 

1899—1912 年 这 一 期 间 , 便 进 行 了 特别 多 的 关于 放射 性 元 素 对 

植物 生物 学 作用 的 试 愉 研 究 [ 基 赛 尔 (Gieset)，1902; (PAL ARREC(Sch- 
warz),1903;5£4E (Moto), 卡尔 尼克 (Koemike)，1904; 莫 里 许 (Mo= 

lisch),1912， 等 等 ]。 在 这 些 试 验 中 开始 指出 了 、 放射 隆 元 素 的 高 折 

用 量 可 以 忽 剧 地 延迟 植物 的 生长 ,相反 地 , 低 额 用 量 则 可 刺激 植物 的 
EEA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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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_b salt 0H , Gl A is FEES “PF YH CPE 5 Se ED EY, FE 

BE! EUR CRIT JH PENI PETC ISPS. MUA i 
SY PETC Se HI OEE AEH ne, AEF 1910 年 就 已 沟 把 放射 性 肥料 

EE HET. BREN PEI BR YS EET ERA HD 

的 产量 是 有 和 良好 影响 的 [斯 托 克 拉 札 (Stoklasa ) , 1932, EH], 

1913 年 法 国 开始 出 版 了 一 种 专门 杂 诈 “La zadiumculture、。 

但 是 当时 由 于 缺乏 准确 的 生理 试验 来 解决 下 面 这 些 最 重要 闻 

题 : 炸 物 在 正常 发 育 下 所 需要 的 放射 性 元 素 是 多 少 以 及 植物 一 般 地 

都 需要 放射 性 元 素 蚂 、 它 对 植物 的 改 育 和 对 植物 品质 性 状 的 变化 有 

何 特 别 的 形 响 ,多 在 植物 体内 的 分 做 如 何 , 它 在 土壤 中 的 含量 如 何等 

等 ,所 以 放射 性 肥料 莽 未 在 农业 中 获得 广泛 的 实际 运用 。 

外 国 研 究 家 倍 肖 乎 就 疫 有 进行 那些 有 利于 植物 和 其 他 有 机 体 发 

育 的 放射 性 肥料 用 量 的 科学 研究 工作 ， 这 也 是 他 们 的 巨大 错误 。 照 

(il, 化 们 完 至 次 有 估计 到 放射 性 元 两 力 是 超 微量 元 表 , 他 们 对 放射 性 

元 夷 采用 了 过 度 高 的 ,超过 最 适宜 泪 度 数 百 万 以 至 十 数 亿 倍 的 用 量 。 

植物 正常 发 育 上 所 需要 的 是 极 微小 的 用 量 。 这 一 点 首先 是 我 们 的 试 

- 验 所 诈 实 的 。 除 此 之 外 , 他 们 错 谈 地 把 放射 性 元 霄 看 作 是 万 能 肥料 ， 

以 为 饭 能 伐 蔡 植物 所 需要 的 其 他 营养 物质 ， 以 为 将 其 施 人 土壤 中 就 

可 以 不 必 施 用 其 他 营养 元 索 了 。 

由 此 可 知 ， 外 国 科学 家 们 想 在 实际 上 应 用 放射 性 元 素 的 企图 是 

失败 了 。 

就 是 在 目前 ,许多 其 他 国家 仍然 重复 着 上 面 设 过 的 错 谈 ,特别 是 . 
在 应 用 人 造 放 射 性 元 素 作 为 所 谢 示 踪 原 子 或 放射 性 指示 剂 的 工作 

上 中 。 目 前 正 广 泛 地 应 用 示 踪 原子 来 解决 有 机 体 和 土壤 中 营养 元 素 的 

进入 和 分 信 方 面 最 重要 的 许多 生物 学 问题 ,来 研究 生理 学 上 的 作用 ， 

来 作为 基 肥 时 期 和 施肥 方法 的 根据 等 等 。 但 是 ,直到 目前 为 目 ,对 于 

天 伏 放 射 性 元 素 和 人 工 放 射 性 元 素 的 正确 用 量 这 一 最 重要 的 问题 钙 

完 得 还 很 少 。 

浆 循 着 大 家 都 知道 的 原理 , 放射 性 同位 元 吉 如 果 用 量 很 少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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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对 有 机 体 中 的 生理 作用 就 不 能 起 显著 的 影响 ， 它 在 生物 化 学 过 程 
中 则 使 自己 类 但 于 一 般 的 稳定 性 同位 元 素 ， 当 应 用 人 工 放 射 性 元 素 
作为 指示 剂 时 ， 几 乎 照例 是 不 注意 这 些 元 素 对 生命 过 程 方面 所 起 的 ， 
放射 作用 的 。 据 此 ， 和 外 国 的 试验 研究 对 蕉 放射 性 元 素 的 沟 党 用 量 都 
很 高 ， 以 致 在 高 度 放 射 性 能 作用 下 而 对 有 机 体 发 生 不 良 的 影响 ， 例 
如 :把 尔 福 (3p 和 并 赫 锥 士 (Xesemz),1950,383 芮 ] 为 要 研究 各 不 同 骨 
部 分 对 磷 的 吸收 作用 而 将 20 毫 居 里 (Mrmmrkiopz) 放 射 性 磷 忆 2 放 
AMAA. G19 天 人 就 死 了 。 被 试 驻 者 是 由 于 白血病 致死 的 。 
但 是 ,从 苏联 科学 家 EM. 巴金 (Bakaa) 和 A.I. $B HAR} (Haymen- 
KO) 远 在 1938 年 就 写成 的 著作 中 知道 , 在 这 种 放射 性 元 素 用 量 对 有 
机 体 作用 下 , 猎 过 6 一 15 天 就 可 以 致命 的 。 

就 是 更 低 的 放射 性 元 素 的 用 量 对 生命 过 程 也 会 有 不 良 影 响 的 。 
DT. 特 重 多 娃 (Tpyropa) 于 1952 年 研究 子 放 射 性 磷 对 小 孝 根 

部 分 生 钥 秋 中 狙 胞 分 裂 的 影响 。 试 恰 指 出 ， 将 放射 性 磷 的 用 量 从 每 
毫升 0.5 微 居 里 开始 ,处 理 24 小 时 后 可 以 急剧 减少 组 胞 分 型 的 数量 ， 

考 处 理 72 小 时 后 , 则 其 分 型 就 可 以 完全 停止 等 等 。 
由 此 ,下 面 的 问题 是 值得 重 观 的 :在 动 植 移 有 机 体 中 所 含有 的 主 

要 化 学 元 素 有 多 少 。 可 以 在 动 植物 衣 机 体 中 应 用 的 放射 性 局 位 素 的 
份量 双 是 多 少 ? 

| 化 学 元 素 中 的 非 放 射 性 同位 素 , 即 所 谓 的 大 量 元 素 HA, B, 
气 、 磷 、 钙 、 鳞 等 等 )。 狗 佑 生物 有 机 体 活 重 的 99 站 。 他 们 不 仅 可 以 
以 其 化 学 特性 同时 还 可 以 以 其 本 身 质量 来 制 狗 生命 物质 AGES 
i, 

那么 该 用 多 少 放射 性 磷 Pa: 才 可 以 在 示 踪 原子 的 帮助 下 来 研究 
有 机 体内 的 代谢 作用 呢 ， 

放射 性 磷 和 其 它 人 工 放射 性 元 素 的 含量 不 能 用 称 重 的 方法 去 计 
算 ， 要 根据 这 些 元 素 的 放射 能 去 计算 。 这 种 放射 能 一 般 是 用 放射 性 
的 单位 一 一 居 里 [1 居 里 就 是 镭 和 氮 的 放射 平衡 下 1 克 鳃 的 放射 量 ， 
相当 于 1 秒 链 产生 3.7 x 10° MBF ISAK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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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Jr lB), fete SCSEF 107% Jr BL), ies GET 10° fir Hh). 
要 将 居 里 单位 换算 成 以 克 表 示 的 元 素质 量 时 ， 应 当 运 用 下 列 公 

式 ; 
qxA 9% Ax8,1% 10" =6.15x 10-4 x =F, 

a 46.02 x 1073 

式 中 的 9 是 元 素 的 居 里 量 ,4 是 原子 重 ,/ 是 每 秒 链 分 裂 的 常数 。 

我 们 可 以 得 到 下 列 各 个 重量 : 1 个 居 里 相当 于 6.46 x 10° Hee 

或 3.4x10- 克 磅 ,也 就 是 1 个 居 里 相当 于 极 微 量 的 磷 。 

在 研究 放射 性 磷 B? 的 工作 中 所 采用 的 是 比 训 居 蜂 ( 相 当 于 10 

Ve, Pa27 和 微 居 里 (相当 于 1071 克 PS?) 要 少 千 倍 和 百 万 僧 的 用 晤 。 
这 些 用 量 按 其 本 身 的 质量 来 说 是 微 少 的 ,但 按 其 放射 性 来 说 ,这 样 的 

用 量 对 生命 有 机 体 已 过 高 了 。 应 用 上 述 用 量 ， 促 管 可 以 用 电子 计数 

器 很 方便 地 把 和 它 计算 出 来 ,但 这 是 不 允许 的 ,因为 上 述 放 射 性 元 素 的 

尖 度 一 一 1 工 个 训 居 里 或 1 PRO IMA 工 毫 升 中 一 一 对 生命 有 机 体 - 

已 经 是 有 毒 的 了 。 由 于 其 本 身 的 放射 性 很 高 ， 所 以 他 们 就 抑制 了 正 

党 的 生命 活动 。 这 些 过 高 用 量 的 放射 性 伙 , 按 其 数量 的 大 小 来 说 ,已 

不 属于 大 量 元 素 和 微量 元 夷 了 ,而 是 属于 超 微 量 元 素 了 。 然 而 ,在 研 

完 放 射 性 磷 的 工作 中 就 已 不 是 研究 有 机 体 中 含量 很 多 的 磁 的 代谢 作 

用 ;而 是 研究 放射 性 超 微 量 元 吉 的 代谢 作用 ,看 来 , 所 获得 的 状 料 是 

很 可 代表 放射 性 超 微量 元 夷 的 特征 ,而 要 比 代表 大 量 元 素 一 一 磅 疡 : 

的 特征 还 要 明显 。 在 生命 有 机 体 中 非 RA PERE P* Wo ik 平均 狗 佑 

生物 体 活 重 的 0.07% 。 在 动物 骨骼 中 和 植物 个 别 器 官 中 所 含 磷 的 数 

量 是 1 和 以 上 的 。 如 果 往 生命 有 机 体 中 注入 和 其 所 含 非 放射 性 磅 产 - 

一 样 多 的 人 工 放射 性 磷 妃 -， 那 么 生物 体 就 会 由 于 放射 性 过 高 而 死 

亡 。 可 惜 , 这 一 点 在 研究 示 踪 原子 的 工作 中 不 是 沟 常 都 佑 计划 的 。 

1950 年 我 和 五. 王 . 格 重 森 科 共 同 进行 了 一 些 专 门 的 试验 ,来 研 

5 A TASS PERE PP? ANGE WEA AS Hi BAL A EP AR 

PERALTA AT cein), “SAPS IN, FEMI TAS EE 

影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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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ik 嫁接 在 茹 属 上 的 番 若 品种 KIS} (Maxano) 和 相反 
的 婷 接 ， 首 先 培育 于 返 有 三 分 之 一 腐 殖 里 的 沙土 的 下 杀 引 。 当 婷 接 
的 植株 扎根 很 好 着 发 育 得 很 茂盛 的 时 候 , 就 将 植株 的 根部 十 坷 洗 去 ， 
放 在 含有 充足 营养 混合 物 的 水 开 液 中 。 植株 在 水 培 液 中 发 至 15 天 
后 ， 在 一 些 容器 中 放大 相当 于 1.10-996 镭 放 射 当 量 的 BONEEBE 

P? ,而 在 其 它 一 些 容器 中 划 放 大 同 量 的 镭 。 
West 7 天 将 植株 取出 ， 地 在 当天 用 放射 绕 摄 影 法 研究 了 还 活着 

的 植株 中 各 个 器 官 内 镭 和 放射 性 磷 的 分 伪 情 形 。 
图 | 是 尹 接 在 匣 属 上 的 番 葫 品种 米 加 斗 植株 的 放射 继 照 片 。 右 。 

FE REA in 9 in BS BR A EK, 

ee TS pe aR FARR 从 营养 AP, 
3 Se 吸收 了 放射 性 磷 , 它 的 有 SE 

FARES ASE HE ER 
ep Tl OT, SES HY : BSE 
是 从 根部 进 太 植物 体 中 的 ， 荐 按 
HPS HL oP Oh) As SRE, WAR 
到 接穗 来 回 移动 着 ， 和 在 植物 内 
WA iB. | 

FET 1 上 可 以 很 好 地 看 出 : 
放射 性 磷 Ps TE AD eS HA 
微小 部 分 中 ， 着 且 也 不 平衡 王 分 
个 在 Bini 基 属 董 的 各 个 部 分 

和 内 。 植 株 各 器 官 ( 叶 和 董 ) 在 照片 

A Pa  noya kr BAS Te 5 Se DEBE OO) TS 
LAER ; — Kilo : 

Ai FEN AS Ba HAR AZ FE PGE REG TEA BA AE 

的 显著 变化 也 是 嫁接 植株 所 表现 出 来 的 一 个 特征 。 在 图 1 EDR 
好 地 看 出 ;， 磷 在 组 继 的 总 合 部 位 和 荃 上边 一 定 距 离 处 被 组 颂 微 弱 地 
闻 得 着 ， 视 多 过 这 此 地 方 就 好 你 是 放 跑 一样 胡 仅 公 革 市 到 莹 天 庆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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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 

接穗 疗 合 地 方 组 织 性 状 变 愤 的 上 壕 恬 点 在 嫁接 于 茹 属 上 的 番茄 
攻 上 表现 得 最 清楚 。 接 种 部 位 的 茹 属 钥 经 变化 较 小 。 在 有 镭 容 器 中 
栽培 植株 的 试验 中 我 们 也 看 到 了 相同 的 情况 。 在 图 2 上 可 以 看 到 刍 
在 砧 林 和 接穗 中 的 分 傣 。 堪 边 是 茹 属 砧木 的 荔枝 ， 右 边 是 嫁接 在 斯 

BLA. HOO AS Re 
Ml 2 PT DAG : SE 3? 

一 样 ; TERRE HB Ls Bh 
kb, FRA AA BE Lee 
Bb, MPI, SE 
(4ep PR LAA, PLA 
PERERA BRAUER HE A 
5A EITM. 

在 研究 示 踪 原子 的 工作 中 做 
出 了 不 正确 的 假定 ， 即 当 应 用 低 
温度 的 放射 性 指示 剂 时 不 能 期 待 
其 对 有 机 体 的 任何 生理 影响 。 在 
M, Hj (M, Kamen) 所 著 的 “ 生 ， 
物 学 中 的 放 射 性 指示 剂 ” TE Be a ee ee 

以 人 确定: 当 采 用 一 般 的 放射 性 指 = BERLE RIF); ATER 

示 剂 省 度 时 ， 是 不 会 有 多 少 看 得 BEC MMMe 
出 来 的 生理 影响 的 。 

前 面 我 们 已 多 看 到 ， 放 射 性 在 相当 于 ! 个 毫 居 里 和 1 个 徽 居 里 
时 , 则 对 有 机 体 有 不 良 的 影响 。 这 里 发 生 了 一 个 问题 , 即 较 低 用 量 影 
Ne) 32 Ain AAy We 

1950 年 我 和 B. HW. Epic (BH. Bapanow) fi Tk Bee iy 4e 

Fee, FE LEARG PEE T FEE AT PE BP 
PUL EDTA EH EIT, TERA PAT CRE 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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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me 

物 ， 着 在 这 一 环境 中 研究 了 放射 性 元 素 的 作用 。 在 试验 中 研究 了 3 
FE AS FBS :107",107°° Fl 10-? 好 , 磷 P "机 用 这 三 种 放射 性 当量 的 

用 量 ( 在 这 一 工作 中 ,放射 性 当量 的 用 量 ,是 指 放大 营养 液 中 ,与 居 里 ， 
单位 相等 的 的 数量 ; 而 对 放射 能 和 所 施 大 植物 所 吸收 的 放射 元 素 的 
量 则 略 而 不 计 )。 放射 性 磷 按 照 原子 分 型 数量 在 至 部 生长 期 间 每 隔 
7 天 施 人 一次。 这些 试 殿 的 车 果 列 大 表 | 和 表 2 中 。 

从 表 2 PH, 当 以 极 少 量 的 放射 性 磷 施 大 时 ， 则 也 像 镭 一 样 ， 
对 植株 的 发 育 有 上 良好 的 影响 ,无 疑 地 , 放射 性 磷 的 这 种 作用 与 其 说 是 
它 的 质量 所 引起 的 , 倒 不 如 说 是 它 的 放射 性 能 量 所 引起 的 。 

表 1 Buwigt ais 

必 干 昔 叶 的 平均 重量 | Freee 
@ 的 :用 量 (%) 2 

GE/AB) 

对 照 7.4 3.4 

10711 8.7 6.6 

19719 . 9.8 5.4 

107 9 9.7 | 5.6 

Ze2 放射 性 磷 P3?? WARS BAR ey he 

eat Hy | ERB eR 
放射 性 当量 的 含量 i: ( 克 / 容 器 ) 

对 照 6.6 2.5 

人 7.6 4,2 

107+ 8.7 5.4 

10-° | 7.9 5.4 

关于 生命 有 机 体 对 化 学 同位 素 有 分 别 选 择 能 力 的 问题 研究 得 还 

不 修 。 大 多 数 外 国 的 作者 认为 ， 在 研究 示 踪 原子 方法 的 工作 中 对 这 

一 葡 果 事实 上 是 可 以 略 而 不 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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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 MERAY AKT MRO, Fh SE (1933): 
“生命 有 机 体 是 能 够 从 我 们 周 图 的 很 多 混合 元 素 中 选择 一 定 同 位 元 

i,” | 

” 现 有 的 数目 不 多 的 一 些 试验 资料 让 明 ， 大 概 ， 在 一 些 情况 下 可 

以 观 丛 出 有 机 体 对 许多 同位 元 夷 的 显著 分 别 选择 ， 例 如 : AA AR 

(Bpwep ) 人 观 人 罕 到 许多 植物 对 钙 同 位 素 的 分 别 选 择 在 .65 以 内 。 

虽然 对 同位 素 的 这 种 区 分 本 质 上 着 不 影响 所 研究 的 元 素 的 分 

人 怖 ,但 是 ,不 应 当 完 至 忘掉 当 用 示 踪 上 式 子 方法 进行 生理 研究 时 这 -一 现 

象 的 可 能 性 , 况且 放射 性 指示 剂 , 正 像 上 述 的 一 样 , 是 能 够 本 质 上 破 

坏 生 理 作 用 的 自然 过 程 的 。 

放射 性 元 素 在 植物 生活 中 生物 学 作用 的 研究 法 放射 性 元 素 

(48,68, St, GASES) He He HA LEH a fas ht a BH 2S AH 

物体 中 所 发 生 的 生物 化 学 过 程 。 

但 是 这 些 现象 研究 得 还 很 少 。 所 采用 的 水 培 法 和 砂 培 法 ， 到 更 

在 为 止 , 仅 对 大 量 元 素 的 研究 是 合适 的 ,但 还 不 能 应 用 于 更 准确 的 试 

验 研 究 。 少 量 的 放射 性 元 素 在 各 处 都 有 :就 是 在 普通 的 蒸 馆 水 中 ,在 

最 纯 阐 的 化 学 试剂 中 等 等 都 有 。 常 有 的 这 些 数量 是 完全 能 够 保证 植 

物 对 放射 性 元 夷 的 充分 要 求 的 。 因 而 ， 当 研究 放射 性 元 素 时 需要 潭 

心地 保持 武 剂 的 纯 闻 。 在 相反 的 情况 下 ， 我 们 几乎 经 党 在 生理 试验 

中 过 到 矛盾 的 车 果 。 

这 首先 是 由 于 在 妇 献 中 所 存在 的 矛盾 一 一 各 作者 在 同一 问题 上 

所 获得 的 相反 千 花 。 将 各 别 试验 所 要 研究 的 正常 植株 培 育 于 不 施 大 

放射 性 元 素 及 其 他 微量 元 素 的 水 详 液 中 的 事实 也 就 可 以 说 明 在 方法 

上 是 不 完善 的 。 

这 就 是 为 什么 在 解决 许多 有 关 放 射 性 元 夷 的 生理 问题 时 ， 必 须 

特别 注意 到 用 水 培 补 和 砂 培 流 栽 培植 株 时 要 制造 最 纯 次 的 培养 基 ， 

要 注意 研究 放射 性 元 素 的 适宜 用 量 ， 要 注意 研究 施 大 放射 性 元 束 的 

时 期 和 方法 ,要 注意 放射 性 元 夷 对 照 试 验 处 理 的 偶然 沾染 ,要 注意 应 

用 一 名 必需 的 营养 物质 来 充分 保证 植物 的 要 求 等 等 。 必 需 佑 计 到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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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情况 ， 即 在 1 Sob PMA | Ske | 微 居 里 放射 性 元 表 的 用 量 

是 过 高 的 ;它们 对 植物 和 动物 的 有 机 体会 起 不 良 的 影响 。 

在 植物 生活 中 钙 的 放射 性 特性 的 意义 ” 钙 的 放射 性 特 姓 是 在 
1907 MH, -PE 人 区 全 全 

Say 3 个 同位 元 素 : K39, Kt? 和 KY 其 中 只 有 原子 重 40. 的 一 个 

辐 位 素 CK4 ) 有 效 射 性 的 特性 。 在 钾 的 同位 元 素 温 合 肠 牛 放射 性 Ke 
Mae 0.012%, 

钾 具 有 有 和 射线. HAAR BRIERE, oF 
的 有 射 效 的 强度 为 铀 的 相同 放射 线 强 度 的 千 分 之 一 。 

甚至 在 钾 的 含量 很 高 时 都 对 植物 不 起 有 害 作 用 ， 这 是 由 于 钾 的 
放射 性 微弱 之 故 。 

狂 是 属于 动 植物 有 机 体 必需 营养 元 素 之 一 ， 缺 钾 则 动 植物 是 不 
能 生活 的 。 钙 在 碳水 化 合 物 和 蛋白 早 的 代谢 中 起 着 巨大 的 作用 。 在 
营养 混合 物 中 没有 钾 时 ， 植 物 便 停 下 生长 以 致死 世 。 当 钾 极 为 缺乏 
时 ， 则 在 叶片 上 出 现 褐色 斑点 一 一 这 就 是 植物 缺 钙 的 特征 。 

像 试 验 研 究 所 指出 的 一 样 ， 所 有 的 钾 都 是 以 离子 状态 存在 于 本 
物体 中 。 不 用 预先 癸 成 灰 ， 只 用 简单 的 水 语法 就 可 以 从 于 植 栋 中 提 
出 印 来 。 在 植物 体 中 复杂 的 含 钾 有 机 化 合 物 则 从 未 发 现 过 ; 如 果 当 
鱼 定 钙 的 作用 时 遗 秦 其 放射 性 ， 那 就 不 能 了 解 伍 在 植物 生活 中 所 超 
的 生理 作用 了 。 a | 

He FSH PPE HERR A, SRD REWER, ZETC 
oR GENS Ga KR ZLwaardemaker, 1918 和 1920) 在 这 一 方面 所 进行 的 研究 

确定 了 :如 果 从 林 格 尔 (Paarep) 营 养 液 中 去 掉 甸 的话, 那么 就 会 妨碍 
其 中 的 青 上 蛙 心 幅 的 有 节奏 的 收 蓉 。 但 是 以 其 它 放 射 性 当量 的 放射 性 
元 素来 代 蔡 钾 后 , 心 趴 的 跳动 是 完 至 可 以 恢复 的 。 根 据 这 些 试 验 , 上 
述 的 作者 得 出 结 论 ;, 钙 的 放射 性 乃 是 决定 器 官 活动 的 重要 因素 。 

在 进一步 的 试验 研究 中 , 兹 歹 尔 仙 马 克 尔 着 未 获得 直接 的 证 明 ， 
虽然 一 直到 有 目前 这 些 试 验 谷 未 被 推翻 。 但 也 没有 能 肯定 。 

可 惜 ， 近 代 的 化 学 方法 肖 未 能 从 钾 中 分 离 出 钙 的 放射 性 局 位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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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衣 然 所 有 的 钾 都 是 放射 性 的 ,那么 就 不 必 进 行 这 样 一 些 试 台 来 证 
明 甸 的 放射 等 隆 是 具有 何 种 生理 意义 了 。 非 放射 性 的 全 在 自然 界 中 
是 没有 的 ,大 旦 暂时 还 不 能 够 用 人 工 的 方法 获得 它 ,所 以 在 这 一 方面 
所 进行 的 所 有 试验 仅仅 是 研究 镭 , 铀 和 印 的 8 射线 对 动 植 物 有 机 体 
的 外 在 作用 。 | 

在 生长 试验 中 我 们 研究 了 像 钙 一 样 有 同样 8 射线 的 钠 -X 对 植 
物产 量 和 品质 的 影响 。 试 验证 明 , 铀 Xi, 也 像 钙 一 样 ,对 植物 的 发 让 
起 着 以 下 的 生理 作用 ,也 就 是 :由 于 施用 了 微量 钠 Xi( 其 放射 性 和 妆 
于 钙 在 营养 混合 物 中 一 般 含量 的 放射 性 ), ADT EEL, Glan Aa 
从 的 产量 就 增加 了 ,其 合 糖 量 也 误 高 了 。 | 

但 是 正 像 试 验 所 指出 的 一 样 , Hh He GH Xi, DIB ANS Mi 
坟 ， 在 植物 的 生活 中 是 不 能 完 公 代 蔡 印 的 。 这 是 由 于 当 共 同 施 信 上 
迹 两 个 元 素 时 ， 是 远 泛 不 能 把 钙 的 复杂 生物 学 作用 产生 出 来 的 。 销 
Xi1 和 仙 在 其 化 学 特 隆 上 是 与 钙 有 显著 区 别 的 。 鲫 也 不 能 够 充分 满足 
Hi WHE BN PET RM EER, | 

AED) BON BREE , PSE T HL ER NAB Os EB, RA 
FR BIT EEA PET BONER ES, BUTE 
F it Ao, 

HOPE AAAI EE SSRIS RA RAE 
容器 中 ; FEA PLS AR ERNE, FOUR ADE SH 
制 后 将 糖 用 甜菜 放大 了 不 透 汉 的 未 匣 中 ， 状 在 黑 眶 中 盖 上 了 高 度 敏 
感 的 照 像 软片 ， 痉 过 6 个 月 这 一 软片 就 显 黎 了 。 

IMAI, 放射 性 射 弘 像 可 见 光线 一 样 ,影响 着 照 像 感光 板 。 由 
于 在 照 像 威 光板 上 显影 后 在 其 上 面 就 出 现 了 物体 的 底片 ， 荐 从 其 中 
显示 出 放射 性 射线 。 

在 放射 线 摄 影 的 贺 3 上 可 以 看 到 我 们 所 获得 的 照 像 图 版 。 在 昭 
像 图 板 上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到 糖 用 甜菜 的 叶子 和 根 。 这 证明 ， 由 于 植物 
本 身 的 天 然 放 射 能 ， 在 黑 虹 中 它们 是 可 以 自己 留影 的 。 以 此 方法 可 
以 获得 在 自然 条 件 下 栽培 的 任何 植物 的 放射 线 照 片 ， 因 为 所 有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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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SAM, BSL RAGHEB EA Fh PETC, | 
= 2 {BEML EB 

3 时 还 不 难 发 现 ; BRR EAS 
背景 是 亮 的 ”同时 当 较 短 的 曝光 
后 而 获得 放射 线 影 片 时 照 像 图 版 
的 背景 则 是 黑 的 。 这 说 明 我 们 试 
图 用 那 张 狼 在 黑 瞄 中 照 像 时 ， 保 
FE GH IR AIT RRS 
光 木 匣 对 它 的 影响 。 但 是 没有 成 
功 却 获 得 了 相反 的 和 结果 。 

在 数 年 期 间 我 们 寻找 出 了 保 
护 高 度 敏感 照 像 感光 板 台 受 周 力 
-物体 放射 性 影响 的 方法 。 糙 果 确 

” 定 了 : 为 此 目的 最 可 靠 的 材料 只 

ee es 能 用 一 定 种 类 的 照 像 软片 。 玻 璃 
Bs 代 助 于 天 然 帮 届 纤 扫 是 的 ”和 各 种 金属 在 黑 曙 中 长 时 间 的 咸 ， 

糖 用 甜 茶 放射 绕 影 片 光 是 可 以 照 好 像 片 的 。 

图 4 也 是 如 轩 3 中 一 样 的 植物 ( 糖 用 甜菜 ) 的 放射 像 片 。 这 一 放 
射线 像 片 是 应 用 加 强 逛 光 饭 拍摄 的 。 除 此 之 外 .不 透 光 的 本 匣 不 是 
用 狐 而 是 用 两 张 照 像 软 片 蒙 上 的 ,在 此 照 像 软片 上 放 喷 了 试验 植株 。 

Fill FA Jn GREE FEAR TKD TJ 2 倍 的 虽 光 时 间 。 图 4 的 放射 线 像 片 是 

曝光 2 个 月 摄 得 的 ,而 图 3 的 放射 线 影 片 是 曝光 6 个 月 摄 得 的 。 
在 放射 线 像 片 图 4 中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出 在 各 个 不 同 大 小 的 叶子 上 

和 根部 天 然 放射 性 元 素 含 量 的 分 傣 。 放 射 性 元 素 含 量 最 多 的 是 在 糖 
用 甜菜 根 的 最 粗大 部 分 以 及 在 着 生 叶 子 的 荣 头 部 分 。 

轩 5 是 借助 于 天 然 放 射线 拍摄 的 ( 云 杉 属 的 ) 木 质 部 的 放射 线 像 
片 。 放 射线 像 片 是 以 下 列 方式 拍摄 的 : 木材 平坦 部 分 的 一 补 用 坚实 
的 狐 层 盖 起 来 , 另 一 个 则 曝露 在 外 面 ; 然后 , FEE SMR bo 
未 遮盖 的 木材 部 分 上 在 黑 虹 中 放 上 照 像 软 片 和 加 强 达 光板 。 

~ Be 



14 以 加 强 记 光 板 逐 盖 植 株 ， 图 5 利用 加 强 庶 光板 ,借助 于 天 
(EDF IPABC SHEEN ORB SC DIRE SACEH ENA LABELS IY 
射线 像 片 ;也 是 才 5 的 植株 

将 未 和 材 用 狐 盖 上 是 为 了 避 胸 木材 直接 和 照 像 软 片 接触 。 猎 过 
个 月 , 照 像 款 片 已 显影 。 人 二 

对 图 片 加 以 观察 可 以 看 出 ; 在 放射 像 片上 很 清楚 地 拍摄 上 了 
木 科 钥 筷 精 岩层 的 极 鼻 小 部 分 。 盖 在 木材 上 的 坚实 耗 张 卉 未 妨碍 其 
摄影 | . 

1B Me AT D4 I HH BE, POH Rb 
PETE IEE MA} 8 

不 采用 加 强 下 光板 我 们 就 不 能 在 这 种 曝光 情况 下 拍摄 这 些 放射 
净 像 片 ,这 一 点 证 明 图 5 ey WSN ER HSE A WP A TTR 
是 由 于 其 它 因素 对 照 像 感光 板 的 影响 。 但 是 ,如 众 所 知 ,各 强 遗 光板 
能 够 加 强 的 仅仅 是 放射 线 喷 了。 能 通过 精 实 耗 层 的 也 仅仅 是 木材 中 
所 含 的 放射 性 元 素 的 A ANY 射线。 其 它 的 物质 是 不 能 通过 铺 实 的 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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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而 以 那 种 力量 来 影响 照 像 感 光板 的 。 
镭 、 纳 和 你 对 植物 发 译 的 影响 “ 售 以 水 培 法 进行 了 下 列 植物 的 

LER HSE, 首 落 ,棉花 和 其 它 植物 。 使 用 了 非常 于 阐 的 指示 
剂 和 蒸 饮水。 试验 指 出 :在 完全 的 营养 混合 物 中 如 果 未 补 施 鳃 , 销 或 
钙 , 植 物 生 长 大 大 停 汪 ,着 旦 未 能 形成 花芽 。 这 就 是 如 , 放 射 性 元 素 ， 
也 和 其 它 营养 元 素 一样 ， 是 植物 正常 发 青 所 必需 的 。 如 果 能 侯 将 植 
胸 培 理 于 不 施放 射 性 元 素 的 培养 基 中 亦 能 正常 生长 ， 那 么 唯一 的 原 
因 是 由 于 培养 基 已 被 放射 性 元 素 所 沾染 。 

帮 射 性 元 素 的 良好 影响 最 明显 地 表现 在 提高 精 洋 上 ， 表 现在 加 
强 和 促成 植物 的 开花 和 成 熟 上 , 才 现 在 增 田 糖 用 甜菜 根 、 胡 昔 卜 、 BE 
瓜 , 番 茹 和 其 它 植物 中 的 栈 ( 葡 萄 糙 和 蔗糖 ) 上 。 

$e 3 LER ER (DUD 
#3 BPA RAAT aH 

活 植株 的 平均 重量 ( 克 / 容 回 ) 
根部 的 含 糖 量 | HAIDA %) 

NPK( AAR) 

NPK-+U() 61.1 37.7 14.3 40 

NPK 十 Ra( 鳃 ) 87.4 35.5 14.8 45 

NPK+Th(4t) 

* 4 )\GSoRE Pb i BR CPE , ARSE AE AAR ea 

过 种 , 豆 科 植 物 根 部 的 根瘤 还 是 不 能 形成 ， 着 且 空 飞 的 分 子 态 氨 也 不 

能 被 根瘤 所 吸收 CA.A. FEY AAR, 1945), 

放射 性 元 素 能 显著 地 提高 橡 胁 草 的 产量 及 其 根部 的 稳妥 含量 

(A.A. FRE ABR, 1941), 

BNET , (SE, St, BLAS cfc ok AN AD SRO, SHAE Le 

BUG , SUA BEA A RECAST, KAO Se 

中 于 1942 42 Op Bc AS eA a RAS AX BO el ot ESE He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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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4 放射 性 元 素 对 糖 用 甜 案 的 产量 及 根部 含 糖 量 的 影响 

ma Rk kK 理 | 根 的 在 均 产 量 ( 公 担 / 公 顷 ) 根部 的 含 糖 量 (?o ) 

NBPK( 对 了 照 ) 155.0 14.6 

NBPK 十 放射 星 肥 料 175.2 20.1 

如 果 要 计算 一 下 1 公顷 中 糖 的 出 产量 ， 那 么 可 知 往 士 壤 中 施用 
放射 性 肥料 的 效果 是 很 大 的 。 例 如 ， 在 对 照 区 中 1 公顷 内 糖 的 出 产 
量 是 2379 公斤 ， 而 在 施用 放射 性 肥料 的 小 区 中 则 达 3517 人 公开; 也 就 

是 说 比 对 照 区 多 产 1135 公斤 *。 或 者 是 多 产 47.8%。 在 我 们 的 其 它 
试验 中 也 获得 了 类 似 的 车 果 。 

这 样 一 来 ， 农 业 自 然 条 件 下 的 产量 及 其 品质 研 不 仅 依 靠 充 分 供 
痊 植 物 以 氮 、 磷 、 印 、 镍 、 炙 、 硫 、 铁 ,着 旦 还 依靠 营养 媒质 中 所 含 的 , 足 
量 的 可 吸 态 放 射 性 元 素 。 因 之 ， 在 实践 上 应 用 放射 性 肥料 来 获得 农 
业 高 额 而 稳定 的 产量 和 农产品 的 优良 品质 ， 已 不 是 很 远 而 是 最 近期 
HAVES. 

ARAB AAAS RIBS BE a A RE, PE BER Ee _E 
施用 放射 性 元 素 是 更 有 同 威 了 。 

但 是 , 正 像 我 们 的 试验 所 指出 的 一 样 , 放 射 性 元 素 工 不 是 万 能 的 
肥料 .在 植物 的 生活 中 ,它们 是 不 能 代替 其 它 营 养 元 袁 的 ,着 且 仅 在 所 
有 必需 的 大 量 元 束 和 微量 元 素来 供 欠 植 物 时 , 方 能 产生 良好 的 苦果 。 

放射 性 元 过 对 植物 的 影响 可 以 和 共生 素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影响 来 
上 比较。 共生 素 是 不 能 代替 其 他 营养 物质 的 ， 但 是 在 养料 中 缺乏 蕉 生 

素 时 ,就 会 引起 生 有 物体 的 疾病 : 坏 血 病 , 伯 全 病 等 等 。 
其 他 营养 元 素 在 植物 的 生活 中 也 不 能 代替 放射 性 元 素 错 、 铺 

镍 等 等 。 在 土壤 中 缺乏 放射 性 元 素 时 , 仅 能 部 分 地 依靠 有 机 无 机 肥料 
中 狼 常 含有 的 放射 性 元 素来 补充 ， 这 些 放射 性 元 素 烃 党 都 以 混合 物 
的 形态 存在 于 有 机 和 和 无 机 肥料 中 。 但 是 认为 有 机 肥料 乃 是 这 样 的 一 

* ” 按 数 字 算 应 为 1158 公斤 一 一 者 者 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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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万 能 肥料 ,有 了 人 它 就 可 以 不 必 施 用 放射 性 和 其 它 微量 元 素 了 ,这 是 

错误 的 。 如 众 所 知 ,植物 是 从 土壤 中 获得 营养 元 素 的 ,而 动物 有 机 体 

则 是 从 大 物 营 养料 中 获得 的 。 SNR EEE AY 放射 隆 元 素 不 足 的 话 ， 

那么 在 植物 体 中 这 些 元 素 也 是 稀少 的 。 
以 放射 线 摄 影 法 研究 植物 体 中 放射 性 元 素 的 进入 和 分 侯 “用 化 

学 方法 和 胸 理 方 法 通过 物 实 的 灰 化 来 研究 植物 体 中 超 微量 元 素 的 生 

理 作 用 是 具有 基本 缺点 的 。 这 一 方法 的 主要 缺点 是 必需 选取 可 分 析 

物质 有 代表 性 样本 的 一 定 重 量 进 行 灰 化 ， 也 喜 是 破坏 生命 有 机 体 的 

PAAR, AZ, BER Re SH eA ee i Hh Ee 
Wy [ri] — BES 4S Be “PB AD CH BE FE, ES BESS) PSE TC RA 

傣 。 在 动 植物 有 机 体 中 ， 化 学 元 素平 均 含 量 的 意义 还 远 远 不 足以 了 

解 这 些 元 素 的 具体 的 生理 作用 。 

特别 是 有 关 超 微量 元 袁 的 生理 作用 的 研究 ， 例 如 放射 性 元 素 的 

生理 作用 ， eee Rew ae 含量 得 用 极 微小 的 数 

量 (10-4 和 10- 全 5) 来 测定 

必须 找 出 新 的 方法 ,以 便 群 普 研 究 有 效 地 影响 植物 发 育 的 原因 ， 

这 种 影响 就 是 施用 主要 养料 时 所 钼 施 进去 的 放射 性 元 者 ( 镭 、 绩 、 绅 

等 等 ) 的 微 少数 量 所 引起 的 。 根 据 我 们 的 试验 材料 ,放射 阵 元 素 显著 

”地 增加 植物 的 结实 ， 促进 植物 的 开花 和 成 邹 , 半 和 急剧 地 提 融 植物 体 中 
碳水 化 合 物 的 含量 。 

由 此 就 需要 知道 : ech WBE iL by EE ESE 

a ies, IRE ESE eR SEAIE LAGS, WARE VE 

FE FE A Po Se Fe PE ES. FE LAS EER ET i 

的 较 老 的 器 官 中 放射 性 元 素 的 较 高 额 含量 就 是 饭 对 植物 生长 等 等 重 “ 

要 意义 的 新 证 据 。 这 一 方面 的 材料 在 试验 研究 的 女 献 中 几乎 洛 有 。 

为 了 解决 上 述 间 题 , 最 有 远景 的 藉 是 放射 线 报 影 法 ,这 一 方法 的 

根据 是 放射 绕 < ,8 和 7 射线 , 像 可 见 光线 一 样 , 能 在 照 像 感光 板 上 起 

作用 。 这 一 方法 售 发 现 了 放射 性 。 这 一 方法 可 以 广泛 采用 ， 以 便 街 

助 于 用 厚 层 乳 状 爵 体 莹 着 的 照 像 感光 板 来 计算 射线 的 放射 性 和 宇宙 



夫 然 放射 性 元 壹 及 其 生物 学 作用 95 

光 ， 状 旦 还 可 以 广泛 用 它 来 研究 植物 体 中 人 工 放射 性 元 素 的 质 上 的 
Fy Ki. 

到 现在 为 止 ， 放 射线 摄影 方法 差不多 还 未 用 来 研究 天 然 放射 性 
元 素 ( 镭 , 纳 \ 针 、 钙 等 等 ) 在 动 植物 有 机 体 生命 中 的 作用 ,在 这 一 方面 
放射 性 摄影 法 过 去 是 没有 被 研究 的 。 不 但 如 此 ， 在 国外 还 给 与 放射 

” 净 摄 影 靶 不 好 的 评价 。 
由 于 已 经 利用 了 放射 性 射线 对 光 乳 爵 层 的 灵敏 感光 底 照 像 作用 

著名 原则 ， 所 以 我 们 于 多 年 的 工作 而 研究 出 来 了 放射 线 照 像 方 法 的 
新 方案 ,这 -一 方法 不 仅 能 锣 在 质量 上 ,而 且 能 够 在 数量 上 来 研究 植物 
各 器 官 和 组 究 微小 部 分 极 征 量 放射 隆 元 素 的 进 太 及 其 分 傣 ， 而 不 必 
DR Ha TEAS a. 

TS DLBASEN Oa 8 FAS HE EF MTS 
养 混合 物 中 。 然 后 将 所 栽培 的 植物 收获 下 来 ,在 适当 的 整理 后 ,在 黑 
虐 中 紧 贴 着 放 在 高 度 敏 感 的 照 像 感光 板 上 或 照 像 底 片上 ， 帮 在 这 种 
默 春 下 放 填 一 定 的 时 间 。 可 以 由 植物 中 所 含有 的 放射 性 元 素 放 射出 
射线 ， 根 据 着 它 在 各 别 器 官 中 的 省 度 而 在 照 像 感光 板 上 尼 生 作用 。 
通过 高 度 敏 感 的 光 甩 爵 导 ， 放 射 性 射线 就 把 省 化 银 和 氧化 银 的 糙 曲 
体 还 原 为 金属 银 。 当 固定 时 ,未 还 原 的 糙 昌 体 旭 被 洲 解 而 被 排除 掉 。 

“4 RR LIC LBS , 在 感光 板 上 产生 了 植物 的 底片 ,着 旦 ， 
含有 较 多 放射 性 元 素 的 那些 植物 的 器 官 在 照 像 感光 板 上 产生 了 较 晤 
的 底片 。 而 在 照 像 图 版 上 则 产生 了 相反 的 情况 : 放射 性 元 素 含量 较 
高 的 地 方 就 较 明 显 和 光亮 。 含 有 少量 放射 性 元 融 的 植物 器 官 在 像 片 
上 或 者 是 完 公 没有 定 影 ,或 者 是 它 的 像 不 清楚 。 

曝光 的 时 间 是 从 工 小 时 到 几 个 月 。 应 用 长 时 间 曝 光 的 情况 是 : 
植物 体 中 所 仿 的 镭 或 其 它 放射 性 元 素 的 当量 少 于 10-8% 时 ,以 及 当 
借助 玫 天 然 放 射 性 拍摄 放射 线 像 片 时 。 

应 用 加 强 丰 光板 时 要 减少 曝光 时 间 1 倍 到 2 倍 。 在 这 些 情 况 
下 ,在 底片 上 植株 各 器 官 的 鲜明 性 喜 显著 地 降低 了 ,特别 是 在 那些 放 
射 性 元 素 提 高 的 地 方 。 这 一 点 在 图 6 和 图 7 的 放射 线 影 片上 可 以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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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地 看 出 来 。 

这 一 方法 的 敏感 性 和 底片 的 明显 性 ， 一 方面 是 由 于 植物 体 中 帮 

射 性 元 素 的 含量 ， 而 另 一 方面 是 由 于 照 像 感光 板 的 敏感 性 及 植物 各 

“ib ar AUR LEAR AS FR Ee fh, 

AT BRET MERGE, 

要 借助 于 光度 测定 的 方法 来 确定 

JR WSE REE, Abe, TE 

BL ETD 72 FE a SE BE a RS 

光度 计 。 将 底片 各 个 部 分 变 黑 程 

度 和 标准 黑 度 作 比 较 ， 可 确定 植 
已 各 个 微小 部 分 各 种 放射 性 元 素 

的 含量 。 

图 6 eR, 但 
ARH RUS RR, RES 

Sho BPRS HRT 5 施 人 于 营 LP ar PIE Se 
Hee YAIRI 1x 10-1196; 图 7 “利用 加 强 涉 光板 拍摄 的 ( 辣 轩 
在 照 像 感光 板 上 处 理 了 415 天 的 稿 球 伦 属 植株 ) 放 射线 像 片 ;处 理 3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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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将 植物 同时 在 同一 个 感光 松 或 照 像 底片 上 曝光 的 标准 是 最 适宜 

的 。 
放射 净 摄 影 法 在 研究 植物 体 中 营养 元 素 的 进 太 规律 性 和 分 信 
规律 性 方面 展开 了 新 的 可 能 性 一 这 些 现象 的 规律 性 用 近代 的 化 
学 、 胸 理 和 生 马 方法 中 的 任何 一 个 方法 都 未 能 发 现 。 当 研究 允 量 元 
替 和 微量 元 素 进 太 植 物体 中 并 分 佑 在 各 器 官 和 各 粗 绫 微小 部 分 中 以 
及 研究 其 它 问题 时 ,采用 后 一 方法 是 能 够 胜利 的 。 
UFR STE ,我 们 进行 了 很 多 的 试验 研究 ,这 些 试验 

图 8 利用 加 BEA RI, HEE 图 9 借 ree SN 
FERRE VKLAFKEAD 菊花 放射 线 像 片 
Fay Be SN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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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指出 : 狂 过 根部 而 进入 植物 体 中 的 狂 及 其 它 放射 性 元 素 无 例外 
地 都 分 集 到 所 有 各 器 官 中 ,但 多 牢 是 集中 于 生 长 茂盛 的 地 方 ,也 就 是 
集中 于 幼小 的 生长 点 上 ,发 育 得 最 迅速 的 叶子 中 ,以 及 和 烙 实 器 官 中 。 
在 植物 下 部 的 , 老 的 叶子 中 ,放射 性 元 素 的 含量 是 很 少 的 。 这 三 点 在 
相当 的 放射 线 照 片 中 表现 得 特别 显著 。 

图 8 的 放射 线 像 片 是 镭 在 生长 已 期 的 喝 豆 植株 体 中 的 分 傣 。 可 
以 明显 地 看 出 :在 这 一 时 期 内 ， 鳃 集 中 得 最 多 的 是 在 上 部 ， BES 
叶子 上 ,这 些 叶 子 在 像 片上 表现 得 较 清 楚 。 像 片 中 下 部 的 、 较 老 时 子 
的 形 像 是 很 模糊 的 。 

在 其 它 的 植物 中 也 可 以 看 到 镭 分 人 的 相同 情况 ,例如 菊花 (图 9)。 
由 于 ,8 Aly 射线 的 作用 , 在 放射 线 像 片上 差不多 至 部 植株 都 照 上 
了 ,但 各 器 官 的 不 同 明显 程度 指出 了 :叶子 最 幼 嫩 部 分 中 所 含 的 狂 比 
EUS PRR. Wii, PTE PEER TER 

eee wee 
fel 10 By BRE 像 片 是 Hh 

章 在 迅速 形成 花 及 开始 开花 期 间 
拍摄 的 。 在 婆 育 的 这 一 期 间 ， 所 
有 地 上 部 分 的 器 官 以 花 中 所 含 的 
强 为 最 多 ， 这 些 花 在 影片 中 特别 
表示 出 来 的 是 清楚 的 白斑 点 。 根 
部 和 叶子 中 的 镭 就 少 得 允 了 。 和 相 
同 的 事实 在 其 它 的 植物 中 也 可 以 
看 到 , 俩 如 橡 腰 章 (图 11)。 

在 同一 个 照片 上 (图 10) 还 表 
现 了 植物 的 一 个 轩 常 的 特点 三 一 
镭 集 中 于 植物 节 间 的 能 力 ， 在 植 

2 eee 胞 节 半 中 拍摄 出 来 了 明显 的 点 

Mo 全 让 Fat ， 子 。 在 其 它 的 植物 上 也 可 以 看 到 
朝 草 放射 绕 像 片 FA 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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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 20 HT HE, SRL T ADL CEB PP 的 分 从 。 

11 借助 于 镭射 线 拍摄 的 二 年 生 
EEPROM RB; 在 像 片 上 可 以 
祖 楚 地 看 出 : 锤 主 要 是 集中 于 花 上 ; 这 一 oS Zs Bo 
HERR SESS FRAG 1X 10711% 于 营 fal 12 借助 于 放射 性 砚 P32 射 
养 混 合 物 中 的 砂 培 液 中 线 拍摄 的 烟草 植株 的 帮 射 线 像 片 

fe Et 

1 RAB PETCHE—E, Oh, &hSe4$ — 2 B-Fiwerisc x 
A, TEA ABLE , JERR Bia a, WP TCHR TE WP Hi 
于 自然 界 中 : 泥 们 存在 于 土壤 中 ,天 然 水 中 ,所 有 的 动 植 物 有 机 体 中 。 
天 然 放 射 性 碳 C7 存在 于 窄 气 中 ， 它 是 在 宇宙 光 . 中 子 的 影响 下 从 大 
气 中 的 毛 素 不 断 形成 的 。 

2 .植物 是 在 其 本 身 的 发 下 过 程 中 从 土壤 中 吸收 放射 隆 元 素 的 ， 
而 生物 是 从 植物 营养 料 中 获得 放射 性 元 素 的 。 社 物 本 身 所 能 介 集 中 
的 放射 性 元 素 ， 其 数量 要 比 其 周围 环境 中 所 含 的 多 出 数 十 借以 至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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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 。 
3. 放 射 性 元 素 的 作用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放射性 元 素 影 响 着 有 机 体 

的 生长 和 生物 化 学 过 程 ， 这 种 影响 与 其 襄 是 由 于 它 本 身 那 种 比 其 它 
营养 元 素 更 微 少 的 量 所 引起 的 ， 母 宁 说 是 由 于 它 本 身 那 种 不 断 地 把 
a, 8 和》 射线 放 散 出 来 的 能 所 引起 的 。 不 过 钾 是 例外 ,全 不 仅 以 其 较 
大 的 量 ,大 旦 还 以 其 放射 能 同时 影响 着 有 机 体 。 

4 .我 们 的 知 戴 的 近代 水 平 还 不 能 够 为 植物 建立 起 这 样 的 一 种 玉 
养 基 ， 一 种 完 人 至 可 以 排除 掉 天 然 放 射 性 影响 的 培养 基 。 主 要 的 是 不 
能 从 培养 基 中 排除 掉 某 一 些 放射 性 元 素 , 符 别 是 钾 , 因 为 植物 要 是 缺 
全 ， 它 就 会 死亡 。 用 其 它 的 化 学 元 素来 代 蔡 钾 是 不 行 的 。 帮 射 性 元 
素 沟 常 含 于 植物 的 种 子 中 , 含 于 最 清洲 的 化 学 试剂 中 , SERA 
射 气 和 OM) RAE EPO RE EH, RRL 
来 研究 它们 在 有 机 体 中 的 生理 作用 。 

“5 .根据 我 们 的 鼓 验 材料 ， 天 然 放射 隆 微 量 元 素 的 尖 度 要 比 它 在 
土壤 中 的 数量 少 到 数 十 倍 至 数 百倍 才 是 茜 物 和 根瘤 菌 的 适宜 用 量 。 
换算 成 居 里 ,这 就 是 比 毫 微 居 里 少 到 100 和 1000 倍 的 滤 度 。 但 是 ， 
若 植物 生长 铸 显 著 抑制 现象 ， 那 么 就 可 以 改 成 比较 高 的 放射 性 元 素 
WEE, WR | MERE, (XMM ARE RUSE HER 
不 起 刺激 作用 。 相 等 于 1 PSIG SLA | 个 微 居 里 用 量 的 天 然 和 大 工 
放射 性 元 吉 ,由 于 其 过 高 的 放射 性 ,对 生物 是 有 害 的 。 应 用 这 种 用 量 
应 该 认为 是 不 容许 的 ,特别 是 当 它 们 对 有 机 体 长 期 作用 的 时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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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 元 素 对 提高 植物 抗 病 性 的 作用 
T 0. SHEA 7. 日 雅治 山 和 

提高 农作物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是 我 们 社会 主义 国家 建设 的 一 个 首 
要 而 迫切 的 问题 。 一 切 科 学 部 门 ,其 中 也 包括 植物 病理 学 ;都 在 解决 
这 个 问题 。 

30 多 年 来 ,在 研究 植物 病害 方面 进行 了 大 量 的 研究 工作 ,因而 为 
苏 蕉 埃 植 物 病理 学 的 胜利 和 成 就 提供 了 先决 条 件 , 使 它 从 沟 台 的 “处 
方 " 知 规 颌 域内 转变 为 具有 稳固 理 座 基础 的 ,能 够 解决 防治 农作物 病 

” 害 的 实际 问题 的 实验 科学 。 
过 去 在 生物 学 上 佑 统治 地 位 的 反动 思想 ， 否 认 控 制 植物 遗传 性 

的 可 能 性 ， 妨 碍 了 正确 地 了 解 那些 在 研究 植物 病害 时 所 观察 到 的 现 
象 , 芽 且 把 植物 保护 事业 引 向 了 不 正确 的 道路 。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研究 者 们 都 把 注意 力 放 在 病原 菌 本 身 的 研究 上 。 

向 病害 作 斗 鱼 的 落 疗 措施 和 预防 措施 (主要 是 化 学 方法 ) 也 被 局 限 到 
对 付 病 原 菌 上 ,而 那些 能 袖 高 植物 抗 病 性 的 作 胸 栽培 条 件 , 却 一 向 没 
被 建立 起 来 。 

Hi SIRES EWE AMEE;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是 把 植 胸 
本 身 当 作 被 动 的 被 作用 物 , 在 它 上 面 发 育 着 寄生 的 微 生 胸 (主要 是 黄 
菌 )。 宪 物 病理 学 在 整个 这 段 时 期 内 的 发 展 特点 是 纯粹 的 其 菌 学 派 ， 
我 们 早 在 1932 年 就 称 它 为 植物 病理 学 的 “处 方 " 时 期 (斯 特 拉 霍 夫 ， 
1932 年 )。 

这 种 腹 离 得 病 植 株 和 周围 环境 而 只 单独 片面 地 去 研究 病 原 菌 ， 
使 学 者 们 得 出 了 错误 的 理论 总 烙 , 限制 了 这 些 糙 花 的 实际 运用 。 0. 
伯 桥 费 尔 德 CGpserpn) 及 其 帮 承 者 所 创立 的 昧 种 病菌 在 土壤 中 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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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 的 理论 ,就 可 以 作为 一 个 明显 的 例证 。 
ABR IG A Py OF HR FN SER A EB IE 

THY RSE VEN T SEBS ROSSA, CASE: -L HEP FE 
RIE, MoD BA RICA hy BIO EWR) BS, BOK, 
被 收获 机 ， 尤 其 是 康 拜 因 散 佑 在 田间 而 又 混杂 到 十 内 的 黑 穗 病菌 的 
NAF AAS, 将 来 田 里 的 黑 穗 病 就 合 厉 害 ,防治 起 来 也 会 更 加 困难 。 
倩 荣 性 的 黑 穗 病菌 在 土壤 中 的 腐生 时 间 为 6 一 8 年， 因而 确定 了 同 
一 种 作物 在 轮作 中 的 轮 凶 期限 ,如 此 看 来 ,好 像 其 他 任何 防止 时 重病 
的 方法 都 是 无 望 的 。“* 

上 述 糙 论 成 为 一 个 不 可 反 民 的 芙 理 而 被 载 于 19 世 和 罗 末 和 最 近 的 
ABBA, 

根据 多 年 来 对 禾 谷 类 作物 黑 重病 研究 的 烙 (GE ae FT RE BS 
素 , 特 别 是 不 局 肥料 因素 的 意义 ), 我 们 早 在 1923 年 就 在 自己 的 初步 
总 乎 中 (斯 特 拉 霍 夫 ，1922 和 1923 年 ) 得 出 了 和 女 献 中 有 关 此 问题 
相反 的 糙 花 。 我 们 田间 试验 的 初步 烙 果 所 得 出 的 结 葵 是 : ROS 
和 磷酸 肥 是 保证 谷类 作物 健壮 ,预防 时 重病 的 理想 手段 ,就 是 友 肥 和 
矿物 质 气 肥 也 同样 有 此 作用 。 这 些 实际 根据 使 我 们 能 批判 那些 关于 
肥料 对 黑 穗 病 影 响 的 传统 见解 ,并 作出 普 源 性 的 结 葵 : 即 对 研究 植物 
渍 害 的 不 正确 的 方法 葵 , 产 生 了 不 可 解决 的 矛盾 ,也 妨碍 科学 思想 的 
进展 。 
仅仅 去 研究 病原 菌 ,即使 很 深 列 很 任 面 , 也 不 能 对 植物 有 机 体内 

所 发 生 的 染病 过 程 有 一 个 正确 的 理解 。 植 物 有 机 体内 的 病理 过 程 是 
相当 复杂 的 ,甚至 于 同一 种 病害 ,其 发 生 情况 也 不 一 样 。 这 个 过 程 的 
发 展 特点 要 决定 于 植物 本 身 的 许多 特性 ， 病 原 菌 的 特 隆 和 周围 环 卉 
中 要 党 复杂 的 因素 。 发 病 过 程 ， 它 的 特点 和 最 多 烙 果 都 要 由 上 述 各 
种 因素 的 相互 作用 和 它们 之 间 的 关系 来 决定 。 在 病害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 
各 种 因素 的 作用 不 可 能 事先 就 不 变 地 安排 好 。 由 此 越发 暴露 了 旧 有 
的 “处 方 " 病理 学 ( 它 企图 只 根据 病原 菌 的 生物 学 研究 来 解决 所 有 防 
落 病 害 的 问题 ) 的 严重 片面 性 。 这 在 本 质 上 是 机 械 方法 论 , 它 在 过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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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现在 都 使 研究 者 陷 丰 了 契 韦 。 
SES, 从 下 面 一 些 例证 里 ， 我 们 就 已 经 表明 了 这 样 一 个 概念 , 即 
病理 过 程 是 一 个 变动 的 过 程 , 在 这 里 , BAW, 植物 和 环境 条 件 起 着 
同等 的 作用 ,在 植物 有 机 体内 由 寄生 物 所 引起 的 病理 过 程 , 其 发 生 醒 
况 是 不 一- 样 的 。 这 个 过 程 在 发 展 中 的 特点 首先 是 以 寄主 植物 的 特 隆 
FUE EVIE RAE, HRA LRAT ARSE, A 
ti TES OT EP a ER} EY AS: C1 ) 埋 
HEDIS etry EDA DER ICIS TA ; (2 ) 研 究 染病 植物 的 特性 ;不 仅 要 
把 它 看 作 是 病原 菌 的 活动 或 被 感染 植物 的 单方 面 的 表现 ， 也 要 看 作 
是 两 者 共同 作用 的 精 果 ， 就 是 说 去 研究 寄生 物 和 供养 它 的 植物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 〈 3 ) 研 究 外 界 环境 条 作对 于 病理 过 程 发 展 的 影响 。 a 
于 寄生 物 沟 常 作用 于 植物 和 植物 沟 常 作用 于 寄生 物 的 精 果 ;加 上 和 外 
界 条 件 的 调节 作用 ; 粽 合 成 病 填 寺 程 。 

“一 般 访 来 ,外 界 环境 条 件 (气候 , 土 壤 , 肥 料 等 等 ) 的 影响 ,有 时 
是 直接 地 和 局 时 地 表现 在 植物 和 寄生 物 上 ， 有 时 对 其 中 一 种 有 较 强 

ni A) BSE ASAT PE EM, AD PL mH 
RUE AoA FRI SE, DUT IES DEER HL AAS EWS 
opera 
加 以 研究 ,那么 就 可 以 得 出 不 仅 对 实际 措施 有 价值 ,就 是 对 了 解 这 些 
相互 关系 的 实质 也 很 珍 趴 的 材料 ……"( 斯 特 拉 霍 夫 等 人 ,1923 年 ) 
基于 上 述 对 病理 过 程 的 理解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蒜 葵 避 , 利 用 选择 环 

卉 因素 (其 中 也 包括 农业 技术 所 创造 的 因素 在 内 ) 的 方法 ， 能够 按照 
人 的 意志 来 控制 病理 过 程 。 在 环境 因素 的 帮助 下 ， 可 以 破 乓 寄生 胸 
与 挂 物 在 进化 过 程 中 形成 的 复杂 的 相互 关系 ， 从 而 造成 一 种 能 使 精 
物 抗 病 , 甚 至 使 它 对 病 秆 免疫 的 栽培 条 件 。 我 们 在 1921 一 1931 年 所 
作 的 \ 关 于 研究 不 同 肥料 对 谷类 作物 潜 穗 病 影响 的 武 驻 ,证 实 了 我 们 
的 车 论 。 各 种 肥料 一气 , 磷 , 钙 肥 和 有 机 肥料 ( 必 肥 
关 作 胸 对 黑 德 病 抵 抗力 的 可 靠 手段 ， 而 不 是 像 根据 腐生 理 痊 对 肥料 
影响 所 作 的 评估 那样 ,是 加 重病 害 的 手段 ,这 --- 点 已 被 千 国 地 确定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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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了 。 
因此 ,我 们 从 理论 上 可 以 作出 下 面 的 精 论 :任何 -种 因素 都 能 

植物 体 闪 引起 变化 ,提高 它 的 生产 力 ;, 并 能 破坏 寄生 牺 与 植物 之 间 的 
相互 关 和 , 使 其 有 利于 后 者 。 

当 寄 生物 在 寄生 性 的 进化 过 程 中 所 适应 下 来 的 那 种 植物 的 新 陈 
代谢 章 到 破 手 时 ,也 就 是 当 寄 生物 寄居 的 "内 部 环境 "”( 我 们 这 样 称呼 
它 ) 疫 得 对 它 不 利 时 ,植物 的 允 疫 特 性 就 会 被 提高 起 来 。 
fe, A, 夫 拉 修 克 ,E. 6. 波 布 科 .M. A. 什 科 里 尼克 元 位 院 

二 和 其 他 学 者 的 著作 中 ， 论 及 微量 元 素 在 植物 生活 中 的 作用 的 著作 
里 ， 都 可 以 找到 我 们 的 理 葵 证 据 ， 局 时 我 们 也 提出 另外 一 些 研究 工 
作 ， 它 们 是 在 以 后 把 环境 因素 和 植物 营养 条 件 的 作用 当 作 控 制 病理 
过 程 的 手段 而 进行 的 。 | 

© BAP 1937 22 IE HATE LS RRA TELS 
进行 了 工作 ,以 便 研 究 微 量 元 素 对 提高 植物 抗 病 性 的 作用 。 

我 们 实验 室 的 工作 者 HE. 和 鲁 基 杨 念 科 (JIykpaeHko)，O.B。 
雅治 山 科 , TA. 特 重 诸 夫 (Tpyop) 等 人 用 从 芒 方法 ,田间 方法 , 狂 
酉 学 方法 和 一 部 分 生理 学 方法 所 完成 的 工作 永明 ， 改 变 生 活 条 件 和 
营养 条 件 可 以 显著 刘 高 植物 的 抗 病 性 ， 基 至 于 可 以 使 它 抵抗 像 黑 重 
AIG MRE HIE, Pin, KU, EB, QAR PEMA, Bm, 
Sid FFL Ye IB PRB 5 4 7 SA: PRS OB ZEB +P (1937 — 194048) BF 
DG WA, $k, ASME TRA BRUM, 
论 感 病情 况 在 个 别 年 分 中 有 怎样 的 变化 ， 但 -- 般 的 规律 冶 获 是 保持 
着 如 王 的 关系 : 即 硼 使 小 麦 对 胆 黑 重病 的 感染 减少 了 3 一 10 He, Fk 
3 一 5 倍 ， 钢 7 一 15 倍 。 若 将 微量 元 素 和 完 至 矿物 质 肥 料 配合 使 用 
时 , 则 效果 更 好 。 

从 1938 一 1941: 年 和 从 1945 一 1949 年 ,在 同一 个 实验 室内 ,T.B. 

雅治 出 科 也 在 感染 各 种 黑 穗 病 的 小 麦 , 得 麦 ,大 考 和 冬 黑 霉 上 得 到 了 
类 似 的 春 料 。 当 时 人 于 施用 微量 元 素 肥 料 供 葵 植物 营养 的 情 况 下 ， 
从 和 组 织 学 上 研究 了 黑 穗 病菌 与 营养 它 的 植物 组 线 间 的 相互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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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8 一 1941 年 ， 双 于 人 工 接种 的 条 件 下 , FEA He a Ge FUE 

疝 小 区 试 台 内 研究 了 不 同 肥 料 ( 其 中 包括 钠 和 然 ) RZ 2 

(Ustilago avenae Pers. Jens. ) 的 影 ZINA} 

: 3 LAR ADU JL EBS FEBS ob BRIE TE IN Ae BSA SE 

Wyse? Ge iy ee LAM, DRM 1.5 PK; 重复 

=, Bee LEE AE BK, 
CEI LR IA HI RA 596 7S in Be ACIS A A 

PR 339 号 品种 作 比 较 研 究 。 
(is TSA FeSO, HAAS) MEAL NaCl), 4 ie 3B 

Tr ASD htt, DSt aw WAS NEK) 一 一 磅 (过 磷酸 区 ) , BT 

(AGSP ) , TA RE )—— SRR EBB 50 Baws. 

FETAL AABN , PCR IL SELB AL BE EEO . 002 522k FO . 15 

5a SN itt FA * 

在 1938—1941 年 的 PDR 和 盆栽 试验 内 ,微量 元 素 肥 料 则 以 

浴 洲 状态 于 播种 前 施用 。 

Keston Az 1 和 2 BAR, 

Ze 1 肥料 对 提高 荡 考 抗 散 黑 穗 次 (Vsti1ab&o avenae) 能 力 的 影响 
(1940 年 的 小 区 试验 ) . 

596 号 fn FRCS) 559 & 品 种 ( 抗 病 ) 
[eS See 感染 程度 (% ) 感染 程度 (9 ) 

对 照 CREED 26.0 3.9 

NPK 20.8 | 1.5 

NPK+FeSO, 16.6 0.8 

NPK 二 NaCl 7A 0.5 

APES: CRIED  - 19.0 2.4 

soe SAE WS, BE SINE ae SB DAS RN EO BI 

BUA BREE, ) 
在 1940—1941 年 的 小 区 试验 和 1938—1940 FASTER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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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使 原 病 性 降低 56 一 踊 , 负 使 降低 跌 一 9。 
1948 年 叉 研 究 了 另外 儿 种 微量 元 素 ; 即 儿 , 钥 和 碘 。 准 且 把 底肥 

CNPK) 变 更 了 一 下 : BRASIL hii 50 公斤 , 气 每 公顷 施 25 BIT 

Ze 2 ORM HE HAE TA RB K( Ustilago aoenae) 的 影响 

(1941 EMR ae) 

596 sab CRY) 339 号 品种 〈 抗 病 ) 
了 感染 程度 (0 ) RE HEREHE(% ) 

对 照 〈 不 施肥 ) 16.4 1.5 

NPK 5.6 : 1.0 

NPK-+FeSO, 1.6 0.3 

NPK +NaCl 2.0 0.2 

fe fe 7.6 0.9 

RICA NOB re FEA Bh BY ATE oF BE HO PE 3B AE die AS, SJ 
— BaCO, , $F FA ZnSO, , BRA NL ERAS 公斤 有 效 物 质 计算 。 。 

AF 1948 4F EE GRU PE AA an 2 3 所 示 。 

BES HICSS PEAS TCR ARSTE Ustilago arenas yee 
(1948 EMR AB) 

pm 596 mF 3 Lr? 9 # ae 

Rees = | BoE CO | ge ogo 

对 照 〈 不 施肥 ) 17.0 5.9 
~ ZnSO, 6.6 3.4 

BaCO; ‘15.0 6.4 

KI 24.6 15.6 

NPK ai 12.8 4.4 

NPK+ZnSO, 11.3 3.4 
NPK +BaCO, 20.8 12.1 
NPK+KI 25.3 11.7 

从 试 怠 结果 看 来 ， 算 使 染病 蝇 种 哈 尔 科 夫 596 号 燕麦 对 散 黑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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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的 感染 程度 比 对 照 狗 降低 2 倍 ， 而 使 抗 病 品 种 苏 蕉 埃 339 号 差 不 
ZEST AR EUG 1 倍 。 磺 几乎 使 感 获 增加 了 一 售 。 组 和 对 照 比 起 来 ， 
没有 什么 区 别 , 而 在 以 NPK 作 底 肥 时 ,甚至 提高 了 感 桨 程度 。 

从 以 上 几 年 的 研究 糙 果 所 得 到 的 资料 证 明了 , 优 ̀. 钠 和 锻 可 以 夫 
强 植 物 的 生长 力 。 在 施用 这 些 肥 料 时 ， 将 粒 的 纷 对 重量 也 比 对 照 高 
一 些 。 

对 两 个 入 考 品种 的 钥 织 与 病原 菌 Ustilago avenae 的 相互 关系 所 
作 的 组 织 学 研究 ,不 仅 说 明 而 且 证 实 了 在 铁 , 钠 和 和 的 影响 下 提高 菩 
麦 对 获 黑 重病 的 抵抗 力 的 事实 。 由 于 这 些微 量 元 素 的 影响 ， 可 以 加 
速 组 织 的 分 化 ， 从 而 发 生 另 外 一 些 变化 ， 造 成 不 利于 菌 禁 体 在 植物 
MELAS BE SE, 
CREATE, WOE BRUM AS eee 

SE FR LE OS EB 化 (品种 特性 和 发 生 在 植物 体内 的 年 龄 变 

化 )。 在 植物 的 发 育 初 期 ( 5 天 的 幼 苗 ), 生 长 在 组 织 办 的 菌 粽 体 的 数 
目 , 于 任何 施肥 情况 下 和 任何 一 个 品种 上 , 儿 乎 都 是 一 样 的 。 从 分 萌 
期 开始 ， 菌 粽 体 的 数目 则 因 肥 料 和 品种 的 不 同 显著 的 减少 了 。 同 时 
还 发 现 菌 禁 体 在 植物 组织 闪 有 受到 抑制 的 样子 ， 这 表现 在 它 的 直径 
的 蓉 短 和 菌 糙 体 被 吸收 上 ( 表 4 )。 

当 菌 竺 体 受 到 抑制 时 , 它 就 变 成 一 段 一 段 的 , 允 趾 分 伤 在 锈 胞 之 
FS, RIEL PS A IAEA Ho, DA ROR, Se BSE I, TOE. 
植物 也 能 正常 地 抽穗 了 。 

在 染病 的 品种 上 ,只 有 当 植 物 得 到 了 詹 、 钠 和 和 从 时 , SLR 
内 的 菌 粽 有 被 吸收 的 现象 。 

在 339 号 品种 上 (DOM ALR), EEF RAR aT 
体 被 抑制 和 被 吸收 的 现象 ,并 且 从 年 龄 上 表现 出 来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微量 元 素 只 是 加 强 了 这 些 现象 ， 这 一 点 可 以 说 明 抗 病 品 黎 的 允 疫 性 
也 被 提高 了 。 

菌 村 体 被 吸收 与 植物 发 译 的 阶段 性 有 徐 切 的 关系 ， 以 分 堤 期 到 
形成 原始 毯 叶 进行 得 最 为 猛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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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4 38S AAEM Ustilago avenae pers AKINORI 

(1948 年 的 试验 ; 50 次 测量 平均 的 资料 ) 

2 期 | 第 5 期 | 第 -4 期 
< 短 天 的 幼 六 ) * ssi) (FR) (原始 穗 ) 

a Rm 、 处 至 菌 炎 体 的 直径 〈 微 米 ) 5 

'M+m | M+m | M+m | M+m 

596 号 品种 〈 染 病 品 种 ) 

对 照 〈 不 施肥 ) 3.4/0.12 | 5.210.041 3.0]0.05{ 2.8] 0.04 

NPK 3.0 | 0.04) 2.7]0.03 | 2.4]0.05 | 2.414 0.06 

NPK+NaCl 2.710.05 | 2.3} 0.05} 2.510.04 | 2.0] 0.05 

NPK-+FeSO, 2.81 0.03 | 2.3|0.05| 2,210.06} 2.2] 0.30 

339 & intl Chirsantt D 

st He 2.7(0.09{ 2.5 |0.09! 2.4] 0,157] 2.0 { 0.18 

NPK | 2.710.014 2.6] 0.07] 2.3}0.20%7 一 | 一 

NPK +NaCl 2.6 0.04 | 2.6|0.08| 2.2/0.13} — | — 
NPK+FeSO, 2.5 0.10 | 2.5} 0.10 | 2.0} 0.413 | -— 一 

* 在 第 5 期 由 于 很 难 和 技 到 菌 秋 体 ,所 以 一 共 测 量 20 一 25 Ko 

但 真菌 的 菌 隶 体 与 得 到 银 、 碘 等 养分 的 植株 ,在 相互 关系 上 的 狂 

mea UE BTS, 
ABBA WHORE, 其 生长 力 与 对 照 植 株 疫 有 什么 区 别 ; 在 它们 

的 钥 绫 内 , 菌 酝 体 发 育 得 很 好 ,有 分 枝 ,能 够 很 容易 伟大 普 胞 内 ,而 没 
有 受到 任何 的 抑制 。 在 这 里 , 菌 妊 体 的 直径 比 对 照 大 得 多 了 ,在 数 以 

百 计 的 观察 过 的 切片 内 ,总 共 只 发 现 有 二 ,三 个 切片 内 的 菌 粕 有 被 吸 

收 的 现象 ( 表 5 )。 
FEAR BWM HG EAE LRU BG BS (其 感染 率 比 对 照 高 1 倍 ), GD 

使 在 抗 病 品 种 内 也 很 像 是 这 种 肾 菌 的 纯粹 培养 。 
由 此 可 以 作出 精 花 说 ， 胡 在 钥 线 内 是 促进 菌 粽 体 发 育 的 一 个 因 

夫 ; 几 所 造成 的 “内 部 环境 "保证 了 芙 菌 的 发 育 , 破 坏 了 相互 关系 而 使 
其 对 病原 菌 有 利 。 

自 表 4 和 表 5 可 见 ， 菌 桂 体 的 直径 随 着 植株 的 年 龄 而 稿 短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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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5 ”微量 元 素 肥 料 对 攻 才 组织 内 Cstilago aaenae 凋 称 体 直径 的 影响 、 
(1948 年 的 试验 ; 50 次 测量 的 平均 数据 ) 

第 1 期 | 第 2 期 | 第 9 划 
(sensi) | “f16 天 的 幼苗 》 | “形成 重子 ) 

a & 处 # BURIOTEEE CRI) 
M+m | M+m | M+m 

596 号 品种 〈 感 痪 品种 ) 

对 照 〈 不 施肥 ) 5,4 0.11. |, 3,4. | 0.09 | 3,0 0.02 
ZnSO 3.0 0.07 | 2.8 0.03 | 2.8 0.06 
BaCO, 3.8 0.08) 15 Sev 0.1751) Soe 0.09 
KI 4.0 0.09. | 3.9 0.14 | 3.9 0.11 

339 Binh Chosnnth 

对 照 〈 不 施肥 ) 5.0 0.14 2.8 0.07 2.6 0.012 

ZnSO, 2.8 0.04 2.6 0.14 2.4 0.010 

BaCO， 3.6 0.12 3.6 0.03 3.4 0.09 

KI 3.8 0.09 3.8 0.09 3.8 0.06 

#5 EV TC SE (BE, PR AEE) AAR ALR , BH AS TE A FR 
得 多 。 所 有 这 一 切 都 表明 了 菌 痔 体 在 狂 线 内 是 受到 抑制 的 。 

菌 糙 体 在 植物 钥 化 内 被 抑制 ,特别 是 它 被 吸收 的 现象 ,以 及 菌 于 
体 完 全 消失 等 都 设 明 了 , 抗 病 唱 种 所 特有 的 ,或 在 微量 元 素 的 影响 下 
染病 品种 所 显 出 的 体液 反应 (CrywoparpHag peagkHHq) 的 存在 。 

1947 和 1949 年 ,在 研究 某 些 微量 元 素 对 大 麦 坚 黑 重病 CUsUjago 

hordei Kell. et SW.) 的 影响 时 ,也 得 到 了 类 似 的 克 料 。 
194726, SREMTSE TON, Sk ASST AA ih PLAS A 1386 号 

(SIRS) AN LEOS /7 1 (Bees) I a EMM Be TCE AE: FETS FP BT Te JB, 55 
REA RE EE IE iA, FEEL AE , HERA BLE , 
于 不 施肥 和 NPK PAPAS TIGR, BESTEL AES BiB Hi FB FR 
50 公 斤 有 效 物质 ,氮肥 每 公顷 按 25 AIT AR i, Sh KMn0,) 
All $i) CuSO, Au FEA: Ze OH Hs 3 公斤 有 效 物 质 计 算 , 硼 (HsBOs) 每 公顷 
施用 1.5 公斤 有 效 物质 。 试 验 是 在 小 区 上 进行 的 ,重复 4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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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个 试验 内 ，, 当 每 公 藉 施用 工 5 公斤 础 时 ,植物 即 受 到 抑制 ， 
KEEFER OH, 甚至 发 现 植物 垂 倒 , 但 后 来 双 恢 复 SAR, FEE. 
Hey I a, 

大 去 对 坚 黑 重 病 的 感染 率 ， EOLA a a 6 —%, Si 8, HE 
uMelye T 1g—2 Sy Sil All oe Ie MEGS T 44 — 14, 

Ze 6 PROC HESAR HS BD ( Ustilago hordes ) 的 影响 (1949 年 ) 

as BR kt 理 | Be ye HEC) 
一 一 一 一 一 

对 照 (不 施肥 ) 12.3 
GuSO, 3.3 
FeSO , 6.2 
ZnSO, | 4,2 
NiSO ， 

SN 
MnSO, 

. 5.2 
NPK 

8.3 
NPK +-CuSO, 3.5 
NPK+FeSO, i 2.0 
NPK+7nSO, _ 3.15 
NPK+NiSO, 0.95 
NPK+MnSO, 0,37 

1586] itt Chis) 
对 AR 4,0 
CuSO, 

0,15 
FeSO, 0.95 
ZnSO, 

0,05 
NiSO, 0.0 
MnSO, 0.0 

; NPK 
2.4 

NPK +CuSO, E 0.0 
NPK-+FeSO, 0.2 
NPK+ZnSO, | ti 
NPK+NiSO, 0.1 
NPK+MnSO,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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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当 指 出 ， 不 同 作物 对 癌 一 种 微量 元 夷 的 反应 是 不 一 样 的 。 根 

aU, E. 重 基 杨 宁 科 (1937 一 1940 MAK, tab RA Be 

的 硼 工 汽 有 使 植株 受到 抑制 。 
1949 年 ,用 上 壕 两 个 大 麦 此 种 ,着 按 照 闻 样 的 方法 研究 了 铁 、 钉 、 

Sf Sa SARI, FERN, 为 了 比较 阳离子 的 作用 ， 都 用 硫酸 

微量 元 素 均 按 每 公顷 施 3 公斤 有 效 物 质 来 计算 ;全 划 例 外 ; 按 每 

公顷 施 1.5 BY AMD aH ACE 6 )。 

在 NPK RESP HAGE AG AS RE, SEE ee 降低 了 畴 ,而 

SEIKI, - Ge AE YE REE T 56 SEMET 24, =” 
KALA WS FES Bal RRS PS ES PE ESE 

THRREBSIR, HAND HORA Ree, AP 

PASS AA ARR HG, TI HS eS UR ST DS 

体 被 吸收 的 现象 。 
1948—1949 年 , 双 研 究 了 微量 元 素 对 提高 冬 黑 麦 彼得 库 斯 卡 娅 

型 (Tun Terxyccxon) 194 SB ih thit Be (Urocyostisoccu'ta 

Wallr.). 的 影响 。 微 量 元 素 是 在 秋天 播种 前 施用 的 , 春天 又 作 追 肥 施 
JA; @, E4, SH, HAS E AME A SB F(SO, 根 ); 础 是 采用 
HBO; , S488 FH NaCl, 

以 上 几 种 微量 元 素 的 有 效 物 摘 均 按 每 公 项 APRA, WAR 

Hz LS 公斤 计算 。 

在 这 个 试验 内 ,发现 施 铁 和 符 的 植株 ,生长 力 最 强 。 鲍 则 使 植株 

在 生长 初期 受到 抑制 ,但 后 来 植株 又 正常 地 发 育 了 ( 表 7 )。 
Pe SLEW , WEE ILA GSC EA BEANS De, Ee 

JASE Te, BR SAAN BE eR 24%, : 

D_L APSE ICSE TE ABE LE, BESET ” 

BUF SERRE A SE Fl] FAA EH SRA, 可 以 定向 改变 植物 

病理 过 程 的 发 育 途 径 。 

妇 果 把 植物 的 锋 理 过 程 看 作 是 变动 的 过 程 ， 是 经 党 随 春 植 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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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RL IESE RS MORSE RU (Uvocystis occulta Wallr, )i¥j lla) 

| | (1948—1949) 
rerereeractreareeeerv -orevreerooreearrereaerrereerrreraeeeee 

nm ” 脸 处 理 PH RB RE BM) 

194 ARR CMEC 
NPK (对 照 ) 17,4 
NPK+CuSO, 11.8 
NPK-+FeSO, ~ 3.4 

NPK-+NiSO, 4.8 

NPK +ZnSO, 0.9 

NPK +H,BO, 3.4 

NPK +NaCl 11.5 

病原 微生物 的 特 隆 , 以 及 外 界 环 境 条 件 的 变化 而 改变 的 过 程 , 那 末 ， 
“我们 就 可 以 利用 选择 自然 历史 环境 因素 和 和 栽培 作物 时 人 为 创造 的 环 
境 因 素 ( 如 农业 技术 ,肥料 和 微量 元 束 的 影响 等 ) 来 控制 这 些 过 程 。 

借 盈 于 环境 因素 和 人 工 创造 植物 的 生活 ,营养 ,生长 与 发 育 等 条 
件 ,我 们 可 以 改变 植物 的 本 性 ,着 从 而 加 强 它 们 的 抗 病人 性。 改变 植物 
的 等 阵 一 -就 是 在 植 物 的 钥 线 内 造成 不 利于 病原 微生物 生活 的 条 
件 。 由 于 这 些 因素 的 帮助， 我 们 就 可 以 改变 病原 菌 的 特性 ; 诚 轻 它 们 
的 毒害 性 。 因 此 ， 借 环境 因素 的 帮助 和 选择 植物 的 营养 条 件 可 以 破 
拓 寄 生物 与 植物 在 进化 过 程 中 形成 的 复杂 的 相互 关系 ， 从 而 为 植物 
创造 了 使 它 能 产生 抗 病 性 和 使 它 具 有 邵 交 特 隆 的 栽培 条 件 。 这 已 经 
被 我 们 的 钥 织 学 研究 所 证 实 了 , 这 些 研 究 证 明 , MUL ROR, 
冬 黑 考 和 大 麦 的 品种 ,在 某 些微 量 元 素 的 影响 下 ,能 够 产生 为 絮 疫 品 
种 所 特有 的 反应 ( 菌 痔 体 被 抑制 或 被 吸收 )。 

微量 元 素 可 以 破坏 高 等 生物 与 植物 病原 微生物 在 进化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复杂 的 相互 关系 ,我 们 在 这 方面 所 作 的 工作 还 刚刚 开始 , 它 仍 需 
多 炉 开展 下 去 。 但 目前 根据 上 述 有 关 黑 重病 的 试验 资料 和 我 们 现 有 
关于 谷类 作物 狼 病 和 玉米 病 的 一 些 痢 料 就 可 以 作出 如 下 的 和 结 花 : 施 
Fite SKE AEM Mat SIE, FEA ma RE oi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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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产品 的 品质 具有 不 容 怀疑 的 前 途 。 

BMA, [7 eae ean poten | 

(RAW EA, FE Eee 0 He  _L Ha I SF SE es BARES 

Fes (Bilan BE Ze SEK 18 i) AMD , 69} — ae Te 

Se AU ADF He He ie, i AP ae Se EET A Is Dy (a XY ane eB 

重病 的 影响 即 是 )。 

微量 元 素 对 不 同 作 物 病 省 影响 的 差别 决定 于 微量 元 素 的 选择 和 

使 用 它们 的 农业 技术 环境 ,决定 于 微量 元 素 的 使 用 量 , 施用 时 间 和 方 

沙 ， 决 定 于 植物 的 种 和 品种 的 特 广 ， 以 及 病原菌 的 本 费 和 特性 。 因 

此 ， 在 研究 微量 元 素 对 提高 植物 抗 病 性 的 作用 和 研究 它们 的 保护 作 

用 的 本 质 时 ， 必 须 考 虑 到 上 述 的 特点 。 不 过 还 应 该 采用 各 种 研 完 方 

法 使 研究 工作 深 大 下 去 和 有 所 成 就 ， 这 保证 最 快 地 解决 对 迁 会 主义 

农业 实 路 和 先进 的 苏联 科学 的 进一步 发 展 有 首要 意义 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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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了 素 肥料 的 有 效 性 及 其 施用 条 件 
M.B. EH IER 

WEP Be FEE Re EEA i Fg BS A BY J] 7 PSH HE Oy AS HL AK 
AE Se BE HT HR SES, 莽 且 必然 在 我 们 祖国 的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 执 获 得 高 额 而 稳定 的 产量 中 起 到 非常 重要 的 作用 。 

除了 普通 的 肥料 一 一 有 机 和 无 机 肥料 一 以外, 所谓 微 量 肥 料 , 也 
艾 是 含有 微 是 元 素 的 肥料 〈 硼 、 铜 , 亿 和 其 它 ), 对 获得 好 的 收成 以 及 
提高 植物 产品 的 贞 质 也 必然 会 起 到 巨大 的 作用 。 在 具有 农业 意义 的 
徽 量 元 素 之 中 , 硼 素 乃 是 最 重要 的 徽 量 元 素 之 一。 抱 其 是 在 苏联 ,还 
是 在 外 国都 在 这 一 元 素 的 研究 上 做 了 很 多 工作 ， Sf ELDERS 
素 的 文献 也 在 特别 迅速 地 增加 着 。 

在 这 一 篇 文章 中 总 车 了 研究 确 素 对 农业 作用 的 精 果 ， 这 些 和 车 果 
Fe 1949 年 以 前 (包括 1949 年 在 内 ) 所 获得 的 。 为 此 目的 , 作者 未 仅 
采用 了 在 ALB. Bie SEARS SEER AK HO EA FABLES 中 所 获得 的 
材料 ,而 且 也 采用 本 苏联 其 他 科学 试 欢 研究 机 关 的 资料 。 

Al YS WED SEER ASA SCPE , PLATA MRR EOMAMAE 
FIERA, BEB | JA SE WS NE A 2 i Ee Hey ty Ae 
HER — Leathe ee, 

HDi LAE 4 在 1935—1948 2h ARSENE BUUREL p , 
EB, VORB TFSI). 
RDA TIER AB. 索 科 洛 夫 (Coxonoz) K. A. 德 米 特 里 也 

Je (Unrpres) #1 E.B. FiTEPKE (Upxkopa) 在 两 个 大 田 试 验 中 (在 
PRAC HSER PEGS J GSES HE tah EX FE El 43 PEF Ae FS fg 33 i ce 
JLB 2 和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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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 考 对 车 朝 章 各 首 蒂 种 子 产量 的 影响 

增产 略 ( 公 担 /公顷 ) 

于: ge 4 
车  & [=] ri 

未 施用 石 厌 的 灰 化 土壤 0.6 0.5 

施用 石 厌 的 灰 化 土壤 0.9 1.5 

#2 而 素 对 车 轴 草 产量 的 影响 
(NPK 作 底 肥 ) 

种 子 产 量 ( 公 担 /公顷 ) 

a & tt 
| eH 素 moan aa] ay R 

对 照 1.6 1.8 1.8 

CaCo3, 1/5 rk. 1.8 2.5 2.6 

CaCo 3 5 下 Isak. 2 9, 3.9 4.2 

#3 而 素 对 首 蒂 产量 的 影响 
(HGPRT TEDL LOK RR) 

种 子 产 量 〈 公 担 / 公 顷 ) 
a & it F 

PK PK+(3A)7/AtB) 

aE A IK 0.5 0.6 

CaCos ,6titt/ A 0.8 4,7 

从 表 2 WF, MERLE HLA BOR es AT PRR Ce EE 
45 Sh te ies TH SAW ES te PR 

NLT AR EW PAT TO BCR, FURS 4 。1) 

1) SIA PE BEST HER ELIOT BK BAS” SES AREY SE RRR A AAA EAR 
bes (AOC) nye RUA 1949 AEAE— RARE DRILL 进行 的 ,没有 
重复 ,所 以 是 大 概 的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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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RE DT aii (ARR) 

食 ,用 BRR Ht fe H 
(AUR =} AP) (Gt RR FH) erty 

ee Veg BOA a CAT |e GAT : 0.54 1 公开 aS OD 片 /公顷 | ze) ”| SB 1/ 公顷 ) 

一 标 植 株 的 产量 ( 克 ) 47.0 | 69.7 | 29.2 62.5 45.2 | 46.6 

产量 ( 公 担 /公顷 ) 8.7 | 12.9 5.4 14,6. oF 4.6 7} 3648 

种 子 干 粒 重 ( 克 ) 16.6 | 21.0 4.6 6.0 5.2 5.4 

BAS | FIRS BORE Ry Ae , SES He FA See 提高 tila | 

RAW HY Vite BF 9 Pc, FE Ue IY BB ice BPE AY th EL 

LYE AHA RS ZEB ak Ak Hs Je SER IG) SEE He] ERE 

BARA , CALA, 波斯 披 洛 夫 (IIocnerop)]( 表 

SB Ys 

85 WISER Ra 
(NPK 作 底肥 ) 

1957 年 | 19384 193946 

arene RR KR SR ROR eR 
( 公 担 / 数 ft ( 公 担 / 数 OR] ( 公 担 / | 数 OR 
4th) =| (%) | 公顷 ) 14%) | Bee) (%) 

Sine fi 147 0 42 0 18 0 

WS 194 0 88 0 32 0 

对 照 (环境 ) 746 25 153 6 260 42 
WSS 765 0 175 0 344 0 

CaCo3, ，2r.K， 691 97 144 30 296 88 

CaCos 2r.K. 十 硼 944 0 218 0 418 0 

硼 素 不 仅 在 施用 石灰 的 和 未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土壤 上 能 提高 伺 用 

甜菜 的 产量 ，. 借 能 完 至 消灭 甜 荣 的 散 腐 病害 。 

1940 年 在 永久 水 池 农 业 试 恰 站 进行 了 食用 甜 茶 ， 独 用 甜菜 和 蚀 

用 花 芋 的 三 个 其 他 大 田 试 验 ， 克 夷 对 这 些 作物 产量 的 效果 [P.Ii. 彼 
夫 芍 看 尔 CHesarep)] 见 表 6 所 列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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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6 HAS ASR Aloel A Re 

CACORE AA BIEN A aie; NPK 作 底 到 ) 

HAH R | kA | BR Se 
ma 验 处 理 

i 重 根 HB | 根 重 
( 公 担 / FE Cag) WER Casi aay 
公顷 ) 0 | i), ES 7 eee 

WB 582 52 579 25 723 0 

CaCo,; 2 rum 506 | 99 652 | 61 | 681 | 100 

5: CaCo3, 2-PiKe +A 

5 公斤 /公顷 1200 0 888 0 826 0 

因 之 , 硼 素 对 刨 料 雪 根 和 食用 甜 荣 有 很 有 效 的 增产 作用 , 寿 能 

防止 这 些 作物 的 散 腐 病害 。 除 此 之 外 ， 在 永和 久 水 池 农 业 试 台 站 还 确 

定 了 硼 素 对 耐 藏 性 有 很 好 的 影响 〈 孚 藏 合用 甜 宁 时 的 迪 减 性 ) CA 

A, 坡 斯 披 洛 夫 )。 

ANS Se AF Hs Dit Fe BS a Me], FR ZS 7 。 
表 7 WSN ei 

(AAT WA ABSA A RAR; NPK 作 底 肥 ) 

种 a Fe ee a (as) | Cast | EEE | scene ee 

对 照 18.8 61 23 14.7 8.8. ° 

硼 ;,5 公 斤 / 公 顷 18.6 63 26 14.4 9.5 

GaCos 1 3.x. 18.4 69 21 14.4 9.3 

CaCos 1 Fr.K. 十 确 20.8 62 25 15.0 9.5 

硼 素 在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粘 二 士 上 增加 了 种 子 的 产量 ， 工 改善 了 

UME NS ith “AL 

亚麻 研 究 所 的 很 多 大 田 试验 (AB. 彼 依 锥 等 ) 确 定 了 ， 硼 素 在 

黑色 土壤 中 (地 势 低 的 ) 对 亚麻 的 产量 有 很 高 的 效力 。 在 表 8 中 表明 了 

在 "劳动 旗帜 "集体 农庄 (加 里 条 省 ) 黑 色 土 壤 中 所 进行 的 大 困 试 通 的 

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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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E ES T PRT FUSE Te ACRE T MEN BEL 
RT EEDA, ZENE TE et BB 

CAF PEA RIAR, BEAR ALE), 

Be 8 TEAR ES ALE ISR AY MP Soler AE YY EO) 

| NPK 十 硼砂 (公斤 /公顷 ) 
ma Rt F fe 肥 | NPK 

} 1 | 5 | 9 | 12 

种 子 ( 公 担 /公顷 ) AR We aes hae 7.6 

Be FL( A48/ Ath ) 22.7 | 34.6 | 32.0 5.2 | 35.4 34.3 

Fe BRHEAR( % ) 40.4} 144.5: 149.9 1 15-7 | 4a 7 13.1 

Pi MEM Aes Bk 13.9 13.0 15.1 16.0 15.5 15.1 

FEGRHEN TSE (AGH/AtA)| 2.5 3.6 3.6 4.8 4.5 4,5 

AFUE ASAT SETAE AS. HEV AA TD fk 
出 大 概 的 糙 葵 : ETE ZR ACE DY FAR Pl ic a SS : FE a 
Fl] LAH 1 一 1.5 QI, FER HER A Bh _L —1 .5—2.0 
公斤 , FEN fehl] LK—2.0-3 OBA, BR FEAR OE PS 
更 蕨 地 上 一 一 0.5 一 1.0 公斤 , 在 黑色 土壤 (地 势 低 的 ) 上 一 一 0.35 一 
0.7 公斤 。 

硼 素 肥料 有 下 列 数 种 : 硼 估 肥料 ,硼酸 , 础 砂 , ARS 

石 。 目 前 我 们 的 工业 正在 为 农业 的 需要 而 生产 着 确 们 肥料。 在 这 一 

肥料 中 含有 8 一 155%% 左右 的 硼酸 和 27 一 35%% BPE ASS SILER, 

当 在 沙土 和 沙壤土 中 应 用 础 位 肥料 时 其 中 伙 能 有 很 好 的 作用 。 

目前 必需 辣 工 业 提 出 生产 含有 硼 的 过 磷酸 咯 的 问题 ， 它 施 在 豆 

科 牧 曹 一 一 车 轴 草 、 首 落 和 其 他 作 有 物 一 一 的 种 子 围 时 能 获得 有 效 的 
利用 。 施 用 含 硼 过 磷酸 镭 比 单 施 确 肥效 力 大 (储藏 方便 , 和 磷 一 起 施 

用 能 保证 硕 和 磷 的 最 大 有 效 性 , 比 制 造 丙 种 以 上 的 肥料 简 香 )。 所 以 

含 硕 过 磷酸 僻 应 该 成 为 础 肥 的 基本 肥料 的 一 种 。 必 需 在 最 短 的 期 间 

开始 制造 饭 。 但 在 其 生产 乙 前 旭 需 要 大 量 生产 硼 铂 肥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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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化 二 二 的 分 傣 区 域 ， 是 对 很 多 农作物 施用 确 肥 的 主要 区 域 。 
些 十 壤 和 北部 冻 王 地 带 的 土壤 比 苏 联 较 南方 的 所 有 其 亿 主 壤 更 

ace (AT, MERBTERAIRSE), PREHEAT AST Se 
(EWnIY TE He BS EBS ERE AY, DAR BRERA 
AZ SPO, Ma, REE 
度 ， 这 就 是 对 大 多 数 农作物 发 育 的 不 利 因 素 。 借 助 于 施用 石灰 而 消 
灭 土壤 的 酸度 能 急剧 地 改善 植物 的 发 育 条 件 ， 但 同时 由 于 施用 石灰 
减 少 了 薄 物 对 硼 的 吸收 性 而 常常 会 使 植物 的 硼 素 营养 状况 变 拓 。 所 
以 在 施用 过 石灰 的 灰 化 土 坟 中 础 肥 特 别 有 效 。 

High AS IER A, i, RE, BEAR AE 
(AERA SE EECA EE RIED, . 

AULA BT ASRLA TAL , APPR FE Wie FAT AR EP 
JH PANO EAR 24 Oo , PRE BOG PRBS PE is A A EP OS 
Fl BE WE , SEAR OC ABAD CS DE hie FRSA EI, PEA HS 
能 提高 施用 石灰 的 有 效 性 。 不 但 如 此 ， 植 物 不 仅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中 ,着 且 也 在 未 施用 石灰 的 主事 中 表现 出 需要 础 肥 。 因 之 , 咒 为 只 在 
is AAR AR RACAL SEP BY HE BEE EA, 
FEA WAT IRA RACES POR RABY EH, Se EE a 
ESOP, BULA BARRE TE, (iA DAT, BN 
Lig MBLRE A+: eae 
By Fo, Wi Pa eG TEBE PE, 

REF DR ALE BER PERS (EA BRS, PRB TR 
MAAS SAME RN, MICAARNBAMWERM. fA 
于 在 我 们 的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中 广泛 地 运用 了 章 田 轮作 制 ， 所 以 
关于 尽快 地 以 充足 数量 的 豆 科 牧草 种 子供 痊 我 们 农业 的 问题 则 具有 
非常 重要 的 意义 。 

BEAR Py FOS BL PERO Bh el PE EBS 
25k, TEAQACERE TRE WME, Ti FSB SERA, 
提高 其 含 糖 量 , 维 生 束 CHAE DURE, BROAD 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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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借助 于 确 素 在 灰 化 士 中 能 获得 诅 料 志 根 作物 的 高 额 产 量 ， 荐 且 
完全 能 使 植株 预防 人 通 腐 病 的 为 党 (甜菜 ) 以 及 散 部 变 祸 ( 俐 用 敬 靖 )。 

当 将 很 多 农作物 引种 到 北方 时 ,特别 是 糖 用 辞 茶 和 首 荐 , 础 肥 也 
将 具有 很 天 的 意义 。 把 糖 用 甜菜 引种 到 北方 和 引种 于 酸性 灰 化 士 壤 
地 区 在 顺 大 的 程度 上 和 施用 石灰 有 关 ， 因 为 这 一 作物 对 酸性 土壤 是 
很 敏感 的 。 施 用 石灰 和 甜 荣 表现 或 增加 对 确 素 的 要 求 有 联系 的 ， 在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矶 素 能 促进 获得 含 糖 分 高 的 糖 用 甜 荣 的 高 客 产 量 ， 
拜 且 能 角 预 防 甜菜 在 施用 石灰 和 某 些 碱 性 土壤 上 所 发 生 的 散 腐 病 的 
Yo 

HOE HS AED 8 | Ph A ER, BE 
EES PES, AZ, PED AAA TE 
Ji Ar De Va iF PS BR SY APR, RPT TE 
一 作物 的 种 子 。 FERC PIE RAR ES 的 好 产 
Biss? 7 

RAED MASA LAER ILLES, PR ELSERBUE 
Ft fie} —YERA AMAA, EWE REVERE A 
SEE REI, ME SEVER YB He ty FAS AL A AB 
BARE, BT VER PE, BRDU VE Re HEFT AR 
业 利 用 时 不 施用 石灰 实际 上 是 不 可 能 的 。 

在 许多 其 他 类 型 的 土壤 中 首先 应 当 提出 黑色 低 密 土壤 ， 正 像 亚 
蕨 研究 所 的 大 田 试 驹 所 证 明 的 一 样 ， 在 这 种 土壤 中 的 亚 茧 是 特别 需 
要 碘 素 肥料 的 。 在 很 多 的 土 到 中 ， 特 别 是 在 新 开 旦 的 黑色 低 罕 士 琅 
中 , 亚 蕨 时 常 由 于 确 素 的 不 足 而 肉 病 才 , 硕 旦 产量 很 低 ， 有 时 完 公 相 
死 。 在 这 样 的 土壤 中 施用 友 素 肥料 能 消灭 亚 荐 的 病害 ， 并 能 保证 丰 
收 。 当 开县 大 面积 从 未 耕作 过 的 ,黑色 土壤 的 生 幕 地 播种 亚 荐 时, 需 
要 施用 矶 素 肥 料 作为 必需 的 措施 。 

除了 上 上述 的 灰 化 证、 泥炭 土 和 黑色 土壤 外 , 还 有 一 些 土 壤 ， 发 现 
硼 素 对 很 多 农作物 的 产量 具有 很 好 的 影响 : 棉花 和 首 蒂 一 一 在 灰 作 
主 中 , 糖 用 甜 茶 一 一 在 一 些 黑 镍 土壤 中 ,各 种 农作物 一 一 在 碳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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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 fds, GE EET ESSE, fe GE RB Ay 
Hob, MRR REAR. i SE — Se AT UR 
St LF. 

(ESSE Eh PSE ELS EL 
AM HES HDPE OVE FG a, | 

BASE AMSA LE, EIR BR, RT 
素 是 不 修 的 。 | 

ER LRU BIR, RARER ae 
DITA, PPE PEE RAL J Re eA 
PROUT, LEWIS TIRE REE, HRS SS, EE 
FIZ Be T RS, AER AT, BPE A 
表现 是 由 于 长 期 施用 不 含 硼 素 的 混合 物 矿质 肥料 所 致 。 一 般 所 施用 
的 大 多数 矿物 贤 肥 料 都 不 含 或 者 含 少 量 硼 未 。 施 用 像 压 肥 或 灰 ， 其 
中 含有 相当 量 硼 素 ， 就 将 诚 轻 或 者 能 充分 满足 植物 对 确 素 的 需求 。 
因此 施用 生津 的 矿物 实 肥 料 时 ,就 使 植物 对 硼 素 要 求 的 更 过 切 , 所 以 
也 就 必需 施用 确 素 肥料 。 

当 施 用 高 量 的 矿物 质 肥 料 时 ， 一 些 试验 的 灶 果 直接 玫 明 植物 加 
AEM ISLE, Bilin, 1938 EAC A ey aR 
我 们 获得 了 以 下 材料 ( 表 9 ): 

Be 9 SHB RIDCAERM A PORN RAFT ae 

He COE/B) 
a ER 处 理 

FR Bm 6B 

HEU Se R TE at 11.67. 15.5 

同上 十 而 12.06 14.8 

DG OSB OR SS RIB AR 11.70 17-3 

同上 十 硼 16.08 15.8 

457 th PIER 4 公斤 用 水 洗 过 的 石英 砂 ; 每 一 个 谷中 放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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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 硼 素 ; 重复 2 次 。 
由 所 引 诈 的 材料 中 可 以 看 出 ， 当 夫 加 忌 养 元 素 量 的 情况 下 , 硼 素 

的 良好 作用 能 和 仿 剧 地 提高 到 两 倍 , 不 施 硼 素 时 ,补充 施 太 的 营养 物质 ， 

就 不 能 被 利用 。 
在 A.B. 索 科 洛 夫 灰 化 粘 壤土 (永久 水 池 农 业 试 欢 站 ) Fe eR 

验 中 , 当 提 高 NPK 施肥 量 的 情况 下 获得 了 关于 确 肥 有 效 性 的 类 但 材 
料 。 

可 以 预先 指出 ,在 狼 党 获得 高 知 产 量 的 情况 下 ,植物 对 硼 肥 反应 
的 加 强 ,已 在 这 类 土壤 上 肯定 的 话 , 也 将 在 目前 河 未 表现 出 来 的 另 一 
些 土壤 上 表现 出 来 。 

目前 我 们 的 肥料 工业 基本 上 已 能 生产 酸性 的 矿 牺 装 肥 料 ， 经 党 
地 施用 这 种 肥料 ,首先 是 氮肥 ,就 促使 王 壤 显著 地 酸化 。 这 一 情况 在 
永久 水 池 农 业 试 验 站 的 多 年 田间 试验 中 已 非常 清楚 地 证 明了 。 上 壕 
事实 对 灰 化 土壤 来 说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因 为 酸 态 矿物 质 肥 料 的 狼 党 
施用 就 大 大 加 强 这 种 土壤 的 酸度 和 施用 石灰 的 必要 性 ,因而 , 归根 到 
底 就 促使 在 这 种 土壤 中 的 植物 对 确 肥 要 求 的 加 强 。 

甚至 在 不 施 石灰 的 酸性 土 嫩 中 沟 常 施 大 硕 性 肥料 〈 或 者 至 少 是 
碱 性 肥料 中 的 某 些 肥料 ) 就 将 促使 植物 表现 和 加 强 对 硼 喜 的 要 求 。 
这 一 点 已 被 永久 水 池 农 业 试 验 站 的 多 年 氮肥 田间 试验 粘 果 所 证 实 。 
在 未 施 石灰 的 灰 化 十 开 中 于 数 年 期 间 轻 常 施用 中 量 的 氛 化 知 会 由 于 
缺 硼 而 引起 亚 藤 的 病害 ， 一 般 在 施用 石灰 时 也 发 现 这 种 病 韦 。 已 成 
为 酸性 的 土壤 ,虽然 施 大 氯 化 物 ,还 是 能 显著 地 减低 土壤 的 酸度 。 看 
来 ， 当 烃 常 施用 握 化 物 时 就 为 二 壤 硼 情 化 为 难 吸 收 态 创造 了 条 件 ， 
也 就 是 当 在 酸性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所 猎 常 较 显 落 表现 出 来 的 那 种 现 

象 。 

fai 论 

PAIR A Se XT WB SEE YS FS BE ER EST, FETA RL BR, SHES} 

Gy Dre BSc iz 4 Hs FAA, Se a A NP BE AS PB SS EB}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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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 时 ,NEK 肥 就 不 能 表现 出 充 份 的 效力 来 。 由 此 , 月 前 摆 在 苏联 肥 
料 工业 面前 的 任务 就 是 以 充足 数量 的 确 素 肥料 来 供给 我 们 的 农业 应 
用 

CRIN ee Raa 



在 施用 石 交 的 酸性 亦 化 士 壤 上 硼 素 
对 农作物 的 影响 

O. Ke F-THEE 

苏联 和 国外 所 做 的 多 年 试验 研究 烙 果 ， 确 知 硼 素 是 植物 的 必需 
WTC FHA MT MSHA RM, AE 
SEAL EOD EK AR EE Ae RG TO AL as BE Gg A 
Writ SESS EE h AREAS VID PASE AEE ALS A Ha 质 的 影 

” 响 ; BASES He As ep BE FE TE HEHE A AUS a BEG ; SET -5 Hos 
APNG FAS A BPE AE BE PBC ; EE op SE 的 含 量 及 
SE 4B BP UEFT HOE DE ARE ZE WE eG EY ; FES BEY Ee 
YET op Pe EEK EI SEERA (EB DEAR BE; M.A AP 
PAR et; A.B. ORR HE; MB. RES KA SER 洛 夫 ;B。B. 

雅 柯 夫 娃 等 )。 
” 友 素 的 作用 在 施用 过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以 及 在 含有 大 量 石 

灰 的 土 竣 中 表现 得 特别 强烈 。 这 一 事实 的 确定 具有 非常 重要 的 意 
义 ， 用 施用 石灰 的 方法 中 和 过 剩 的 土壤 酸度， 使 降低 到 微弱 的 酸性 
反应 ,是 顺利 地 应 用 章 田 农 作 制 的 必需 条 件 , 否 则 就 不 能 获得 牧童 的 
好 了 驳 成 ,照例 地 ,只 有 用 施用 石灰 的 方法 降低 酸性 二 于 中 的 过 剩 酸 
度 后 ,才能 在 这 种 土壤 上 获得 高 额 而 稳定 的 牧童 产量 。 在 灰 化 土 庚 
上 施用 石灰 时 ,发 现 硼 素 肥料 有 很 高 的 效果 ,同时 还 应 当 指 出 ,就 是 

在 未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 霹 上 , 特别 是 当 农 作物 的 高 额 产量 条 件 
下 , 硼 袁 也 表现 了 良好 的 影响 。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壤土 上 ， 确 素 对 农 作 胸 的 长 期 影响 在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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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的 试验 结果 中 都 证 明了 ,一 部 分 试验 是 在 本 妇 作 者 的 颌 导 下 ,在 全 

苏 K.K. 颂 得 罗 依 欧 肥 料 , 农 业 技 术 ,农业 土壤 学 研 究 所 (BEHYAA)、， 

白俄罗斯 苏 蕉 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的 石灰 

研究 室 和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CTCXAJ) 的 农业 化 学 数 研 富 所 作 的 。 

Ba SX ES UG ESE AY Sie BEE ECE} MZ, 

BPE, LIRR, RAE FST AR ie SB GES 

fa) AAAS, AR BS eS AEE 

刘 里 衬 区 星期 日 "国营 农场 中 的 酸性 灰 化 王 壤 上 进行 的 LA. 五 . 喀 沃 

IRE (Kesopxos) |, HL pk ; HAG HE ; BA HEH we p 孔 值 一 4.5; 水 

解 酸度 在 100 克 的 于 土壤 中 是 7 毫克 当量 。 每 公顷 施 人 白云 石 份 状 

态 的 石灰 10 公斤 RISA TASS 1 A, FER EW 物质 肥料 (每 公 

眼 施 估 有 效 物 质 的 NPIL 2028 Jr ES RS F HELA DX AU AST Ti 

Rha NAB 1 。 

才 1 BREA IES CDR YD of tS 

Ea AR ASA AHEAD 

| 去 me me | 入 mo 素 ， 施 OS 
生生 站 < 的 让 | 

| 
AETAIR | 446 | 483 | 38 

FUR 20K | 485 | 501 | 16 

| AWK, iP, | 508 | 618 | 

2 ant. | Wah 
AK, TAK. | 477 652 |) os See ae 175 

Sire tA DAH » ie 汪 二 守 全 和 

PTE, WSS Ar REE Dri A al FA, 根 的 增产 量 更 高 起 

SE, (AE ARS , WATE lv. x. 的 石灰 量 , 则 比 施 人 相当 于 

27. Kk. 石灰 量 的 产量 要 高 些 ; AUPE HEP Hii SRY DH Rs FAK 



| Pete NAR AIRE PETIA FEE BSR oe Ve 129 

SRULEE, WISER OC TE Wi HR OPED EE be Be 好 的 影 
mig, FS EL SaSHG IMR AT Doc ey BS HEE FA, 3 — BE EF, 4 用 双 倍 量 的 

- AIR ; PAE GWT ARAB IE EB HE. 
eA HERS , ABARAT PRGA EB 
WEI De KV EK, OY LOE K.K. BE IBS BY, 

RBA RSET AR SRS BG eee CM, B. 

(BBP Ae: fof HES (Davxowa-Avoxuua)], SBE Tie 罗斯 苏 
| MER TLS Te SEA EE BE 灰 化 EE 
ei UG AY PH 4.2, 1003 F LP HK BEE 88 622 TL 
Dre JEL DRG He i Hh FAL NF ON a1 SPP hd A FETE DE, 
BRAS HZ Eds AT NPR Dy ILL, SRT 5 HEA a EZ 2)。 

BED He ADR, A _LR  RT E 
ATPL His Oey UIE ES TP, 

TPS , FE PN BS its FS A SiS HA SI EE, Pk 

BaSLAR EM, WAVE HA , SPARSE AE PP AA PR EO, TA 

Hy HY DA FA GN YT 2 , 显著 地 提高 大 多数 农作物 的 产量 。 只 要 不 

过 多 施用 石灰 就 是 不 施 确 , 亦 可 各 名 王 壤 中 石灰 对 大 多 数 农 作 物 的 

ABS ZU 
2 硼 素 对 栽培 于 施用 石灰 土壤 中 蕊 足 豆 产 量 的 影响 

Sn ie, 处 理 

未 施 石 灰 

FAIR 27 Ke 

FAIR 20 .K. + WY 

RR gO 

be / a | % 

40.6 100 

27.7 68 

52.0 | 128 

FE Wt Ft RBS REA SEH, SS DS ETE YES : ZT IR 

AE PMLA Mi Bay HEA I eee Teli, TATA a iy 

BLFA ; We Bat a DRS ED A Se FAs 中 所 进行 的 各 种 作 用 发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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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施用 石灰 能 够 影响 灰 化 土壤 中 植物 对 硼 化 合 物 的 移动 性 和 可 咀 

收 性 ,这 是 化 学 的 和 微 生 筷 学 的 作用 的 糙 果 。 必 须 指 出 ,土壤 中 三 素 
的 驾 性 是 传 吸收 性 土壤 复合 体 中 、 土 壤 深 液 中 和 石灰 肥料 中 位 的 含 
量 为 转移 的 。 在 碳酸 辐 的 影响 下 (以 及 氧化 镍 或 者 氨 氧 化 镍 的 影响 
下 ), 王 壤 内 的 无 机 和 有 机 确 化 合 物 和 施 大 土壤 中 的 确 肥 化 合 物 都 和 
镍 起 相互 作用 。 增 高 了 pH 值 ,降低 了 硼 的 移动 性 , 葵 降 低 了 植物 能 
吸收 的 状态 。 在 碳酸 镁 的 影响 下 (以 及 氧化 镁 或 者 氨 氧 化 ay BO 
下 ), 灰 化 土壤 中 的 圭 坊 矶 素 化 合 物 甚至 能 夸 化 为 对 植物 移动 性 高 和 
较 易 吸收 的 状态 。 可 见 钙 和 钳 对 土壤 确 化 合 物 的 移动 性 表现 为 相反 
的 方向 ,所 灸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亦 化 土壤 中 , 硼 化 合 物 对 植物 的 吸收 
率 能 够 提高 或 降低 或 者 不 变 , 是 由 钳 在 石灰 肥料 中 的 含量 来 决定 的 。 
白俄罗斯 苏 蕉 埃 入 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社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0.3 . 喀 德 罗 夫 - 游 赫 曼 ) 所 做 的 小 型 侈 栽 试 台 的 糙 果 也 诈 实 了 芋 - 
琴 中 确 和 石灰 相互 作用 这 一 解释 的 正确 性 。 在 直径 12 J Ky BES 
ML (xpucrannmsarop) rp ,每 四 放大 100 克 士 壤 和 300 RMT RH 

用 的 土壤 是 “五 一 ”国营 农场 的 灰 化 土 RRR ESB RE, Rew 
ICC TRL}, SHAT BES, eb, FEB 
HPS WD T EGS, WERE AUD AS AS SE, FE BBE RE 
SESE RITA RCE. FEAR MADE LP , AAD Ae 确 而 

SEES ROARK, $2 —DERRIL PHB -F 300 BERLE ET BE 
子 。 当 不 同 处 理 间 的 植株 明显 表现 出 在 生长 和 发 育 上 有 差别 时 ， 即 

停 下 试验 ,之 后 将 植株 的 根系 从 土壤 和 砂 中 洗 出 来 。 然 后 用 AAR 

兰 (Beprpas) 和 阿 痢 洛 恩 (Arioron) 的 方法 测定 植株 中 的 硼 素 含量 ( 表 

3 )o 

Be UP STE LH , FEAR SSE HP Tit FG, HE Pt CS TH FE i 

用 石灰 的 王 壤 中 少 些 。 碳 酸 镁 则 与 夏 酸 钙 相 反 ， 亿 能 使 王 坊 中 所 含 

有 的 确 对 植物 易于 移动 ， 戎 转化 为 容易 吸收 的 状态 。 当 土 璨 中 施用 

醚 酸 押 和 碳酸 镁 的 混合 物 上 时， 植株 吸 收 的 硼 比 对 照 多 ,但 是 , 北 在 单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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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施 用 碳酸 位 时 硼 的 吸收 量 要 低 些 。 植 株 中 所 含 的 硕 和 士 REP pH 

HAS Hoe Fa , MES AEE -S Ep SRA FH Ve A Tid 

SBS) PERSIA EEE DY, IE PR FE 

& 3 FRIESE RASH RE DMM IE IE RATS RR EN 

ARE | 施 WO | A aepegets 

eee a 程 | 0 i+ 
克 / 盆 | % | 士 中 施 人 | % 的 pH 

的 毫克 量 

对 照 4.09 100 0.079 100 4.6 

UaGOg,r.x. 4,29 105 | 0.045 57 7.3 

MgCOs, ,ir.x. 3.24 79 0.174 220 7.0 

CaCO, , ir.x.+MgCO;  ,1r-x. 5.28 | 129 | 0.087} 110 7.6 

AB PRE ATE SE SG FE EG (BE BLED , AS it A, eA 

PRT Ae P A FP YS Se Se AK. 1S He RS 土壤 中 施用 

HASSE , HR 2s As AS ESS HEE BT SiGe A LEP Hi Fa IK, BoE 

Tie, 5 OES FP SEAS AE AI, PS ee A 

Fn PU Ze ASEH PT ESE TS Tilt R-AK Be CO 的 是 五 

一 国营 农场 的 土壤 ) , HL 4 。 

玫 4 在 施用 石 奈 的 土 起 中 条 车 轴 草 各 个 顺 官 中 硼 素 的 台 量 是 ， 
决定 于 硼 鞠 的 施用 (100 Ashe) 

1957 年 的 1958 年 

总 产量 | 总 产量 | 种 子 | LE 

对 照 5.7 as me 一 

7 2.1 2.9 4.1 - 2.8 

AK+H - 5.7 5.7 Ae 6.0 

从 重 轴 章 产 量 直 测定 硼 珍 的 烙 果 可 以 看 出 ， 在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车 轴 章 总 产量 中 确 素 的 含量 急剧 地 降低 了 ,而 当 施 用 石灰 的 土壤 



132 By RMDZEIE th WOLTER a 

1» i FAA SES — HS RAS TSO, BA Re A 
HERE, RAE RTA ALP RS, 
FLAS 07 SSBB, EMSS AG REO F , HO Ee Be AP 
TAKS RISES T . WASEICSS 04 Ti At Eh Sa eA 
$25 tH ARB 7 

FEMEPERR EASE} Wi ATR HOARE. SE Hy Be 
是 由 于 提高 了 叶子 中 时 态 素 的 含量 而 引起 的 ， 卉 且 还 由 于 确 素 而 加 
强 了 植物 体 中 的 光合 作用 和 还 原作 用 。 这 一 点 已 被 各 种 试验 研 究 所 
确定 ， 包 括 以 下 的 试验 研究 : ec 
子 ， 以 酒精 若 出 叶 疙 素 , 着 以 比 色 测定 其 含量 。 烙 果 见 表 5。 

#5 人 

. _ it iy 有 me ey 
a kh 处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ue % “| 干 物质 中 的 ?90| - 

ACHE AIR ye 100 2.0 93 

CaCO, ,2r.K, 172 100 1.4 112 

CaGCOag , ir.x. +MgCO;, ir.x 137 100 2.5 147 

因此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中 ，, RIERA AR, BST 

植株 中 时 替 素 的 积累 起 显著 的 影响 。 

有 这 样 一 个 理 葵 ， 部 为 二 于 中 施用 石灰 时 硼 素 的 良好 影响 可 以 

解释 为 :石灰 的 影响 使 植株 中 酒 胞 液 呈 硕 性 反应 ,而 侧 素 却 能 使 条 胞 

小 中 形成 酸性 物质, 以 中 和 这 种 碱 隆 ( 包 布 科 )。 

这 一 理 花 是 不 正确 的 ， 因 为 白俄罗斯 苏 蕉 埃 福 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全 苏 肥料 ,农业 技术 农业 土壤 学 研究 所 

石灰 实验 密 和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农业 化 学 致 研 窜 的 试验 研究 指 

出 ,植物 液 的 反应 之 降低 、 提 高 ,或 者 不 变 是 依 顿 于 植物 的 生物 学 符 

性 ,也 依 想 于 一 定植 物 的 某 个 器 官 而 定 。 例 如 , FE Ry ME Beit: 

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竺 会 过 义 农 业 研 究 所 的 试验 中 获得 的 材料 :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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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硼 肥 时 车 辐 草 叶子 中 液 计 反应 相当 于 PH=5.44, 而 当 土 壤 中 施 

FAWASEMY , ASS 5.65 ; 亚 茧 苦 种 昔 地 上 部 分 的 麻 碎 液 计 ， 扰 A 时 为 

5.94, AMIS 5.97, “GEE b SURE AT CAG RIT PH HAS Ue 

FLARE 6 4 

#6 ”小洋 臣下 植株 液 中 的 PH 值 

| pH 

K 8 | RRR B | _aaere 7 
| ARS = | fe 攻 

ig Se eee ee ee ee ee —— 

| fue 9 6.18 5.78 

| AR 6.04 6.13 

| Sac 5 6.11 6.20 
AFAIK 四 | 

6.00 6.58 

硼 的 影响 是 :小 洋 划 上 下 叶 部 液 汁 的 pH 降低 了 , Thilo 
Hie Pa pH 境 高 了 。 未 施 石灰 和 施用 石灰 的 糙 果 是 相同 的 。 而 
且 施 用 石灰 的 影响 是 :显著 地 提高 了 小 PERE b Ok Beas 汁液 中 的 pH 
值 , 但 对 时 部 的 液 汁 pH 值 , 却 没有 影响 。 

由 各 种 植物 试验 所 获得 的 糙 果 可 知 , 确 素 对 植物 汁液 PH 值 的 影 
响 表现 得 很 不 一 致 。 稳 定 的 , 猎 常 的 植株 汁液 的 DHL, BEE RAB 
象 ,只 能 在 人 为 的 条 件 下 在 植株 体外 发 现 到 , 这 就 是 说 , 当 硼 化 合 物 
不 是 施 大 土 庚 中 ,而 是 直接 加 到 植物 所 分 泌 出 的 汁液 中 ,而 且 比 因 施 
用 硼 肥 ,而 从 土壤 中 进 太 植株 中 去 的 确 化 合 物 的 量 高 好 多 倍 时 。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中 ， 植 物 对 碘 肥 的 反映 在 烦 大 程度 上 决定 于 
植 牺 的 生物 学 特性 。 根 据 仅 苏 肥 料 , 农 业 技 术 , 农 业 廿 壤 学 研究 所 石 
灰 实 愉 室 和 白俄罗斯 苏 蕉 埃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 
究 所 的 研究 烙 果 ,大 多 数 农作物 可 以 分 为 三 组 。 第 一 组 是 那些 对 施用 
石灰 有 和 良 好 反映 的 植物 ,对 这 些 植物 来 说 , 硼 素 肥料 具有 作为 加 强 石 
灰 良 好 作用 因素 的 意义 。 大 部 分 农作物 是 属于 这 一 组 ,例如 车 四 曹 、 
首 基 和 其 他 豆 科 作物 , 刨 用 甜 茶 ,食用 甜菜 , 糖 用 甜菜 , 胡 划 上 和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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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A, Ma eS. A Ee RAE, PORE Ah 

II RLEA ESA RR RE, ROPREARA HED, RE 

JERR DR Se , SNE LK EI Sé SRA RE Be 

Hwbo. Reo See it, As aE AN HD, B= 

HH He Xt Te HR BRR, (6 ASIC Re KE 

Ko KARMA EYED RABE 属于 3H, RBS EK, 

分 枝 小 麦 除 外 。 

施用 石灰 时 ， 厅 素 的 良好 影响 在 植物 的 繁殖 器 官方 面 表现 得 符 

列 明 显 。 这 种 良好 影响 可 以 从 白俄罗斯 苏 蕉 志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入 会 

SE MAST SE PERT EAR, ARR 
“He EF RBA ERG ERE ko BURR AR 7 中 。 

才 7 Sh AKGAL TT MRM ARR Me 

Bed KES CNPK SERIE) 

aia: 

on ae: ae 站 
ie | % | Bae | % ma OM 

W414 3.7 8 一 一 3.7 12 

GaCO,: | 

irk. 43.9 | 100 | 18.3 | 100 | 29.6 | 100 

irk. +B 45.5 | 104 | 22.5 | 193 | 93.0 | 78 

OrK. 61.5 | 116 | 0.4 2 | 50.8 | 471 — 

2rK. + i 7 es ade BEA 4 143 | 26.9 ok | 
| | | 

Zo ARREARS BE POSER BE 

aE, ABAYARE RATE PSS RR 7 ln Le ee KE 

过 得 强烈 得 多 。 当 石灰 量 很 高 的 情况 下 由 于 施用 了 硼 素 和信 获 得 了 大 

专 籽 粒 的 最 高 产量 ,但 当 未 施 确 素 时 ,在 同样 石灰 量 的 情况 下 粒 粒 的 

产量 特别 低 。 祖 反 地 ,在 硼 素 的 影响 下 幕 查 的 产量 降低 了 ,等 蜀 是 在 

石灰 量 很 高 的 情况 下 。 



在 施 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革 壤 上 厄 素 对 农作物 的 影响 135 

在 社会 主义 农业 人 研究 所 河口 "ycrFe “白俄罗斯 苏 锥 埃 玉 会 主义 

共和 国威 切 比 斯 克 省 ) 中 SLSR Bea 所 进行 的 [T. 开 . 捷 恩 喀 HE 
(3eiresns)] 有 车轴 章 大 田 试 骏 中 ,在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土壤 中 同样 也 

观察 到 了 硼 过 的 显著 和 良好 作用 。 这 一 试验 是 在 酸性 强 灰 化 、 中 度 粘 
壤 士 上 进行 的 。 在 施用 石灰 而 未 施用 确 素 的 土壤 中 ， 车 四 草 种 子 的 
产量 是 0.97 公 担 /公顷 ,而 当 施 用 确 素 肥料 时 是 2.90 公 担 /公顷 ,也 就 
FEN SEH BEM PC Beh BB Pe 

24 PEC AR BPE HE a ES, ea SR Bs EE: SE EEE 
fe AT +b AT SEGRALIE: (Copmarnnenot cynehar), PTE 
FHC Hh ES PHP, SSO TR Th 
Pea tT EEE ERED , FRE GALE AIR RE 

2B) 1S Hh ANSEL 
当 灰 化 王 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 在 硼 素 的 影响 下 种 子 产 量 的 提高 不 

仅 决定 于 单 株 种 子 数量 的 增加 ， 并 且 还 决定 于 其 千粒重 。 在 确 素 的 
影响 下 辐 洋 还 能 增加 食用 甜 茶 种 球 中 能 人 够 发 车 的 种 子 数目 。 在 我 们 
的 一 个 未 施 硕 素 肥 料 的 先 坊 试验 中 食用 甜菜 的 15 个 种 球 有 35 个 幼 
莫 ， 而 当 往 王 壤 中 施用 确 素 的 情况 下 同样 种 球 的 数目 则 有 49 个 
苗 。 

ARG TAS, 或 者 石灰 都 是 具有 强烈 影响 的 外 界 因素 , 都 能 影响 
植物 有 机 体 的 本 性 一 一 影响 种 子 和 种 用 二 根 的 生 物 学 ( 播 种 的 ) 品 
质 。 在 这 一 方面 施用 石灰 的 良好 影响 仅 当 营养 环境 中 含有 足 量 的 乌 
叶 手 能 故 现 出 来 。 所 以 在 吸收 性 芋 琴 复 台 体 中 和 土壤 溶液 中 镁 不 足 
时 ， 只 有 当 施 用 的 石灰 肥料 中 含有 大 量 伙 时 石灰 的 良好 影响 才能 表 
现 出 来 。 如 果 往 土壤 中 施用 的 石灰 肥料 未 含有 大 量 镁 的 混合 物 ， 那 
和 双 右 灰 还 会 对 种 子 和 种 用 块根 起 不 良 的 影响 。 在 这 些 情 况 下 用 混合 
施 大 多 和 确 的 方法 可 以 减轻 ,甚至 完全 消除 碳酸 辐 的 不 让 影 响 。 

硼 素 对 种 子 生 物 学 唱 质 的 良好 影响 表现 在 以 下 方面 : Sanat 

的 大 小 和 重量 ,提高 种 子 的 发 伞 达 、 发 攻势 和 生长 势 、 由 于 硼 素 肥料 
而 提高 植株 的 和 结实 能 力 \, 生 长 出 整齐 一 致 的 幼苗 ,在 生长 期 间 改 善 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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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PRS HE TF AE DR ie TRA 产量 。 LE FEA 苏 肥 

BE, REAR REE BEE a RS BAN RE ME SS 

主义 共和 国 科学 院 和 社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的 各 种 农 作物 一 一 食 FAH 

25 GH RED PERE Fin, Be 7s, FS OK BK BY ia 

h Fe, HHL ih Ee A a ESI, | 

FETE RAC ALE Phi FA ae Fs YF 所 提高 的 种 子 和 种 

用 二 根 的 生物 学 品质 ,是 能 够 在 数 年 期 间 簿 传 到 植物 后 伐 中 去 ,这 一 

ASCE AKER, A RRP ERE 1944) 学 BERS BEAN 原理 。 这 在 

1945—1949 年 的 玉米 盆栽 试验 中 表现 得 特别 明显 (0. 3. 喀 德 罗 娃 

- 游 赫 曼 和 A.H. 科 日 夫 尼 科 娃 )。 
在 1945 HREM T, 由 于 石灰 肥料 中 含有 炙 以 及 施用 

了 确 素 ， 关 明了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和 森林 别 墨 的 酸性 灰 化 砂 壤 主 上 

施用 石灰 对 北方 女 少先队 员 唱 各 玉 米 产量 的 影响 。 应 用 碳酸 知 和 

碳酸 炙 化 学 纯 制 剂 作为 石灰 肥料 。 硼 是 以 硕 人 砂 状 态 施 大 的 ， 用 量 是 

1 ART Ht: Baga 8 )。 

训 骑 智 果 指出 ,在 施用 石灰 的 影响 下 ,不仅 提高 了 总 的 收获 物 和 

ee 而 且 还 捉 高 了 种 子 的 千粒重 。 同 时 在 施用 碳酸 重 

和 碳 柄 炙 混 合 物 的 情况 下 ， 石灰 对 籽粒 产量 的 腿 好 景 少 响 比 在 单独 施 

FARE PERSIE, hii ADRESS Te FA OA See Te SF HE a EK 
228 CELT A WS 

(CNEK 作 底肥 ) 

| 总 收获 量 | heat | as cee 
cee “a | eee ee 

克 / 金 | w/e | % | . Gb eee; , is ae 

对 昭 115.0 | 100 | 35.8 | 100 113.8 

CaCO;: 

inn. 138.0 | 122 | 44.8 | 125 137.6 

1/or.K.+MgCOs ,!/or.K. 139.0 123 | 52.2 146 145.8 

. | 
| 1r.K. 十 而 152.0 | 135 | 52.8 | 147 |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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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和 将 粒 产 量 。 
把 从 1945 年 各 种 试验 处 理 的 植株 上 收获 的 种 子 于 1946 年 播种 在 

FA lh PPA ASP CAN 1945 年 相同 的 灰 化 土壤 ), 获 得 了 以 下 精 

果 ( 表 9 )。 

表 9 籁 量 元 素 对 1945 年 所 获得 的 玉米 籽粒 产量 的 影 
(1946 年 的 盆栽 试验 ) 

iia gi stk las alae gl a | 
让 Me ee as 

wR 95.9 | - -100 ‘} 20.4 100 162.8 

GaCOs: © 

1r:K， 028-2 -(crdesy-} 29, 4 143 188.9 

1/or.n.+MgCOg,1/or-x. 131.6 | 137 | 43.5 213 191.5 

ir.«. +H VS Bl a eile Ue a Ws 184 251.9 

1946 年 的 试验 材料 指出 ,1945 年 的 各 种 试验 处 理 的 种 子 , 按 其 生 

物 学 品质 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 相 万 问 显然 不 同 。 从 1945 年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的 所 有 处 理 的 植株 上 收获 下 来 的 种 子 , 在 1946 年 获得 了 比较 高 

的 总 产量 和 将 粒 产 量 , 逢 有 旦 千粒重 也 比 在 未 施用 石灰 的 高 。 同 时 ,在 

1945 年 施用 碳酸 外 和 碳酸 镑 试验 处 理 中 植株 的 种 子 所 获得 的 籽粒 产 

量 也 比 单 独 施 碳酸 鲁 处 理 的 种 子 产 量 高 。 在 施用 碳酸 希 和 硼 素 肥料 

土壤 中 的 植株 所 生产 出 的 种 子 也 比 仅 仅 施 用 碳酸 和 僵 而 未 施 珊 素 的 土 

琅 中 的 植株 种 子 医 得 了 较 高 的 总 产量 ,将 粒 产 量 以 及 千粒重 。 

”因此 ,1945 年 和 1946 年 的 试验 精 果 指出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 
灰 不 仅 对 植株 籽粒 产量 的 大 小 ,而 且 对 其 品质 都 有 很 强烈 的 影响 ,着 

且 在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的 条 件 下 再 施用 优 和 确 素 还 能 促使 种 子 的 生物 

学 品质 获得 改善 ,办 之 就 提高 了 单位 面积 产量 。 

将 1946 年 各 种 试验 处 理 中 收获 的 种 子 在 1947 年 播种 在 相同 条 全 

的 盆栽 试验 中 ,以 便 关 明 在 1945 年 施用 各 种 肥料 的 影响 下 所 获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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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生 物 学 品质 的 改善 程度 ,能 否 稳定 下 来 , 莽 且 关 明 这 些 已 改善 的 

蝇 贤 ,能 否 遗 传输 后 代 。 
用 相同 的 方式 把 1947 年 的 各 种 试验 处 理 的 种 子 于 1948 年 播种 在 

一 样 的 条 件 下 ,而 1948 年 的 试验 所 收获 的 种 子 也 以 相同 办 法 在 1949 

年 播种 了 。 这 些 试 台 证明 ,在 1945 年 施用 对 和 珊 素 的 影响 下 所 改善 

的 种 子 生 物 学 品质 是 能 够 一 代 代 地 和 遗传 下 去 , 芽 且 甚至 在 1949 年 还 
能 才 现 出 来 ;而 在 单独 施用 碳酸 辆 所 改善 的 种 子 品质 ,从 1948 年 起 就 
不 再 传 歼 答 后 代 了 。 现 将 1949 年 试 台 的 产量 材料 列 大 表 10 中 。 

表 10 “微量 元 素 对 玉米 种 子 产量 的 影响 
(1949 年 的 盆栽 试验 材料 ) 

oa 总 产 量 | 种 子 产量 | ete 
人 

克 / 金 | % | w/e | % | GD 

对 照 127.4 | 100 | 32.0 100 150.0 

CaCO, : 

1r K, ; 140.0 | 110 | 30.9 97 151.7 

1/or x, +MgCOz,!/or.K, 156.8 123 41.14 128} 165.7 

ir Kk, +H 149.7| 118 | 45.4 144 174.5 

PEELE IML, BER FEL LET SEAT REG 
BRR Ew! T PE NE SE A EO, FE 
的 生物 学 品质 和 种 用 块根 的 生物 学 品质 对 植株 后 代 的 遗传。 

因此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确 素 也 和 施用 多 一 样 ， 
能 够 对 植物 有 机 体 的 本 性 起 强烈 的 影响 ， 因 而 种 子 和 乞 用 亏 根 的 生 
易学 品 蛙 就 能 改善 ;并且 这 些 已 改善 的 品质 还 能 遗传 若 于 代 。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 硼 素 肥 料 对 植株 的 化 学 成 份 起 
着 强烈 的 影响 ， 芽 且 正 确 地 应 用 时 植株 还 能 有 效 地 利用 而 改善 收获 
物 的 品质。 友 索 能 促使 趣 根 植物 根部 含 糖 量 提高 ， 还 能 提高 番 关 和 
其 他 植物 果实 中 的 含 糖 量 ;能 促进 马 偷 蔓 块 莹 中 淀粉 的 积累 ;能 促进 
ILE RA AIS; 能 促进 种 子 积累 脂肪 以 及 各 种 植物 中 积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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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素 \^ AIC, , 在 施用 未 含 大量 缕 的 石灰 肥料 时 ， 施 用 硼 夷 肥料 特 

别 合适 ,因为 在 碳酸 合 的 影响 下 ,植株 中 糖 和 证 粉 的 含量 会 降低 。 利 

用 施用 础 素 肥 料 的 方法 就 能 减轻 或 者 完全 消除 碳酸 辆 对 政 获 物品 质 

的 上 述 恶劣 影响 。 这 一 点 已 为 至 苏 肥料 ,农业 技术 ,农业 士 壤 学 研究 
所 石灰 实 辟 室 的 一 个 谷 芒 试 骏 材 料 所 证 实 。 这 个 试验 选用 了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森 林 别 墅 的 酸性 灰 化 砂 壤 主 。 用 化 学 纯 制 剂 碳酸 外 和 

碳酸 炙 作 为 石灰 肥料 ; 硼 素 是 以 硼砂 态 施 人 的 ,用 量 是 1 公斤 于 士 

毫克 础 。 在 施 PK 底肥 的 米 特 介 尔 立 上 慢 (MTrseprmz) 容 器 中 研究 了 石 

灰 和 帮 素 的 影响 ,重复 四 次 。 收 获 后 测定 了 根部 糖分 的 含量 ( 表 11)。 
Ze 11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中 硼 素 对 胡 林 荀 良 的 产量 ,以 及 对 其 中 糖分 的 积 标的 影响 

(以 NEPEK 作 底肥 ) 

戎 苯 葡 根 的 产量 | 根 内 糖 的 含量 产量 中 糖 的 含量 
本 处: F ers | a 

a/R | (%) % 

对 照 177 | 100 9.4 16.8 | 100 

CaCO;: ‘ | 

oS eae 399 225 7.6 30.9 181 

1/,r.x.+MgCOs,,*'/er x, 452 253 9.3 41.9 | 251 

1r.K.+B 457 258 Rm 44.5 267 

从 表 11 的 材料 中 可 知 ,在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单 施用 石灰 以 及 施用 
石灰 再 施 铂 和 友 对 食用 萌 攻 萄 根 的 产量 以 及 根 中 糖分 的 积累 都 有 很 
BRUHN, FERRE AY BUF RE A oT DBE 
FEAT DRE A Bs BG DN Be HE ESSE + TFS SG 4g Td I eT 
SGA ie— Tie RE ST, FER Sh RF 
的 含 糖 量 降 低 了 ,但 是 因为 根部 产量 的 显著 提高 (提高 了 1.5 倍 ), 总 
PERSIE TRS. TEE ASE RD FR ES TO BAS 
Sy de FF BASES TPP as RE 

在 和 白俄罗斯 苏 维 克 入 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和 社会 主义 农业 全 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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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的 全 我 访 恰 中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 ER RB 
中 的 橡 腰 含量 从 6.26% 提 高 到 7.20%%。 

施用 五 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 帮 素 对 安 作物 的 良好 影响 只 能 
在 营养 环境 中 具有 充足 的 伺 时 才能 修 完 至 表现 出 来 。 这 一 点 已 为 对 
苏 肥 料 ,农业 技术 ,农业 土壤 学 研究 所 石灰 实验 室 (M. B. 但 科 硅 = 阿 
if 兴 娜 ME RRR RES, Re 设置 在 留 别 列 欧 基 (Jic6s 
peuxnit ) 试验 地 (莫斯科 省 ) 的 酸性 灰 化 砂 壤土 中 ; BL ey PHL 
5.0; 水 解 酸度 ，100 克 于 土 2.4 BEY, ARES AA 
智和 碳酸 驱 施 大 的 ， 确 是 以 硼酸 施 太 的， 每 1 公斤 于 土 中 施 天 工 毫 
io WA NPK 底肥 , 确 素 和 石灰 的 作用 ,以 种 子 产 量 计 算 , 糙 果 列 大 
#2129, | : 

#12 在 和 施用 石灰 的 寺 护 中 硼 卖 对 饲 足 豆 和 神子 产量 的 影 啊 依 泥 石灰 肥 糙 

中 位 的 含量 为 转移 

种 子 产 量 PR TA 

克 / 盆 

SIKH 5.3 : 
mye 1.1 4,2 
CaCO;3: 

irk, 5.5. bag 

ire +h ; 7.0 oR 

{/or x. +MgCQOs,1/or.K, 11.0 rs 

1/57 x. +MgCO;, !/ar.«.+ Hp 18.1 a | 

所 列 太 的 材料 指出 , 硼 素 作用 的 不 同 表 现 取 决 于 :第 一 , 施 天 石 
灰 与 否 ; 第 二 ,石灰 肥料 单 是 碳酸 钙 , 还 是 碳酸 钴 和 碳酸 乌 的 混合 物 。 
在 未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中 ， 硼 使 岛 足 豆 的 种 子 产量 惫 剧 地 降低 。 相 反 
地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 起 中 ,施用 友 时 比 未 施用 硼 肥 获得 了 相当 高 的 秋 
子 垣 产量 。 同 时 ,施用 碳酸 全 和 碳 醇 饼 混合 物 的 情况 下 , 由 于 确 素 而 
增加 的 产量 要 上 比 单 独 施用 相当 量 的 碳酸 钙 的 高 1 售 。 填 壤 中 施用 碳 
酸 钙 和 碳酸 炙 混 合 物 时 确 素 的 有 效 性 比 在 单独 施用 碳酸 钙 时 大 的 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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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可 以 解释 为 ,在 吸收 性 土 琅 复 合体 和 土壤 洲 溢 中 镁 能 促进 建立 起 
较 适 于 植物 生 綦 和 发 育 的 钙 和 伙 的 对 比 关系 。 在 单 独 施 SG 
时 ,没有 这 种 俩 和 侈 的 适当 对 比 关系 ,所 以 硼 素 的 良好 影响 就 不 能 偿 
完 人 至 表现 出 来 。 

但 是 ; 当 在 主 壤 中 施用 大 量 伙 时 (超过 规定 量 ), TERM, 
(pene ese om 
4 FE ESSE Hf Tis FE BG DY Be ii FAD. RE BGS FT ET A 
fe — 7p, Be Big OF E557 write 
而 在 第 二 种 情况 下 是 3.52 32/4.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 硼 素 的 良好 作用 和 钴 的 作用 一 样 
在 很 多 方面 都 能 表现 出 来 ， 借 管 这 些 元 素 的 化 学 特 隆 相互 间 显 然 不 
网。 这 一 点 普 先 表 现在 : 当 土 壤 中 施用 石灰 的 条 件 下 ,根据 对 镁 的 反 
映 农 作 胸 也 像 施用 石灰 的 条 件 下 对 硼 的 反映 一 样 ， 可 分 成 三 组 。 初 
步 看 来 ,这 种 奇遇 的 现象 可 以 这 样 解释 :无 花 硼 和 位 都 能 显著 地 加 强 
植物 有 机 体 中 还 原 剂 作用 的 特 隆 和 积累 碳水 化 合 怕 。 

在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土壤 中 , 确 素 对 农作物 产量 的 良好 影响 ,通过 
叶子 施 硼 和 播种 前 用 确 深 液 证 种 也 能 够 表现 出 来 。 除 了 在 土壤 中 施 
确 肥 让， 这 两 种 方 靶 都 应 当 在 农业 生产 中 应 用 。 妆 在 土壤 中 施用 确 
时 ,除了 在 农作物 播种 前 在 全 部 地 段 上 搬 施 硼 肥 的 方法 外 ,还 可 以 在 
生育 未 期 在 小 圆 突 内 施 大 硼 肥 (这 种 施法 比 一 般 的 施用 数量 要 降低 
弘一 汰 ) ,小 图 突 要 距离 植株 10 一 12 厘 米 。 至 苏 肥 料 , 农 业 技 术 , 农 业 
土壤 学 研究 所 石灰 实验 室 在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蔬 菜 试验 站 大 田中 
所 进行 的 试验 :在 划 车 芍 采 种 区 采用 这 种 局 部 施肥 时 , 磺 对 草 攻 芍 种 
子 的 产量 ,每 100 棵 植株 从 4.6 公斤 提高 到 6.0 公斤 。 

在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 厅 素 对 农作物 产量 的 良好 影响 
不 仅 在 播种 前 施用 确 素 时 ， 工 且 在 生长 未 期 施用 时 也 能 表现 出 来 。 
这 一 点 已 被 白俄罗斯 苏 蕉 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社 会 主义 农业 研 
SEACH AAG LUE LG HES, BURR 是 于 两 年 期 间 在 
“一 一 国营 农场 的 灰 化 土壤 中 进行 的 。 友 用 确 酸 在 3 A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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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 (BS 1 个 时 期 一 一 播种 前 ;第 2 个 时 期 一 一 播种 后 工 个 月 ;第 3 

个 时 期 一 一 开始 孕 蔓 时 )。 在 第 一 年 的 产量 收获 后 RELA 土 中 
过 冬 。 在 第 二 年 研究 硼 素 和 石灰 对 第 二 年 生长 出 的 越冬 车 轴 单 产量 

的 后 效 。 这 一 试 愉 的 糙 果 列 和 人 表 13 中 。 

表 13 的 材料 指出 , Sb BE Titi AAA Tin Fh TSG 

良好 影响 无 葵 是 在 车 轴 章 的 青 植 株 方面 或 是 在 这 一 作物 的 种 子 方 面 

都 能 表现 出 来 ,人 芽 且 ,这 一 良好 影响 不 论 是 只 在 播种 前 施用 硼 责 还 是 

只 在 生长 晚期 直到 孕 荤 期 和 开花 开始 时 施用 都 能 表现 出 来 。 而 

以 分 3 期 重复 施 人 法 一 一 播种 前 ,播种 后 1 个 月 和 孕 蔓 开始 时 ， 硼 素 

对 提高 产量 ,特别 是 种 子 的 产量 达到 最 高 额 。 

& 15 在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的 条 件 下 胡 素 对 和 红 车 珊 草 产量 的 影响 
是 根据 硼 素 的 施用 期 为 转移 的 

(NB 天 作 底 肥 ) 

1957 年 1958 年 

A 验 处 理 总 产量 | 总 产量 | Foe 

e/a! % sira| % lava] % | 更/ 金 | % 
| : x 

AHA 0.4 | 1 0}; 一 0 | = | 0 
CaCO; ,1r x, | 

seh) 41.0} 100 | 34.3! 100] 3.6] 100 | 314.1] 100 
BN 25 138) 42.1 | 103 42.7 | 125 | 4.9} 284 | 37.9 | 122 
硼 , 第 2 期 41.6 和 127 | .5.6 | 155 | 38.4] 123 : 

硼 , 第 5 期 44.8 | 109144.1| 127 | 6:2| 171] 37.9] 122 

- 硼 ,第 1,2;3 期 45.4 | 114 46.8 | on 6.9] 188 | 39.9] 128 

确 素 对 土壤 内 进行 中 的 微生物 学 过 程 有 影响 。 在 确 素 肥料 的 影 
响 下 ,硝化 作用 加 强 了 , 豆 科 植物 根部 的 根瘤 数量 增多 了 , 当 微 生物 尖 
洲 成 伤 急 必 改 变 时 ， 植 物 根 际 的 微生物 总 数量 也 显著 地 提高 子 。 棚 
据 自 俄罗斯 苏 蕉 大 杜 会 主义 共和 国 农业 科学 院 社会 主义 农业 研究 所 
和 和 侍 苏 肥料 ,农业 技术 ,农业 土壤 学 微生物 实 欢 室 [IT. 开 . HPA 
娅 (水 ygkopckag)] 所 进行 的 研究 材料 , 当 酸 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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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ISICA RM 1 oe Be P28 豆 根 际 根瘤 菌 的 数 目 从 

800,000 企 提高 到 2,010,000 个 ,也 就 是 提高 了 1.5 倍 ,而 1 pea 

中 的 霉菌 则 从 170,000 个 减少 到 150,000 个 。 从 这 些 材料 中 可 以 看 

出 ,在 土壤 中 不 施用 石灰 时 茶 豆 根 际 根瘤 菌 的 数目 和 霉菌 数目 的 比 

例 是 4:7 ,而 在 施用 石灰 的 条 件 下 是 13:4。 因 此 ,在 硼 裂 的 影响 下 不 

PLE FE GR AS et EE i Se ser DT, i A eee ae 

也 改变 了 。 

当 土 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 磺 素 的 施用 影响 到 其 它 营 养 元 者 进 算 到 

植物 体 中 ， 影 响 到 这 些 营 养 元 夷 在 植物 各 个 器 官 中 的 积累 和 扩散 。 

所 引用 的 试 台 千 果 指出 ， 植 物产 量 中 的 灰分 和 各 种 营养 元 素 的 ， 

含量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受到 硼 豆 的 影响 而 降低 了 。 但 是 ,按照 我 们 的 

试验 当 酸 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 确 素 肥 料 的 应 用 对 植物 各 个 器 

和 中 灰分 和 营养 元 夷 含量 的 影响 是 不 相同 的 。 在 硼 素 的 影响 下 叶子 

中 灰分 和 其 它 营养 元 素 的 含量 (例如 钙 和 氏 ) 虽 然 还 能 提高 但 在 植物 

其 他 器 官 中 这 些 物 质 含 量 是 降低 的 。 例 如 ,这 种 现 象 在 至 苏 肥 料 , 农 

业 技 术 ,农业 土壤 学 人 研 究 所 石灰 实验 室 LM.B. 但 科 娃 - 阿 诺 兴 娜 ,A.. 

捷 姆 列 美 尔 斯 卡 娅 (3exreMepckax)] 所 进行 的 马 Soe te 栽 试 验 中 也 

观 给 到了。 试 避 和 结果 列 人 人 表 14 中 。 

根据 表 14 的 材料 ， 在 确 素 的 影响 下 马莉 蔓 叶 子 的 灰分 显著 地 提 

高 了 ， 可 是 马 验 昔 的 总 灰分 及 根部 和 攻 部 的 灰分 都 降低 了 。 在 这 一 
试验 中 ， 在 植物 各 个 器 官 中 的 希 和 炙 含 量 方 面 也 BSL 了 相 同 的 情 

io | 
FB PAER RFE AR BREESE FAT SER A DR She ED AR AG 

BRIM TERA ET , SAAR PRL 腐 病 时 ， 

Fe ade 7a RA TP Se RE, PAE “LF A EER 

Sa HME PS RAR EE ; BSE AAS pH 72 4.40 ;100 克 于 二 中 的 

TRG IE FEO. TSE. PERK ARE ES i, 

Af), 7A PP: — FU Pk SEE | SE DA A tk AS, 8: 1 ZS 

斤 于 土 中 施 人 1.5 SB IEISE, SINE EATS PAGER LS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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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 BIG 试验 的 EAA ZE15 中 

#14 BDL SOO ATH BE Be RT 
BAS — OR PT 

ww 

See 产量 (于 物质 ) 
weh #& 8 ah Ee 处 理 Pitas TS fOr eens | PRECYY 

aD at ae Col eee GRY as eye te ce Sa Tee: cg be 

if | 对 照 | 16.4. 4 |o> + 300 
| AK oer 225 | 30 

BIR + | 4A, 4 269 © | 22 

叶 对 了 照 | 16.8 | - 400°" |! SY 
Blk | 20.5 | aaa PA 
AIR +B Peewee 

* IHR 9.40): | ~-1008 ee ag 
FAIR = $2 Bus) 136 10 

AR+H | Fegan 171 9 

总 产量 对 照 | 42.6 100 | . 19 

石灰 70.0 164 22 

AIK + | 82.1 193 | 18 

Ze 15 FERRER ar RARE Sate EE RRR is 

Be as Bi 

FE VOLO Of) Pan Op a ge 
ma x 二 oy ae tea re 

be / fe | be 

对 照 272 100 

419 154 

CaCOa: 

“二 478 176 

1r.kK. ign 571 210 

or.K,* 205 | 75. Sp 

or Kk. +My | 58) | 213 
PEM Se Sn eG SRS sot hE Oe ae RETR RM 

本 感染 块根 心 B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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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之 ,在 所 有 的 情况 下 确 素 都 对 外 用 甜菜 的 产量 发 生 了 良 好 的 
作用 。 在 低 量 石灰 的 处 理 中 根 的 产量 同样 显著 地 提高 了 。 在 高 量 厂 
灰 的 处 理 中 发 现 根部 感染 了 心 腐 病 , 所 以 产量 不 仅 未 提高 ,反而 急剧 
地 降低 了 。 查 是 ; 当 施 用 石灰 的 同时 再 施用 确 素 时 ,就 是 在 高 量 石灰 
的 处 理 中 甜菜 根部 也 未 感染 心 腐 病 ,而 根部 的 产量 不 仅 比 对 照 oP 
的 产量 提高 了 很 多 ,而 且 比 低 量 石灰 处 到 公 中 的 产量 也 和 急剧 地 提高 
了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在 该 试验 中 获得 了 最 高 的 甜菜 根部 产量 。 

硼 的 良好 作用 也 可 作为 在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防 正 马 丛 募 瘤 涤 病 
的 措施 ,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学 院 [X.K. ape Ie (Acapop)] 农 业 化 学 数 ， 
研 室 的 一 个 人 条 试 验 中 明显 地 表现 出 这 点 。 这 个 试验 是 在 留 别 列 蒋 
基 试 欢 地 (莫斯科 和 省) 的 酸性 灰 化 砂 壤土 中 进行 的 。 按 照 处 理 ， 碳 酸 
镍 和 碳酸 位 作为 石灰 肥料 ,用 了 两 种 剂量 :一 个 和 二 个 水 解 酸度 。 硬 
素 是 以 确 砂 施 大 的 ,一 公斤 干 土 中 施 入 硼 素 1.5 毫克 。 Bhai AR 列 
A# 16 中 。 

在 低 量 石 东 肥料 的 处 理 中 ,单独 施用 碳酸 人 钙 , BELG 23 SEE mM 
深 了 瘤 沛 病 ; 在 混合 施用 碳酸 钙 和 碳酸 鳞 时 没有 发 现 感 染 PETG 
在 高 量 石灰 的 处 理 中 ,不 仅 单 施 碳酸 全 时 ,而 且 在 施用 了 碳酸 钙 和 碳 
PSEA At , 瘤 疝 病 的 感染 都 表现 得 很 严重 ,但 在 混合 施用 碳酸 
PEARCE BU EE ee, SF 
gS PS SE Ai BES IG 23 SE SE TIS , TAFE ESR AT RAY 处 理 
Hp uss A SURE EBB LEAS a A Ze EAS 

WM ERIE TES LEP PEAR OS LT DG 
1H, PEREUED CALLS oF i AAR IS eT SOF AS TEA 
PU gees FH 55 FES 1 Fr ic SS J ARE 是 . 
DRk—ARIS OBA, SE AUSSHS EATER AD ide 
现 得 很 相似 ; DESK BEE A EEE RL BOHR AS, «ELA 
FELWEP bhi ATI , FAIR A er 
BAAS BA WLS, EEE PRE HE 收 性 复 合体 中 
FUL BEAR P ARE GAL REA BE RE, EDGR 和 多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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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EBS IR I BS ee RR so 

SERIES NORA) 、 
wy 路 处 理 

tt i} ` 有 . ‘a 

对 照 
CaCO; : 

set ey 18 = 

1/,. rx. +MgCO, ,1/ 0K, 一 一 

; QT, x, 100 28 
17. Kk, MeCOss1 FT, x: 37 18 

Peer, SIE Hs fils Aa Dae SEAS EAE Oy PEE: TY, ROPE 
ESE + iti TRS EB SS EE EET 
料 中 间 造 成 糙 葵 互相 矛盾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 因 此 ;在 农业 生产 中 施 
FAA DK AU SEER AC LSE PIN ,必须 估计 到 这 一 点 。 

在 党 和 政府 的 一 系列 决 凡 中 ,指出 了 在 酸性 高 的 土壤 中 ,施用 石 
灰 具 有 最 重要 的 意义 。 根 据 这 些 决 斑 , 我 们 国家 中 施用 石灰 的 证 地 
面积 将 以 最 大 的 速度 一 年 比 一 年 地 扩大 起 来 。 由 此 确 素 肥料 在 这 从 
剧 扩展 的 面积 上 将 产生 特别 高 的 效果 。 必 须 注 意 到 ,施用 石灰 的 主 
壤 上 必 有 将 显著 地 提高 农作物 的 产量 ,由 此 ,在 这 些 土壤 中 将 伯 剧 地 咸 
到 硼 素 的 不 足 。 | 

估计 到 这 一 点 就 必须 在 我 们 国家 于 最 近期 间 迅 速 扩大 确 素 肥料 
的 施用 范围 ,以 便 为 了 提高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土地 的 单位 面 积 产 
量 而 最 充分 地 利用 那些 良好 条 件 ,这 些 良 好 条 件 将 由 于 实现 了 政府 
决定 在 酸性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的 计划 而 创造 出 来 。 

为 了 完成 这 一 重要 任务 就 必须 大 规 黎 地 生产 确 素 肥料 来 满足 我 
国 农业 的 实际 需要 。 

fa iim 

1 PRAGA SEP Wii, ATARI SEY 22 ES ZEA A 

REVERT AS DCE i GG FS I EI , FPL SS HK 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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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E ATTIC , WI — EHH TAKA RY 
2 .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和 在 土壤 中 原来 就 含有 大 量 石灰 的 二 

玉 中 , 硼 素 对 农作物 的 良好 影响 都 比 在 酸性 土壤 中 不 施用 石灰 时 玫 
现 得 强烈 一 些 。 然 而 就 是 在 未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土壤 中 确 素 也 能 显著 
地 提高 那些 对 确 素 肥料 敏感 的 作物 的 产量 。 

3. ESE pti JA 石灰 时 硼 素 的 良 好 影响 随 着 石灰 量 的 提高 而 加 
强 。 

A . 王 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硼 素 的 良好 作用 在 作物 的 生殖 器 官 以 及 根 
和 境 莹 方面 都 比 在 营养 器 官方 面 表 现 得 强烈 些 。 

5 .在 硼 素 影响 下 种 子 产 量 的 提高 乃 是 种 子 数量 增 允 以 及 种 子 千 
粒 重 提高 的 烙 果 。 
”6 . 确 素 和 袋 不 仅 能 提 EG RE ASAE 物 根 部 的 产量 ,着 旦 还 能 

改善 种 子 及 种 用 乾 根 的 生物 学 品质 ,特别 是 能 提高 其 里 位 面积 产量 。 
7. 当 营养 区 场 中 含有 大 量 全 时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 用 石灰 还 能 

改善 种 子 的 生物 学 品质 。 
8 AERO AGMERI FC De SINISE AH SA ARN ET 

He: Wy iy AEG HB EIT — AAR F 2 
9. 当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而 素 时 能 对 植物 的 化 学 成 分 起 

剧烈 的 影响 ,特别 是 在 所 施用 的 石灰 肥料 中 未 含有 大 量 炙 的 条 件 下 
则 更 显著 。 同时 还 能 提高 叶子 中 时 烁 素 的 含量 ,根部 和 其 他 植物 器 
官 中 的 含 糖 量 , 马 给 蔓 雪 荃 中 的 淀粉 含量 , 橡 腰 章 根部 中 的 橡 爵 合 
量 ,种 子 中 的 脂肪 含量 ,各 种 植物 中 锥 生 素 A 和 C 的 含量 。 

在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正确 地 施 FSS 可 以 作为 改善 
农作物 产品 质量 的 因子 。 

10 .在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硼 彭 能够 影响 到 植物 各 种 器 官 中 其 他 
营养 元 素 的 积累 和 扩散 。 

11 .在 主要 含有 碳酸 逢 ( 或 者 氧化 钙 ) 的 石灰 肥料 的 影 响 下 总 收 
获 物 和 叶子 中 确 喜 的 含量 急剧 地 降低 了 ,而 在 施用 SST) 时 施用 石 
灰 时 则 惫 剧 地 提高 了 。 不 花 是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或 是 施用 确 袁 肥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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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BA BA 
12 .在 土壤 中 施 用 石 基 和 硼 达 肥料 的 是 响 下 ,依据 植物 的 生物 学 

特性 和 石灰 及 硼 素 在 各 种 条 件 下 对 植物 的 作用 ， 植 物 汁液 的 反应 能 
驶 降低 ,提高 或 者 仍旧 不 变 。 

13 . 当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在 各 个 方面 (产量 的 高 低 ,植株 的 化 学 
成 分 ,种 子 的 生物 学 品质 ) 础 素 对 植物 的 多 种 作用 是 依据 于 吸收 性 二 
壤 复合 体 中 和 土壤 溶液 中 以 及 石灰 肥料 中 伙 的 含量 为 转移 的 。 

14. 当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研 素 在 各 个 方面 对 植物 的 影响 和 钨 的 
影响 方向 是 相似 的 。 这 可 以 解释 为 :这 两 个 元 素 和 全 相反 ， 能 饮 显 
落地 加 强 植物 有 机 体 中 的 还 原作 用 和 碳水 化 合 物 的 积累 。 

15. 当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石灰 对 土壤 一 化 合 物 对 植 胸 
的 移动 性 和 可 吸收 性 所 产生 的 影响 , 和 倒 、 硼 对 植物 有 机 体 中 所 发 生 
的 各 种 过 程 的 影响 ,都 是 素 对 农作物 的 生长 ,发 育 和 产量 起 良好 作 
用 的 先决 条 件 。 

16 .在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对 础 化 合 物 对 植物 的 移动 性 和 
可 吸收 性 的 影响 , 乃 是 在 石灰 的 作用 下 土壤 中 发 生化 学 的 和 徽 生 胸 
学 的 过 程 的 灶 果 。 

17. 施 用 石灰 对 土 直 硼 化 合 物 对 植物 的 移 动 性 和 可 吸收 性 的 影 
响 是 以 石灰 肥料 中 疆 的 含量 为 转移 的 。 石 灰 肥料 中 所 含 的 钙 能 使 而 
化 合 物 的 活动 天 向 罗 慢 状态 ,相反 地 , 侈 能 使 其 活动 转向 迅速 状态 。 

18. 当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 盔 素 具有 作为 防止 在 施用 石 
灰 条 件 下 所 昔 延 的 病害 ( 心 腐 病 和 糖 用 甜 茶 志 根 :的 中 窄 以 Be HEA 
根 类 作物 根部 的 中 空 ， 马 给 昔 块 茎 尝 辣 病 的 感染 , 亚 旧 站 菌 疾 ) 的 措 
施 。 

19 .在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确 素 对 土壤 向 生物 的 生命 活 
动 还 有 影响 。 在 确 素 肥料 的 影响 下 , 确 化 作用 加 强 了 ,村 物 根部 的 根 
fai T , 当 微生物 潮 落 狂 成 委 剧 变化 的 情况 下 植 物 入 际 和 丛生 
物 的 总 数 景 提高 了 。 

20. 在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时 , 当 通过 叶子 施用 柄 素 和 在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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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影响 。 
21 .在 酸性 灰 化 土壤 中 施用 石灰 的 条 件 下 , 础 素 对 农作物 产量 的 

息 好 影响 不 仅 在 播种 前 施用 硼 素 时 能 够 表现 出 来 , 莽 且 在 生 长 后 期 

时 施用 同样 能 表现 出 来 。 

22. 由 于 按照 党 和 政府 即将 扩大 灰 化 土 庚 中 施 用 石灰 的 面积 的 

决议 ,必需 在 最 近 时 期 内 供给 农业 大 量 的 硼 夷 肥料 ,着 在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的 田地 上 大 规模 地 应 用 硼 素 肥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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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硼 的 生理 作用 及 不 同 檀 物 对 确 的 
需要 随 环境 因素 而 坦 移 

M.A. AEE HA BEEBE M.M. 斯 切 吉 洛 寻 

硼 和 其 他 化 学 元 素 ( 钙 、 镍 , 铁 ) 是 不 同 的 , 各 种 高 等 植物 对 它 的 
BERIE AREER, RAPER, WS 叶 植 物 对 硼 的 需 
要 量 往往 比 双 子叶 植物 所 需 的 少 得 多 。 同 时 也 证 明 ,在 低温 条 件 下 ， 
或 把 营养 液 适 当 调 配 一 下 时 一 一 减少 磷肥 量 (标准 用 量 的 ie) 或 减 
少 氮肥 量 ( 标 准 用 量 的 /ise)， 和 在 磷 氮 肥 量 同时 减少 而 GH 肥 量 增加 
的 条 件 下 ,植物 对 确 的 需要 量 就 减少 。 划 且 确 证 ,在 自然 条 件 所 常见 
到 的 、 在 氨 磷 含量 高 而 可 和 给 态 钾 含 量 低 的 土壤 上 分 人 得 最 多 的 一 些 
(DRE, BFL Ay 防治 。 此 外 也 发 现 当 pH 为 中 性 和 
BALERS ,类 章 对 硼 的 需要 量 也 减少 了 。 

解释 这 些 极 重 要 因素 的 原因 是 需要 的 。 许 多 相似 的 试验 研究 有 
利于 我 们 去 揭发 硼 的 生理 作用 。 我 们 要 知道 :在 什么 样 的 外 在 条 体 
下 需 硼 最 少 ;也 要 知道 : 这 些 外 界 因素 对 新 陈 代谢 的 作用 ， 以 便 使 我 
们 能 襄 明 在 一 定 的 生理 和 生化 过 程 中 , 那 一 部 分 DS, AE 
LEWES LYRA RAPA OB Bie, 
WF HEEFT LEASE, A ABSR BIS Es AEP EER, 

这 种 研究 不 仅 有 助 于 解释 硼 的 生理 作用 ， 着 旦 也 能 依据 环境 因 
素 而 对 不 同 作物 制定 出 施用 确 素 的 科学 根据 来 。 此 外 ;这些 研究 也 
会 揭露 出 植物 雨 大 类 一 一 单子 叶 植物 和 双子 叶 植物 的 生理 与 生化 上 
的 差 轴 迪 由 于 单子 叶 植物 的 代表 一 一 禾 本 科 和 双子 叶 植物 的 代表 
一 一 豆 科 是 牧 章 混 播 的 成 员 ， 因 此 这 种 试验 研究 将 能 帮助 关 明 这 些 
成 员 的 生理 和 生化 特性 ， 关 有 助 于 查 明 牧 章 混 播 组 成 中 的 某 一 种 作 
物 ,在 一 定 的 外 界 条 件 下 枯死 的 原因 ,这 和 章 田 输 作 制 的 实施 有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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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关系 

我 们 已 猎 发 现 了 禾 本 科 植 物 、 以 及 在 低温 条 件 下 用 水 培 法 栽 车 

的 作物 对 硼 需 要 量 减 少 的 一 个 原因 。 戎 且 发 现 硼 对 普通 共 馈 水 营养 
液 中 的 钢 有 持 抗 作用 (aaTaroHHCcTHdecKoe FegzcTBHe ) ， 这 个 作用 证 i] 

PAF OF FLW AAG Ti, SEA IER ARAL TE 

要 不 多 的 一 个 原因 。 
在 这 些 试 验 中 还 证 明 , 课 度 低 时 ,人 铀 的 毒性 小 , 也 是 在 低 诗 条 件 

下 对 友 需 要 较 少 的 原因 之 一 。 但 是 , BEM AAR 本 科 植 物 对 钢 有 大 

的 忍受 力 , 仅 仅 是 需 硼 少 的 一 个 点 因 。 我 们 重 猎 提出 这 样 的 假 变 , 束 

是 秒 本 科 对 硼 需 要 少 的 主要 原因 之 一 乃 是 当 营 养 流 中 养分 的 比例 不 
平衡 时 , PM SS ERC , 莽 极 能 适应 营养 液 中 一 定 的 营养 元 素 在 比例 

及 数量 上 所 发 生 的 变化 ,首先 ,能 适 应 提高 了 的 NBP:E 的 比例 。 因 此 

当 营 养 液 中 元 素 的 平衡 受到 破坏 时 ， 玫 本 科 作 物 对 起 平衡 作用 的 珊 

素 , 需 要 得 很 少 。 

EMR RE GEC PAR Bare REM, IFAD 

TH HH , iti AS Dee SE CEG RAR Ea RAP 

sis , fal ETE AB I, TFS, FE POR, Bp 
NEG HSE) , PRBS ELE ESE He PLIES 的 HE IK , 1 
是 说 , VMAS ODT NP: K 的 比例 提高 时 ， 所 党 发 现 的 一 些 病 
症 。 大 家 都 知道 ,上 述 的 病症 我 们 只 在 双子 叶 的 代表 植 易 上 见 到 ,而 
在 单子 时 灶 物 上 则 完 双 看 不 到 ， 甚 至 当 单 子叶 精 物 生长 在 营养 液 中 
扰 机 元 素 的 比例 失去 平衡 时 ,也 未 发 现 它们 感染 上 述 病 症 。 

SB AE LES PEMD HE WS EEA SFE PEL TE PE HE 
MEMHARLAS LMHS, BRAVE, SEBEL basa 
Fie Ny eRe FRAY ie IAT, ELEY PE AME A REF BB SE HE 
发 硼 得 和 获得 硼 素 的 植株 一 样 ， 只 不 过 结实 不 正 党 而已。 一 些 获得 
高 量 倒 的 作物 (1.5 个 标准 用 量 ) 开 始 受 到 扰 确 的 为 几 要 PE 

”正当 混合 营养 液 中 培育 的 作 胸 晚 得 多 。 
RAR BAW RS SRILA ESA DERE AEE UNEP A 能 生活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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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营养 液 中 磷 量 减少 而 钙 量 境 加 时 ,作物 的 确 受 害 很 轻 且 未 枯死 ,这 
和 在 正常 的 克 谐 普 * (Kom) 混 合营 养 中 培育 的 植株 是 不 一 样 的 。 芽 
且 还 发 现 , 如 果 氮 量 减 少 得 比 磷 量 减少 得 还 多 ,而 增加 食量 时 , 则 会 
ik D> ili Po BS SOR A TI SEH FAS 
(P79 Sf ob SE A ARMA RETR, 2A 

RBA MBE: HUE HRM > ya 9 
们 在 营养 液 内 的 元 素 不 平衡 时 受害 较 轻 ， 并 能 适应 营养 液 中 一 定 的 
无 机 元 素 ( 首 先是 NP:K) 的 含量 及 比例 的 变化 。 在 氨 磷 含量 高 而 钊 
含量 不 变 的 洲 液 中 CNP:K 比例 高 的 不 平衡 洲 液 ) 加 大 TSE, FED 
交 让 验 中 加 大 锋 。 此 外 ,又 专门 设 计 了 一 heb dé BER, TE Na 
中 ,恰恰 相反 ,是 在 纯 含量 高 , 氮 磷 含 量 低 的 条 件 下 (K:NP 比例 高 的 
不 平衡 洲 流 ), 久 及 在 氮 磷 钙 的 含量 都 高 的 条 件 下 CNPK SES 5 Hi SE 
例 圣 衡 的 咨 液 ) 施 加 硼 素 。 试 验 研 究 的 目的 是 为 了 要 间 明 ,营养 液 中 
无 机 元 素 的 比例 被 破坏 时 对 产量 的 影响 ， 以 及 对 于 那些 在 需要 确 量 
上 不 等 的 作物 的 狂 壬 内 , 扰 机 元 素 比 例 的 影响 。 

WMH | 和 表 2 的 材料 中 完 至 可 以 证实 我 们 的 假设 。 
如 表 工 所 示 ， 单 子叶 植物 的 代表 一 一 小 麦 是 不 同 于 双子 时 植物 
一 亚 蕨 的 ,小 麦 对 于 NP:K 上 比例 的 破坏 有 很 大 的 适应 力 , 虽 在 NP:K 
的 比例 很 高 的 情况 下 , 它 仍 能 显著 提高 籽粒 产量 ,而 亚 茧 在 此 情况 下 
籽 实 的 产量 就 显著 的 降低 。 硼 和 血 主 要 是 在 三 要 素 量 都 很 高 , 首 且 
各 元 素 的 比例 遭 到 破坏 时 , 才 对 籽 实 的 产 量 有 和 良 EAR, FERRE 
量 很 低 CNi Py Ky 和 Ng P， K MWA PRAGA, ES 于 发 现 籽 活 产 

量 略 有 降低 ,而 在 氮 磷 量 很 高 的 条 件 下 , 则 人 恰恰 相反 , 籽 实 的 产量 由 
于 多 的 影响 而 有 显著 的 提高 。 这 些 材料 和 在 卡 莫 章 原 所 进行 的 田间 
试验 的 材料 是 一 致 的 。 小 麦 留 捷 斯 季 斯 62 号 在 氨 磷 量 较 高 ,人 租 公 顷 
N 为 120 公斤 , 磷 为 90 公斤 。 而 不 施 伍 的 条 件 下 ,将 实 产 量 提 高 得 
很 多 ,而 癌 日 葡 在 氨 磷 量 高 ,但 不 施 钙 的 条 件 下 ,将 实 的 产 aD I 

MgsSO,, 0.125 = KCl 和 少许 Fe.Cl, 的 洲 液 一 强 者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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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不 同比 例 的 氮 磷 钾 及 向 量 元 素 对 于 小 者 及 亚 蕨 产量 的 影响 

N,P,K,*: 

对 照 
WY, 1258 /AAIT 
SF, 35eh8/1AT 

N.P.K,: 
对 照 
Wh, 1658/1247 
SF, 3250/1087 

N;5P;K,: 

对 照 
WY). 12258 /1ZSIT 
Bil, ?这 再 /1 公斤 
SE ,5 对 克 /1 公 斤 
SF 6550/1247 

Ni PiK;: 

对 照 
Wj, 12658/128 7 

N3P3K3 3 

对 照 
Wj, 12658 /124)7 

N;P;K;: 

对 照 
BY, 1658/12 

关 肥料 定量 : 每 个 装 7 A AAG 0.5 FEIN Pi Ki, 

TURD» 

(于 BW. B) 

小 Fe ci 

Ml ob) 0 | OM OF 
| 96] at 968 a 

| 
22.20 100| 6.541} 100 | 27.7 
24.39 110 | 8.08 | 193 | 25.4 92 
22.55 101 | 6.33 97 | 一 一 

pee 
29.51 133 | 10.97; 167 | 28.50) 103 
29.33 132 | 11.72| 176 | 27.20) 98 
30.54 137 |10.74 164 | 一 一 

| 

27.48 124 | 13.73} 240 | 29.07; 105 
23,34 104] 15.62) 239 | 29.16} 105 
22.41, 100 | 14.46) 221 | 27.84 100 
25.50 114 | 15.84 244) — 一 
25.91; 117 | 45.04). 230 | 28.38 102 

24.45, 110] 9.65} 147) 一 一 
24.55| 110 | 10.57| 158} 一 -一 

26.52| 119 | 13.80) 211] 一 一 
27.24 125 | 14.02) 215 | 一 一 

21.70| 98 | 13.80) 214) 一 一 
22.96| 103 | 15.42| 256 | — -一 

Ti 

a 

% 

种 
页- 

10.32 

| | 

100 | 10.87) 100 
95 

Fe 2 中 引 诈 的 是 小 考 和 亚 ACH SEM HB N, P,9,, K,0,:/MgO, CaO 

和 Ees?Os 含量 的 化 学 分 析 。 

看 起 来 , 亚 茧 是 不 同 于 小 麦 的 ,其 叶 中 SAY SS Be, 
$i {AFAR MASE, VSL Ra, BP 
植物 中 俩 磷 钾 的 含量 也 是 较 遍 的 。 

当 NP:K 的 高 比例 被 破坏 时 ,在 需要 硼 夷 的 亚 蕨 作物 上 , 随 着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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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籽 实 产量 的 降低 ,其 组 猴 内 钾 的 含量 也 显著 的 减少 了 ,因而 使 作 愧 
肉 N:K 比例 大 大 地 增长 上 去 。 例 如 ,在 莹 内 这 个 比 例 提 高 3 倍 , 在 叶 
中 提高 工 倍 允 。 但 小 麦 在 NP:K 高 比例 的 影响 下 ,其 体内 NIK 比例 
的 变化 着 不 大 。 小 麦 能 稳定 地 保 持 住 组 线 内 N:K 的 比例 。 当 土 琅 
深 液 中 NP:K 的 比例 被 破坏 时 ,单子 叶 植 物 能 或 多 或 少 稳定 的 保持 
植物 体内 N:K 的 比例 就 说 明了 ,为 什么 它们 和 双子 时 植物 不 同 ,而 
在 自然 条 件 下 ,土壤 中 NP:K 的 比例 高 时 ,不 感染 那些 施 硼 后 即 能 洽 
除 的 病害 (在 这 些 场合 中 确 素 起 着 平衡 作用 的 )。 

AAG APES, al ES ES EB: ASG BG 在 水 培 条 件 下 ， 
DFE ERIE AEF BABU ACHE 大 量 , 而 SSAA MEA 
量 。 根 据 这 点 ,假定 在 NP? K 比例 增高 时 , 硼 所 以 能 ZEA 79 
是 由 于 它 本 身 具 哨 一 种 能 减少 所 和 磷 的 进 太 量 ,增加 钾 进 大 量 的 能 
力 , 从 而 避 灵 了 钥 织 内 有 无 机 元 袁 的 比 全 被 破坏 的 现象 。 
fe 2 的 资料 确证 工 非 如 此 ,虽然 瑚 在 某 些 场合 下 也 Reb ma 
中 氨 的 含量 ,但 是 减少 得 很 少 , 对 植株 的 生 活 力 并 不 能 起 重大 的 影 
响 , 硒 仅 在 一 种 场合 下 能 提高 钾 的 含量 ,在 其 余 的 场合 下 ,甚至 反 使 
钾 的 含量 稍 有 降低 , 当 士 壤 溶 液 中 NP:K 的 比例 被 破坏 时 ，, BEAR AB 
降低 外 侨 内 NI:K 的 高 比例 。 因 此 当 土 壤 中 NP:K 的 高 比例 被 破坏 
时 ,未 能 把 确 的 平衡 作用 解释 为 , 珊 具有 恢复 组 积 内 被 破坏 的 元 素 比 
例 的 能 力 。 

同时 ,在 某 些 场合 下 ,例如 ,在 酸性 土壤 上 , 施 大 大 量 石灰 的 情况 
下 , 硼 能 改变 无 机 元 素 的 比例 ,也 能 改变 组 织 内 N:K 的 比例 。 

根据 我 们 的 意见 ,在 NP:K 的 比例 被 破坏 时 ， 硼 所 以 起 平衡 作 
用 ,是 因为 硼 能 很 快 消除 在 这 些 场合 中 所 发 现 的 氮 SE 代谢 的 破坏 现 
象 ; 呈 外 也 因为 它 在 氧化 还 原 过 程 中 有 调剂 的 作用 。 这 些 假 定 是 根 
据 下 列 材料 而 腰 测 的 。 

全 沟 发 现在 缺乏 确 素 的 条 件 下 ,可 浴 性 氨 的 含量 被 提高 了 。 硼 
增加 了 和 蛋白 毛 的 含量 。 微 量 元 夷 研究 证 明 : 许 多 没 有 获得 确 束 的 植 
Win ity OAD SAT ZT Ay RAK ALA, FE ELI RE 也 是 相当 高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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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点 证 明 , 缺 碘 时 ,在 氮 素 代谢 上 所 发 现 的 现象 和 缺 钙 时 所 发 生 
的 丰 类 似 , 倒 在 栈 类 代谢 和 有 蛋白质 代 谢 中 起 着 重 大 的 作用 。 许 允 研 
突 者 的 资料 都 证 明 , 缺 伍 时 ,会 使 进 到 植物 体内 的 无 机 态 氮 转 化 为 有 
机 化 合 胸 的 过 程 受到 阻碍 ,因此 使 植物 体 中 聚集 了 一 些 无 机 态 氮 。 
抱 花 在 缺 钙 时 或 缺 硕 时 ， 可 溶性 栈 类 主要 是 以 葡萄 糖 形 式 聚 集 起 
来 。 

非常 需要 确 素 的 亚 茧 (这 是 这 篇 文章 中 所 胆 明 的 ) 及 其 他 追 切 需 
确 的 植物 ,在 其 生命 活动 器 官 一 一 叶子 中 含有 很 多 的 全 ,在 叶子 中 进 
行 着 有 机 驳 质 基本 的 合成 作用 ， 同 时 它们 对 NP:K 的 高 比例 是 相当 

敏感 的 。 如 众 所 知 ， 全 的 作用 和 时 子 的 机 能 徐 切 地 联系 着 。 倒 影响 
到 光合 作用 ,也 影响 到 栈 股 的 初期 合成 作用 。 

根据 布 斯 洛 娃 (Byeropa ) 的 资料 (1950 年 ), 从 混合 营养 液 中 除去 
氨 素 时 ,从 来 也 看 不 到 亚 茧 和 向 日 著作 物 有 受害 的 征象 :如 尖端 寺 子 
狠 色 ， 和 在 含 氨 的 营养 液 中 因 缺 硼 而 引起 的 顶 伴 凋 压 现象 。 当 人 缺乏 
气 素 时 ,植株 的 颜色 比 正常 的 要 淡 一 些 , 但 是 叶 炉 素 还 没有 受到 进 一 
步 的 破坏 ， 而 卫 植 株 端 梢 也 没有 枯 于 。 因 为 仅仅 在 氨 素 进 大 的 条 体 
下 , 缺 硼 玫 能 进一步 的 破坏 炉 色 色彩 , 研究 者 推断 : 确 素 能 完成 一 种 
保护 作用 , 防 正 蛋白 质 腰 体 的 破坏 或 是 防止 在 代谢 过 程 中 所 产生 的 ， 
着 且 对 各 色 素 本 身 起 作用 的 某 些 含 所 中 间 化 合 物 的 有 害 作 用 。 

1940 年 , 布 斯 洛 娃 便 发 现 傣 和 氨 素 之 问 是 有 这 种 关系 的 。 她 证 
BE BASLE PEI RN EE BPG Cxnmopos)， 不 仅 是 
BSG eCe, Tih Lt 26k BAS hy AE EMI, ALR RKTT | tC 
MRK, LUPE He REN. An 
果 从 营养 液 中 单单 去 掉 气 素 , 则 不 花 营 养 液 中 有 无 然 卖 的 存在 , 叶 色 
失 烁 的 现象 都 会 中 止 。 在 积聚 叶 炉 素 的 作用 上 ， 硼 和 然 与 氮 者 是 有 
关 的 。 当 植物 吸收 了 氨 而 未 吸收 到 然 时 ， 最 顶端 的 叶子 就 会 发 生 失 
Kei, FEST, BR AURORA EAE ATE EL, TR 
ASTER OIS , WERR SEI AS Dr ORI Hie aE BRAS i 5S 

BR WILE RAPE NYSE CE F , ON ADE CH AY FE Ee Hd 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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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代谢 作用 中 碘 和 铁 肯 定 是 有 相同 的 作用 ， 这 一 点 已 被 闵 明 。 
在 混 侣 养 流 中 加 太 较 允 量 的 铁 时 ， 就 可 消除 乱 胡 的 营养 液 中 生 基 
Gey WS ESS, 因 缺 形 而 表 现 出 来 的 生长 点 调 装 的 现象 ,并 保证 迫切 需 
确 的 作物 的 根系 得 以 正常 的 发 育 。 

大 家 都 知道 ， 铁 在 氧化 过 程 中 是 有 重大 痊 义 的 。 有 人 便 提 出 这 
样 的 论断 :认为 在 氧化 还 原 过 程 中 硼 和 詹 处 于 相似 的 地 位 ,以 解释 三 
者 具有 相同 的 作用 。 硼 和 詹 在 氮 素 代谢 作用 上 的 相似 之 处 很 可 能 是 
与 他 们 在 氧化 还 原 过 程 中 的 相似 作用 有 关 。 

在 受到 缺 硼 为 害 的 植物 体内 ， 碳 水 化 合 物 和 气 素 代谢 的 变化 可 
能 是 和 狂 胞 内 正常 的 氧化 还 原 过 程 的 变化 有 关 的 。 有 关 友 素 在 调节 
条 胞 内 氧化 还 原 过 程 的 作用 的 材料 日 淅 境 多 起 来 。 根 据 现 有 的 关于 

1 TIRE 
_ Ft RT PEE BA he 

Fal 
- 

. Ai —— A R96 ks SE SS PBA 
根据 1933 A Wa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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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HE AU NTT SES HE PR LA APSE RE, ADU 
PENH: TOE AOM IAMS, SULMT REIS Hing, Glin, TE 
Ee sok NT SE Es Hy LEG ALA BR 2 AE TY ME He 
PRAIA HSER 22, ST SRUREC ON, SSMU AAU 
INR T PAG, SLO AVE ch HRS Res ABEL. 
但 堆 加 硼 素 就 可 减弱 对 氧气 的 吸收 。 

如 众 所 知 ,在 水 培 条 件 下 缺少 确 素 时 , 则 沁 切 需 硼 的 植物 的 根 条 
- 完 公 不 能 发 育 , 因 为 水 培 液 阻 碍 了 根系 的 通气 。 王 厅 , 首 攻 及 其 他 双 

FAR MIS, HALL FEAR EE, TH EAA LH 
AER), He AMA ERE RAM, SAT DAI 1 中 

eS 
和 

fia] 2 亚 破 幼苗 的 根系 

在 含 珊 的 混合 营养 液 办 生长 7 RS. 右边 第 一 棵 蕊 苗 一 点 也 没有 
EIS 〈 根 据 什 科 里 尼克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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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出 。 在 获得 确 素 的 7 天 的 植株 上 ,长 出 了 侧 和 根 ,而 以 后 将 其 移 到 缺 
硼 的 混合 营养 液 内 时 , 根 的 生 甚 即 告 中 止 ,侧根 也 变 得 肥厚 而 成 畏 形 
(图 2 )。 侧 根 的 撩 端 特 别 肥 厚 。 相反 地 , 凡是 有 15 天 未 获得 硼 素 ， 
而 其 侧 祖 在 主 莹 上 呈 小 凸 起 的 植株 ,在 施用 硼 素 后 ;很 快 就 能 看 到 泥 
们 硼 健 壮 超 来 的 象征 。 后 者 的 根系 出 现 得 最 早 ; 两 天 以 后 就 可 以 在 
肥厚 的 根 上 看 到 新 形成 的 根 端 ,其 下 有 许多 才 长 到 | 厘米 其 , 形 炭 昕 
完 公 正常。 但 是 在 施 过 确 素 和 经 3 天 后 ， 这 种 现象 才 特 别 显明 。 用 显 
(GENIAL WI ,加 施 硼 后 只 痉 过 一 画 夜 (可 能 还 要 早 一 些 ) ,在 根 内 就 
ety Te rea. 

LEAR DUNE OEE , SEE EIR TELL Wn FE 
上 部 分 才 表 现 出 来 (图 3), WORE, MBA RS 
-氧气 供应 受到 阻碍 ， 或 因 营养 液 中 各 元 素 的 比例 不 平衡 而 唱 到 毒 宪 
作用 。 根 据 已 有 的 认为 确 能 减少 某 些 元 素 进 不 量 的 材料 ， 在 以 前 的 
研究 内 都 把 上 述 事 实 解释 为 硼 有 调节 无 机 元 素 进 大 的 能 力 ， 但 以 后 

图 5 RRR |! 
ee Oe ate eee ae ee 
fe AT MR OTE EOE F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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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研究 确证 虽然 确 能 影响 扰 机 元 素 的 进入 ， 但 是 它 并 不 能 很 本 改变 
各 元 素 在 粗 织 内 的 比例 。 根 据 硼 和 傣 的 作用 某 些 相似 的 事实 ， 特 
蓝 是 在 水 堵 条 件 下 通气 困难 时 它们 对 根系 的 影响 ，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精 
沦 : 码 以 革 种 方式 在 改善 着 根系 的 氧气 供应 的 状况 。 

为 了 克 证 这 一 点 ,我 们 安排 了 几 个 水 培 试验 ,在 不 含 硕 素 的 培养 
获 内 加 双氧水。 如 众 所 知 ,双氧水 能 在 氧化 搂 仍 剂 的 作用 下 ,使 生 
肠 学 上 重要 的 化 合 物 进行 再 氧化 (第 二 次 氧化 )， 或 者 借助 于 过 氧化 
氨 畴 的 作用 被 分 解 为 水 和 分 子 状 态 的 氧 。 目 前 有 许多 事实 证 实 了 
A. H. 巴 堆 姆 (Baxow) 多 年 前 所 说 的 假设 , 即 在 自动 的 氧化 条 件 下 , 作 
为 中 国产 物 的 过 氧化 物 ,能 呈 有 机 过 氧化 物 态 或 双氧水 态 。 

试验 是 在 8 月 6 日 设置 的 ， 用 水 培 法 将 亚 荐 芒 培 在 容积 为 中 公 
` 升 ， 厦 装 有 克 讲 普 混合 营养 液 的 狐 子 里 。 试 验 内 研究 了 不 同 滤 度 的 
双氧水 的 作用 (参看 表 3 )。 在 双氧水 的 各 处 理 中， 个 天 按 各 该 处 更 
BU BE FP BU CEA MPA IM EK 3H, FE A 9 PR 
ii, BAF 8 月 17 ARAVET— PIE, DEL, BUR BR 
TILAPIA A ELI 5 SB AS 4G FED AS FETE TIA ADE, PER 
3 次 ,每 次 吹 5 分 链 ， 乱 险 是 主要 的 或 补充 的 起 验 在 其 余 各 处 再 内 者 
不 进行 吹 气 。 
AEST MAIER LG, GUNS MSAK TEM 

IBY , RR He A Be fy BD, AE eg ed Eb A 
这 从 图 4 中 可 以 看 出 来 。 中 等 用 量 的 双氧水 表现 了 极为 良好 的 作 
用 。 随 着 双氧水 的 让 度 提高 ,植株 和 其 根系 的 生长 也 逐渐 好 转 起 来 。 
VIB MER ATRL biG 3 HG 8 %% 瀑 度 的 双氧水 的 试验 中 已 绝 看 出 泪 
株 的 生 甚 有 被 抑制 的 现象 。 虽 然 在 钨 胡 的 双氧水 处 理 中 的 植株 枕 奖 
得 确 素 的 厢 株 生长 得 慢 一 些 ， 但 其 外 貌 汉 完 公 是 健壮 而 正 党 的 。 在 
BEAD, 加 4 % 和 5 EMA KHALED, HPRMLAT HT PE 
PULTE AEE, RYLEY. MLPROGHTOUS J 
AN ASR AE, NTT I, ALERT REPS , 植株 所 有 的 生长 
HAMAS T , TH ALR 58 BUS A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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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305, 当 作物 长 得 很 茂盛 时 , 我 们 从 每 上 个 处 理 内 收获 4 

He, HAMS 株 移 到 容积 为 2 公升 的 糙 子 内 。 在 补充 试验 六 的 

植株 世 这 样 做 。 于 移植 后 的 第 一 过 内 ,每 天 按 相 应 的 滤 度 ,把 3 泣 双 

氧 水 而 到 2 公升 的 营养 该 内 ,从 10 月 6 号 起 , 改 加 6 滴 双 氧 水 。 

从 每 个 竹子 内 所 和 采 收 的 4 棵 植株 的 产量 上 ， 可 以 很 清楚 的 看 出 

双氧水 的 良好 影响 ， 而 吹 气 法 的 反应 着 不 太 好 。 图 4 表示 在 从 每 个 

省 内 收获 4 棵 植株 ， 而 把 其 余 5 棵 植株 移 到 新 混合 营养 液 内 之 前 该 

试验 内 的 植株 的 情况 。 

作 易 被 移 到 新 的 混合 营养 液 中 之 后 ， 在 生长 未 期 发 现 双氧水 对 

作物 的 影响 更 加 明显 了 。 人 每 个 馆子 内 所 留 下 的 5 株 于 11 月 6 日 收 
获 。 收获 前 获得 双氧水 和 硼 豆 的 植株 高 达 52 厘米 。 Ie BN 

的 试验 安排 得 较 唤 ， 因 此 未 能 使 作物 开花 和 精 实 。 玫 3 中 引起 了 这 

LEE PEER DMR 
B22 PAM wan: RJA We LSE Bey SHE Me HR 

ZS EASA PN MS Ee 

ea Tt ea 
a wR R H pupae pee ta 
La ee ge ee 每 瓶 中 克 数 ee HATO 

WS HA ( HE) 0.0680 | 0.0069 | 0.0794 | 100 100 100 

i 率 0.6297 | 0.0794 | 0.7091 926 | 1150 946 

sre KIM 3 ji HO, 

1%H,0, 0.1701 | 0.0230 | 0.19314 250 333 257 

2%H,0. 0.2625 | 0.0305 | 0.2930 386 442, 391 

5o0H2O。 0.4444 | 0.0543 | 0.4987 653 786 665 

49 H20.2 0.4651 | 0.0687 | 0.5338 684 995 712 
5%H202 0.4610 | 0.0680 | 0.9290 677 985 706 

6% H202 0.4202 | 0.0619 | 0.4821 617 897 643 

7%H202 ’ 0.3692 | 0.0556 | 0.4248 542 805 567 

8%H.0, 0.3478 | 0.0555 | 0.4033 | 511 | 804 | 538 
9%H20: 0.3390 | 0.0630 | 0.4020 || 498 913 536 

| 

109%0H2O， 0.3972 | 0.0730 | 0.4702 || 584 | 1057 62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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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物 贤 的 总 收获 量 高 许多 。 在 那些 每 天 往 营养 液 中 加 3 HG 426 —5 26 
的 双氧水 的 二 物质 的 处 理 内 ， 产 量 平均 增加 712 一 706%, HEE HEAD 
本 株 所 增加 的 产量 ， 施 硼 植 株 于 物质 的 产量 增加 了 946% 。 在 根系 

方面 所 增加 的 产量 更 接近 施 硼 的 处 理 : 施 4% 一 5%6 双氧水 的 几 个 
处 理 内 ,根系 产量 增加 995--985% , 而 在 施 硼 处 理 内 增 Im 1150%%。 

在 加 10% 双 氧 水 的 处 理 中 ,植株 地 上 部 分 的 收获 量 比 在 4.26 5.26 WK 
氧 水 处 理 内 的 植株 略 低 一 些 , 而 根系 的 收 量 则 比 后 者 高 一 些 , BARS 
和 施 硼 的 植株 相等 ;平均 为 对 照 的 1058%。 
吹 气 处 理 内 的 植株 ,其 地 上 部 分 的 生长 没有 多 大 改进 ,他 们 的 生 

长 点 很 忌 的 就 枯死 了 。 这 些 作 有 物 的 根系 一 直 是 肥厚 的 ,不 正常 的 ,和 
对 照 中 未 获得 硼 素 的 , 种植 在 未 吹 气 的 营养 液 中 的 植株 一 样 ( 贺 5 )。 
而 当 滴 大 双氧水 后 ,作物 的 生 甚 就 好 转 起 来 ,其 根系 尤其 生 綦 得 好 。 
表 4 中 引证 了 每 狐 内 留 下 的 5 棵 植株 的 产量 。 

麦 4 滴 入 双氧水 和 每 日 对 营养 液 吹 气 对 亚麻 产量 作用 的 比 志 

| PLB) ae | 植株 重 地 上 部 分 ae | 福 株 重 
ma Be BR zt 8 

RATE % 

SFR ( SER) | 0.0743 | 0.0090 | 0.0833 | 100 100 100 

EA 0.5130 | 0.0680 | 0.5810 699 755 697 

ANE KOKA 3 次 0.1200 | 0.0100 | 0.1300 | 164 111 156 

SS i 3 i HO 

6% 0.3530 | 0.0594 | 0.4124 475 660 495 

7% 0.3440 | 0.0629 | 0.4069 | 463 698 488 
8% | 0.3888 0.0609 | 0.3997 456 676 479 

怎样 解释 吹 气 处 理 的 植株 生 其 得 不 如 双氧水 处 理 的 植株 那么 好 

Wer 这 点 可 以 这 样 解 释 , 邯 每 天 吹 三 次 营养 液 , 每 次 5 分 链 , 着 不 能 

充分 供 欠 植 株 氧气 ,或 者 说 ,过 氧化 态 的 氧 可 能 是 最 易 吸 收 的 形态 。 
Bed 的 资料 就 实 了 表 3 内 关于 双氧水 在 无 硼 时 对 那些 非常 需 确 

的 作物 的 生长 起 着 恨 好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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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 烙 果 表 明了 硕 的 生理 作用 。 当 营养 液 中 无 硼 而 施 以 双氧水 
时 ; 则 作 有 物 的 根系 差不多 和 施 硼 植株 一 样 地 正常 和 昔 蛙 ,而 且 植 株 也 
完 人 到 和 施 确 植株 一 样 地 健康 ， 这 件 事实 表明 了 硼 的 生理 作用 最 重要 
的 ,在 起 来 ,也 是 主要 之 点 , 即 它 能 改善 对 植物 的 氧气 供给 ,首先 是 对 
WA AA | 

双氧水 能 在 水 培 条 件 下 改善 通气 状况 确证 了 以 满 双氧水 于 营养 
EPA IEMA, KROME TIRE MART. tk 

- 

上 

图 5 用 吹 气 法 的 营养 液 培育 亚麻 的 试验 
1— FERMI SE ott Sk FRB 5 2 一 在 有 机 的 死 落 车 混合 营养 衫 中 ; 

`” ”5 一 营养 波 中 优 础 ,但 每 天 吹 5 RE FEU ERIK 5 分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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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B. ©. 波 尔 江 科 (IIopraagko,1948) 的 材料 ,大 麦 产量 提高 了 17 中 。 波 
尔 江 科 认 为 在 滴 大 双氧水 时 ， 由 于 过 氧化 氮 精 活动 的 车 果 ， 使 氧 游 
离 出 来 。 

因此 ,需要 进行 一 些 专门 的 研究 ,以便 揭露 碘 能 改善 根系 氧气 供 
应 的 原因 。 可 以 这 样 假定 , 由 于 硼 本 身 易 与 醇 ， 酸 醋 ， 糖 及 其 他 有 机 
化 合 物 攻 生 相互 作用 ,所 以 它 能 形成 有 机 态 的 过 氧化 物 , 供 给 根 和 所 
需要 的 氧 , 展 系 得 到 氧 是 很 困难 的 ,等 别 在 水 培 条 件 下 更 是 如 此 。 兽 
多 研究 者 证 明 [ 米 赫 林 (Mamxrma),1948; 科 列 斯 尼 科 夫 (Komecakop)， 
1949 及 其 他 等 人 ] 植物 钥 缕 具有 制造 过 氧化 型 化 合 物 的 能 力 5 例 如 ， 
已 故 诈 明 有 机 过 氧化 物 的 形成 可 以 做 为 供给 某 些 植物 组 秘 〈 这 些 杆 
已 是 不 易 得 到 氧气 的 ) 以 氧气 的 有 效 方法 之 一 [阿尔 甚 霍 夫 斯 卡 娅 和 
44.2 (Apunxoscxas H Py6rr),1950] 在 生物 学 氧化 过 程 中 /由 于 铁 和 

有 机 过 氧化 物 ， 或 者 和 双氧水 相 丽 作 用 的 烙 果 而 发 生 的 一 些 反 应 是 
BAKER LM. 

当 嫌 气 过 程 在 土壤 里 表现 得 明显 时 , PA Eh BSE, CH 
蕉 ,1938) 在 深 色 土 玉 中 施 以 确 素 能 促进 硝化 锈 菌 的 发 至, SEAT 
PM (BS 4RD, BUD RAE >) AT ED 
90%), 4SAEKGAHAH (超过 100% HMRARPKEMEE) 也 显 

HREM, LAKES MM RAROES, BME 
病 的 发 生 , 荐 提高 了 亚麻 对 硼 素 的 须要 。 在 沼泽 土壤 中 [ 拉 什 喀 共 奇 

_CJIamxeard)，1919; 霍 齐 科 (Xorpxo),1949] 不 仅 是 铜 , 喜 是 硼 和 血 对 
非常 需 硼 的 作物 一 糖 用 甜菜 、 橡 爵 章 的 产量 也 显 出 极为 良好 的 影 
响 。 例 如 ,在 沼泽 泥炭 土壤 内 , 欠 大 麦 施 硕 的 同时 , 双 施 以 双氧水 , 获 
得 极 大 的 效果 [ 拉 查 列 夫 (Jiasapee),1939]。 可 以 这 样 解释 双氧水 的 

作用 ， 即 它 将 泥炭 中 所 含 的 氧化 亚 詹 的 化 合 物 更 化 为 氧化 忽 的 化 合 
hy, Ape San, YARRA AUG AE EL Lt EE EP RE 
过 程 占 优势 。 

在 无 硼 的 条 件 下 ,借助 于 双氧水 能 使 迫切 需 确 的 作物 ,尤其 是 他 
们 的 根系 生长 良好 会 有 助 于 把 双子 时 植 物 和 禾 本 科 作 物 对 确 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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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 显著 不 同 的 一 个 重要 原因 揭露 出 来 。 大 家 都 知道 ， 禾 本 科 的 根 
系 比 双子 时 炸 物 的 根系 更 能 适应 恶劣 的 通气 条 件 。 伺 乎 是 这 一 点 也 
能 被 解释 为 钞 本 科 对 于 能 改善 植物 氧气 供应 的 硼 素 需 要 少 的 原因 。 
es 只有 玉米 和 其 他 禾 本 科 作 有 牺 的 根系 能 丫 时 忍受 嫌 气 的 生存 条 

es TRL, THE ED 、 块 著 类 作物 ,尤其 是 马 丛 蔓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都 会 
桔 死 的 。 马 索 洛 夫 和 波 塔 波 夫 (1949) 指出 ,各 种 作物 的 根系 对 氧气 
的 需要 是 不 同 的 ,同时 他 们 列表 确定 土壤 中 最 低 限度 的 空气 , 低 于 这 
4S BREE ,作物 就 不 能 生存 了 。 

ft 物 最 低 限 度 的 空气 每 100 克 土 如 中 的 

容积 的 9% 立方 厘米 数 

Bez 6 一 10 4.5 一 5.5 

小 Fe 10—15 6.5— 7.0 

猎 “者 10 一 15 6.5 一 10.0 

K & 15—20 10.0—13.0 

BS FARRAR 15—20 10.0—13.3 

大 家 都 知道 ， 大 麦 比 其 他 禾 本 科 的 作物 更 突出 的 需要 硼 。 从 引 

诈 的 材料 中 可 以 看 出 , 它 在 根系 的 生长 上 需要 许多 空气 , 在 这 方面 ， 

它 和 双子 时 植 物 的 代表 植物 一 一 锯 切 需 硼 的 糖 用 甜菜 是 相近 的 。 

因此 ,需要 专门 来 研究 禾 本 科 和 双子 叶 植 物 根 系 的 生 表 特 性 , 首 

先 ， 要 研究 这 些 作物 的 氧化 还 原 系 统 的 特 隆 。 禾 本 科 作 物 在 呼吸 过 
程 上 有 一 定 的 特点 ， 和 双子 时 植物 是 不 同 的 。 例 如 童子 叶 植 物 的 代 
表 作 物 一 一 小 麦 一 一 呼 吸 系 数 低 于 1 ， 而 双子 时 植 物 代 表 作 有 物 一 一 
亚麻 的 呼吸 系数 大 于 1 ,有 时 几乎 比 小 麦 的 系数 大 ]1 Re, 

众 所 通 知 ， 好 气 性 呼吸 过 程 的 水 平 是 决定 锈 胞 内 物质 的 滩 透 速 
度 和 累积 多 少 的 一 个 因 束 。 因 此 ， 我 们 所 发 现 的 ， 禾 本 科 代 表 作 胸 

MBE, FP NP:K 比例 增高 时 ,能 比 双子 叶 代 表 作物 -一 
亚麻 更 稳定 保持 组 线 内 N:K 的 比例 , 这 一 点 很 可 能 与 秒 本 科 和 双子 
叶 植 物 氧 化 过 程 上 的 盖 轴 有 关联 的 。 也 可 以 用 这 一 点 来 解释 为 什么 
禾 本 科 对 过 量 铀 的 所 产生 的 毒性 有 较 大 的 抵抗 性 。 

BN ECR PEAT BE ——- Ae TU FS AS 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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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下 ,温度 降低 时 诚 少 对 硼 素 需要 的 一 个 最 重要 的 原因 。 世 从 所 乞 ， 
在 低温 条 件 下 ,可 以 提高 室 气 在 水 中 的 洲 解 度 ， 因此， WHR T Hea 
于 能 改善 其 氧气 供应 的 硕 素 的 需要 。 
硼 有 调节 狂 悉 内 氧化 还 原平 衡 的 能 力 ， 可 能 也 是 由 于 作物 栽培 

在 碱 性 溶液 里 减少 了 对 确 的 需要 所 致 。 依据 pH 而 转移 乃 是 至 部 氧 
化 还 原 系统 的 特性 。 

最 后 议 我 们 再 看 一 看 对 土壤 通气 状况 对 植物 生长 的 意义 估计 不 
足 这 个 问题 。 通 气 不 足 常会 引起 机 能 失 翌 。 桐 树 的 干粮 病 戴 是 十 于 
+B AKON ELS, BRR, PM 
ke, DUPER PRENSA PBL LTE HER LA 
其 地 上 器 官 的 氧化 还 原 过 程 有 显著 的 变化 。 

不 可 和 否认， 双氧水 和 硼 对 新 陈 代谢 有 相近 作用 乃 是 由 于 他 们 对 
氧化 还 床 过 程 和 原生 页 的 爵 体 化 学 特 伺 的 影响 相似 的 原故 。 目前 我 
们 正在 研究 这 些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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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TARE 

已 经 确定 了 确 在 植物 的 生活 中 起 着 重大 的 作用 ， 它 影响 着 新 陈 
代谢 ,其 中 包括 栈 类 的 代谢 。 

M. A. RY 35 (Benoycos) 的 糖 用 甜菜 试验 (1936), M. A. 
APE HE TEAS HSER (1939) A Fe — YS 学 者 们 都 证 明了 :在 全 
少 硼 的 时 候 , 会 使 糖分 果 积 在 这 些 植物 的 叶子 里 。 

夭 一 信 研 究 者 对 于 因为 僻 闻 而 合 独 分 果 积 在 叶肉 的 现 条 都 有 不 
同 的 解释 。 有 些 研 究 者 [ 孩 斯 顿 和 多 尔 (Jonston a. Dore), 1928] 以 
oe ATI ROT ARG RAMA M.A. 什 科 里 

认为 ,导管 系统 在 解剖 学 上 的 不 正常 是 一 种 派生 的 现象 ,他 把 因 
ee 受害 的 植物 叶 内 , 酷 类 含量 的 增多 解释 为 ,由 于 这 些 植物 的 生 
长 停 淆 而 诚 少 栈 类 的 消耗 所 和 致 。M. A. 别 洛 岛 索 夫 (1936) 认为 ,在 
AAI , 糖 用 甜菜 生长 的 停止 和 植株 的 衷 亡 , 工 不 是 由 于 栓 导 系统 发 
生 了 解剖 学 上 的 变化 ， 而 机 械 地 延 绷 了 可 塑性 物质 在 植物 体内 的 运 

” 输 , 而 是 由 于 酮 类 内 相互 转化 的 化 学 过 程 遭 到 破坏 所 造成 的 。 因 此 ， 
他 作出 车 论说 , 硼 的 机 能 与 栈 类 的 转化 过 程 是 有 关系 的 。 另 外 , 别 治 
岛 索 夫 还 指出 ,在 缺 硼 时 也 会 降低 糖 用 甜菜 亏 根 的 含 糖 量 。 

在 马克 拉 德 吉 (ygkparprr) 等 人 (1934) 的 工作 中 以 及 在 吉 特 世 

CTarMar，1939) 的 试验 里 都 已 痉 证 明了 ， 由 于 硼 素 的 影响 而 提高 了 

糖 用 甜 荣 的 含 糖 量 。 
最 近 , 说 明 施用 确 素 可 以 提高 种 子 产量 (车 轴 章 、 首 蒂 、 蔬 茶 作 

Wy), sr nia BREE PEs 韦 根 和 果实 内 的 含 糖 量 , 减少 棉花 、 首 

蘑 \ 大豆 等 作物 的 子 房 腹 沙 等 资料 在 日 丛 增 多 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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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E LSI Ve RSS BS , FER BS RE BT 
Fy PEARS , BLES AE PS BE BR BY De HY dF AS 
ty: MEAD FE FE A EE , FERS , PE 
FEM: PY , Tia FEAR AY BN A BR CE LH An OE HB 

于 是 发 生 了 这 样 一 个 问题 ; SEH EM 
Ail AAAS EEE LES VE YE? 

根据 目前 大 多 数学 者 的 看 法 ,都 认为 光合 作用 的 最 初 产 物 是 栈 。 
至 于 糖分 自 叶 内 再 移出 去 时 呈 何 种 形态 的 问题 在 学 者 们 之 间 还 没有 

一 个 统一 的 意见 。 有 些 人 [ 柳 比 曼 科 (TMo6umenxo, 1930); 布 格拉 柯 
娃 CByrragkopa1930 ) 等 人 ] 认 为 ,糖分 是 以 还 原 糖 的 形态 转移 的 ,因为 

在 利用 各 种 方法 使 运转 停止 或 是 把 叶子 束 紧 时 ， 一 般 都 是 单 栈 果 积 
在 叶肉 ,而 单 栈 在 其 他 条 件 下 含量 很 少 。 另 一 部 分 学 者 认为 :蔗糖 是 
糖分 的 转移 形态 。 

”和 棚 据 蔬 波 日 尼 科 夫 (CanoxkHrkos，1890,1894) 的 研究 , 栈 关 累积 
的 限度 ,就 目前 所 知 , 各 种 植物 是 不 同 的 , 有 的 甚至 可 以 使 光合 作用 
停止。 

-已 逻 证 明 ,各 种 植 牧 运 瑟 的 特性 因 栈 的 类 型 而 不 同 ,这 里 主要 是 
指 累 积 在 植物 体内 的 酷 。 通 党 累积 在 时 内 的 演 扮 运转 的 晚 一 些 ， 而 

-时 积 的 双 糖 就 比较 早 一 些 [ 格 列 丘 希 娜 (Tpesyxraa), 1936]。 运 转 

的 开始 和 途径 决定 于 那些 和 植物 整个 生活 期 间 有 联系 的 因素 ， 首 先 
是 决定 于 同伴 存 的 酷 类 的 水 解 过 程 有 联系 的 因素 ， 也 就 是 设 与 醋 的 
移动 形态 的 出 现 有 联系 的 因 束 。 
BBUF EMEA, FETT SSA Hi LP 

WB, : 
Be 1 BBP ED) : FEAR Tl AS IEE FEAR EE TS BR 

SLM AEA EA BEAT AST LIGA EE HEI Se (panos) 和 
fal SHE 32. Koccosny ) fy Fy Ue HE AY , 1946], 

FeAl ee 4s Ee ! SBE / AT I AS Ee 
EZRA — TP)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最 大 。 



172 动 植物 生活 中 的 微量 元 素 

才 1 BSNS TSA eee 

(每 1 平方 分 米 叶 子 在 1 小 时 之 内 所 呼 铝 CO, 的 毫克 数 ) 

Mew HR | a A 其 
(毫克 /公斤 ) 7 月 8 日 741348 8 月 2 日 

eg AY 2.0 0.0 0.8 

0.1 4.1 0.8 - “未 测定 

1.0 4.2 1.8 1.3 

5.0 1.9 1.4 Ses 

oh Se FE ty FS Be EE 时 (5 BE / 
公斤 ) , 均 会 降低 光合 作用 的 能 力 。 应 当 指 出 :在 第 一 个 观察 期 内 (7 
月 8 日 ), 凡 是 施 确 量 为 5 毫克 /公斤 的 植株 ,其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均 显 - 
著 地 低 于 施 确 量 适 当 的 植株 。 在 这 个 观察 期 内 ， 植 株 显然 是 受到 
高 量 确 的 为 害 。 当 过 量 的 确 对 植株 为 害 现象 浙 小 时 (7 月 13 日 和 8 
月 2 日 的 观 计 ), 这 两 种 处 至 的 植 穆 在 光合 作用 能 力 上 的 差 机 也 随 之 
tach J 

7 _ aie, Her nan ARE St AE aR PAE 
In AER BY VT EH SOE A He aE I 

利 赫 切 尔 (Paxrep ，1941) 发 现 光 合作 用 能 力 的 提高 决定 于 确 的 
施用 。 在 他 的 研究 内 , 爸 用 确 液 来 喷洒 蚕豆 (kokckre 6065)， 喷 酒 后 
的 第 二 天 ,光合 作用 略 有 降低 , 但 在 以 后 各 观察 期 内 ， 光合 作用 就 显 
著 的 提高 了 。 

因此 ,在 有 硼 的 时 候 ， 虽然 糖 的 合成 作用 进行 得 比较 旺 避 , 但 它 ， 
RE 
器 官 内 运转 是 有 关系 的 (消耗 在 合成 蛋白 质 和 呼吸 作用 上 的 糖分 

bis 
OnE Ak Es sete pseeC Lact vea sativa V.. See A TN AEA, 

合营 养 液 里 PUP RLY DURE ER AS IR , TEM AS SE 
HEB (EB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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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而 素 对 于 葛 昔 叶 内 糖分 合 量 的 影响 

ee Se 
% mw kk py 

RARER: 

AT HH 4.8 0.5 9.0 

RET 6.7 20.5 0.3 

AA A ESB EGS A ) 7 6.4 1.2 

An FE FAG Ae FS FEE NE A ES FERN PR CE 2 DEBI AAS 

温 合 营养 芒果 (处 理 3), HHT PS EBS Bic ER DOM 20 5.26 tk 

PF 6.426). 

Kitt, TERA ESEKA ASH SA FE BH A eee 

MMH, (AAR PAAR ALY NE oe , MPR ARERR 

Je PAE Bey GR 5 LEAT, WS SIRE Be i SRS SS 

液 内 之 后 ,在 第 二 天 发 现 葛 童 叶 内 的 糖分 有 减少 的 现象 。 
我 们 所 进行 的 向 日 蓝 奶 苗 的 试验 也 诈 明 : 在 缺 硼 的 时 候 糖分 会 

黑 积 在 叶子 里 。 

我 们 把 日 丹 诺 夫 向 日 葵 品 种 的 种 子 播种 在 盛 有 砂子 和 格 尔 里 格 

尔 混 合营 养 液 的 培养 陡 里 (每 个 培养 加 内 播 种 50 粒 种 子 ), 混 合营 

Bethe BES J MRS 5026 , 试 骏 处 理 如 下 : CLG; (2H 2 毫克 / 公 厅 

(施用 了 BO。 态 的 确 素 )。 重 复 6 次 。 植 株 生 长 7 天 时 , 技 去 一 部 分 

植株 ,每 一 个 培养 于 内 只 曾 30 FR, 

植株 生长 17 天 时 进行 收获 。 这 时 ， 纺 苗 长 出 了 第 二 对 叶子 ,而 

在 各 处 理 之 间 也 发 现 有 如 下 的 差 机 :在 扰 天 的 处 理 内 ,第 二 对 叶子 明 

显 地 受到 缺 融 的 为 害 一 一 时 子 狭 寄 , 粗 烙 而 质 胸 ,时 色 发 黄 ; 在 有 而 

的 处 理 内 ,植株 的 叶子 发 育 且 好 , 色 和 粹 而 柔嫩 。 各 处 理 内 的 第 一 对 叶 

子 , 在 外 表 上 没有 看 出 有 差别 。 此 外 ， 在 收获 时 也 计算 了 植株 的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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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S 4 sk, REA BESSA RES VVC TC LA AP BEB: : ET 
处 理 内 的 30 PRAE HE 57.03 32, MOR 2 22 58/Ay EEA 30 

株 兴 重 56.77 克 。 

FEWER, PICEA DE ui 顶端 的 叶子 (第 二 对 时 
子 ), 下 邵 的 叶子 (第 一 对 上 时 子 ), 子 时、 上 部 董 ( 子 吁 以上) ,下 部 董 ( 子 

UL LDA TE), BR 
我 们 记载 了 所 获得 的 数据 并 测定 了 其 中 的 含 糖 量 (还 原粮 和 总 

二 量 ) 和 蛋白 气 的 含量 。 所 得 资料 如 表 3 所 示 。 

#3 硼 素 对 于 疝 日 葵 幼 若 内 的 含 糖 量 和 和 蛋白 氮 含 量 的 影响 

(为 二 物质 的 百分数 ) 

还 原 i | e kee | BAR 
WBE JM BSE: a | 

o|a wl)e a) a x mola ole wl wm 

srt | 0.8 1.9 | 0.8 | 0.9 1.6 2.8 37 | 6.2 
下 部 叶子 | 0.6 ee 3.4 | 0 4.0 | 2.6 | 4.9 | 6.0 
子叶 Ble fo BAC Vadis fe 2.0 |: 54° }33,8 qa wee 
Line 25°] 3.5 | 2,0 | 6.2 |. 45 | 9.70) eee 
Faget 2.6] 4.5 | 0 0 2 
i 1.1 2.5 | 04° 4° 4.8] ee | 44 ee as 

} | 

自 表 中 可 见 , 下 部 叶子 内 的 糖分 在 无 硼 的 处 理 内 , He PE RE 
NZES CAMA 2.626, MINAS 426), 而且 这 个 差 机 主要 是 由 
Ee? 含量 不 同 所 造成 的 (有 确 处 理 队 BE HOE, 无 硼 处 理 内 有 
3.420). | 

A TL EE SEEDS PE Hl LEA ATES 的 高 得 多 。 我 们 HERE 
Ath TREAD, 例如 , FE BAS 处 理 内 , BANG SE Fe 
4.1% ,而 扰 硼 处 理 内 只 有 1.52。 这 些 资料 表明 , 在 缺少 RoHS J 

个 处 殖 中 , 叶 认 被 合成 的 糖分 运 苇 得 比较 组 慢 。 
在 缺少 确 素 的 时 候 , 糖 分 很 难 从 下 部 的 叶子 (这 些 叶子 在 进行 着 “ 

党 的 光合 作用 ) 运 夸 到 顶端 新 生 的 叶子 里 (无 硕 的 总 糖 量 为 1.656， 
ABBH 2.826), 因此 , 在 扰 确 的 处 至 内 ,糖分 是 被 累积 a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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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 TRH EBM BA A NE 
SICA Te —-OE MOHE , TOASPS, URA 

下 部 叶 内 蛋白 气 的 含量 大 大 地 超过 了 无 硼 处 至 内 的 含量 (在 有 硼 的 
处 理 咎 ,顶端 叶 内 含有 6.2%6 , MEMS NG BA 3.726, PAST AN 

分 别 为 6.0% 和 4.9%6)。 

“在 这 个 试验 内 ,对 非 蛋白 氮 未 全 进行 测定 ， 但 我 们 在 表 4 内 引用 
TH BAT RBS MAIER, PO FE 和 
D)_E Bis twa Id 

| #4 eT RNR SMSO swe 

Peo MENS %H) aM 

fives | & A 氮 JE ee a 氨 量 的 比例 

ole oO) oO) OS wh OB) se Oe w 

TRO | 4.4 | 6.1 PY te oes ce See 6. F048 0.9 

FRE | 4.0 4.7 1.2 6 fie Be, hs SSPE Ooi 6 和 
子叶 1.8 1.9 1.6 0.8 5.4 2.7 0.5 | 0.7 
LM 1.4 0.9 | 未 测定 | 0.2 — 1.4 rate aha 

， FR 2.6 | -2.3 1.1 0.7 3.7 3.0 0.7 | 0.6 

根 0.6 0.7 0.5 0.4 0.9 14 0.7 | 0.8 

RRA DH ,在 无 硼 的 处 理 内 JRA ASA, 

量 在 有 硼 和 和 无 硼 的 处 理 内 差不多 是 一 样 的 ， 但 是 蛋白 须 和 总 须 量 之 

HAMA ESHA, LUMA EM RW, BEARS - 

成 上 所 起 的 作用 。 

_ FERRARA ITE, SBE PS A A TO DD HS CAT PHBE 

38, 1939), 
SCOP A AGE HATER Das ER, KBAR 

FAP HR. FEAL EM east, De PEE AA HE 

WEE Fa HP ADE TP AE , TS T EA AAA EA, 

顺便 提醒 一 下 ,在 我 们 的 试验 内 , BEL A SEW STA EM at 

和 和 蛋 白质 代谢 上 的 盖 畦 是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表现 出 来 的 : 从 植株 的 外 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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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勉强 可 以 看 出 有 缺 硼 的 样子 ， 而 从 它们 的 重量 上 却 找 不 出 什么 差 

别 来 。 这 种 情况 对 我 们 来 说 是 极端 重要 的 ， 因 为 我 们 不 会 认为 它们 

是 受到 了 折 制 或 是 有 病 , 而 认为 这 些 植 株 是 完 公 健康 的 ,实际 上 马 们 

彤 部 束 个 的 新 陈 代谢 已 经 由 于 缺 确 而 或 多 或 少 受到 了 一 些 破 坏 。 

正如 我 们 已 经 指出 的 ， 上 壕 的 葛 瘟 试 台 和 向 日 葵 幼 苗 的 试 骏 者 

襄 明 了 : 当 营 养 环 境内 有 人 山 袁 存在 的 时 候 , 会 促进 时 内 合成 的 糖分 更 “ 

好 地 运转 出 去 。 

假如 我 们 所 认为 的 ， 确 素 可 以 促进 糖 分 自 叶 内 运往 根 邯 的 概念 

是 正确 的 话 , 那 末 , 糖 用 甜 宗 在 果 积 糖分 期 间 对 于 础 的 需要 应 当 表 现 

得 特别 突出 。 

我 们 的 资料 闽 实 了 这 个 概念 。 试 验 是 用 砂 菩 法 把 糖 用 甜 荣 条 堪 

在 别 洛 马 索 夫 混合 营养 液 里 ,着 且 按 照 下 列 方 案 施用 确 酸 态 的 确 素 : 

C1) SON; 〈2) 0.1 Se 5¢/BIP MS, (3) 1. eM (4) 

5 02652 /A ri. 

HOE TDS (Ys ALP FE BE LAF a eH ait, 8 A 24 Awe 

获 时 ,已 经 发 生 了 严重 的 心 腐 病 。 

在 硕 用 量 最 高 的 处 理 内 (5.0 Se 5 / IT), ERD ALES 、 

党 的 样子 (由 过 量 的 硼 所 引起 的 ) 一 一 叶 稼 变 黄 ， 块 根 和 时 面 的 发 育 

潮 不 如 其 他 处 理 ， 但 到 后 来 ， 植 株 好 圭 着 开始 追 上 了 其 他 处 理 内 的 

AR, SBIR C9 月 20 日 ), 志 根 的 产量 很 好 ,仅仅 略 低 于 硼 用 量 

为 工 毫 克 / 公 斤 的 处 理 。 础 用 量 为 上 毫克 /公斤 Fis i BE AU EDA wal 

中 (1947 年 ) 的 情形 同样 表现 最 好 。 
HAA 0.1 a | Fr SLPS OLE TE ae 

长 期 间 , 它 们 在 外 表 上 都 与 硼 用 量 最 合适 的 植株 没有 任何 区 唱 ; 收 蓝 
时 其 根 重 也 不 低 于 ! 毫克 /公斤 的 植株 ( 确 用 量 0.1 毫 克 / 公 括 者 ， 极 

重 521 克 ，! 效 克 /公斤 者 , 衫 重 491 克 )。 但 在 收获 前 不 久 (9 AD), 

这 个 处 理 的 每 一 个 重复 都 改 生 了 心 腐 病 ,因此 到 收获 时 ,虽然 所 有 的 

SRAM (WEP Psa Bs TE, I SAR th BSF 

地 降低 了 (参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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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糖 用 甜菜 志 根 的 重量 及 其 含 糖 量 

BUS FY He SR AR me (Ge) 块根 含 糖 量 估 饼 重 的 9 

(48 5¢/A)7 ) 13/75 | 4/8 月 | 20/9F 13/74 | 4/8 月 | 20/94 
7 lt 

0.1 12.6 Es a $21.7 8.2 S150 11.8 

1.0 16.6 52.4 490.9 rar | 12.5 To 

5.0 Eg 60.9 419.3 6.6 AT 7, 14.1 

B25 HINZE SPUR A A HE AA PS 
自 表 5 可 以 看 出 , ASA 4 日 到 9 月 20 日 这 段 期 间 ， 在 硼 用 量 

为 0.1 坚 克 /公斤 的 处 至 内 ， 售 糖 量 增 加 的 着 不 多 OW 11.320 Sn 

到 11.8%), 但 在 硼 用 量 为 1.0 毫克 和 5.0 毫克 /公斤 的 处 理 六 , 含 糖 

量 几 乎 提高 3 站 。 另 外 各 处 理 中 块根 的 生长 都 是 相当 旺盛 的 。 
在 处 理 1 中 ,于 糖分 累积 最 旺盛 的 时 候 缺 少 硼 素 , 因而 使 含 糖 量 

在 多 用 最 不 ARF aA te —0.1 4 毫克 AF 一 
豪 克 /公斤 ; 右 一 5 毫克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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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发 生 心 腐 病 和 根部 病害 。 
如 我 们 的 研究 所 证 明 , 在 发 现 心 腐 病 时 , 追 施 确 素 可 以 恢复 呈 子 
的 生长 ,促使 块根 的 重量 和 含 糖 量 增加 。 

洽 糖 用 甜 伦 追 施 硼 肥 的 试验 是 按照 下 面 的 设计 进行 的 。 

础 的 用 量 以 坚 克 /公斤 计 : (1) 播 种 时 施用 0.05 训 克 ;(2) 播 种 时 

施用 0.05 22.52 , 追肥 时 施用 1.0 毫克 ;(3) 播 种 时 施用 0.1 毫克 ;(4) 

播种 时 施用 0.1 2258, 追肥 时 施用 1.0 毫克 ; OMNIA LOS 

Tho 

追 施 确 素 是 按 安 照 硼 用 量 为 0.05 毫克 和 0.1 豪 克 / 公 斤 进 行 的 。 最 

一 个 处 理 ( 1 坚 克 / 公 打 ) 作 为 对 照 , 不 施用 追肥 。 

在 盛 有 砂子 和 别 洛 马 索 天 混合 营养 液 的 谷 杀 里 进行 试验 。 

在 硼 用 量 为 0.05 训 克 /公斤 的 处 理 内 ,于 8 月 8 日 发 现 心 腐 病 ， 
妃 肥 略微 陪 了 一 些 (8 月 15 日 施用 追肥 )。 在 硼 用 量 为 0.1 毫 克 / 公 斤 

的 处 理 内 ,于 8 月 19 日 发 现 心 腐 病 ,就 在 当天 追 施 了 珊 素 。 施 用 了 妃 

肥 之 后 ,开始 从 劳 边 双 长 出 了 叶子 ,而 在 处 理 4 内 ， 上 叶子 的 再 生 作 用 

要 比 处 理 2 AEE YE, ALE 1 和 处 理 2 的 至 部 俭 乓 和 处 至 3 、 处 
理 4 的 部 分 贫 杀 内 的 植株 都 在 9 月 2 BEF, MRM 6 

_ 所 示 。 
#6 AMORA Ree 

~~ WO AR CsA) | 1 + A 
z oe | @ | 总 施用 量 -| ow % 

0.05 tee 0.05 159 400 

0.05 4.0 1.05 200 126 

0.10 ae 0.10 298 100 

0.10 1.0 1.10 357 { 120 

WE 6 el Kl, IBMT EPS | SR A 
HH NE PLP 5 HS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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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ASE SIPS, SL LSP WIE es TS de 

7 所 示 。 

”在 硼 用 量 为 0.1 和 1.0 坚 克 / 公 斤 的 两 个 处 理 内 ，8 月 8 日 的 售 糖 

BE 7 WYSE GES ARBOR GB V9 2 

而 % 的 用量 (毫克 /公斤 ) i aie x {ite H% 

#% owls or | 总 施 用量 | sen | sion 

0.05 —_ 0.05 >i 二 

0.10 一 0,40 8.8 

0.10 1.0 1.10 13.3 

由 党 17.2 1.00 — 1.00 

BIE 0. UEIE/ A IFROUTT%6, 12258 (ZIT 10.126 HE 

HH Ae 0 0522 58 / Zr AG RETHAY , Be et be Se He IS 6.426), 

5) 10.5 3.8 tURHISEAARIA T : AIRS 1.02838 Ar 的 处 
理 ; 含 糖 量 增加 到 17.22, 而 0.1 毫克 /公斤 者 , 含 糖 量 几 乎 和 以 前 

一 样 ， 甚 至 于 还 降低 了 一 些 (这 可 能 是 由 于 根部 在 此 时 次 病 所 和 致 )。 

由 此 可 见 , 硼 用 量 为 0.1 至 克 / 人 公斤 是 不 修 的 ,在 时 积 糖分 期 间 , 由 于 

侠 硼 而 显著 地 降低 了 糖 用 甜 容 的 含 糖 量 。 

最 有 意义 的 是 追 施 硼 夷 的 处 理 。 如 果 础 用量 为 0.1 坚 克 / 公 厅 ， 

10 月 3 日 的 含 糖 量 是 8.8%% , 那 末 , 在 追 施 了 硼 夷 时 ， 念 糖 量 即 提高 

到 13.3%5 PAA, FER AAR IIE, FADS (EI IE BT Ae Be EB 

At EDLY SBE HE 

BUM ALEX, in) BSE FBS A RSS Pp LAS , BROT FESS 

RD MBE TPS MBIR, ARMA, FEE ASM 

前 , BRST AC AS ie A TE FETE BS RE EN, ARR, DE TE 

AGA SEB PELE: , 1 4 Hil HT BSS, 30D fae a 9 BE ot 

实 器 官 的 供应 恢复 过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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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在 施用 硼 素 的 留 种 车 轴 草 的 田间 试验 里 发 现 : SIS PE ah 

草 头 状 花 序 的 供应 相当 及 好 。 这 个 试验 是 我 们 会 同 生 物 BS ee 

A. M. 葛 吉 列 娃 (Morrreega) 一 起 在 非 黑 二 地 人 带 谷 物 研究 所 内 (前 姆 

Fin DHEA. FE TAA ,于 轴 草 种 子 的 产量 ,未 施 硕 者 每 

公顷 为 0.98 公 担 , 施 硼 者 每 公顷 为 1.22 公 担 。 

关于 含 糖 量 的 测定 苦果 列 大 表 .8 。 

施 硼 处 理 的 董 内 总 糖 量 要 高 于 末 施 确 处 理 的 ;这 种 情况 在 孕 草 

#8 硼 某 对 车 朝 草 含 糖 量 的 影响 (为 干 物质 的 9 ) 

总 糖 量 

时 期 AH 搬 iw es B : 
; ; A itt HB | 和 施 OD 

孕 曹 始 期 14/6 月 叶子 | 2.4 3.3 

é 枝条 2.8 2.3 
¥ 5.7 10.4 

开化 期 7/7 F 叶子 2.2 2.8 

头 状 花序 RF 4.5 

€ 4.5 5.8 

EHC 6 月 14 日 ) 表 现 得 特别 Mien te 10.4%, AR ht WS 为 

5.7% a RC7A 7H), Pa MDERRIFCREN @ OR bY ee 

DT, 然而 , 头 状 花序 AM 含 糖 量 仍然 有 很 大 的 Ba Oh 者 为 

4, Oe take 2° ae 

IS 
ok 和 

的 有 落 ,都 属于 那些 分 佑 很 广 而 又 极其 有 害 的 、 但 几乎 完 公 没有 研究 

过 的 植物 非 寄 生性 病害 [ 杜 宁 (CQyara)，1938 ]。 这 种 现象 很 可 能 是 

由 于 在 形成 繁殖 器 宦 时 缺少 础 素 所 引起 的 ， 因 而 使 子 房 geese: 

的 登 养 。 

例如 ,每 公顷 施用 3 公斤 的 硼 素 就 可 以 防止 彰 项 子 房 的 腕 落 [ 波 

yese(Monos), 1946], fEBEELC Pisum sativum 工 , ) 和 兵 豆 (Ze 的 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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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里 ， 硼 肥 ( 特 别 是 在 施用 了 石灰 的 土壤 上 ) 也 可 以 显著 地 减 少 发 育 
不 至 的 种 子 数 而 提高 种 子 的 产量 [ 卡 关 蒂 利 CKananterps), 1939], 

在 向 旦 葵 和 玉米 方面 ， 同 化 物质 从 叶 内 运转 出 去 的 开始 和 泛 径 首先 
是 决定 于 那些 训 存 醋 类 的 水 解 过 程 ,也 就 是 说 ,决定 于 能 移动 类 型 的 
本 类 的 产生 [ 格 列 丘 希 娜 (CTpesyxmma),1936]。 

就 这 些 概念 及 H，M. 西 萨 江 (Crcakgtg，1944) 的 著作 来 葵 ， 便 
泛 确 定 调 节 糖 用 甜菜 叶 内 醋 类 的 合成 作用 和 水 解 作 用 的 酶 的 活动 性 
有 具有 季节 性 的 变化 ， 叶 内 转化 类 所 具有 的 水 解 活动 性 对 于 糖分 自 叶 
内 运往 根部 是 一 个 必要 的 条 件 。 

我 们 都 知道 ,在 缺 硼 的 时 候 , 会 发 现 糖分 果 积 在 叶子 里 , 而 很 少 
运往 根部 和 正在 形成 的 繁殖 器 官 中 。 可 以 预料 到 ,在 缺 硼 时 ,转化 本 
的 水 解 活动 性 将 被 降低 。 为 了 砍 诈 这 个 概念 是 否 正确 ， 我 们 佛 烃 按 
HR A. SL. EAR BR Se(Kypcanos, 1936) ATR, Ry B SE By We UW 
PY Aa Tea A ae EFA AK EES T We, BBR 果 列 入 表 
“9 内 。 

才 9 硼 素 对 于 向 有 区 幼 切 叶 内 此 糖 的 合成 和 分 解 的 影响 
(每 工 克 二 物质 转化 糖 的 毫 死 数 ) 

试 mh aR m0 ee me | 0 合成 与 分 解 的 比例 

无 确 44.75 17.25 2.6 

7A BiH 4.01 55757 0.07 

MIRAGE by DEH, REE PS io 7k a) ee 
HOME, BEL IE Hk I IRS 

BTA , ALMA 7k TRB) LEB AT BS , HB ARIE TEM A 
主要 原因 。 

硼 素 的 存在 对 于 紫 系 统 能 够 正常 地 工作 ， 使 同化 移 贤 从 时 内 运 
秆 根部 ,果实 和 植物 的 其 他 部 分 内 是 很 必要 的 。 因 此 , 当 需 要 使 柄 类 
< 量 向 某 种 繁殖 器 官 内 访 大 时 ， 施 用 确 卖 是 最 有 效 的 。 这 也 就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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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MAH AMRERBE REA, ASEM, 以 及 
tt, ROHE SBE UL A TEMS. 

FRIBT SEAT AR IE SE CHE A 5 SS SS STE 2 TP 

的 证 据 之 一 。 
天 9 年; APR EA DURE RE Pe fs By Lh st AS J SRE 

4 TASES GRA, PE RLISPRINAE AS tke EK A He Wd EMEA aE 
AW, MANS —eM AKAM T VSB, BB 
重复 4 次 ， 小 区 面积 为 100 PK, FEN, MS 
1 HEATER 250 SH ECB HES O5 公斤 。 

关于 产量 的 资料 列 大 表 10。 

JE 10 确 索 对 车 赤 章 种 子 产 量 的 影响 ( 卡 轩 著 儿 奇 集体 农庄 ) 

种 子 产 量 因 施 盔 而 增产 
2: ow Mee | 

公 担 /人 项 | % ( 公 担 /公顷 ) 

PK 2.3 100 . ee 

PK+B 3.7 161 1.4 

LOSE Htc BASIE Ao BUG PEIN FALE BEE: A. M. BEI 
ACTER ALARA RES. BMA i ee) ih BE 
肥料 (含有 2.5.26 MISO REPRE BIE. SEI BREA 
40 公斤 ， 以 于 粉 状 态 ( MCU) HAE IE TE ZENS 第 一 年 利用 的 ,年 割 一 次 
的 车轴 章 田 里 。 

Be 11 硼 素 对 车 刘 草 种 子 产量 的 影响 (性 姆 齐 落 夫 卡 ) 

Bes anit 种 : 子 产 1 量 Pe aT Sen? 
z. (公顷 ) ANH / AH | o0 ( 公 担 /公顷 ) 

PK 1 2.2 100 a 

PK+B 0.5 3.0 137 0.8 

Bo, FERRE RINITA Hal RB BRB Mk BEM. LXG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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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种 的 糖 用 甜 茶 施用 友 束 的 试 马 。 该 试验 是 由 研究 生 T. A. 丹 尼 治 

娃 (Hapzrosa) 负责 安排 和 进行 的 。 施 用 硼酸 态 的 人 山 素 , 有 两 个 处 

— BE 1 ) 移 栽 留 种 的 雪 根 时 , 将 确 肥 施 在 植株 的 下 面 , 每 公顷 施 用 

1 BWI; (2 ) 在 开花 期 间 , 用 硼酸 浴 彼 喷 泗 植株 ， 淄 度 为 每 升 10 

227] FA . 

产量 的 数据 列 大 表 12, 

Fe 12 胡 素 对 糖 用 甜 获 种 子 产量 的 影响 (斯 大 林 集 体 农 毕 ) 

入 地产 - 量 Le TH 
nan RAF 案 pe 放 有 上 

公 担 /公顷 % ( 公 担 /公顷 ) 

对 照 24.5 100 一 

APR RUA He 29.3 120 5.0 

. RSE aah 34.7 143 10.4 

FE PRA LURE AN , HOES Wiis SE CE FE EB FS ee i LER 

喷 粉 ) 都 产生 了 极为 良好 的 糙 果 一 一 使 车 轴 草 和 糖 用 甜 宁 种 子 的 产 

量 提高 了 37 一 60%%。 

在 1950 年 , 然 花 是 我 们 或 是 其 他 研究 者 们 所 进行 的 根 外 追 施 硼 

素 的 试 驶 ， 都 率 实 了 这 种 方法 对 于 入 种 的 多 年 生 豆 科 牧草 和 筷 宋 作 

WFLA i FERRY. 

FE SEF TER BUN A Al tea PSG EER BS Phe 

CPR Ea, DR FETE ATO ME BOTLA EM BASE A 4 FESR 

FEA 89 4 Bh Gl FA He b All fel FABIA BRETT ST AYES eS 

Ass FASTA SAS, 3 Ok, FE a Ze PGA REPAY 

+h 5 T FHA HEE | 
. MSH, FRUMAIEIS, DEAS BE WeFEE PN AS 

《在 喷 粉 时 , Wg EL PT DA Di A>? 9 / TF A ee Ty DA A? / 3 — 

*/ 100 

可 以 在 孕 雷 和 开花 时 ， Janes 或 用 TNS eC HEL ETT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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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根 外 追 施 硼 肥 。 为 此 , DAA 7 20 — 15 26 HE TE 
、 了 喷 粉 ”可 以 使 用 接 优 化 学 毒剂 喷 粉 机 来 进行 。 如 果 没 有 专 四 的 
机 器 ， 则 建 蔗 用 下 面 的 方法 给 留 种 荐 株 喷 粉 : VEL bh AR A 
64), 每 个 布袋 里 装 大 0.5—1 BUR, 然后 再 把 纱布 袋 持 在 一 个 

， 受 程 上 。 从 两 端 括 动 长 村 ,使 粉 未 均匀 地 搬 在 植株 上 。 
SBOE PEA 1526 的 硼酸 时 , 划 人 每 公 晨 可 以 施用 20 公斤 ， 

就 是 比 在 春季 施用 时 ,用 量 减 少 2/s 一 /如 果 施 肥 量 为 20 公 斤 , 则 可 

以 分 两 次 施用 , 每 次 10 公斤 。 第 一 次 在 孕 昔 时 ， 第 二 次 在 开花 时 进 

4F, 

: 为 了 喷 搬 肥料 ,必要 时 应 当 用 研 钵 或 碎 肥 机 〈TyKompo6arerp) 把 

肥料 研 体 。 

UO Ves i DASE ES AS MLA wiRA DERE RB. Be 

HARM EMAILS REM EAVKHS , Ain? : ane Ee 

内 含有 15% 的 硼酸 , 则 每 一 桶 水 (10 升 ) 应 当 加 大 100 克 , 如 果 肥 料 中 

的 硼酸 含量 较 低 , 则 用 量 须 适当 增加 。 

使 肥料 和 水 充分 调 与 , 议 不 次 解 的 玖 法 这 下 去 , PEPE 

体 装 到 喷 吉 器 里 (这 样 ,每 1 升水 内 含有 0.25 Fat), 

每 1 公顷 的 沙 液 用 量 为 50 一 100 桶 ,每 公顷 的 肥料 用 量 则 分 别 为 

5 一 -10 公斤 ( 肥 料 中 的 硼酸 含量 为 15 上 5 )。 所 以 喷洒 浴 液 时 , PAE EB 

的 用 量 比 在 春天 施用 时 减少 7/5—?/ 10) 0 

BY DATA PRES RE AS A OA 

FEA TAR A Pd kW CL a I 

| 

1 GAS VE FA Ba BLE ZEA NST A, ERY BE, PR TT PRE 

Ante, 4 PER SEIS ,糖分 仍然 没有 累积 在 叶子 里 。 这 是 由 于 加 

BME Sy (iy BLED, LSE AAA hy BE BS Ee PS SH RC, 
2. HEH SLZEAE BAPE OG ORE, BEI THALES Ak fi 

活动 性 也 最 强 。 如 果 在 这 时 候 缺 融 , 则 会 使 糖分 累积 在 叶子 里 ;而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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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 PERE ,着 使 更 根 发 生 心 腐 病 即 通常 所 称 的 ZI”, 

” 3. 施 用 确 肥 能 台 强 糖分 向 繁殖 器 官 内 塌 运 。 因此 , We RSET 

DPE HL A ia ABER Ee, FR Da aE, Ei 

PUK BSE EDF 13 HIB 

4 APE MAE , BASES FER BE OA — BE 

35 PAE) AAS TE FB SE et A, FI , ACES Ok 

活动 性 被 创 弱 显然 是 糖分 在 时 内 积累 的 主要 原因 。 因此 , WS FF 

在 对 于 保证 同化 产物 从 时 内 运往 根部 , 果实 和 植物 的 其 他 器 官 内 是 

必要 的 。 

5 .我 们 建议 对 留 种 的 多 年 生 豆 科 牧草 和 蔬 荣 作物 应 当 进 行 根 外 

奶 施 硼 肥 ,因为 这 样 , 不 仅 开 施 在 王 中 时 大 大 地 减少 了 硼 肥 的 用 量 ， 

Tei EL ISS AS OR PAB KG FA FEE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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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HS AER 
及 产量 的 影响 

C. H. 列 别 捷 夫 

近 几 年 来 的 研究 证 明 , 硼 也 和 其 他 微量 元 素 -- 样 ,是 植物 营养 所 
必须 的 元 素 。 土 壤 中 如 果 缺 少 可 利用 态 的 确 素 ,就 会 破坏 植物 的 正 
党 发 育 , 降 低 植物 的 产量 。 

根据 首 多 作者 的 试验 研究 确定 , 确 能 引起 植物 的 某 些 生理 特性 
和 生 理 过 程 的 变化 ,特别 是 :变更 原生 质 的 水 合 程度 ; 增 如 阳离子 和 
减 弱 队 离子 的 吸收 ;有 利于 笨 胞 壁 果 腰 质 成 分 中 的 钙 底 吸收 ; I FRE 
和 和 伍 的 吸收 ;变更 植物 体内 酷 类 和 氨 素 的 代谢 作用 ,以 有 利于 植物 的 
受精 过 程 和 果实 形成 。 

BSR RAE, TS AE HET LOSE M BEA, IL, 
HAR CS PA HI BE 

FEB AG EEL PE HORSE T he I, DA Bide TE 胸 
ARE, We AT ARIEL HAS AEE J SE 

REF PERE A IE Wi FS AE Pe ELA, SRS PSE, 
SEARS MAS HE ih AF ny RFR A I BE 

1939 和 1940 4E FES PRE _b GUE ESR  ETPSE IT) 进行 

hy, Bie Rew, ALF 1942 和 1943 EAE AE SE Lye 

ERAT SRI) UTM, EMAAR, 2D 
BEST NE ENE TSE IP BLA, BU AEE IE ag HE, 

We Nein FE: E—2s FPR LEP , Ili A N—O, 13, P2Og 
一 0.15 FE, KoO—0. 15.3% ; HUSH SBME 14 HR AS—Ca(NO,), NaH,PO,, 
KC] 和 Nay By O7 。 

FENG E AG SHEE RY FEN Sok RRP BRE EE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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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为 于 壤 蚀 和 含水 量 的 505 ,后 期 为 60 和。 

FEE BA CE ES a LG AR AERA ,进行 计算 。 贫 

a eM AHEIIAR 1 。 

#1 WATER eh LAO ARB 

(1939 <EMARRE, 5 次 重复 的 平均 数 ) 

12 标 空气 干 燥 植株 的 重量 

a BR kt # x RR 

tf | % ait | = 
| = : 

Se 13.5 100 4.4% 100 
nce erateaal 15.9 117 4.9 117 
PK 24.3 180 4.8 116 

PK +AU ERE 27.6  |— 203 5.6 Aten 
NPK 36.0 266 6.9 165 

PK+ 1234 B* 25.4 188 4.4 105 
PK 十 0.5 毫 克也 | 28.8 176 4.1 98 

| 30.4 225 5.1 123 PK+0.5223% B+ SRE 

:在 1 公斤 土壤 中 

由 父 栽 试验 的 糙 果 ,可 以 看 出 如 下 的 主要 情况 : 
1. fE NPK 和 PKB 加 根瘤 菌 拌 种 的 处 理 内 , 符 色 体 的 发 育 最 茂 

- 盛 。 在 这 些 处 至 中 , 粳 物 的 昔 数 和 花 数 都 最 多 ,开花 期 也 早 (分 别 比 
对 照 , 即 没 施 肥 的 名 旱 2 天 和 4 天 , 见 图 1 和 图 2 ) 

2 .根系 的 空气 于 燥 重 和 开花 辟 期 车 轴 曹 根瘤 的 发 育 情 况 都 广 
明 , 根 瘤 菌 苗 和 确 对 根系 的 发 育 , 根 瘤 的 数量 及 根瘤 的 大 小 均 有 着 委 
好 的 影响 。 在 任 和 柯 情况 下 ,施用 根瘤 菌 昔 和 而 都 会 使 根 疙 增多 ,个 儿 
大 ,而 且 整 个 根系 也 发 育 得 比较 茂 感 。 

3. 以 EK 为 底肥 ,施用 0.5 毫 克 确 ,同时 返 拌 根瘤 菌 , 可 以 显著 地 
增加 车 厚 章 地 上 部 分 的 窄 气 于 重 ( 比 PK + FE A DTS 22% , He PK 

+0.5 58 BA RDEES 497% )。 

pe JH ay FL, - E Hs SY , HPT V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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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硼 对 车 轴 草 生长 的 影响 
37 BBR PK + Pp, 1504 4R—PKB+HPFh; 2184 4A—NPK 

1939—1940, HEFT FA ROR, SUGDEN AFR, 
田间 试验 的 条 件 如 下 : EEE ; EE MATE JL LA 

PPLE A , ARR EE ; HE SBS, Pe HELA ey 3k 
一 年 , 当 燕 麦苗 出 齐 后 ,进行 除草 。 RARER OR 3 ey 部 分 收 
获 : 于 章 和 种 子 。 

在 该 试验 中 ,根据 生 胸 气节 学 的 观察 证 明 ， AE IMS AE fi PAL BR 

的 发 育 。 在 施 硼 的 处 理 内 ,车 轴 章 提早 2 一 3 天 开花 。 此 外 ,在 开花 
盛 期 第 二 次 割 草 时 ,又 测定 了 车 轴 章 的 开花 强度 ( 表 2 )。 

由 此 可 昂 , 施 硼 可 以 增加 开花 攻 的 数量 ,而 含 氮肥 料 则 相反 地 沽 
少 了 开花 葵 的 数量 。 

在 04.5 平方 米 上 ,以 施 硼 处 理 中 的 攻 数 最 多 。 所 有 这 些 Hs FE 
了 , 确 对 车 轴 章 的 发 育 过 程 有 和 良好 影响 。 



oes 

图 2 SRR AERA alg 
1 一 PK 十 拌 种 ; 2 一 PKB 十 拌 种 ; 3—NPK 

Be 2 硼 和 其 他 肥 糙 对 第 二 次 汶 割 的 车 轴 草 开化 强度 的 影 

在 0.5 BAKA LE ? 

es a OMS = 的 数量 (8 KBB PHEW 
7 的 平均 ) 3 

Ane 8 149 24 

RR 151 | 22 
PK : “150 23 

PK 十 根瘤 菌 剂 145 22 

NPK | | 155 . ar cE 
NPK +A et 152 19 

PKB : 163 5 

PKB + 祷 瘟 菌 剂 167 32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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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I) A) HR i Fe Z_- 3 所 示 : 

Be 5 MYT ISS a — SON A 

(5 次 重复 的 平均 ) 

人 | 增产 量 (%) 
| 

无 肥 26.1 士 0.88 一 
AS AH! 27 .7+0.96 8 
PK 31.11.07 19 

PK + AU RI 41.61.43 58 

NPK* CEE Ow a Pa 96 

NPK + Sait 52,841.83 | 102 

PKB 44.1 士 1.55 69 
«PKB + ABI 44.01.53 69 

HA: NSE PRA) ——€ 4 Ae 45 公斤 ; PLO; GEES FAR AIT 

$F Bi ——K 0 每 公顷 90 公斤 5 HC EAE 1 ANT 

#4 WAI RRO AAO PT Ie 
《5 次 重复 的 平均 ) 本 

产量 ( 公 担 /公顷 ) 

RH Rh 处 理 + 3 | 种 | oF 
M-+-m* | a % M-tm | pe 

无 肥 15.2 士 0.82 让 0.9 士 0.09 = 
RBA 16.20.87 | eh: 1.140.141 17 

PK 18.2+0.93 20 4.270.412 24 

PK + RRIF 20.74+1.12 36 1.50.15 56 

NPK 17.80.96 17 1.14%0.11 13 

NPK + RAT 17.50.95 15 1.60.16 66 

PKB 20.0+1.08°| > 31 —+ — |. 一 

PKB 十 根瘤 菌 州 20.51.20.) 85 17 AT Ls 75 

* Mek 78) 1 FER — 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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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施 磷 钾肥 的 基础 上 因 择 根 况 菌 和 施 硼 , 可 以 显著 提高 第 一 次 
旭 割 的 于 草 产 量 ; 根瘤 菌 使 产量 提高 39-20 , 50%, iA PK 作 

底肥 ,并 择 根 瘤 菌 和 施 氧 肥 (45 公斤 /公顷 ) 的 处 理 ， 增 产量 为 最 高 
(83%)。 因 此 ,上 述 材 料 与 盆栽 试 台 的 材料 是 一 致 的 。 

BABE A 中 可 以 看 出 ,在 车 轴 章 第 二 次 浊 制 时 , 硼 和 根 冯 菌 的 良好 
作用 也 上 比 气 肥 显著 得 多 。 以 PK 作 底 肥 , Fal Ba dis FA AE BS A, 
车 轴 章 的 种 子 产量 最 高 。 

丛 栽 试验 和 田间 试验 的 类 果 表 明 ,在 森林 壤土 上 ( 苏 姆 省 , 格 4 
霍 夫 城 ) , 确 对 车 轴 章 的 生长 ,发 育 和 种 子 产量 都 有 着 良好 的 影响 。 
在 施 确 的 土壤 中 , 撞 根 瘤 菌 的 效果 也 最 大 。 

oT FA Te PE SEE AEF TESA Be 
产量 的 作用 ，1942 年 进行 了 盆栽 试验 。 在 下 列 四 种 条 件 下 , 即 无 肥 、 
PK, NP 和 NPK, 研 究 确 砂 和 硼酸 等 碘 肥 的 作用 。 重 复 6 次 。 

在 公顷 焰 对 于 燥 的 土壤 中 ,营养 驳 质 的 用 量 如 下 : 

MOTE 25 
ROPE EP Oey ELE 0.1% | NH,NO; 

P205………0.1 丙 Ca(H, PO, )， 

KO .……… 0.138 ‘ K, SO, 

| Sans Bee 1.0288 Na,B,O, Ff] H,BO; 

灌水 量 如 下 :植物 生长 的 头 一 个 月 , HABE AAA EE 的 50%%， 

以 后 直到 收获 前 ,为 60%。 
必须 指出 ,在 试 欢 中 首 蒋 发育 的 特点 :在 优 肥 的 处 理 中 , 孕 蕾 和 

开花 期 均 较 其 余 的 处 理 晚 7 一 8 天 。 

在 某 些 试 雁 处 理 中 , 发 现 个 别 植株 有 洲 委 落花 的 现象 。 但 是 ,这 

种 现 人 象 的 规律 性 还 没有 确定 。 

′ ， 在 生长 期 中 , 介 测 量 了 首 菠 植株 的 高 度 。 其 结果 如 表 5 所 示 : 

表 内 材料 证 明 ,在 然 肥 和 只 施 硼 的 试验 处 理 中 ,植株 的 生长 是 逻 

Hn, JLSAAE AAT ag PK, NP xe NPK (PIE APE ORIE 的 处 下 中 ， 

BARE UP i RAE RR, EP PO a eR a HE 6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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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5 确 和 其 他 肥料 对 顶 株 高 度 的 影响 (厘米 ) 

【6 次 重复 的 平均 ) 

Bn Bee 处 理 7 月 29 日 | 8 月 28 日 

无 肥 18 66 
PK fener te 68 
NP 26 78 

 NPK avr 70 

B 20 66 

PKB 26 71 

NPB 29 One 

NPKB 28 77 

PKB(H;BO;) : 30 Py, eG 

Ze 6 JERS FS lll ( EAR, 6 次 重复 的 平均 ) 

5 标 植 株 的 空气 干 重 Be | 种 子 产 量 PEE 

~ 有 验 处 理 BRE ZS | — 
3 | % POL Sl | Gt) | em | % | Cee? 

4a 13.7} 100| — 37 | 0.3} 29.3| 100]. 536 
eee 17.5| 126] 26 | 166| 1.6] 46.7] 159] 954 
NP 21.0| 154| 54 | 152] 4.6|116.6| 398] 648 
NPK © 24.5 | 179| 79 | 250] 2.6| 80.2] 274! 790 
B 11.8} 86] 14 36} 0.5| 29.8] 102| 514 
PKB( 硼 砂 ) 2 

~ NPB( gpa) 20.6] 151] 51 | 199] 2.4 |445.8 | 4522 | 1679 
NPKB 18.8| 175| 37 | 132| 1.2|203.4| 69%| 1437 
PKB( WR) 21.4 | 157 | 57 204} 1.8 |267.8| 914] 1420 

| 

上 述 材 料 表 明 , 以 PK 和 AN 作 底 肥 时 , 硼 对 首 荐 于 物质 的 产量 蔓 

莹 形成 的 数量 ,重量 以 及 对 种 子 的 产量 和 千粒重 ,都 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 
FESR He FA Hi BE A) ,无 葵 对 于 物质 的 产量 或 对 种 子 的 产 
量 都 没有 什么 良好 的 作用 。 在 所 有 其 余 的 试验 处 理 中 , 硼 却 显著 地 提 

高 了 首 蒋 种 子 的 产量 。 对 鞭 ,. 时 在 成 熟 期 ,总 气量 和 和 蛋白 氨 的 测定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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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以 及 硼 与 其 他 营养 物质 同时 施用 时 , 董 基 种 子 千 粒 重 的 境 而 ,都 

证实 了 硼 能 使 植物 有 机 体 中 新 陈 代谢 作用 更 加 旺盛 ,从 而 邦 速 了 种 

子 的 成 熟 , 大 大 地 提高 了 种 子 的 产量 。 
因此 可 以 确定 ,在 苏 姆 省 的 森林 壤 士 和 巴 斯 基 里 的 黑 辐 土地 区 ， 

MLL PK 和 N ICE ENE, Se AA HER, BAA 

有 着 极 好 的 影响 。 
只 有 在 施用 确 肥 的 条 件 下 ,才能 提高 扰 机 肥料 和 撞 和 根瘤 菌 的 效 

果 。 
LHe PHAR 



戎 镁 肥料 是 提高 车 轴 草 种 子 产量 的 因素 
ETRE Ye 

由 于 我 国 章 田 轮作 制 的 实行 ,提高 多 年 生 牧 曹 种子 产量 的 问题 ， 
有 着 头等 的 意义 。 如 所 周知 ,妨碍 我 们 掌握 章 田 输 作 制 的 主要 床 因 ， 
EBERT TORRE, TH A AES 

A, RATES PPE AE FEE Oe 种 手 RA 
法 ,是 农业 科学 最 重要 的 任务 。 | : 

AME RRAMMAARIEY, fem ARAL bi 
WAS, SF HS A 8 A a A ERR HR. 

| 根据 所 进行 的 试验 结果 ( 表 1), SFA 
国 施用 友 素 ， 不 论 在 施用 石灰 或 不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士 上 它们 的 种 子 
产量 都 提高 了 。 

才 1 硼 肥 对 于 豆 科 收 草 种 子 产量 的 影响 

车 mh 和 草 | 和 首 it 
增产 量 〈( 公 担 /公顷 ) 

Ey BR 处 ba 

不 施用 石 厌 | 0.61 0.53 

施用 石灰 0.89 1.51 
~ 

SIC IEA HAE PELE A, FREE WF a Se BE 
HE, FORM Ae HE AY, i SFE LIE AT 
Hie Fl FE By Pe , BO a RR, SEAS, 

”是 确 伍 肥料 , 它 含有 8 一 15% 的 硼酸 , WARNER Aer, 在 我 国 一 年 
比 一 年 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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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研究 大 全 肥料 的 作用 的 试验 中 ， 当 车 辆 草 利用 的 第 一 年 和 第 
二 年 的 春天 , 把 这 种 肥料 施 到 土壤 表层 上 , 用 量 为 每 公顷 50 一 75 & 

斤 , 即 相等 于 每 公顷 含 1.5 一 2 公斤 的 硼 素 。 
Wat be AE Pe PE), DERI S Re I ET 

草 和 种 子 的 产量 。 每 公顷 于 章 的 增产 量 , 在 3 一 8 公 担 之 间 。 
但 是 , 确 亿 肥料 最 突出 的 作用 ,还 是 表现 在 对 车 辅 章 种 子 产 量 的 

提高 上 。 如 共产 主义 区 互 其 日 沃 集体 农庄 ， 每 公顷 种 子 的 增产 量 为 
1.07 公 担 , 依 斯 特 林 区 "火焰 "集体 农庄 为 0.5 BGA, ROCHE Me 

蕉 奇 集 体 农庄 一 一 1.0 从 担 , 路 霍 维 鞠 区 -十 月 "集体 农庄 一 0.40 公 

” 担 , 库 切 夫 区 非 黑 土地 带 谷 物 研究 所 一 一 0.85 公 担 。 在 所 列举 的 各 
区 所 进行 的 试验 平均 增产 量 ,为 每 公顷 0.67 公 担 。 

关于 硼 肥 对 各 种 作物 的 合适 的 用 量 问题 ， 研 究 得 还 不 饮 。 在 这 

卖 中 可 以 看 到 的 一 些 痊 料 ,是 从 每 公 项 用 0.5 公斤 到 4 公斤 不 等 。 

莫斯科 省 路 霍 锥 区 区 TA’ 人 Sey EL th Be BP BET 

T BEES BRR. 

FEAR RE A EE EP SER EL, EE SB Be PS, FR 

WR AABA 1,2 和 3 公斤 FAAS LOB, 
iB, TEP Key SURI ATH OL PF lel FH IY, 
A Ht hs PF Pe de F 

试验 处 理 增产 量 (% ) 
对 照 

每 公顷 施 胡 1 公斤 57.9 

45: ZN Cha 2 公斤 42.0 

4-25 Cg 3 ZS 44.8 

Hh, eI, Oe eet 1 Aa, AP 

种 子 产 量 增 训 。 

可 以 推测 ,为 了 使 划 科 牧草 种 子 获得 丰收 ,要 求 每 公 贰 用 硼 量 不 

超过 2 公斤 。 因 此 在 车 轴 草 种 子 田 表 层 施 用 础 们 肥料 时 ， 基 合适 的 

用 确 量 为 每 公顷 1.5 公斤 ,或 用 布依 斯 基 工 厂 出 产 的 硕 们 双料 0.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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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 

Fe SE PAE SIRE, BA AHER MI, PASEIE 

PES SAVE, BLS ASE bee 在 这 种 肥 

BLP GME BE HR, 比 硼酸 要 多 5 一 7 倍 。 为 此 ， 伊 斯 特 林 区 ”火焰 ” 

集体 农庄 在 1950 年 代用 纯 确 酸 和 硼 估 肥料 进行 了 试 台 。 土 壤 是 中 等 

灰 化 的 中 壤土 ,pB=4.4。 在 利用 车 轴 章 的 第 一 年 的 4 月 24 日 ,把 硼 

施 在 表层 ,每 公顷 用 硼 2 公斤 ,和 基肥 烤 过 的 白云 石 , 每 公 项 4 HH, 

试 台 的 糙 果 诈 朋 ， 砌 全 肥料 的 作用 较 单 施 硼 酸 的 强 。 施 用 而 乌 

寺 料 的 千 轴 草 种 子 的 增产 量 , 比 对 照 区 多 50% ,而 蛙 施 硼酸 的 比 对 照 
区 多 30 上 站。 值得 注意 的 是 ,在 肥料 和 杀 虫 灭 菌 剂 科学 研究 所 中 ,所 进 

行 的 贫 栽 试验 ,同样 看 出 了 硼酸 不 如 确 合 肥料 的 效果 好 。 

在 我 们 的 试验 中 ， 于 于 辆 草 孕 蔓 期 观察 根系 和 炉 色 部 分 的 发 育 
情况 ,确定 了 以 下 的 问题 : 两 种 肥料 ( 硕 酸 和 确 亿 肥料 ), 对 植物 的 发 

译 来 届 , 无 葵 是 根系 还 是 地 上 邵 分 ,都 比 只 施用 石灰 好 ， 而 硼 全 肥料 
对 车 轴 草 和 芒 色 部 分 的 发 育 ,所 起 的 作用 更 好 。 如 在 15x 25 x 20 厘米 
的 土地 中 王 根 的 重量 :施用 硼酸 的 为 9.1 克 ， 施 用 确 们 肥料 的 为 9.3 

克 ; 在 工 平 方 米内 地 上 部 分 的 于 重量 : 施 确 酸 的 为 514 52, BEE 

_ 料 的 为 620 克 。 
在 这 个 试 尽 中, 俏 取 了 植物 体 的 不 同 器 官 作 样本 ,研究 其 中 硼 的 

会 量 。 分 析 的 糙 果 列表 2 。 
Ho ” 硼 肥 对 于 车 轴 草 各 器 官 崩 素 含量 的 影响 
(孕穗 期 ;以 白云 石 为 底肥 ) 

每 1 公斤 干 物质 的 含 事 量 , 以 毫克 计 
NN 

is 5 | 叶 

wR 18.7 ete 2 37.5 

| en 25.0 50.0 ee... 

WIRES | "95.0 50.0 93.7 
8S SRR Rass Te a Sy ASE ae Bots Oe oe 

DEEL PT DAA, A BI Ea BE, be eee de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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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SED, LM POS, TERE 
MASI, RAPS RAE, TSR 
HE Swe B 

PLES LODE SE WOE , DI Hh EA PF ARB 
EH TOE esi : (1) SEE SA Ie, ERED 
RAST AMBRE (2) FEBS EE AS A 
OSB AE AL BRS, BUG MEBE. 

SIN FLPERCRTE SOR AIC ACER DAS HEM, 2b, 
BYE WT i Rb HL RE AS : — PRED EIE , PSE 
PSEC AMAR LEE , —7 MERGERS DA PK 为 底肥 ; WSEAS 
料 不 司 用 量 的 作用 。 植 物 样 本 是 在 孕 蕾 期 取 来 的 ， 分 析 了 它们 总 氨 
量 、 和 蛋白 气 和 非 蛋白 氨 的 含量 。 ”- 

第 一 个 试验 中 ,分 析 的 和 糙 果 如 表 3 所 示 。 

#3 微量 元 素 肥料 对 于 车 丙 草 各 部 分 各 种 氮 的 含量 (以 % 计 ) 的 影响 
(每 公顷 以 4 公 担 白云 石 为 底肥 ) 

叶 Ba Lis 
wa Rh Bf SS 

BS | RGM JEG) Me | BO Fee Be 

无 肥 5.8 3.4 0.4 | 1.7 1.2 0.5 

对 照 4.5 4.0 0.5 1.9 1.5 0.3 1.4 

BABA 2 公 
Fr) 4,2 3.6 0.6 1.9 1.5 | (0.4 1.6 

vagy ok 每 公 
ras) 4,3 3.7 0.6 1.8 fk 0.7 1.6 

Ey Bp USS REY DAG IH PE hy SE AE A 
75 TORR Bs A Hs EE BLE Ee 施 石灰 (白云 石 ) 的 有 所 增加 。 在 
植物 的 蒜 色 部 分 ,特别 是 在 叶 中 , 囊 确 的 处 理 中 非 蛋 和 白 氨 的 含量 ， 比 
不 带 确 的 多 50% 站 一 1002%。 根 中 的 总 气量 ,由 于 硼 的 影响 ,有 所 乾 刘 。 

从 这 些 材料 中 可 以 看 出 ,在 果实 形成 期 ,车辆 草 不 同 器 害 售 所 入 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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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 作用 和 边 化 作用 ， 施 硼 肥 的 比 不 施 础 肥 的 进行 得 较为 顺利 。 因 

为 在 础 的 影响 下 (等 别 是 以 硼 估 肥料 形态 施用 的 )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 

比 对 照 区 大 大 地 增加 了 , RESET, 在 植物 的 合成 作用 中 ， 

较 充 分 的 利用 了 缉 素 。 而 于 施 硼 肥 的 处 理 中 ， 在 孕 划 期 叶 中 非 蛋 白 

扼 含 量 的 提高 ， 这 可 褒 明 硼 和 给 可 变态 的 损 物 质 的 形成 和 从 叶 到 繁殖 

器 官 的 运 柱 ， 创 造 了 条 位 。 

另 一 个 试验 是 以 PK 为 底肥 研究 硼 匀 肥料 的 不 同 用 量 ， 对 这 个 

试验 的 植物 样本 的 分 析 车 果 得 出 了 一 些 不 同 的 情况 如 表 4。 
玫 4 础 位 肥料 对 于 车 朝 草 地 上 部 分 含 氮 量 的 影响 

(孕穗 期 ;以 PK o 为 底肥 ) 

& Mh % 
ee i SS eS eee 

; 第 1 次 重复 | 第 2 次 重复 | F- 均 

对 有 照 2.6 2.7 2.6 

BUREN: . 
每 公顷 57 公斤 (1 公斤 硼 ) 3.1 2.9 3.0 

每 公顷 75 公 斤 ( 2 AIT HB) 2.7 2.9 2.8 

每 公顷 112 公 斤 ( 5 ATR) 3.0 3.0 3.0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每 公顷 施 37 FTC1I BBR, FE 

HEP eABEE SS. HMMM AE, FARA E 4 In, 

从 表 5 PHYOAHHMRILA ARMS, SHH SRR 

mA HE 5) 
AIL, BSCR NSA HE sR, 4A 

J Hib Ns RS Hs FL ZA, SE 
FA, 
SER — Fhe EAS ee 
莫斯科 省 路 霍 锥 欧 区 “红色 草原" 集体 农庄 ， 依 进行 了 少量 石灰 
和 珊 的 作用 的 研究 ,他 们 是 把 这 两 种 肥料 与 车 轴 章 种 子 一 起 ,用 普通 
人 答 胸 播种 机 施 下 的 。 试 验 处 理 ;1) 不 施 石 灰 和 确 ;2) 每 公 硕 1 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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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础 肥 对 车 厚 草 含 珊 量 的 影响 

(SL PK o 为 底肥 ) 

1A Se sete st 
~ Rg te F ee Se. 

第 1 次 重复 | 第 2 次 重复 | 平 5 

对 FR 25 31 28 

AIBC: 

每 公顷 57 从 斤 57 43 40 

”每 公顷 75 公 斤 45 一 43 

每 公顷 112 公 斤 56 75 65 

灰 ;3) 每 公 艳 工 公 担 石灰 十 10 公斤 硼 鳞 肥料。 用 苋 行距 播种 法 ,播种 

车 珊 章 。 试 验 区 的 面积 为 上 公顷。 观察 的 和 结果 证 明 ， 与 车 轴 草 种 子 

同时 施用 少量 的 石灰 和 硼 ， 显 落地 改善 了 作为 复 盖 作物 的 车 畏 重 的 

发 育 情况 。 在 黑 考 收割 后 收获 的 车 轴 章 十 草 的 产量 如 下 : 
干草 产量 (公斤 /公顷 ) 

AR EAIR 317 

ATER 5 FE 504 

AIR + ENB 5 FF) 690 

莫斯科 省 列宁 区 和 红色 灯 霸 国营 农场 ， 研 究 了 用 联合 条 播 机 施用 

硼 估 肥料 的 作用 。. 肥 料 和 种 子 (车 轴 草 带 猪 尾 草 ) 同 时 播种 ， 但 没 温 

合 :肥料 坦 在 种 子 侧面 ,而 且 较 种 子 深 些 。 试 验 处 理 :1) 每 公顷 100 公 

打 P.+175 公斤 石灰 ;2) 每 公顷 100 公斤 Pe 十 石灰 十 50 gl ene: 

料 。 小 区 的 统计 面积 为 0.5 BH, E/E AEP, a 

ASEH Ee 8 — 7 Ab GE 30% 

40 DAS BH Ve He th Be HS HABE IE SF , se PRARBUR, DITA 

作用 表明 , FC BO AS A A AE, Wi % (0.4% 

A NBER PERE , SE ES Le TERS EA, Des FE MT te 

ALES ZB TE A NE, WW 3 WL — PY, CH 

现象 便 疫 有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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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所 获得 的 成 续 , AT DAB HA Se Aa an: EE IRL BE A HE 

砷 草 的 产量 ， 特 别 是 它 的 种 子 的 产量 。 在 章 田 农 作 制 中 对 于 多 年 生 

禾 草 的 留 种 田 ,应当 施 用 这 种 肥料 。 

Bo 6&6 XX mR 

Uepnunxr B. B. 1941, Jjeticrsue muKpoyno6pexu Ha ypowKaw pasnuyHErx 

COMbCKOXO3AMCTBOHHEIX PaCTOGHUM B 3aBHCHMOCTH OT NOYBeHHEIX ycnoB4ii mo 

KaHHEIM IOneBEIX onbiTos. IIpumMeneHue muxpoyno6peHud. BACXHMII. 

Katanumos M. B. 1948, 3HayeHue Sopa B 3emnenenun CCCP. Cennxosru3. 

(meee 陈 叶 文 校 ] 

N 



BF RSE ACE Se A AT 
ET Ga 

E. BER AR 

4a Fe ial BEAR 1937—1938 年 的 试验 以 及 苏联 的 其 他 

试验 机 关 的 工作 都 明 了 ,在 苏联 的 许多 土壤 区 内 , te 

和 留 种 首 攻 施 用 硼 肥 均 能 显著 地 提高 它们 种 子 的 产量 ,因此 ,在 配合 
其 他 的 农业 措施 时 ， 施 用 大 肥 对 于 提高 车 轴 草 和 百 特种 子 的 产量 来 

Bee — PAAR HY APA TT : 

FERS AUR OE LAR, BEBO YAS PPE, 

(pH=6.5—7.0) HEMABREAMEF LE 0.75—1.0 KARE, 

SCRE HLA By Phy Es Fh SF, RS SE, TT te 
稳定 。 关 于 这 一 点 可 以 由 表 | HARB, 

FES LEST EEE, A TT RL, RAB TRS 

BRE, FEET BAAR ES SEBS SERBS 

KHFrBBRoOnRK, MEADS, BT ORAS EEE . 

Bo . 

AR PI HEIL AE VIA BB AB GLA) RRS 

站 , FEA T APR AS BE LETTS A 7 A 1938—1940 年 ) 得 到 

了 和 良好 的 和 糙 果 。 另 外 ， 在 起 源 于 沼泽 的 北方 虐 色 二 和 北方 天 然 碳酸 

Bj -+- 上 (ecrecTBeHHag ceBepHag Kap6oHaTHag nouBa) 也 发 现 确 eA. 

有 高 度 的 效果 。 例 如 ,爱沙尼亚 苏 蕉 埃 秆 会 主义 共和 国 科 学 院 农 业 

WESC LS EF 1946 一 1947 FESR MWR LER, 

每 公顷 施用 15 Br SA , bE fa PRB T* 8426, 

其 他 一 些 试验 站 也 宵 定 了 :在 弱酸 性 ,未 施用 石灰 或 只 施用 了 消 

Fa KR, pH=5 0—6 6 MRE ARLE L, B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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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CEMA T IRAE LI Re AR 
种 子 产 量 

fin Dr hig (ie 因 施 硼 增 产 
KS | 素 全 BEA) | 

ai 壤 进行 试验 的 地 点 作物 时 斤 a oa 条 局 ae ASA a 

并 — a8 | “A . 

Kt BH HPT NPK | 1.6] 2.7/1.0 | 41 
施用 了 石灰 同上 ayes 2 2.7| 3.5,0.8 | 31 

同 上 同 上 1.0 PK 

AIL TIKI | 十 尔 斯 克 斌 内 站 aca Reel ae 

ng Eatin SERIA 0.5| 1.7] 1.3 | 269 

同 a 同 上 NPK | 0.8| 4.7, 5.9 | 473 

用 了 石灰 的 砂 
matt Bid | 1-5] 3.0 0.71 1.7| 0.95 | 130 

FFA TAR | 普希金 农业 研究 
id: » 所 1.0 PK | 5.4| 4.1, 0.7 | 19 

藉 和 采种 车 轴 章 也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 表 2 AB A eee RAY 

io 

ESB REP ERS HE |, QO RRAy EL HEY He SG a a TG BR 
好 的 影响 ,该 试验 是 在 1948—1949 年 进行 的 ( 伊 万 诸 夫 农业 试验 站 ， 
B. 

别 次 露 西亚 其 和 国 " 河 | 
口 ” 试 路 站 

Tl. 索 柯 丽 斯 卡 娅 )。 
x2 MRABBEM ERR Bat Lem 2 

| 土壤 的 gay seg) | PE 
RAWMA | HW) kce| 武 验方 案 Tae <7 ee 

出 液 ) | 、 | 有 硼 | 一 公司 % 
j LN 只 | 

车 二 草 5.4 ENE 40 M/A 2.2 | 5.4] 1.2 | 55 

Wo 泥 kw | 2.1) 2.8] oz7| 35 
mw +L NPK | 1.9] 2.6] 0.8] 36 

卡 管 选 种 站 GB | 5.5" PK | 一 | 一 | —| 28 

DET Re IEF | 6.4] PK | 44 5.9), 2.05 28 



204 动 植 物 生 活 中 的 微量 元 束 

起 源 于 沼泽 的 北方 腊 色 十 和 北方 天 然 碳酸 史 士 可 利用 的 耕地 很 
少 (主要 是 在 列宁 格 勤 州 , 莫 治 托 夫 州 , 基 洛 夫 州 ,白俄罗斯 共和 国 的 
DEMS, HARMEN, BUA WAS AN), ELE MARE 的 石 
IK EPR AS PPE, EAR, Ah, Pe ok bh 
BE SRT MR AIR, FEAT i eR, 
SSCS , HCG ES VEY Fs AT DAE Hp cas & Fy SS CA Bd BE 
所 的 研究 ,车轴 章 每 1 公斤 于 物质 可 吸收 35 SESE, Ets A ae 40 
一 45 ZEB), EZ, 为 了 获得 更 高 的 种 子 产量 ,仅仅 依靠 土壤 中 天 
然 储存 的 硼 素 显然 是 不 饮 的 。 

根据 吉尔 吉 斯 共和 国 和 局 兹 别克 共和 国 的 人 至 苏 棉花 研究 所 和 至 

苏 肥 料 , 农 业 化 学 研究 所 在 灌 浙 条 件 下 的 灰 钙 壤土 上 的 试 欢 材料 ( 识 
试验 是 在 阿 克 - 卡 互 克 试验 站 和 和 吉尔吉斯 农业 研究 所 内 进行 的 )， 发 
现 施用 确 素 可 以 使 阁 攻 种 子 的 产量 提高 9 一 11%。 因此 为 了 获得 高 
产量 的 首 基 种 子 , 应 当 在 这 些 土壤 上 施用 确 素 ( 表 3 )。 

aS AKG HEAR ae 

种 子 产量 (AN/AD 施 确 后 增产 数 
ma 验 地 点 Sy ee 

<< WwW | a wm | 从 担 /人 项 |. % 

BRERA 6.4 6.9 0.5 8.9 

bil oe Fe A 全 8.1 0.9 11.9 

CEPR AEA PS, PANEER BL ER AR HA 
SFA. Si, BLAZE Be) T OSE PEE Hh 
KAM RIM, Bilin, GSES AD Bi BS Ue A ESRB I HE 
155 Se BS A EB AR PRD Te REE RET RE, A 
公顷 施用 2 Br SERA MT UE FE EE J 99 — 
1.19 BG, tHE EAT 21.0%, FEBRA RS Aa 

恰 处 理 中 ( 郭 尔 科 夫 州 的 灰色 森林 士 )， 由 于 施用 码 素 而 使 车 珊 草 种 
子 的 产量 提高 2526 , 首 荐 种 子 的 产量 提高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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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罗斯 托 夫 州 西伯 利 亚 附 近 的 黑 钙 土 上 (国立 罗斯 托 夫 选 种 站 
的 试验 ) ,施用 硼 素 也 使 首 攻 种 子 的 产量 增加 了 。 

REN SEE AE ECB be edb ats EE PATE 1937 一 1938 年 的 试 
ER) , ASE AR BRAT Fi th A A 4 ACR. 

FEMMES BSG bMS AY BCom, FEE AIM 
eR GR hs YP a Ep HF SE HE ah By B38 720 %), 
{AT Ii} SER BRAS A SS C8 ten , FE Se SHR Be BHT HT ETF 
Fey + , EFS BEF 0 OLS 80) FEM RA SRA A HAG 
PY (E1 Fll BEA SE RSE SG LPTVET AS TERRE , SHE 
BHHARR, Teh eee Lb, RA RAR A 

FARM SERRA, FES bE GREET INAS REE 
KER PLE RIE He A A BSE SUSE VA RSI 
OBL RTE PSE A RH), PERL PEAR 
通 黑 钙 土 上 (万 卡 治 夫 裔 牧 研究 所 的 试验 ) EZRA LRH 

， 夫 试验 地 和 国立 莫 尔 山 选 种 站 ), 在 西伯 利 亚 的 黑 逢 土 上 (西伯 利 亚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的 试验 ) 也 都 发 现 了 同样 的 情况 。 

但 料 研究 所 便 猎 在 萌 薪 和 于 琐 章 的 良种 繁育 中 进行 多 年 的 施用 
硼 肥 的 试验 ,其 糙 果 证 明 , 在 北方 非 黑 土 敬 ,只 有 对 这 些 植物 正常 生 
产 种 子 所 必须 的 至 部 外 界 条 件 都 具备 时 , 确 素 的 效果 才 最 显著 ,也 就 
Fe ,在 充分 供应 车 轴 草 和 音 蒋 所 必需 的 养分 的 同时 ,还 应 供 粉 这 些 
料 物 在 种 子 的 形成 和 发 育 上 以 适量 的 水 分 。 在 于 热 的 年 分 ， 于 开花 、 
Ful fs SHON A Hh BAY HB J SE A, ISS TE 
RIA HALE F , USS AE GELS” ESE, ALR EK 
严重 地 影响 了 授粉 工作 ,这 时 , NE SEA Ee, 
此 ,在 北方 非 时 土地 带 , 必 须 特 别 注意 采种 首 蒂 和 采种 车 辆 章 的 土壤 
生态 的 婆 育 条 件 。 把 留 种 地 佑 响 在 排水 和 良好 的 田地 上 ， 避 如 植株 过 
获 , 同 时 , 对 车 二 章 要 实行 正确 的 收割 和 摘心 , 调节 它 的 植株 窗 度 和 
发 青 速 度 ,以 便 把 植株 的 开花 期 和 千 实 期 推迟 到 更 合适 的 时 期 。 

(Pee BP ER] 



在 吉尔 吉 wit t RAMI eB 

位 料 牧 草 种 子 产 量 的 影响 “ 

CrpEe BH 

tj ic ES iy YEH fy SE is ABE —- 2 SE KE Ee 
原因 就 是 在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内 ， 多 年 从 牧草 种 子 的 生产 不 足 。 
大 家 都 知道 , 蚀 料 牧童 ,特别 是 豆 科 牧草 ( 萌 荐 ,车 辆 章 , 态 豆 等 ) 种 子 
的 产量 是 很 低 的 。 同 时 已 狼 确 定 ， 这 些 作物 种 子 的 产量 不 高 是 由 许 
多 原因 造成 的 。 其 中 有 一 个 原因 应 当 认 为 是 植物 从 土壤 中 吸收 不 到 
足 驶 的 硕 素 。 为 了 研究 硼 肥 对 首 基 和 以 豆 (它们 在 蚀 料 作物 中 都 是 
有 价值 的 ) 种 子 产 量 的 影响 ,我 们 佛 猎 进行 了 试验 。 试 验 烙 果 证 明 ， 
施 硼 于 土壤 中 ,可 以 提高 童 攻 种 子 的 产量 ,并 且 确 素 对 首 攻 糙 籽 的 作 
用 ,在 于 旱 的 1938 年 表现 得 最 为 突出 。 

sacks olay ata: (EER), AR A Se 
灌水 不 足 而 受害 。 此 外 ,在 开花 期 和 开花 期 之 后 , 士 壤 过 于 潮湿 也 会 
BH ER, Stee i 

波 布 科 (Bo6xo) 和 安 德 烈 耶 娃 (Atnpeepa,1944) 在 吉尔 吉 斯 也 合 
沟 丛 定 了 而 素 对 提高 萌 攻 种 子 产量 的 作用 。 和 我 们 的 试验 不 局 的 地 
方 是 他 个 在 灌水 次 数 合适 的 条 件 下 (灌水 6 次 ) 研 究 了 硼 素 的 影响 ， 
工 旦 确定 了 由 于 施 确 而 使 首 蘑 种 子 的 产量 狗 担 高 了 19%。 

我 们 在 沃 龙 痊 日 国立 吉尔 吉 斯 选 种 试验 站 的 第 二 次 收割 的 水 澡 
首 莫 地 上 进行 了 两 年 (1944 和 1945 年 ) 试验 , 在 第 -一 次 收割 的 旱地 
驴 豆 田 上 进行 了 一 年 (19495 年 ) 试 验 。 首 荐 和 上 驴 豆 都 是 用 宽 行 密 条 播 

法 播种 的 ,行距 为 50 厘米 。 
1944 年 , 我 们 在 不 同 灌水 次 数 (灌水 1 次 ,2 次 ,3 次 ,不 次 和 5 

次 ) 的 条 件 下 研究 硼 素 的 影响 。 于 第 一 次 收割 干草 后 ,把 确 酸 态 胡 苑 



在 青 尔 青 斯 共和 国内 友 素 对 豆 丹 饼 料 牧草 了 体 子 产量 的 影响 。 20? 

”在 王 中 7 一 8 厘米 的 深 处 ,每 公顷 10 公斤 硼酸 。 施 大 后 ,各 小 区 江 第 

一 次 水 (6 月 5 日 )。 试 验 小 区 和 对 照 小 区 的 面积 都 是 15 平方 米 。 

BAS K RTH. 

BEAL CEAS TALE A Bebe SES EY HEE BP AG 
GRRE WI , ti AY DA sR obs EAE, BT LET AS DS 
Bb Abe pps ase nT, SRT FEAT AGREE , SR 

Wi) LAF, Beat PTR, FE— PRA LU 

比 对 照 处 理 的 增产 7 一 44%%。 在 灌水 3 次 和 灌水 5 次 的 处 理 中 ,种子 

的 增产 量 最 多 , 达 30% 和 44.7%, 

另外 还 发 现 , 彰 荐 提早 开花 2 一 4 天 ,着 且 开 花 整 齐 ,而 种 子 的 品 

持 也 得 到 了 显著 的 改进 ,尤其 是 灌水 1 次 的 首 藉 。 

根据 1944 年 的 试验 , 我 们 可 以 作出 如 下 的 车 其 : 在 灌水 1 次 的 

_ 情况 下 ,也 就 是 说 在 土壤 湿度 不 太 高 的 时 候 , 础 素 对 首 荐 种 子 产量 的 
歼 用 最 显著 ， 这 就 为 我 们 以 后 作 进 一 步 的 研究 提供 了 一 条 和 线索。 为 

”了 更 深 大 地 研究 这 个 现象 ,我 们 在 以后 (1945 年 ) RPS YT SETHE 

KARE a AT, IE ARE AA 1944 年 相同 。 
Wee RRMA | 所 示 。 

1 ERR FG 1 OMEN EE 

oom | me as |_ 1 remem | LA 
ma Bk 花 序 HR oe x ‘ 

(55) | (厘米 ) | -¢ A) A | of i % 

+ 6B 67 40 5 30 100 1330 100 

| 酸 71 45 5 38 126 2204 120 

表 工 资料 证 明 , PEAK TSE TOR GT OE EY 9 dF SB 

fH A OS Fey AR A, SE BE TB ee FL 

什么 良好 的 作用 ,但 现 有 花序 上 的 果实 ,试验 植株 要 比 对 照 有 显著 的 

se INGA 262%), FERRI KN RRB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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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 们 根据 这 两 车 的 试验 可 以 作出 车 葵 襄 ,即使 在 土壤 水 分 
不 足 的 情况 下 ,每 公顷 施用 10 公斤 碘 酸 态 的 确 素 也 可 以 显著 地 增加 

音 攻 种 子 的 产量 。 
在 1949 年 ,国立 吉尔 吉 斯 选 种 站 刨 料 牧童 组 的 科学 工作 者 们 双 

用 另 一 种 豆 科 作物 一 一 侯 地 骗 吏 《HecdarPIi scnapuer) fete vk Fe 

件 工作 。 
大 家 都 知道 ， 贱 豆 与 禾 本 科 牧 章 混 播 在 畜牧 业 中 对 大 田 轮 作 和 

蚀 料 输 作 是 有 很 大 价值 的 ,另外 , 驴 豆 和 首 蒂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它 能 很 好 
地 耐 于 旱 。 因 此 ,在 1948 年 的 春季 ,我 们 利用 在 旱地 上 宽 行 条 播 以 豆 
MEAP EMMI, KAZ, PT oe 
AS AU BAD AS BEF 100 平方 米 0.1 BF AUR HERBAL, FRA 
用 手 搬 施 ,并 随后 趣 地 两 次 。 试 验 是 用 两 种 方法 进行 的 ,重复 4 次 。 
小 区 面积 为 100 平方 米 。 

7 月 1H, 47ER LAO RRA, ASOD, HA 
成 东 。 在 每 一 个 小 区 里 都 事先 在 三 个 地 方 测量 植株 的 高 度 。 捆 成 束 
后 猎 过 5 天 再 用 手 进行 股 粒 。 
试验 烙 果 如 表 2 所 示 。 
HRV, BIC ARH, Tie 

Ze 2 在 旱地 上 微量 元 素 肥料 对 届 豆 种 子 产 量 的 影响 

- hb + x 平均 株 高 小区 上 的 “| 种 子 总 产量 | 与 对 照 的 比例 

(厘米 ) (公斤 ) | ( 公 担 / 公 续 )| (9%) 

Se 129 3.1 3.1 ’ 100 

a 酸 1385 + 6.1 6.1 196 

Mi) | 134 4.6 4.6 147 

eS (EASE EE, Pn, FORT ER ID , BE BEE 

Eg mY 96%, HDA B 47%, rT wi Y OBIE, APR ee 

DT, AERA 2 RFE TE ede AP EA a AK)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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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 果 , 确 肥 产生 了 极 大 的 效果 ,提高 了 种 子 的 产量 。 
因此 ,在 吉尔 吉 斯 的 灌 浙 条 件 下 , 施用 友 素 对 于 提高 首 攻 和 号 豆 

种 子 的 生产 牵 是 有 重大 的 实际 意义 的 。 
2h TERA CEA Eis L, HERES 

必须 实行 附 有 牧草 种 子 田 Crpaporounpeti xmma) 的 轮作 制 ,同时 种子 
田中 要 施用 确 肥 。 

HARI, LTE PB) ES, IESE 
灌 浙 用 水 也 很 少 ,以 至 于 对 有 价值 的 技术 作物 都 不 得 不 减少 灌浆 的 
次 数 。 在 这 样 年 分 ,如 果 配 合 其 他 的 农业 技术 方法 ,正确 地 和 给 留 种 首 
藉 施 用 确 肥 ,那么 ,就 是 减少 灌水 坎 数 也 是 会 得 到 很 大 好 处 的 。 

站 ta ain 

1. 在 吉尔 吉 斯 共和 国内 , 施 硼 肥 于 土壤 中 ,即使 在 灌水 不 是 的 条 
位 下 也 能 显著 地 提高 首 项 种 子 的 产量 ， 而 对 于 殿 豆 来 六 ， 即 在 旱地 
〈 不 灌水 ) 上 也 表现 这 种 情况 。 

2 . 硼 素 能 使 植株 的 于 重 略 有 增加 。 

3. 硼 酸 对 骗 豆 种 子 产 量 的 作用 要 比 确 砂 好 一 些 。 

4 .和 结合 其 他 的 农业 技术 方法 ， 正 确 地 给 留 种 首 攻 和 留 种 驴 豆 施 

用 础 肥 ， 就 是 在 减少 灌水 次 数 或 是 在 旱地 (不 治水) 上 也 能 显著 地 提 

高 这 求 种 牧草 的 种 子 广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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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G Xi Seis EA) Fah SP See RA 

HA. SRK 

Q. H. REA ER NCPR BR BA FH PSE BE Ae He HE AG 

(Jonronpyanas) 农业 化 学 试验 站 , ILAFD RFE aS +P PSE T 

HO Ga) FA GSS AS 7" eA sk 

FESS fs SC EES , AU BLTSE TO ah RR : 

DFG AD WANE , fl AAA Hi BE, 

2 ) ABA NE 4 SS AS A it 

3) i Bs AES EA CBE Sa SD), 

FE tie FAD Yo ANE AY Gel A AW tO Bs 

ae SG AE I , 4 PPE Bs EE EL Ty 
IFES Ah LE LAS eS RE, Fe 
AK, BUCCI UEP , REED , SETAE EB), 
我 们 试验 的 目的 ,是 为 了 验证 这 个 假定 :以 施 矿 物 夺 肥料 的 方法 

来 保证 供应 植物 所 需 的 主要 营养 元 素 时 ， 则 不 仅 在 已 施 过 石灰 的 生 
章 灰 化 土 上 ,植物 需要 确 , 即 在 未 施 石灰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上 也 是 如 此 。 

假使 于 壤 中 所 储存 的 可 吸收 硼 素 ， 在 无 肥 的 生 章 灰 化 十 上 获得 
较 低 的 产量 时 ,已 足够 应 用 , 那 示 由 于 施用 矿物 质 肥 料 而 使 产量 载 多 
时 ,特别 是 在 施用 大 量 的 矿物 质 肥 料 时 , 确 素 可 能 即 不 敷 用。 

试验 是 在 多 尔 戈 普 鲁 德 农业 化 学 试验 站 的 、 需 施用 石灰 的 酸性 
CH=4.5) 炸 是 中 度 生 章 灰 化 士 上 进行 的 。 

试验 设计 : 1 SNE JE EE ;2)NPK ; 3) PREESG (CaCO,) , 按 双 倍 的 水 解 
酸度 施用 ; 4NPK + CaCos; 5)B Ci]);6)N P K+B;7)CaCO,+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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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K +CaCO, +B, 

peewee at TAME  ; 有 施肥 区 一 “有 施主 要 养分 comet 

we, Say; AR i — PAIRS ; 有 施 宛 至 矿物 质 肥 料 和 石灰 的 ;此 外 ， 

还 有 一 些 额 外 施 硼 素 的 。 
1937 EFF RES, 1939 年 仍 在 旧 小 区 的 同一 亏 地 段 上 进行 试 

ke, 每 区 仍 施 同 一 类 型 的 矿物 质 肥 料 ; 叭 用 量 加 多 。 石 灰 是 在 1937 

年 开始 试验 时 施 人 的 。 

1938 年 仍 按 同 一 起 计 ， ME TE bi LUGE, 

三 年 的 试验 都 是 在 3 米 长 的 小 区 中 进行 ， 重 复 6K, TOE 

用 甜 某 ,品种 是 黄色 爱 坎 道 尔 芙 斯 卡 亚 (9keHmop 中 ckag xKerTaa), 

肥料 类 型 :硝酸 钠 , 普 通过 磷酸 上 略 和 氧化 甸 , 硼酸 态 的 硼 , 白垩 态 

的 石灰 。 施 肥 量 :1937 年 和 1938 年 按 肥 料 中 主要 养分 计算 ,每 公顷 
We 150 公斤 , 鲫 (Ks0)150 公斤 ，1937 年 每 公顷 施 磷 酸 〈Pz055)120 

公斤 ,1938 2F4 Za ig 150 BAI (P2958), 

1939467 WARE ER. WEA i 
GIR 1000 ATA, MEE bP RM ERRATA, 

Phat HS Ee NT EBA 400 Ar ACHaEt) 400 公斤 

PO; BIE, 1000 AF K,O 倒 肥 。 

将 石灰 按 双 倍 的 水 解 酸度 施 在 PPD EA 每 公顷 狗 施 15 吨 

(CaCO; ) , 每 年 每 公顷 施 3 AT, 三 年 以 来 试验 中 所 施肥 料 的 类 型 

都 没有 变更 。 

石灰 ， 矿 易 详 肥 料 和 盔 素 在 春天 整地 时 施用 ， RNAS ILRI: 

TDAP FE AEA AUF fh IES Ded I, FE A A UES RR , FEMS SES 
下 物质 肥料 的 小 区 内 , 作 一 次 或 十 次 追肥 施用 。 

用 秧苗 来 移植 甜 荣 。 a 16 #& , Ay A FT ARAL, PRE 25 J 

米 , 行 距 50 厘米 )。 

必须 指出 ,1938 年 和 1939 年 的 春 和 夏 ,莫斯科 州 发 生 极 少 有 的 干 

— 皇 。 因 此 不 得 不 痉 党 送 灌 甜 茶 。1937 年 然 论 降雨 的 时 间 和 数量 都 对 

BARE te B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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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A SME EA, LE BIA 
心 腐 病 的 发 生 与 蔓延 。 
甜菜 的 心 腐 病 “关于 甜 菜 感染 心 腐 病 的 原因 ， 在 没有 确定 是 由 

于 土 友 中 缺少 植物 可 吸收 的 盔 素 而 引起 的 理论 以 前 ， 长 时 期 为 科学 
-年 辩 的 对 象 。 - 

蚀 用 甜菜 的 心 腐 病 , 或 者 称 之 为 根 的 干 腐 病 在 这 三 年 re 
Abe fe a PACT-—8 月 ) 发 现 的 。 

在 发 病 初 期 ,只 是 作 驳 中 心 幼 壤 的 小 时 子 被 感染 ,时 子 开始 故 凋 
并 知 起 来 ,以 后 即 变 黑 而 枯 寺 了 了。 病害 层 生 后 ,扩展 得 很 决 。 病 要 再 
进一步 的 发 展 下 去 ,外 面 的 叶子 也 开始 凋 压 , 时 子 失去 月 压 , BE EH 
伤 满 了 锈 班 ,着 逐渐 枯 于 ,最 后 只 剩 下 叶柄 。 

fl 1 人 钼 用 甜 茶 的 心 腐 病 
无 为 施 NPK 二 CaGcoOs Je rst, 

右 为 施 NPK+CaCl,+B 肥 区 的 健康 植株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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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R AEE , BUBILS MIE, BRIE REE, 
EME FEST RAL , Ba GD BER FER T Bal a 

EP FMCG PSR Al ， 1 和 De 

图 2 感染 心 腐 病 的 合用 甜菜 根 

在 施 NPK+CaCO, 肥 的 小 区 内， 心 腐 病 发 现 得 最 早 。 病 发 展 得 

很 快 ; 病 株 一 通过 地 增多 起 来 。1937 年 收获 时 ,在 苑 用 NPK-HCaCOs 
BEB DEA ,几乎 所 有 的 植株 (975 ) 都 感染 心 腐 病 了 。 

1939 年 也 是 这 区 的 感 桨 这 最 高 (87.5%6)。 

1938 年 由 于 气候 于 爆 , 石 灰 和 矿物 质 肥 料 的 作用 均 非 常 低 弱 , 因 

PEAT ARAVA Be, 虽然 如 此 ,1938 年 收获 时 ， NE 

肥 的 小 区 内 , 病 株 仍 有 30%. 

在 未 施 石 灰 的 ,而 仅 施 NPK 的 小 区 内 也 发 更 有 心 谋 病 , 唯 发 病 

很 史 。1937 年 未 施 石灰 ,而 只 施 NPK eb RA 825 CIHR, 193848 

该 区 有 6% WK, Ti 1939 年 该 区 有 42.526 病 株 。 在 只 施 石 灰 的 小 

区 上 光 病 的 植株 不 多 (1939 年 该 区 有 19% ,1939 年 该 区 有 11.2%)。 

1938 年 施 石灰 的 小 区 内 完 人 至 未 发 现 病 株 。 

收获 时 , 渍 株 产 量 统 计 烙 果 列 于 掏 1。 

Wit WANES AS ,各 个 处 理 中 的 甜 荣 都 发 育 得 正常 ,植株 也 很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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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AA ED I, AR LITE FEELERS, | 
SEC RRS A I, WARE, LARS HS 

吸收 性 硼 对 于 对 照 区 获得 低产 量 时 ,是 足够 使 用 的 。 
在 施用 完 人 至 矿物 质 肥 料 NPK, 而 未 施 石灰 的 小 区 内 发 现 心 腐 病 

是 值得 注意 的 。 甜 荣 的 心 腐 病 一 一 是 土壤 中 非 当 缺少 可 吸收 性 硼 的 
标 苇 。 因 此 ， 在 未 施 石 灰 的 土壤 里 ， 施 用 矿物 质 肥 料 会 境 疝 作 胸 对 
硼 素 的 需要 。 因 之 前 迹 的 那个 假定 已 被 确证 了 一 一 即 在 未 施 石灰 的 : 
EEL ,施用 矿物 质 肥 料 时 ， 随 着 产量 的 增加 , 作物 对 硼 素 的 需要 也 
增加 了 。 

3 年 来 , MAT EGE RAIS se 2。 甸 用 甜 从 试 台 证 明 : 在 灰 

Be 1 外用 甜 案 心 腐 病 角 路 病 率 (作物 收获 时 给 病 植株 数 ) 

oie 1957 年 | 198 88% | - 195984 
mn AR Re Ht a BH (%) 

NPK+CaCO, 97 30 87.5 

NPK 25 6 42.5 

CaCO, | 19 Ba} 11.2 

无 肥 区 CaCOs NPK NPK-+CaCOg 
图 5 BABAR fel A A Ba te EF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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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主 上 仅 施 石灰 , 仅 庆 矿 物质 肥料 (不 施 石 灰 ) ,和 混 施 石灰 与 矿物 质 
肥料 都 表现 了 良好 的 作用 。1937 年 的 试验 特别 证 明 这 点 ( 几 3)。 只 
施 夏 灰 者 使 个 用 甜菜 增加 1.5 倍 ， 而 施 完 至 矿物 质 肥 料 者 比 扰 肥 区 

的 产量 增加 4 倍 。 

表 2 WISH Rr ae 

根 叶 

量 | 因 施 硼 | 产 量 | AMDT 
ma R&R XR ak 一- 一 一 eT ee ESE Ta 

ce ee ee 增产 数 
Se Sea Gi Te a TR R Ct Re SOT fay gees ais | AR! || aaaw. | AE | % 

1937 年 

年 肥 147 194 47 | 32 52 76 24 | 47 

CaCO, 362 436 74 | 20 95 113 18 19 

“NPK pie 746 765 19 3 177 ig 50 28 

NPK+CaCO; 691 944 253 | 37 122 247 | . 125 | 103 

1938 年 

4 FE 42 88 46 | 108 46 58 12 26 

CaCO, 27 84 rgd ab faint y 64 7 bee 

NPK 7 153 175 22 14 98 117 19 19 

NPK+CaCO,; 144 218 74 | 51 93 130 87 40 

1939 年 

无 肥 17 52 15 | 85 27 52 5 | 20 
CaCO, 122 133 41 | 9 67 89 Re 

NPK 260 341 81 | 31 191 272 81 | 43 

NPK-+CaCO, 296 418 122 | 41 147 231 134 | 91 

3 年 试验 中 , Mein AIRS APE , SPEAR AT IRIS AE FE 

TASH EH IE RE, ROT RED) BR ABAD BO FEB 

ABT AS IAAP, PEARL NPK Aa oe te He TAHT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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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大 。 在 这 些小 区 上 (NPK+CaCO, +B) 三 年 来 都 获得 了 最 高 产量 
_ Cf 3). | 

在 1938 年 和 1939 年 的 试验 中 ， 于 时 严重 地 时 oi) J ASSAY et FE 

这 两 年 的 生育 期 间 降 雨量 ny 
成 起 决定 性 作用 的 月 份 里 (7- 一 8 月 ) 只 降落 少量 两 水 是 毫 无 价值 的 。 
1938 年 这 责 个 月 里 平均 只 降落 5 毫米 雨水 ,而 1939 年 7 月 只 有 24 

”毫米 雨量 ，8 A 里 有 6 毫米 ， 而 在 这 两 个 月 内 的 多 年 平均 降雨 量 为 
75 一 76 毫米 。 这 点 就 决定 了 该 年 的 甜菜 产量 不 能 高 于 其 他 和 车 的 产 
三 一 -一 ~ 

-里 o 

因为 给 甜 某 烃 常 灌水 ,所 以 试验 得 以 进行 到 底 。1938 年 灌水 7 
次 ; 一 般 新 来 ,每 一 个 3 米 小 区 平均 灌水 190 升 ， 而 1939 年 灌水 6 
了 平均 每 区 洪水 17.5 升 。 

BS, WDM, HP AMAA, UEEF BRE Te 
肥料, 石灰 (1938 年 除外 ) AAS TEE A 1937 年 一 样 的 有 规律 
性 (石灰 和 矿物 质 肥 料 可 以 提高 产量 , 硕 更 可 额外 增产 )。 

施 于 于 土壤 可 提高 甜 从 产量 中 含 硼 量 。 许 多 其 他 作物 的 试验 研 
究 也 指明 了 这 个 规律 性 。 

1937 年 我 们 对 外 肌 甜 菜 的 耐 藏 性 进行 了 观察 。 收 获 后 11 月 16 
日 挑选 了 一 些 甜 荣 块根 , 工 藏 于 蔬菜 院 藏 败 里 。 从 无 肥 区 选 48 个 十 
根 ， 从 施 NPKET 二 CacCoOs JER #6 58 PSL, DW NPK+CaCO,+B JER 

HE16 个 雪 祖 。 每 一 组 块根 都 分 别 放 在 箱子 中 。 选 作 崇 藏 用 的 卉 衫 ， 
是 从 三 个 处 理 中 挑选 外 表 完 至 健康 的 却 根 。 

1938 年 3 月 26 日 ,也 就 是 说 痉 过 4 个 月 双 10 RT I 
健康 的 志 根 。 正 像 我 们 所 料想 的 一 样 ， 到 了 崇 茂 未 期 ， 帷 病 数目 最 多 
的 是 选 自 施 NPK+CaC0, 肥 区 的 块根 ， 访 区 的 植株 在 生育 期 间 就 已 
Fe DST, RUE, i NPK+ CaCO, 区 的 二 根 有 93 吕 
HEI S , Fe) Ib Tis BE > BB AE He EADS SC 

16%, 

SEH, RIN, FIR ee TP,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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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M TUS CAIN CI HH LIE) 
(AA a SOS RR AAR TELL 0, Sn ERA 

EERE SET IHG 2 BMT DA FE A — AE A, 
Py ABE ICA IS ST LE 

iti ER 

1 fai ARBRE, 无 花 在 施 过 石灰 , RH EYRE , 
硼 对 产量 均 起 良好 的 作用 。 

2 .在 右 灰 和 矿物 质 肥 料 一 起 施用 的 条 件 下 ,而 的 效用 最 显著 。 

8 APSR HEME CPI 是 土壤 中 缺少 可 吸收 性 BOSE 可 等 辩 的 标 
车 ,这 种 病症 无 葵 在 只 施 矿物 贤 肥 料 的 条 件 下 ,或 在 已 施 过 石灰 双 施 
矿物 质 肥 料 的 条 件 下 都 能 发 现 。 扰 葵 何 时 ， 施 用 确 素 均 能 防止 这 种 

病症 发 上 生 。 
4 . 确 素 在 未 施 石灰 ,而 施 过 矿物 贤 肥 料 的 土壤 上 的 良好 作用 ,以 

及 甜菜 发 生 心 腐 病 的 现象 都 襄 明 ,土壤 中 所 储存 的 可 芭 收 的 硼 素 ,已 
不 能 满足 植物 在 构成 产量 时 对 确 的 需要 了 。 

5 .施用 矿物 质 肥 料 可 以 加 强 植株 对 硼 的 需要 。 因 之 ， 为 了 在 施 
过 石灰 的 和 未 施 过 石灰 的 灰 化 土壤 上 获得 高 额 产 量 ， 在 施用 矿物 质 
肥料 的 同时 ,也 必须 施用 础 肥 。 

硼 肥 的 类 型 和 施用 量 

础 肥 最 好 的 类 型 是 确 酸 和 硼砂 。 生 产 硼 酸 时 的 工业 广 品 

REM DE A SF  —— 2 AL , 确 全 石 都 是 硼 肥 的 来 源 。 

在 我 们 的 试验 中 ,全 经 研究 了 这 些 硼 肥 , 首 且 把 它们 和 作为 普通 

水 次 性 硼 肥 的 硼酸 比较 ， 而 础 酸 在 以 前 的 许多 试 骏 中 是 表现 很 好 的 

一 种 硼 肥 。 

1939 年 (当年 肥效 ) 和 1940 年 (后 效 ) 我 们 按照 下 列 方案 在 田间 

”起 驶 中 研究 了 侧 肥 的 类 型 和 施 量 :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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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K( 对 照 ) 

NPK-CaCOa( 各 2 Fr, (EERIE) 

底肥 十 施 翅 公 斤 确 
底肥 十 施 1 公斤 硼 
底肥 十 施 2 公斤 其 2 站 而 用 ) 
ENE + ii 4 Ar ay 

底肥 十 施 1 ATA ie EE) 

底肥 十 施 1 ZANT (WR A-Sopovocuaa rnusa) 
ESM +hh 1 ATMA) * 

ath 3 KEE, 重复 7 次 ( 施 NPK RAMA hb RE 
A), fe BAMA ReBIHREERD, 试验 区 的 王 
壤 一 -粘性 ,中 等 灰 化 土 ,酸度 (pb 也 =4.91)。 

肥料 类 型 和 施肥 量 如 下 : 以 硝酸 钢 为 氮肥 ， 以 普通 过 磷酸 贡 为 
磷肥 , 久 毛 化 俩 为 钾肥 。 施 用 量 为 每 公顷 各 施 N,P205 和 K,0120 & 
IF 
氮肥 分 两 次 施用 ,一 次 在 春天 定植 甜菜 前 施 90 FN, FE4e 30 

AATEC, DRIER (nszecrxonsi tyb) 为 石灰 肥 
(45-2 UH Wily 15 .5 吨 CaCos) 在 1938 年 秋天 耕地 时 施 大 。 

按照 设计 ,应 施用 化 学 上 纯 闻 的 硼酸 为 硼 肥 , 每 公顷 分 施 芒 。 公 
Fr 公斤 ,2 公 打 ,4 QMO, BAGH TRB, SM 
FUMBLE OIE, 每 公顷 技 1 公斤 确 施 大 (参看 方案 )。 以 硫酸 处 理 
硼 矿 制造 硼酸 时 所 获得 的 硫酸 硼 伙 含 2.22%% 硼 , 含 硕 精 十 含 0.38% 
WH, WALLA 8.22.26 TH, 
1939488, DIARY IE ERR EH T oR , DUT De A 

AVA, MINSK ARG Hh OLE, 深度 同 耕 作 层 (18 厘米 ) 6 月 
11 日 施肥 :用 手 铀 施 PK AVIS, NE ESS, FMLA. 
每 小 区 内 定植 16 株 甜 某 秧 凋 (6 月 16 日 定植 ) ,种 两 行 ,株距 为 

25 厘米 ,行距 为 50 厘米 。 定 植 后 , 每 日 给 甜菜 灌水 ,因为 此 时 居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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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未 扎根 成 活 。 

7 月 21 日 在 各 小 区 中 妃 施 气 肥 ,每 公斤 追 施 30 BIT A 

-因为 夏季 干旱 ,不 得 不 时 常 送 灌 各 试验 小 区 ; 整个 夏天 站 灌水 5 

次 , 计 每 小 区 灌水 130 升 。 显 然 , 这 些 水 量 是 不 人 够 的 , TERRES 

地 ,大 量 地 族 港 甜 荣 又 不 可 能 作 到 。 

甜 座 的 田间 管理 即 是 除草 和 松 二 (尤其 在 灌水 后 )。 

由 于 王 坊 中 可 吸收 珊 素 的 不 足 致 引起 的 石灰 的 有 害 作 用 表现 在 

甜 茶 上 ,就 是 发 生根 部 心 腐 病 。 在 施 NPK+CaCO, 的 小 区 内 ,这 种 病 

- 症 发 现 得 最 早 。8 月 18 日 第 一 次 发 现 此 种 病症 。 在 仅 施 NPK 肥 而 

未 施 石灰 的 小 区 ,这 种 病症 发 再 得 相当 有 睁 (9 月 12 日 发 现 )。 

只 病 的 特征 和 病 势 的 发 展 和 过 去 的 甜 荣 试验 一 样 。 

收获 时 , 施 NPK+ CaCO, 的 小 区 有 72.526 是 病 株 ,而 在 施 NPK 

肥 未 施 石 灰 的 小 区 有 20.35 是 病 株 。 

在 施用 了 完 至 矿物 质 肥料 ,而 未 施 石 灰 的 小 区 内 , SR 

况 证 实 了 我 们 的 车 其, 即 在 未 施 石 灰 的 王 壤 中 ,即使 邦人 了 矿物 贤 肥 

料 , 作物 也 需要 硼 。 

在 施用 不 同类 型 和 不 同 数量 的 硕 肥 的 各 小 区 内 ， 完 至 没有 趴 心 

腐 病 的 病 株 ,甚至 施 人 少量 (/。 Zr AREAS 14 St, DB ASR FE 

施用 硼 素 的 当年 不 路 病 〈 以 后 我 们 发 现 这 一 些微 量 的 硼 是 不 足以 滑 

Br Git SS HEA AS) 

甜 荣 心 腐 病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5 EMRE 水 分 的 程度 有 一 定 的 相 

关 。 甜 某 的 水 分 供应 合 好 ,作物 缺 硼 的 症状 就 出 现 得 伍 快 , AZ, At 

荣 只 心 腐 病 也 僵 早 。 作 物 的 水 分 供应 减少 时 ,病害 也 发 现 得 迟 一 些 。 

1939 年 的 两 个 田间 试验 千 果 都 证 明了 这 点 。 在 这 个 试验 中 , At 

PSHE REED Ti AB 时 也 不 如 该 年 的 另 一 个 试验 那么 多 。 发 病 时 

间 也 说 明了 这 一 点 。 在 灌水 多 的 试验 区 内 8 月 上 A Be, TERS 

试验 ( 施 不 同 肥料 和 不 同类 型 的 肥料 ) 中 发 病 则 迟 18 天 。 

ARF 9 月 23 日 收获 。 甜 案 根 叶 的 产量 列 于 表 3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在 施 过 NEKE 肥 的 小 区 内 , Fi ATR FEA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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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UK. BO OR ee 

(1939 和 1940 年 的 田光 试验 , NPK+CaCO, 

19359 年 (当年 肥效 ) 

叶 AREA 病 
ay 验 ORK Ae 一 

ais a 干 量 AR% 
‘LL. GG 7a Hee aks La OO 

公 担 /公转 从 担 /公顷 | % | 公 担 /公顷 公 担 /公顷 % | VIS | 数 

NPK( 对 照 ) 163.5 — | 一 | 149 — | 一 | 19.5 | 20.3 

NEPEK 十 CaCO， 165 一 0.5 | 一 1 142 一 7. |—5| 17.0 | 72.5 

NPK+CaCO, 

B 0.5 193 30 18| 159 10 | 719.4) — 

Bi 201 38 23| 4167 18 12| 20.3 | -一 

B 2 214 50 31; 180 31 21) 19.6 — 

B4 196 32 20} 183 34 23} 18.7} 一 

Bd 209 46 28| 174 25 ~ | 17| 19.9 —_ 

也 1 194 30 19} 172 2% 15| 19.4] — 

B14 192 28 17| 173 24 16, 20.1] 一 

NPK Rug" , (ELAR A ie RT A AR Tel ZEST A 

ASL LIS 28 一 50 BAIA (18 一 31%)。 增 产量 最 多 的 (增产 50 公 

担 ) 是 每 公顷 施 2 公斤 硼酸 肥料 的 小 区 。 施 破 酸 栅 全 的 增 产 量 居 第 

二 位 (每 公顷 增产 46 公 担 )。 其 余 施 不 同类 型 和 不 同 施 量 的 硼 肥 小 

区 ,所 增产 的 块根 数量 几乎 相等 。 

1939 年 夏季 于 旱 , 甜 荣 的 产量 着 不 高 ,但 是 试验 仍 能 表明 肥料 作 

用 的 某 些 规律 性 。 甚 至 在 没有 因 施 石灰 而 减产 的 条 件 下 ， 而 素 也 表 

更 了 和 良好 的 效果 。 随 着 硼酸 施 量 的 增 加 《从 每 公顷 施 攻 公斤 增 到 2 

AST), 产量 也 提高 了 。 每 公顷 施 4 AT RRA MER, 产量 反而 增 

MARA 中 

FEDS, SARE SEP Bs BE BTS TF 

Ey, FE ABN 7 STH TT BE GPE ASE FE AST AR, 

每 公顷 施 1 ZS Fr Rs A I EAB ZAP ZR Fr 

RAS tH Hi — 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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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e 及 GR 
作 底 肥 ; 各 区 施 2 公斤 VE, AIT / AU) 

1940 年 (后 效 ) 

sO 叶 we | 病 

产 ale fe ele wl ee Re] 
AAA/ AG A/AG % | WE | 数 % |\APB/AB AFA/AR 

eae Bz AAAS A AP BE , 
MiTAC AE KA PSL, FEM NPK+CaCO, 的 小 区 内 ， 霓 

- 和 炉 内 于 物质 的 含量 最 少 (17%6 )。 
施肥 后 的 第 二 年 不 同类 型 的 硼 肥 和 不 同 施肥 量 的 效果 

1939 年 所 设 置 的 施用 不 同类 型 的 碘 肥 及 不 同 施肥 量 的 试 避 于 
1940 年 仍 蕉 纺 进 行 ,以 便 统 计 硼 及 石灰 在 第 二 年 的 效果 。 

春天 将 所 有 小 区 重新 掘 过 ,并 施 大 完 公 矿物 质 肥 料 CNPK) ,其 肥 
料 类 型 和 施肥 量 和 去 年 相同 。 氨 肥 分 两 次 施 入 ,春天 每 公顷 施 90 公 
厅 , 夏天 每 公顷 施 30 公斤 做 追肥 。 作 物 是 俐 用 甜菜 , 品种 是 黄色 肌 
UR EME : 

5 月 31 日 定植 甜菜 秧苗 ,种 植 两 行 ,行距 50 厘米 ,株距 为 33 Jet 
米 。 每 小 区 种 植 14 株 。 在 夏季 前 个 季 欠 甜菜 灌水 , 共 灌 7 次 。 甜 某 
的 田间 管理 就 是 将 小 区 十 名 松 , 7 月 2 日 追 施 氮肥 。 

和 过 去 试验 一 样 ,石灰 对 甜菜 是 有 利 的 ; 植株 发 育 正常 , 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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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呈 深 称 色 。 但 在 夏季 后 什 季 ,情形 就 改变 了 ;在 施 NPK+CaCco, 的 
小 区 里 ， 发 现 甜 菜 有 感染 心 腐 病 的 象征 。 因 为 甜 某 在 良好 的 生长 条 
件 下 (足够 的 水 分 , FEO ESE ED) 很 快 耗 尽 土壤 中 现存 的 可 吸收 
性 大 , 所 以 病 势 发 展 得 很 迅速 。 硼 素 特 别人 缺乏 时 ,也 会 引起 病 势 的 严 
重 。 在 施 寺 石灰 而 未 施 确 的 小 区 内 ,到 9 月 22 BRERA 
. 5 
甚至 在 施 过 NOK 而 未 施 石灰 的 小 区 内 ,甜菜 也 严重 地 染病 了 。 

于 收获 时 ,有 77%%6 的 植株 是 病 栋 。 
在 施 过 硼 素 的 小 区 里 ， 甜 某 得 到 良好 的 水 分 和 主要 营养 物 硅 

CNPK) 的 供应 ， 因 此 发 育 得 很 好 ,很 其 时 期 内 ,都 没有 发 现 它们 有 得 
病 的 象征 。 但 是 以 后 , 心 腐 病 也 次 及 它们 。 最 早 发 现 贿 病 是 施 最 少量 

MUA DK FES APA TAR), LOB ALAS SF IE 
Hii 4 ERE RBA, (SLR eM. We 
获 可 ,这 个 小 区 内 有 66% 的 病 株 。 

1259 

~ N AS N53 1132 
W63 S N N Y ee 1056 

N N N N G oe i = 

NNNNG EE 
NNNN YE NNNN J iE 

$32 506 \ \ \ N 乡 sere — 

WI NNN N UY Ee 
\ \ N \ Y oo a 

| NNNNV ELE 
NPK NPK a5 , 2 4 / / / aR 

oe en: ee oo 
图 4 ANS FAR ES EE rs sR AR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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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消除 甜菜 中 心 腐 病 的 现象 ， 每 公顷 即使 施 1 公斤 确 酸 态 的 
硼 也 是 不 够 的 。 收 获 时 ,施工 公斤 确 肥 的 小 区 内 有 6 %% 的 病 株 。 

在 每 公顷 施 2 一 4 公斤 确 酸 态 的 硼 素 小 区 内 ， 完 至 没有 发 现 病 
株 ， 因 此 每 公顷 施 2 OTA, ER EMI 
也 是 能 防止 甜菜 不 染 心 腐 病 。 

其 他 参与 比较 的 各 种 类 型 的 硼 肥 , 釜 公顷 施 1 公斤 确 素 时 ,在 施 
后 第 三 年 也 不 能 消除 甜 茶 的 心 腐 病 。 收 获 时 ， 在 施 破 酸 础 位 的 小 区 
里 病 株 有 16%， 施 含 硼 粘 二 的 小 区 里 病 株 有 31%， 而 在 施 硼 伙 石 的 
小 区 里 有 4 上 % 病 株 。 硼 全 石 的 效果 不 如 等 量 的 其 他 类 型 的 硼 肥 。 这 
闹 明 , 硼 例 石 中 的 硼 是 植物 不 易 吸 收 和 利用 的 。 

ARF 10 月 10 日 收获 。 两 年 试 砍 的 收获 量 均 列 于 表 3 。 
BA 2o 1940 年 的 秋季 是 潮湿 的 ,作物 所 需 的 营养 易 质 供 欠 的 也 充 

是 ;所 以 1940 年 的 甜菜 产量 很 高 。 虽 然 在 施用 不 同类 型 和 不 同 施 量 
”的 碘 肥 后 ,甜菜 仍 只 心 腐 病 ,但 是 增产 御 很 多 。 比 对 照 和 只 施 NPK 十 
Caces 的 小 区 增产 1 倍 (参看 图 4)。 人 每 公顷 按 2 公斤 硼 施 硼酸 时 , 产 
量 最 好 。 友 肥 施 量 增加 到 每 公顷 4 公斤 硼 时 ， 和 去 年 一 一 芭 和 施肥 
当年 一 样 ,并 未 增加 产量 。 因 之 , 对 于 甜菜 来 说 , 每 公顷 施 2 AT 
是 最 适宜 的 。 
iB A sR ESTRELLA LF 

态 的 硼 素 的 产量 为 低 。 
硼 位 石 对 产量 的 影响 和 每 公 项 施舍 公斤 硼酸 态 的 硼 的 效果 差 不 

多 相同 。 因 此 , 确 位 石 内 的 可 吸收 硼 要 比 硼酸 内 可 吸收 硼 少 工 倍 , 即 
每 公顷 施舍 公斤 确 酸 态 硼 时 ， 其 作用 相当 于 每 公 项 施工 公 斤 确 鳞 石 
的 碘 素 。 施 用 这 些 类 型 和 苑 量 的 硼 肥 时 , 病 株 情况 如 下 : 施 硼 镁 石 者 
有 4 行 6, 施 硼酸 者 有 66%6。 

施 确 区 的 蚀 用 甜菜 块根 的 含 硼 量 较 对 照 (NPK) 提 高 1.9%。 

fe it 

is = 年 的 肥效 (193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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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 中 所 研究 的 各 种 硼 肥 ， 其 所 含 大 素 都 是 可 吸收 利用 的 类 

70) , DS i nea ee EAS VES , FP te 

2 .增产 最 多 的 小 区 是 每 公顷 施 2 公斤 硼酸 态 的 硼 素 小 区 。 将 而 

Pe ea Fe Hy BY FH FEE A 公斤 确 时 ,产量 工 不 增加 。 

3. 每 公顷 施 1 公 帮 含 确 粘 十 态 和 矶 伙 石 态 的 硼 素 ， 其 作用 与 每 

施 件 公斤 硼酸 态 的 硼 素 的 效果 相似 。 很 可 能 ,在 本 年 试 骏 中 ,人 矶 

炙 石 的 良好 作用 和 产量 高 低 有 关 。 在 于 旱 的 1939 年 , 甜 荣 产量 不 高 ， 

因此 硼 伟 石 中 的 硼 量 已 足 能 保证 作物 对 水 溶性 硼 的 需要 。 

4 REE E BRS OS Ae, ESC ALAS FR, 

5 BRA SEL ASS PPR A A DE ASR is 

用 。 

6. 不 仅 在 苑 过 石灰 的 二 壤 上 ， 作 物 表 现 需 要 硼 素 ， 即 在 未 施 石 : 

灰 , 而 施 完 公 矿物 质 肥 料 的 土壤 上 作物 也 是 需要 硼 的 。 在 施 NPK 而 

未 施 石 灰 的 小 区 里 甜 守 中心 腐 病 可 以 确证 此 点 。 

7. 施 础 肥 可 以 提高 收获 物 中 的 含 硕 量 ， 但 对 产量 中 的 于 物质 却 

无 影响 | 

io i — AP ANS (EHH (1940 44): 

2 cI SS IN RABE, 《1940 年 夏季 后 全 

季 即 如 此 ), 蔡 且 主要 养分 供应 充分 , 则 个 用 甜 荣 产量 是 很 高 的 ,超过 

去 年 产量 2 一 5 倍 。 

2 .不 同类 型 和 数量 的 硼 肥 在 施用 后 的 第 一 年 也 使 肴 琳 产量 比 对 

照 和 只 施 NPK 二 CacCos 的 小 区 增产 1 倍 。 因 施 硼 而 产量 卉 贡 98521 

Tit ECA ) 213626 (43: Hi 2 AT BAAD . FEAR SOT IGT , BA 

WEF BS Hele ao 4 Fp ES SE A BO 7 | 

3. AMIE 4 ARE, Fe 2 BP RAS TSI, Fic 

BH US te, WRT, EC 2 Br RAH 

是 适当 的 。 人 每 公顷 施 确 量 提 高 到 4 公斤 时 着 不 境 产 。 每 公顷 施 2 公 

Fie AAM NS, EAN BOE MESDM OMAR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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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仿 酸 确 匀 和 含 硕 粘 二 在 肥效 方面 是 相等 的 ， 但 略 盖 于 等 量 的 

硼酸 (每 公顷 施 1 SD. 

5. 硼 佬 石 的 肥效 较 其 他 参与 比较 的 各 种 础 肥 艾 差 。 

6. 每 公顷 施 | AE RAS Sa, Fa PA Bese 

Fo EF ARA HE DB HH 0 

7. 未 施 石灰 只 , 施 矿物 贾 肥 料 的 喜 达 区 表现 迫切 需要 《在 仅 施 

NPK 而 不 施 石 灰 的 小 区 里 病 株 占 775%% )。 

8. He A Ree a SAR Py 

Sf 6 xX 献 

TIlocnenos HM. A. 1947, Bopxste yo6pexud Ha NOM3ONMCTHIX IOSBaX CCCP. 

Men, AH CCCP. 

CH RE PA] 



论 硼 肥 在 棉花 种 子 繁育 中 的 意义 
C. C. AEE 

TE WG By Bi FE Py ES FS HF BRE PE BR 
生物 学 特性 有 巨大 的 意义 。 最 近 几 年 ,在 种 子 每 至 工作 中 ,除了 施用 
合 氮 磁 印 的 几 种 主要 肥料 外 ,也 正 日 釜 广泛 地 使 用 微量 元 素 肥 料 , 特 
ipa pee | | 

BSE BATE A ETE AS EEE A EY, SEA 
物 所 需 的 元 索 。 着 且 任 何其 他 元 素 也 不 能 代替 它 。 

硕 的 主要 生理 机 能 之 一 就 是 它 影 响 作 有 物 的 糙 实 。 
试验 分 析 诈 朋 , 在 作物 的 至 部 器 官 中 ,以 花 内 的 硼 最 多 。 匹 其 是 

在 花 的 柱头 和 花粉 内 含量 更 多 。 这 点 即 设 明 硼 在 受精 过 程 和 种 子 形 
成 过 程 中 有 非常 大 的 意义 。 

在 喀 姆 克 列 立 德 供 (1934 年 ) 的 试 台 内 蘑 麦 在 缺 融 时 ， 虽 然 开 花 
但 不 烙 实 。 当 不 烙 实 的 花 开 放 时 , 施 硼 大 土壤 中 , 2, Ho 
实 的 能 力 就 完 人 至 恢复 了 一 一 长 出 茨 来 。 很 显然 ， 作 物 所 以 产生 这 种 
现象 , 因 确 是 花粉 粒 发 伞 时 所 必须 的 元 素 。 

已 沟 确 定 , 大 多 数 的 作物 在 确 素 的 影响 下 ,发 任 的 花粉 粒 数目 都 
增多 了 ,而 某 些 作 牺 像 黄瓜 , 冉 栗 在 缺 大 的 条 件 下 , 花粉 一 般 都 不 发 
区 [ 坡 布 科 和 泽 尔 林 格 (Heprrmar),1938] ,另外 也 证 明 , 确 对 正在 开花 
的 西 压 植株 的 直接 作用 ,不 仅 在 于 能 使 它 多 千 果实 ,同时 也 能 境 允 西 
KAD FERS ELE Cyxormn), 1937], 
还 在 1945 4EI, SEM CUE RETRO 研究 ， 研 究 证 实 了 , 以 

0.5% 硼酸 洲 液 喷射 叶子 ,特别 是 喷射 花蕾 时 ,可 以 境 多 发 伸 的 花粉 
粒 数 月 ,区 速 花粉 管 的 生长 。 在 计算 花粉 管 数 目的 同 寺 , 也 测定 了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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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伸 大 的 深度 。 为 此 需要 在 已 计算 过 的 花柱 上 ， 于 两 个 地 方 作 两 个 
BEI :一 个 在 高 花柱 顶部 2 一 3 毫米 处 ,一 个 在 花柱 基部 以 下 2 一 3 
毫米 处 (午后 3 点 链 取 样 ) 

根据 花柱 头 上 部 花粉 管 数目 的 计算 ， 确 定 在 叶子 上 和 在 坐 给 
EN MERKLE, SEEM ERE 

ERE SUTRA A PRES , HR T AER, 
BEAVER OG , Ths MBSE UT DA FEW be BE SE AIRE Be BLO ARE, 

PRS ni ARATE, FEBRUARY, HSS 
BADR WS TT-. HVPE RPE ULE , BETAS ile ILE , FEAR 
SoA NARA ER , BRE BES (367), SHH PR-EIY AT 33 个 。 

因此 ,在 这 些 试 验 中 , 我 们 以 棉 作 牺 确定 了 文献 中 所 襄 的 , 在 有 
硼 锚 的 条 件 下 ,花粉 发 攻 势 的 增加 是 完 僵 正确 的 。 以 硼 喷 射 叶 面 ,和 

“在 符 谷 期 喷射 砚 , 均 能 显著 地 加 速 花 粉 的 发 芽 过 程 ,并 能 保证 作物 更 
快 的 受精 。 而 后 者 对 于 那些 大 部 分 的 落 耸 都 是 因为 胚珠 未 受精 的 棉 
株 ( 所 谓 不 孕 者 ) 求 说 ,是 特别 重要 的 。 

不 孕 从 的 普 胞 学 分 析 证 明 ， 不 孕 的 原因 常 是 由 于 没有 受精 的 原 
th, 和 棉 杆 栋 的 花粉 粒 在 自 花 授粉 条 件 下 (FERRER RLS 
发 生 自 花 授 粉 的 现象 ) ,生长 得 很 僵 , 并 且 也 不 能 及 时 达到 胚 襄 [ 阿 露 
Bk Apytionona ) , 卡 钢 施 (Kaaam) ,1949]。 

Fil EH WSS Ti BEATE AES a SESE, FEAR DOR ZEN 
fA RATE, CERI AEE ALR EAGER , 4A HRS 8517 
ThA ARTE MG 1 公斤 硼 肥 ,就 可 使 不 孕 率 减低 30—35 % 

倩 据 上 面 所 引证 的 从 部 材料 ， 最 近 几 年 在 种 子 繁育 工作 中 施用 ， 
MCA ABRAM, CREATE HORE PR 
di Fi) 1 

DEST AIEEE, FEMS TAR EEA BE Ei 
Gt , 185 O26 Sa SE Es Ly EAA ES BG DH ARIE 
FAR HHERAE) 

[il PA 6 Aa Be aR EE, ea PR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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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列 兹 尼 柯 娃 (Pesamkoga),1950]。 
另外 也 证 明了 ,甚至 对 础 素 不 很 敏感 的 禾 本 科 作 物 ; 在 施用 硼 肥 

时 ,也 显著 地 提高 了 籽 实 的 产量 ( 什 科 里 尼克 1935 )。 
为 了 评价 盔 吉 是 提高 作物 籽 实 生产 这 的 一 个 因素 (对 棉 作 物 也 
肯定 此 点 作用 ), 在 1948 一 49 年 的 试验 中 ,打算 确定 对 作 胸 施用 这 种 
微量 元 素 的 方法 和 时 期 。 

最 通行 的 施 确 方 法 是 :1) 播 种 前 以 硼 足 溶液 处 理 种 子 ;2) 以 确 作 
肥料 施 于 土壤 中 ;3) 用 喷射 地 上 部 器 官 的 方法 对 作物 进行 根 外 施 胞 。 
因为 在 前 儿 年 的 试验 中 ,我 们 便 采 用 第 1 个 方法 ,而 未 获得 良好 

结果 ( 硼 在 作物 生活 初期 对 其 发 育 略 有 抑制 作用 )。 所 以 在 1948 一 49 
年 仅 运 用 了 第 二 和 第 三 个 方法 。 

以 硼酸 态 的 硼 肥 作 第 二 次 追肥 施 于 土 琅 内 (GRIER), 每 公顷 施 
1 公斤 纯 磺 。 于 开花 期 间 以 0.015% 硼酸 溶 流 喷 射 两 次 。 

在 1948 一 49 年 试验 中 统计 车 丛 多 少 的 变化 和 产量 分 析 诈 明 , 对 

于 棉 作 物 最 有 效 的 方法 是 根 外 施 硼 。 例 如 ,根据 1948 年 材料 ,108- 中 
品种 根 外 施用 确 素 之 后 ， 每 单 株 平 均 产 籽棉 158.8 克 ( 为 对 照 的 

140%) ;而 那些 从 土壤 中 效 得 确 素 的 植株 ,平均 每 株 产 籽 棉 122 .1 Fe 
(为 对 照 的 107% )。 

1949 年 ,由 于 棉花 植株 生长 特别 迟 徐 ,( 播 种 晚 及 降 霜 早 )， 试 台 
区 的 籽棉 没有 公 部 收回 。 但 所 摘 收 的 棉 验 总 计 状 料 证 明 ， 即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痊 棉 株 喷 射 硼 肥 也 表现 了 良好 的 效果 。 从 这 个 处 理 中 的 1 一 
4 果枝 上 所 摘 收 的 每 个 棉 欠 的 籽棉 平均 重 8.72 克 , 而 在 那些 施 硼 于 
十 培 的 处 理 中 ,将 棉 平 均 重 8.12 克 ( 对 照 为 8.025 克 )。 在 种 子 重 量 

和 称 子 数目 上 也 相应 的 表现 这 种 特 人 狂 。 
因此 ,我 们 研究 施用 硼 肥 的 方法 和 时 期 的 试 台 证 明 ， 在 各 种 方法 

中 ， 以 开花 期 喷射 地 上 部 分 的 器 官 进行 根 外 追肥 的 方法 效果 最 大 。 
硼酸 淄 度 不 应 超过 0.12%6。 

于 棉花 开花 前 , 施 硼 肥 于 土壤 中 效果 也 很 显著 ,每 公顷 施用 量 不 ， 
超过 1 Zr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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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论 

在 种 子 繁育 工作 中 ,现行 施用 硒 肥 最 有 效 的 方法 是 : 

1) 于 开花 期 ,以 低 浸 度 的 硼 获 浴 液 喷射 植株 。 

2) 于 开花 前 ,在 土壤 六 施 碘 有 ,每 公顷 施 1 A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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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SIC Saas 

Shag 

A. ©. fil yett 

Pie HG 3 BE ph HE DEL AEE bk, FOR TES YELP OE 
Ka , ee AO, 于 能 显著 地 增加 产量 。 例 如 : 根据 在 砂 壤 士 上 所 

作 的 田间 试验 材料 , PANE RE BE DRRET HE 8 一 9% ， 使 淀粉 含量 提 

高 0.5 一 2.0%。 但 在 未 使 用 石灰 的 壤土 上 施用 确 肥 , HARE BE DEKE 

产量 境 加 ( 泽 尔 林 格 ,1941; 阿 功 罗 夫 1944 等 人 )。 | 
在 A. J. RAR AG RED apbysona ) Aya (1949), BAAR TE Ti 

A+ 644, SY SRST, 淀粉 含量 和 产量 有 影响 , BED 

后 几 代 (这 见 代 不 再 施用 硼 肥 ) 也 有 作用 ， 从 而 改进 了 志 攻 的 品质 。 
使 用 石灰 和 硼 肥 所 产生 的 良好 作用 ， 必然 使 楂 物体 中 新 陈 代谢 

过 程 的 方向 发 生变 化 ,尤其 像 光 合作 用 ，, 呼吸 作用 、 eee 

代谢 等 重要 过 程 发 生 显 明 的 变化 。 

FER A SC HK PREV OBE XS IE AE A AER 作用 影响 的 次 BHR 

少 ; 而 这 些 资料 主要 是 用 水 培 试 通 和 人 砂 培 试验 得 到 的 。 CAE aes 

1950; 雅 柯 夫 列 娃 1950; )。 

Ft # 

$e (hy, FORMS Head pH 32 4.2, 7k eM pH 
5.6, 100 $2 )R-FA- nok SRE RE 5.76 BW, GLY 机 械 成 

Fy AAR PEL, FEIili NPKCa 和 NPKCaB 的 处 理 中 ， 根据 水 解 酸 
度 的 一 次 用 量 给 土壤 施用 石灰 。 巨 锥 蔓 试 验 重 复 12, BERR 
B82, 
48788 6 公斤 土壤 , 装 土 时 施 大 K,O fil P20; 4 1 3e,N0.5 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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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毫 克 。5 月 20 日 将 已 春 化 过 的 洛 尔 合 (JIopx) FL Bh 5 SoBe ABR 
PATER 

生育 期 间 施 过 两 次 追肥 : 孕 蔓 前 追 施 NK 肥 , 开 花期 追 施 NPK。 
在 整个 生育 期 间 共 追 施 N,P2O, 和 KaO 各 1.5 克 。 

5 月 40 日 播种 已 发 伞 的 “保加利亚 ”品种 蒂 考 和 种子。 生育 期 间 
一 一 孕 昔 前 只 施 1 次 追肥 。 小 蒸 溜 水 使 士 壤 湿度 保持 饱和 容 水 量 的 
60%, 

| FAD. M. 戈 洛 夫 柯 (Toroaxo,1938) 的 方法 ( 即 不 从 植株 上 摘 去 叶 
F), 测定 叶片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 将 叶子 放大 一 个 小 箱 中 ， 通 过 小 箱 

透 太 空气 进去 ， 在 试验 期 间 ( 30 分 链 ) 通 过 小 箱 共 进 大 10 FFA, 

为 了 测定 僵 内 植株 上 部 叶子 的 光合 作用 ， 全 选择 已 停止 生长 的 叶子 
作 试 验 。 光 合作 用 强度 是 按 1 小 时 100 平方 厘米 时 表面 积 所 吸收 的 
CO, 的 毫克 数 来 计算 的 。 

呼吸 强度 是 用 测定 光合 作用 的 同一 层 叶 子 来 测定 的 。 
和 初期 用 康 锥 亚 杯 (sammxa Koueea) 测 定 呼吸 强度 ， 以 后 即 用 300 

c.c. AAG =F UWE, 我 们 在 康 杂 亚 杯 和 三 角 普 内 所 进行 的 比较 
证 明 ,在 两 种 情况 下 ,所 得 到 的 烙 果 差 轩 不 大 。 

呼吸 强度 是 以 TR PETE 1 小 时 内 所 释放 出 的 CO, 的 毫克 数 
RA. DUAR (meron Beprpana) 测定 二 物质 hye 糖 量 (在 
80°C 温度 下 固定 30 AS), 
FAA BFL BGA Ue (>mHaraaprHoppti meron) 测定 作物 

7B WA aE ES PS STN Hi 

试验 结果 
1) 元 丛 昔 的 产量 和 品质 在 1949 SERRE ES Hb , HARE 7 A 

开始 形成 。 7 月 8 号 从 每 个 处 理 中 收获 4 ELE Te NPK-+Ca 处 
丈 内 的 植株 未 形成 块 蓝 ; 在 施 NPK 的 处 理 内 ，4 谷中 有 2 人 忱 的 植株 
形成 韧 著 ,在 施 NPK+-Ca+B 的 处 理 内 ,4 俭 中 有 3 登 的 植株 长 有 现 
Re, BK ET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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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DS Reet BAe (NPK 作 底 肥 ) 

| | A wg 重复 
ARTE | 

试验 改天 x 
的 盆 数 

7 月 8 号 块茎 重 ( 克 ) 

对 照 

Ca 

Ca+B 

上 述 资 料 表 明 , ORE AT De LE ETE HK 

在 这 些 处 理 内 ， 秆 株 的 地 上 部 分 和 地 下 部 分 的 于 重 没有 很 大 的 

ice 

必须 指出 :NPK Xb 28 os ASH -4R he a, FESR PAT TT 

5 YD DALEKS Te Fee EBERT , iE RT 

Fi RA A I AE, FPR EOL a, MRE , IL 

乎 整个 生育 期 间 叶 子 的 色彩 均 较 其 他 处 理 的 叶子 朋 一 些 。 9 月 7 日 

PTR BRE, | 

ii AAR oe Ae Re KR, PELE ih 

Ain HF PRIA In , BE BE fe: PRR FE ee I, i ae 7b 

Ar BEREAN BCR 0 

#2 (AAR SHS TSRE WAM Zig (NPKERIE) 

oa _*8#* 量 | 一 多 内 在 | werye 
H/ A | % | yee | 量 HE) 

| -* . 

对 照 8 96 26 v | 14 

Ca 7 362 100 15 24 

Ca+B | 8 386. 106 10- 37 

用 死 治 蜗 尔 法 (Meror Kpoxepa Dill ZS PES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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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5 BSAA IRS Bi BER TS BSR Eh BET A RWS 

(NPK 作 底 肥 ) 

| zee Rt 

二 演 汾 含量 (9%0 ) x BRB RK at 

对 照 10.6 20 

NPK 十 Ca 52.2 _ 100 

NPK+Ca+B 64.0 122 

从 表 内 得 知 , 石 灰 使 证 粉 含量 提高 3.45% , AEE 2 2% 

在 碘 的 影响 下 ,使 淀粉 产量 增加 了 22.5%6; 使 用 石灰 比 施 NPK 的 演 
粉 产 量 增加 4 fe AAT IRS ae SE A I; 着 降低 耐 
RD, FER HAL ARA HEE , HAI AAT DAE Bes HG Sk EU “> — 

42, FPG ict MIR (FE 4), 

Be 4 ARAM FE SHOP GP Bw (NPK IE) 

ga ££ Kk % 

2X BRR Ft BS e 者 和 沉 者 ree pe Oe 
195048 19 28 A | 19504249 107] 

对 有 照 0 74 8.9 

“NFK+Ca , 22 9.5 10.8 

‘NPK+Ca+B 13 , 4.9 5.4 

DHE 出 苗 后 数 天 ,在 NPK 处 理 内 发 现 大 部 分 植株 上 ,第 1 
对 芙 叶 的 边 称 都 变 黄 了 ,以 后 又 蔓延 到 其 他 的 叶子 ,叶子 边 稼 兴 渐 渐 
变 成 神色， 以 致 调 枯 ， 最 后 整个 叶片 枯死 。 芯 处理 内 的 叶子 呈 黄 炉 
色 。 在 开花 末期 ， HEBER ESM FS RRR 试验 烙 果 引证 于 
#5. 

Fi Be SLE Hh LS oP A 1, SSE 
ALAN EIR AG , YH ERY ALA EJ (FE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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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5 IRANI HER SS TA BY ed ( SP ESN PK PEE) 

| 地 上 部 分 的 | 地 上 部 分 | op & 根 
al BR at |. Soo ee et a 

能 重 ( 克 / 金 )| 干 物 重 ORB) 

对 FR 204 24.05 8.2 15.8 “9.8 

NPK+Ca 303 | 45.16 11.1. 34.1 15 

Be he | 294 39.20 10.6 28.6 pb en 

#6 (ERNEST ae 

if hr. j= 
a BR OR Ft fh FF it (G3) 

bal fh % 
{ 3 

NPK 17.4 46 18.6 

NPK+Ca 36.6 100 24,2 

NPK+Ca+B | 39.6 pes 108 23.6 

FER REE, ARO As 1 A BRP 

JEAN Wis FEL BE P , OUR BET A 38, A 

样 , 硕 主 要 是 对 产物 的 品质 ,特别 是 对 项 麦 将 粒 内 证 粉 的 含量 和 产量 

发 生 作 用 ( 表 7 )。 

SE 7， 硼 对 于 蒜 考 籽 和 内 重 白质 和 淀粉 的 含量 与 产量 的 影响 (NPK 作 底肥 
. 

3 : 淀 粉 产 量 淀粉 含量 占 蛋白 袖 含量 占 
ah ER BE it 

m/e | % | .完整 籽粒 的 % | ”完整 籽 迷 的 % 

对 HB 5.96 49 22.8 13.6+0.14 

NPK+Ca 8.14 100 22.2 14.60.58 

NPK+Ca+B]| 12.56 154 31.7 14,641.05 

TAFE VE nr ae PSS AP 为 了 关 明 硼 在 植物 体内 代谢 

过 程 中 的 作用 ,不 但 要 了 解 硼 在 植物 体 闪 的 总 含量 ;着 且 还 要 了 解 它 

在 各 器 官 内 分 傣 的 情况 。 因 此 ,我 们 以 组 验 昔 进行 试验 , S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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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在 使 用 石灰 时 ,上 部 叶子 的 含 硼 量 减 少 了 ,下 部 叶子 的 含 硼 量 沟 

有 变化 。 

#8 在 马 狐 划 不同 器 官 内 1 公斤 风干 物质 的 含 础 量 (毫克 ) 

( 孕 蕾 期 ; 1949 年 的 盆栽 哉 验 ; NEK 作 底 肥 ) 

a ROR 计 | mar | 下 部 叶子 | wh OF GB oD 

对 照 50.0 75 31.2 19.2 

NPK+Ca 57.5 75 31.2 19.2 

NPK+Ca+B 61.8 200 31.2 25.0 

MATIN, SER ER TRH FAS I EE 

WM nS. 3 SBE A ATE oA Ee ED AI EAR 

WAAR, FEA SDERIAN, HP BAS AEA Be IL 

有 什么 变化 。 只 是 在 施 NPK+Ca+B 的 处 理 内 ，, AEPRHET AA 

Was Rain, FEI) 

9 LBAECAS SEAMS 1 公斤 风干 物 重 中 的 毫克 数 ) 

(开花 初期 ;1949 ARIA; NPK 作 底肥 ) 

a RB Rm 计 叶 <4 根 

对 AB 45.8 57.0 19.2 

- NPK+Ca 37.5 31.2 19.2 

NPK+Ca+B 112.5 37.5 25.0 

SL SEPS $i FAT AT BRAS, SOE PS ERR AE A FE 
RRA AD RE AN ,变化 就 很 小 了 。 

光合 作用 马 给 墓 叶 片 的 光合 作用 强度 分 三 期 进行 测定 : 即 孕 
草 期 (7 月 6 日 ), 开 花期 (7 月 19 日 ), 收 获 前 1 个 月 内 (8 月 5 日 )。 

7 月 6 日 末 取 第 13 层 的 叶子 作 试 验 ，7 ALR 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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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 , 8 月 5 日 采用 第 5 层 的 叶子 ( 自 上 数 起 ) 。 在 早晨 测定 光合 作 

用 的 强度 ( 表 10)。 

Ze 10 在 不 同时 期 马 鲍 草 叶 片 的 光合 作用 强度 (1949 征 爹 栽 试验, 底肥 施 NPK) 

at Bp 7A68 7 月 19 月 8 AS A 

ae | RE CO 多 CO 5C Sar Eee ee | a TT ees "| SR BR FH — 
| | 

对 照 “| 9:58 一 10:08| 6.7 - | 8:54 一 9:24 13.8 is ares 

Ca 9:40—10:10) 10.7 | 8:56— 9:26] 13.8 9:58_10:08| 5.0 

Ca+B | 9:42—10:12} 7.4 | 9:00— 9:30) 10.0 9,1 

WHA = 10240-11310) 7.2 |10215—10:45} 11.5 0.8 

Ca 10°43—11:13] — _  |10°20—10:50| 10.6 |10:55—11:25| 4.0 

Ca+B |10:47—11:17) 8.3  0:27—10:57) — | ae 10.1 

CO: 豪 死 

7A6H 7A98 8 月 5 日 

1 在 马 锣 殴 生 至 初 期 叶片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1 一 NEK , 2 一 NPK 十 Ca， 
-3—NPK+Ca+B; Ht 2 100 至 方 厘 米 叶 面 积 所 吸收 的 GO。 量 

Pee es EW: 在 孕 苦 期 和 开花 期 ， 硼 对 光合 作用 的 遇 影响 不 大 ， 

仅仅 在 收获 前 工 个 月 内 ; 即 块 著 加 强 积 妹 淀粉 时 ; 确 对 光合 作用 竹 腹 

很 大 的 影响 (图 1 )。 访 试验 和 结果 的 图 线 表 明 , HA IE ay Be B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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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PE a HETERO, TAZ He ANE 5 HS ae CNPK 区 和 
NPK+Ca KK), FI PEATE SREEFE 174 = 7H6H—85 

5 日 ) 往 降低 了 许多 。 

在 项 麦 的 另 一 个 试验 中 , 确 在 开花 初期 表现 良好 作用 。 

“在 6 月 22 日 (开花 初期 ), 7 ASH EAA) AR 

Benga © 层 叶子 (从 下 面 数 起 ) 测 定 光 合作 用 的 强度 ( 表 11)。 

_ 玫 伍 ， 在 不 同 生 硼 期 内 厦 才 叶子 的 光合 作用 强度 
(1949 年 盆 城 试验 ,NE 作 底 到 ) 

he 6 Ae22 4A “7 A 18 A 

et lat mm at Tl | oe wey CO. | BE B® OF I HE J Nt) CO» 
(小 时 :分 ) ( 训 克 数 ) (小 时 : 分 ) (455g hk) 

“对 照 8:53— 9:23 二 2.0 9:15 一 9:45 7.0 
Ca___ — ee 9:38—10:08 12.8 

Ca 十 也 8357 一 ; 9:27 十 4.4 9344—10214 I7-% * 

对 照 —1.6 10 2384-11508 7.5 

Ca 10215—10245 +2.7 10243—11213 8.4. 

Ca+B 十 4.27 10249—11219 19.0 

应 用 硼 肥 和 石灰 对 项 麦 叶 片 的 光合 作用 强度 有 显著 的 影响 ， 直 
到 生长 未 期 ,也 就 是 当 太 麦 籽粒 正 积极 地 果 积 淀粉 时 , 硼 对 光合 作用 
仍 有 极 和 良好 的 作用 。 

了 吸 作用 “研究 呼吸 作用 是 和 研究 光合 作用 采用 同一 个 发 育 时 、 
期 大 同一 屠 叶子 进行 的 ( 表 12 ) 。 呼 吸 强度 的 测定 时 间 是 在 早晨 ， 
因此 ,没有 过 到 凋 帮 的 叶子 。 | 

F'7 月 6 PCRS Why NPK+ Ca B BE PQA I OE EA A 
及 强度 要 比 施 NPK + Ca 区 的 高 一 些 。 以 后 测定 时 , 即 发 现 相反 的 现 
象 。 在 开花 期 ( 7 月 24 日 ) 使 用 石灰 ,能 显著 提高 叶片 的 呼吸 强度 。 

PERE ZEAE «tp BEL BLAU WS SAR TA (213) 
PERE ZEA NEMA AUT De Mi AIOE , OM PI aE eg 

RE MK TE 
AAS ACO PEMBLA AT BURDEN , Ha ASP BAIS AC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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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12， 在 不 同 生 青 期 闪 马 鲍 蓝 叶子 的 呼吸 强度 (NPK 作 底肥 ) 

7 月 6 日 | 7 月 24 晶 | 844 

2 ob Bei COs 

毫克 | % a) % | Be % 

~ 3 0.86+0.02 | 100 | 0.65 士 0.02 |. 100 | 0.6440.01 | 100 

NPK+Ca 0.77+0.07 | 90 | 0.85 士 0.08 | 132 | 0.68 士 0.04 | 106 

NPK+Ca+B 0.94+0.02 | 109 | 0.58-+0.02 92 | 0.58+0.07 91 

#213 Boy ASP aMeE( NPK 作 底 肥 ) 

| Tees ge we | 7 月 全 日 

AB RH i 8 
m= be | % | = te | % 

对 FB 1.06+0.06 100 1.140.014 100 

NPK+Ca 0.84+0.04 80 0.74 士 0.01 65 

NPK+Ca+B | 0.66 士 0.05 61 0.62 士 0.05 54 

很 大 的 变化 ( 表 14)。 
使 用 石灰 对 于 董 部 和 上 部 时 子 还 原 糖 的 含量 影响 不 大 ， 但 将 确 

” 施 于 芋 款 中 ,能 使 董 六 的 含 糖 量 堆 加 狗 Fe PAT a AIL 

乎 没有 变化 。 
因此 ,石灰 能 促使 蔗糖 在 叶子 里 大 量 积累 ， 而 在 硼 的 影响 下 , 董 

AAS eRe Se in, TO Pa RA, 

EBB  , th SUK WL YE ($215) 
在 NPK Abd Py , BEE He ef Sas HBR Ay Se AL EE HE EA eh 

MBS, AAR AAI HE ESS SRS 1 

PROSE BPG LAE EE, TE OEP 
Her int P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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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14 ER SPAR LATA ,不 同形 态 糖 的 含量 
(Za); 1949 Baka; NPK 作 底 肥 ) 

x OR | | NPK+Ga | NPK+Ca+B 

os 8B 
糖 类 的 含量 〈 占 风干 物质 的 9%0) 

还 原 糖 

1.52+0.07 | 1.22+0.22 1.50-+0.05 

0.55 士 0.00 | 0.75 士 0.25 2.06 士 0.12 

i 糖 

1.91 2.87 2.00 

| 1.41. | 0.58 | 1.80 

总 Be 量 

5.45 士 0.07 4.07 士 0.00 | 5.50+0.32 

1.92 士 0.05 1.3840.27 | 5.86 士 0.25 

才 人， 在 开花 初期 疾 玫 攻 叶 内 不 同形 态 糖 的 含量 

(194908 abate; NPK 作 底 肥 ) 
对 | OB | NPK-+Ca | NPK-+Ca+B 

= 6B , ; 
糖 的 含量 “〈 占 风干 下 的 9%， 

还 原 糖 

5.60 士 0.05 1.11 士 0.11 0.58 士 0.05 

| 2.07 士 0.47 2.68 士 0.15 | 4,280.02 

ie 糖 

| 0.14 0.29 0.58 

| 0.56 | 0.00 0.40 

总 糖 量 

3.71+0.23 

2.650. 21 

1.40+0.12 | 1.16+0.10 

| 
| 
| 

2.97 +0. 15 4.3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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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硼 能 于 土壤 中 的 情况 下 ; 鞭 内 还 原 糖 的 含量 增多 ;时 内 蔗糖 的 
含量 减低 ,而 攻 内 的 蔗糖 含 县 提 高 , 访 明 该 处 理 内 植株 的 同化 产物 比 
争 硼 者 更 好 地 从 叶 中 流 天 邯 内 。B. B. 斐 柯 美 列 娃 在 1947 年 所 得 到 
的 码 对 靖 类 代谢 影响 的 资料 证 实 了 我 们 的 精 果 。 

结果 讨论 

上 上 述 研 究 证 明 , 硼 在 繁殖 器 官 形成 时 对 光合 作用 的 影响 最 大, 精 
Fs CE SP ARG SERA, HE SEAR RA 
量 的 淀 份 。 

在 马 锥 募 的 NPK-+Ca+B 的 处 理 中 ， 叶 片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在 一 
个 月 中 一 一 从 孕 蔓 期 到 8 月 5 日 (收获 前 一 个 月 内 ), 也 就 是 说 ,正当 
-者 董 内 积极 地 积累 淀粉 时 ,几乎 没有 什么 变化 ; 而 在 其 他 处 理 中 , 光 
合作 用 的 强度 在 此 期 间 却 比 以 前 降低 了 /一 5/。。 
ERBARIO, 其 叶片 内 ,光合 作用 强度 提 

全 geen 
在 我 们 的 试验 里 , 施 硼 植 株 的 叶片 长 期 保持 着 苇 色 ,并且 开 花期 

43S (AR) AI 0.K. 喀 德 洛 夫 - 游 赫 曼 的 观 综 是 一 致 的 5 
_ 昂 外 还 证 明 , 荔 同 叶片 的 光合 作用 强度 要 比 老 叶 高 得 多 ,因为 补 
生 的 叶子 具有 同样 的 叶 统 体 糙 可 时 长 体 的 烙 榴 到 以 后 要 发 生变 化 ， 
随 着 叶子 长 大 ,无 色 基 质 就 越 来 越 多 地 水 解 了 ,然后 时 夸 素 也 洲 解 在 
壮 炮 液 中 , 3 LMT k EELS WRIT LYS IIL (TaGermmuit) 1947], 

PLE WO NC a HA ER , FE SIRE PS BR BE Ye SI PETE BR,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要 比 其 他 处 理 略 低 一 些 。 这 种 情况 是 由 于 硼 提 高 了 
叶 芒 质粒 生命 活动 力 的 稼 故 。 这 件 事 实 也 证 实 为 什么 施 硼 植 株 能 长 
期 保持 叶子 的 称 色 ,而 未 施 确 的 植 栋 ,时 片 容易 变 黄 和 觅 落 。 

MED AY Py JE PO JE > RAT ASE ee a 场所 [ 西 
巷 江 和 柯 比 雅 柯 夫 (Ko6akop) 等 人 ,1949]。 因 此 ,时 烁 质粒 破坏 会 使 
酶 从 吸着 状态 转化 为 解 腊 状 态 ， 从 而 破坏 了 锈 胞 内 合成 作用 与 水 解 
作用 之 间 的 正 党 关系。 在 代谢 过 程 中 最 初 是 原生 质 蛋 白质 的 永 解 过 。” 



fil FG RAS Fa RG Ph SE RE Fe 941 

程 二 优势 ;以 后 即 引起 亲 胞 死亡 ， 烙 果 , UCN, Te mN 
棉 昔 中 ,也 发 现 类 位 的 现象 。 

在 天 给 蔓 , 蒂 麦 及 其 他 作物 的 试验 中 ， THM TPL IE, TD 
开花 期 和 积累 淀粉 时 为 甚 , 因 为 此 时 ,植株 对 类 的 消耗 最 大 。 

因此 ,三 能 使 还 原作 用 加 强 , 沽 少 植物 在 生命 活动 过 程 中 对 糖分 
的 消耗 。 厄 对 栈 关 代谢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能 促使 粹 从 叶 中 大 量 地 流向 
根 莹 和 作物 的 繁殖 器 官 内 。 这 除了 能 提高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 降 低 呼 
吸 强 度 , 保 证 丰产 外 , 还 能 增加 种 子 和 块 攻 中 的 淀粉 含量 ， 及 其 他 营 
养 物 质 的 储藏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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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 素 与 植物 的 其 他 无 机 营养 元 素 的 相互 
fe BASEN AR EL 

E. L. 布 斯 洛 娃 

码 素 在 植物 的 生活 中 有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生理 作用 ， 这 一 点 已 沟 詹 

试验 所 确定 了 。 

我 们 计划 用 Hy aL RE HSE 而 来 在 活 币 胞 内 的 新 陈 代 谢 过 程 

中 , 同 其 他 无 机 营养 元 束 的 相互 作用 。 用 这 种 方法 可 以 找 出 植物 生 

命 活 动 过 程 中 的 临界 时 间 (KpFTHSecKr MoOMeHT) 和 便于 观 余 植物 的 

条 长 和 发 育 受 到 抑制 时 所 表现 出 来 的 一 些 病 征 (crMnoroM)， 同 时 也 

可 以 单独 地 对 一 些 个 别 的 缺 素 现 俏 RIEAT FE. 

PA EMF 1946 401947 26, FEES Sa HE A EEA SE 

ky Aili py Ae PS = ETT T ie IE. 

方 法 

试验 是 用 水 培 法 在 玻璃 杯 内 进行 的 , 玻 现 杯 里 面 涂 上 一 层 石 周 。 
配制 混合 营养 液 的 克 类 都 用 重 烙 晶 法 的 纯化 合 物 。 溶 液 用 水 也 多 石 
英 准 却 器 蒸 馈 两 次 。 试 验 用 的 种 子 照例 是 放 在 感 着 冲洗 过 的 〈 用 攻 
馆 水 洗 了 两 次 ) 石 英 玻 瑰 砂 ,并 诊 过 晤 的 培养 嚼 内 进行 催 荐 。 催 人 前 
用 燕 馈 水 冲洗 种 子 。 试 态 期 间 温 度 保持 在 25°—30° 之 间 ( 很 少 超过 
30°), 

BUM EINE VULA WATER IAA , a DS HIER 
VS WRU IE ey 方法 改变 BAGH Py (SLA RIE RS FE AER 

”里 ) 的 无 机 营养 。 原 始 溶液 是 克 族 普 混 合营 养 液 。 混 合营 养 液 中 的 每 
— FP 0 He AE 7 A A ag UP ET 

Caio Alin) A SEPESASEH A, ARAMA EER,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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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量 如 下 : 亚 茧 一 -每 | 升 沙 液 0.5 毫克 ,向 日 著 一 3 毫克 硼 。 杯 的 
佑 : 积 为 200 毫 升 。 每 个 去 掉 某 种 PALI ABYyRea=KX, B— 

个 杯 内 (容积 如 上 ) 有 6 RPE, SN RAM. 
为 了 改进 通气 状况 ,我 们 不 用 吹 气 法 ,而 是 采用 把 溶液 展区 从 一 

个 杯 倒 在 另 一 个 杯 内 的 方法 。 

Hh 2 ti 果 

MeL TAA, RAR RATA RE REY, KA 

AEN iN Me Re ee, HN, RHLRE AE, ie was He 

Evih2o 267 PA AS SE BTR] , BAAR AT DE, 

Gee 
a a ace a 

? 
z 

4 g 
% 3 

=A 
* 和 

-° 

£ 

? - 

(a = 
cs Sag 

2 

z 

ae Se, - ar 

i, OE 

1 栽培 在 燕 蚀 水 内 的 亚 孔 
1 一 有 础 ; 2—e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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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HE ES EAD ay ! RB 明 ( 图 6 一 13 也 可 以 
说 明 这 一 点 ) 。 

在 缺 硼 的 时 候 , 其 他 优 机 元 素 对 植物 供应 得 登 多 , 则 植物 的 地 上 
部 分 所 受到 的 抑制 也 登 厉 害 。 把 亚 茧 的 种 子 放 在 克 主 普 混 合营 养 液 
内 俊 天 时 ROS 幼苗 只 能 长 出 子叶 。 而 当 向 日 荃 的 种 子 TERRES 
ASEM, BABA BRKAKRADR, 可 是 幼苗 除了 子叶 以 外 , 还 
RAT =a, (RIES 
Ms, Si, AREER MOKA 
Anse EY Fea EVLA EGE 

BAR, FEF BA) GRIT AY , try ASE 

就 停止 生长 了 , fay , SEP 
T Ciigi 2 )。 

”向 昌 葵 的 幼苗 如 果 长 期 生 乓 
在 蒸 饮水 内 ,通常 ,幼苗 的 子叶 下 
ih (MORCEMAONEHOe KOMEHO ) jij; ji 

伸 长 ,因此 ， 植 株 就 会 由 于 机 械 
钥 宅 软弱 而 在 子叶 下 轴 (下 胚 翰 ) 

的 地 方 发生 弯 曲 现象 。 | 
| FETA EASBR BGP th led 
T: TRERRKAERMH 全 二 生生 
RS, EMER BS SE 内 的 向 日 次 
PHF ASEM RAI HAE RI, SMM 
ERRBAKA Zn, EMRE BRYA eT OESEM 
PAS , EAE Gey TABLE, 2h PE BR HR SILA 

营养 液 闪 催芽 时 ,幼苗 的 生长 也 同样 受到 了 抑制 。 由 此 可 见 , 植 物 在 

BE 1 缺 副 时 亚 茧 在 不 同 营养 条 件 下 的 叶 数 

PRR Fi 
间隔 的 天 数 本 5 10 20 AE Ae 

时 Bi RRO Rte en ee eee ar eersaseaseneus 4 6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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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 其 他 无 机 元 素 供 输 地 上 部 分 旦 , 确 素 显然 是 起 车 二 种 调节 作用 。 
各 称 植 物 在 吸收 无 机 元 素 过 程 中 的 差别 使 它们 对 硕 素 的 需要 有 所 不 
lal. eee : 

24 EA BES ice Py Ble BSUS , don SE Ae JIT BES EH, HE 
用 一 定 容积 的 发 璃 杯 ， 则 植株 的 数目 仿 少 ， 亚 蕨 的 顶 寿 就 干枯 得 惑 
Pe MPR ULE BM) GE 1 FUE 2), 

麦 2 —/NEESERKPORUPRECR IN, BERR CEAE SOIL TOE 
(每 一 个 培养 杯 的 容积 为 200 立方 厘米 ) 

一 个 培养 杯 内 的 柑 数 eeecencecceasencencenseeees 3 6 9 

— PEE ( TBAB) ov seeeeeeeeaees na 6 12 

APPLE LAGE WBE, HORE eM Se SE BL EEN 
多 少 ( 见 较 3 )。 

图 中 最 右边 的 3 株 亚 麻 ( 叶 子 是 因为 制造 辣 呈 标示 而 掉 藩 的) 是 
{EASE SIRES, (LSU RONNIE FN, JAS 
fy 5 PR ie AE ES SS , 而 无 机 元 素 的 份量 依次 增长 (图 中 的 嘎 

序 为 自 左 至 右 ) MAT RIG, Bid ee FE 

的 克 详 普 混 合营 养 液 内 受过 催 伞 处 理 ， 而 左边 第 一 株 纺 苗 的 种 子 先 

ERAN DKS, Ha RPA ik PRA BARRA 

MSA SEP ABB a , A BE ABET DAE RS, E 

Be T SME BE BIR IL BAKE. MRD Hw 

MM UCHLFOR:, AAEM i BES Sb RS, 
Ky FEFCAEEDIEPLICSENS , Ho A EE Pe 

BE Beige Be IN IE I TH: Jee Pg FS HY A SE BR TS Ae FE 

果 , 此 时 ,植物 体内 能 移动 的 储藏 物 都 息 移 到 新 的 生长 点 内 。 但 植物 

的 顶 伞 干枯 时 ( 因 缺 珊 所 造成 的 ) ,如果 没 有 储存 足 量 的 可 塑性 物质 ， 记 

则 不 能 形成 侧 夷 。 
为 了 研究 侧 任 的 发 至 条 件 ， 我 们 又 另外 用 水 培 法 进行 了 一 个 规 

模 东 大 的 补充 试验 ;将 奸 锥 用 的 亚 肪 分 十 期 播种 在 花 盆 内 ,以便 观 侍 

ORM AAS ABD. TEMS REC RR, BM | 

a 

' 
i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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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5 EAN GTR REL FEO FFA FP BUE 9 a i 

PEAR TIES RETA PRS SE OIA ,着 留 下 不 同 数 目的 叶子 (3 片 、6 片 、 
a 15 片 和 18 片 )。 糙 果 我 们 得 到 了 ,在 正 党 的 营养 条 件 下 , 当 叶 
子 的 数目 不 同 、 但 年 龄 相同 或 者 是 当 叶 子 的 数目 相同 、 而 年 龄 不 同 
时; 侧 攻 出 现时 期 的 比较 春 料 。 部 分 植株 连 子 叶 附近 的 攻 也 切 去 了 ， 
RF T BRE CHAD. | 

每 一 个 进行 亚 订 摘心 的 处 理 ， 艾 在 摘心 后 的 两 天 从 子叶 的 叶腋 
内 其 出 了 侧 伞 。 即 在 子叶 附近 摘心 的 植株 ， 同 样 也 在 胚 荃 的 不 同 部 
Be LH T WSE, 但 不 是 在 两 天 后 , TEES 5 一 6 天 后 才 长 出 。 由 
POAT, WAFS iE Awe ei am aA, Ane 

除了 摘心 之 外 , RIERA RE LAM I, WES, Pea 
FW BE T 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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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长 期 (两 个 月 或 两 个 允 月 ) FER EG 的 HEN 
时 ， 不 仅 不作 沟 有 于 类, 而 且 有 时 候 ,还 从 植株 项 着 的 附近 长 出 侧 关 
来 (图 4 )。 

上 述 有 关 侧 玫 形 成 的 研究 使 我 们 确信 ， 和 和 缺 硕 同时 产生 的 这 个 
现象 与 大 素 的 关系 是 很 小 的 。 因 为 在 缺 硼 时 ,有 时 没有 这 种 现象 ,有 
时 从 一 个 地 方 就 长 出 14 个 侧 靳 ,这 要 随 营养 条 件 而 转移 。 在 我 们 的 
试验 内 ,把 不 足 的 元 素 适 当 调 配 一 下 ,就 可 以 很 快 的 使 每 一 个 新 侧 伸 
(它们 是 在 以 前 的 侧 俐 停止 生长 后 长 出 的 ) 停 止 生长 。 子 叶 的 叶腋 内 
Ay 45 Ze AUSE A ; PARSE BES LPS) SEE EI, DEFEN 

Pk VE IZE H HAS, 

图 4 Bi TED AS Vel PSI BE i FE TAS I 1 TF 

i ae +» a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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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 还 要 研究 一 个 缺 帮 的 重要 的 征象 一 芒 色 的 破坏 ,因此 ,我 
们 合 逻 在 不 同 原 素 缺 乏 的 条 件 下 观 侍 亚 态 植株 时 入 素 的 动态 。 

才 5 MRR ERE IOS OL PIMOS aOR 
og BTS Se FEI + soe hv EME AS EFRT 

人 
顶端 的 | 稳 近 顶 总 的 | 下 部 的 | etay | 介 近 项 况 的 | 下 部 的 

MERE AY SL CIE 1 ERE EL HOSTAL 

第 1 期 1.01 y Me Be 0.98 | 0.90 0.88 0.60 

第 2 期 0.95 1.03 0.90 0.90 0.15 0.55 

表 3 表示 在 无 硼 和 有 而 的 完 至 混合 营养 液 的 处 理 中 ， 王 蕨 植株 
-下 部 的 靠近 顶 作 的 和 顶端 的 叶子 内 的 叶 稼 素 含 量 。 
E38 PAR, TER 2 期 测定 的 攻 查 各 部 位 叶 内 的 叶 炉 素 含量 ,是 亚 
芯 植 株 ， 在 缺 硼 以 外 其 他 营养 元 素 正 常 供 应 时 的 盘 型 现象 。 

这 个 资料 表明 ， 在 靠近 顶 伞 的 胸 色 的 叶子 内 ,含有 0.15 毫克 的 
叶 炉 素 ( 对 照 为 1.03 毫克 ), 而 上 部 的 叶子 和 下 部 的 叶子 仍 含 有 相当 
ZMH RSE CO .90 毫克 和 0.55 ABT). | 

BS potty ELSE SiG A eh UTE S—6 AS Le, “Ee 
Wi, 彼此 靠近 , WMA, BH SEMA — SEN F-32 rh 2 一 3 对 
See SE 1H: PAL BR As , 由 于 节 间 一 定 程度 的 生 其 ,它们 或 多 或 少 
分 开 了 些 ,这 些 叶 子 有 色 得 很 厉害 ,差不多 完全 没有 叶 烁 素 了 。 如 才 
3 的 资料 所 表明 ,在 脱色 部 位 以 下 的 时 子 内 ,时 炉 素 狗 多 3 和 僧 。 如 果 
植物 其 他 营养 都 正常 ,只 缺少 硼 素 , 则 其 叶 内 叶 烁 素 的 数量 就 要 比 对 
照 少 一 些 本 。 另 外， 我 们 发 志 下 部 叶 内 叶 烁 素 的 减少 也 逐渐 此 对 照 
厉害 。 随 着 靠近 顶 任 的 叶子 慢 慢 地 失 称 ， 顶 端 没有 失去 粕 色 的 叶子 
也 于 枯 了 。 

亚麻 叶 内 色素 的 变化 过 程 ， 在 任何 缺 硕 的 情况 下 者 是 按照 上 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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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进行 的 。 诚 少 无 机 物质 的 供应 时 ,这 个 过 程 就 会 OPK IF 
HATE T , Ti GLAS, 但 充分 供应 其 他 养分 时 ,色素 减退 就 会 迅速 
表现 出 来 ;甚至 植株 都 不 能 长 得 很 大 。 

如 果 把 亚 订 栽培 在 甸 胡 的 亦 信 水 内 ， 则 其 叶 内 时 六 素 的 变化 吉 
成 另 一 种 情况 了 ( 表 4 )。 2 

#4 WRAP ANRERE BHM ~ 

|___SeneARR reat a @ 
x | aw | # w 有 il 无 硼 - 

子 | 
时 顶 | Sein | 下 8) FB) eT) | eee 

Be | acs | 部 | 8 | ay a9 8 | 
9 的 | TB 顶 _| 的 | 的 的 | 的 | 项 _| 的 

含量 (每 1 ae 的 窗 克 数 ) 

第 1 期 1.5 | 1.49 |1.30/1.40) 1.20 |1.01/1.0 | 0.99 央 8a 1.0 10.82 

第 2 期 1.45| 1.43 11.50|1.55| 0.85 |0.90|0.82| 0.80 |0.40/0.80) 0.78 |0558 

1.40} 1.38 |1.28]1.30) 0.10 |0.55I0.82| 0.78 |0.15I0.80| 0.76 (0.10 

如 表 4 Bia, AME EBL ee PK LS 
SEAM EA, RSM BERR, He SUAS AT ee 
象 ， 只 是 亚麻 的 生 疙 过 程 逐 渐 圳 退 而 已 。 和 在 自然 情况 下 靳 看 到 的 
一 样 ,营养 素 缺 乏 的 植株 一 般 先 从 下 部 叶子 开始 死亡 ， 这 时 ;， 下 部 叶 
子 开始 变 老 ， 变 黄 以 至 于 死亡 。 顶 端的 叶子 最 后 死亡 。 攻 馈 水 内 的 
亚 荐 沟 有 死去 ;在 两 个 月 期 间 , 它 们 长 出 了 40 片 叶子 ,不 过 叶 色 要 比 
对 照 植 株 崔 一 些 (特别 是 下 部 的 叶子 )。 

栽培 在 蒸馏 水 内 的 植株 必须 用 支架 架 支 住 ,否则 ,就 会 由 于 机 杠 
线 软 弱 而 在 第 二 或 第 三 个 节 间 上 弯曲 。 

AGE, ABLE TAMARA LR, 
Loy HE SRT Fes BE WAL LIBRA FB EH PS 
FAS SOL, MISE HEME LRH AED. TRE 
FEAT ILM RSENS WIASLAR, UT ARE ADIT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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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关 在 钥 寥 内 部 发 生 复 杂 的 转化 时 ， 硼 责 阻 止 那 些 不 利 反 应 的 产 

生 。 

另外 ， 我 们 双 把 已 在 某 种 程度 上 井 受 缺 珊 损 敌 的 植株 也 间 样 移 

到 第 硼 的 蒸 饮水 内 。 显 然 ,这 些 植株 在 光合 作用 的 过 程 中 已 逐渐 恢复 

TRIBKEAN, FAILD READABLE A DZ BRAS 

Sofi], FRPRISEH 1 ehh fae POR, AE ARAL ES 

面 进 到 植物 体内 。 植 株 疫 有 死亡 ， 硕 芽 也 没有 于 枯 , 但 是 ,在 移 到 蒸 

饮水 内 后 ,新 长 出 来 的 莹 上 ,叶子 就 比较 狭小 。 从 图 5 HT DAA HG, OLE 

”到 蒸 馈 水 内 的 植株 ， 健 康 恢 复 的 情况 。 

上 述 WF ti AR 诈 

明 , 缺 硕 时 ,最 根本 和 最 

直接 的 病征 就 是 根部 生 

S45 SE HS FH RES 5 SK 

AG, PPR AE FE SEM A 

的 地 方 会 因此 而 逐渐 引 

”起 叶子 的 胸 色 。 另 外 ， 
缺 硕 还 会 引起 TA SF 

栖 。 叶 炉 素 本 身 的 破坏 
是 因为 植物 钥 佬 吸收 了 

各 种 其 他 营养 元 卖 ， 然 

Tih Win) oF SAS HS SH BH Ey 
PRK , TELE, FD TE He 

这 些 营养 元 素 时 也 是 需 

Be, HERALD a : . 

及 随 之 而 来 的 植物 生命 ng、 
活动 机 能 的 破坏 也 是 由 图 5 “ 先 在 缺 副 的 条 件 下 栽培 ， 然后 又 从 混合 营养 液 
FEF HERE J Ae HL FE PIES ENB EBA WK LE EES HD Si HE 

ay, Mite EER ATS HAS. 

BN RAT ET 5 EDL BE dk BAO A , HOA, AUPE TES 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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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 5 在 不 同 旨 合 营养 被 的 处 理 中 ;亚麻 植株 缺 素 证 状 出 现 的 顺序 

a Ge kk 

be a ee eae eT 
同 “上 ,和 无 B 
ALR WISE ata cs Dc ea Es are + 
eS 
HR be ae Ss LS ee + 
ys ike = :: 赔 
Mi SIS RIT BD 
eee oF <= WD 
RESYT St as Be ae ie + 
fi SE, a 
BREE) bel as STL aS + 
fl SCE, a 
HRES AY be aes es ee eas Sele + 
fl, <= 碘 

* 7H Sua ETK 

oa 

‘ 

ARIAS TA Hh Bi OMB 

[KT RIaBI Ale i 

PTR ESTE DK ELE FER EK ZB 

al 6 在 缺 钙 的 克 庄 普 混 合营 养 液 办 栽培 的 亚麻 
1A, 2—Beay 

7a. A aa. 



~ 

BRS HAT ELH 元 素 的 相互 作用 及 MR BEANS 素 的 意义 253 由 

进 太 植物 体内 时 ,也 不 会 看 到 机 能 失调 的 现象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了 解 
到， 为 什么 把 在 某 各 程 度 上 已 遵 受 催 珊 为害 的 植株 移 到 不 全 ES 
ARDS, “EMPAB GS HCE ORE aR a 

在 不 完全 的 混合 营养 液 内 栽培 TR GAO ER A Al T SESE 
Shins mentee sco, ， 我 们 SHC mm HE PRR 
在 缺乏 不 同 元 素 的 混合 营养 液 里 。 

发 现 缺 硕 病 征 的 顺序 如 下 ( 僚 看 表 5 )。 
FEDR DG AS ADEN AY ,不 论 有 没有 码 的 供应 , 杆 re FORE 

RADE: MARAE MM BMS FRE, 

Kate 

一 图 7 本 eee. 右边 5 BRE 

在 缺 铬 的 处 理 中 ， 矶 束 对 于 根部 生长 的 有 利 影响 可 以 由 图 -6 和 
lial 7 看 出 来 。 “ 

没有 供 答 GH 的 BER 植株 , 虽然 有 友 素 , 仍 在 生长 初期 就 带 着 人 缺 
到了 2 EBS WL SY WT SE LET Xp 
> LST RBM ty Hoe ee A ESSE iy PUI (edn 45 ASE , FEE 
的 时 间 内 ， 不 会 发 生 因 为 缺 全 而? | 起 的 机 能 失调 的 现象 。 缺 乏 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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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 ， 像 那些 得 到 了 硼 的 植株 一 样 ， 先 对 缺 印 有 了 反应 后 缺 大 的 症 
RARBG 8), 
FRALEY, WISER T NGA. TARR LBS, BD 

PMA, WARBLER ATE, MOR RRRE 
很 粗大 这 从 图 9 和 图 10 就 可 以 看 出 来 , FL try WE LES AE 
AUN, RICA AMI) HILAR E, SUE SE 
FIREBARG SE, WEA Ps, SRE Es eae ee 
RETA LES , UE RI ETRE, HF IBE  , IAF B F  B 
顶端 叶子 。 秆 多 在 生长 过 程 中 下 到 把 全 部 有 有 限 的 氮 素 用 尽 后 死亡 

HAS WAH, BUR | 
混合 营养 液 内 的 亚麻 最 先 感到 硼 
素 不 足 ， 其 次 是 缺 印 的 植株 感到 
硼 不 足 ; BEAT BER Bi AN SE BR 
就 更 晚 一 些 胡 现 缺 硼 的 为 害 。 最 
后 几 个 缺 硼 的 处 理 在 发 生 反 当 现 
象 的 时 期 上 没有 显著 差别 。 

图 11 和 图 12k Se AS 

Be) 和 缺 硫 CAT ASSO 
理 中 的 植株 。 

植株 缺 硼 症 状 的 发 生 ， 在 缺 
三 缺 硼 的 条 件 下 ， 比 缺 硼 和 克 主 
普 完 套 混 合营 养 液 的 处 理 ， 要 晚 

is ¥ 

; 
i 
党 
pd 

> 图 4 “Cebbepenanitseennn Ser FORTIES 
fal 14 表示 ,向 日 获 植 株 在 没 one 了 

有 磷 南 供应 时 所 出 现 的 形态 上 的 17TH, 92—SERo 

缺陷 一 Mr BaF Ay US BY LPR , 好像 是 两 片 小 叶子 。 
© Fla) 15 表示 不 同 营养 处 理 中 的 植株 和 对 照 的 比较 :在 有 硼 和 继 确 

的 克 谐 普 完 至 混 合营 养 液 内 芒 培 的 亚 底 )。 
上 述 试 肯 表 明了 ， 硼 和 其 他 化 学 元 素 对 亚麻 发 育 的 意义 。 当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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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在 缺 硫 的 克 语 普 混 合营 养 液 内 a 15 AiR AM PRA RAIRA 
SUSAR AVM : 

1—A, «=2—E 1—#A, + 2—BeB. 

SESE AGERE, HUPRGO UREA , REIL GE BULA IE 
得 晚 一 些 。 根 据 这 一 点 可 以 预料 到 ， 混 合营 养 液 中 的 其 他 元 素 :… 如 
氨 , 钾 ,、 钙 , 磷 等 ,在 进 到 植物 体内 后 ,如 果 没 有 确 的 参与 ,显然 是 不 可 
能 正常 地 进行 各 种 夸 化 的 ,而 有 这 些 转化 后 ,才能 使 这 些 元 素 在 原生 
持 的 有 机 箱 合 物 内 荡 到 自己 的 位 置 ,也 就 是 说 ,才能 被 植物 吸收 利用 
了 。 缺 磷 也 会 使 植物 地 上 器 官 的 发 至 大 大 地 延迟 。 

非常 重要 的 是 , 当 只 把 氨 素 去 掉 时 ， 虽 然 没有 确 素 , 可 是 植物 的 
地 上 部 分 在 缺 硕 时 所 特有 的 各 种 象征 也 随 之 消减 了 。 由 此 可 以 作出 
如 下 的 精 论 : 确 与 气 正 是 有 着 直接 的 关系 和 非常 密切 的 相 互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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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 EN 

图 14 “在 缺 斐 的 砚 诸 普 混 合营 图 15 CET SERS ee FT RSTO 
Pa ABE 1A), 2 一 无 机 

可 能 是 : 气 素 的 这 些 转 化 反应 , 在 某 些 阶段 上 磷 也 有 一 定 的 影响 , 因 
芳 把 磷 除 去 时 ,同样 会 减轻 硼 的 不 良 影 响 。 如 果 我 们 注意 到 ,在 植物 

”的 一 定 发 青 阶 段 中 ,形成 蛋白 质 化 合 肠 的 必要 成 分 ;是 气 和 磷 , 那 未 ， 
我 们 就 可 以 理解， ath OE SAT BLL eM TEBE 
是 明显 的 。 

由 于 缺 硼 时 烁 化 过 程 的 破坏 和 在 氮 素 转化 过 程 中 对 确 的 需要 ， 
因此 ,我 们 可 以 认为 , 痣 色 亿 坏 的 原因 是 参与 这 个 过 程 的 蛋白 盾 结 构 
的 破坏 ， 因 而 使 叶 籽 素 失去 了 稳定 性 所 造成 的 。 

为 了 研究 ,来 源 于 中 间 化 合 物 或 恒 党 化合物 的 形式 ,呈现 新 陈 代 
谢 中 机 能 拓 疆 的 有 机 烙 合 物 ， 必 需 采 取 植 株 上 具有 缺陷 的 各 部 位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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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进行 生息 化 学 研究 。 
SUM 假设 , Bice WU SEPA Ae 床 因 是 :在 先 近 JASE ag Hh 

方 ,由 于 叶 砖 素 和 蛋白 里 不 断 地 破坏 ,提高 了 含 糖 量 。 有 效 滩 透 物 持 
的 局 部 累积 为 句 近 部 位 造成 了 特殊 的 渗透 条 件 ,因此 ,不 仅 打 乱 了 水 
Fy i ASEH 正常 流入 ,甚至 于 还 使 水 分 从 顶 叶 内 豚 出 来 。 顶 信 好 像 
是 在 膀 色 的 部 位 被 进行 了 环 闽 一 生物 学 上 的 自我 环 则 ， 鳍 果 使 顶 省 
于 桥 了 。[ 加 美丽 洛 娃 (Taaprrosa) 1935 年 在 文献 中 指出 ,提高 空气 
湿度 可 以 减轻 缺 硕 的 有 害 作 用 ]。 

BA GE PERERA, POORER MDE 
TEL SEP py By JED, SRT SS APPT RETRACT BB ts , PE ARE AE 
IE SEG FRE AF, DT Ey SAE TF DK, THE 
IE AGI RA BEE USE, DEO, HOSS PML EHR BI FE K 
Jet, RBG BEE CE ERE — AAR HEE, Mote SR eh Se 
WFR 

HUE MORER, HRM SBR TTR ET 
的 供应 ,而 且 也 要 看 其 他 微量 元 素 是 否 具备 ,以 及 它们 之 间 的 相互 作 
用 如 何 。 充 分 供给 无 机 养分 会 增加 植物 对 确 的 需要 ;而 减少 无 机 养分 
时 , 划 缺 硕 植 株 就 受害 得 晚 些 , 同时 , 缺 友 症 状 出 现 的 过 程 也 比较 慢 
些 , 因 此 ， 植 物 在 荧 部 停止 生长 前 还 能 长 得 相当 大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解 释 , 当 温度 为 15- 一 18"C 时 ,亚麻 几乎 不 需要 硼 的 这 件 事 实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瘟 度 并 不 是 直接 的 原因 ,而 是 因为 无 机 元 素 进 大 的 不 多 ; 诚 ， 
少 了 水 分 向 植物 器 官 内 的 流 大 ,从 而 也 降低 了 植物 对 确 的 需要 (和 什 科 
里 尼克 ,1933)。 这 个 推 葵 已 痉 被 我 们 的 资料 和 女 献 上 关于 根部 对 水 
分 的 吸收 ( 柳 比 曼 科 、 加 美丽 治 娃 ，1926 ) 及 植物 对 无 机 养分 的 吸收 
[ 拉 特 莉 尔 "Partep),1944] 的 春 料 所 证 实 了 。 

大 家 都 知道 , 当 植物 在 施用 过 石灰 的 土壤 上 受 病 时 ,人 忽 和 硼 能 够 
消除 石灰 的 有 害 作 用 。 根 据 我 们 的 研究 ,可 以 把 这 种 现象 解释 为 ;由 
于 答 土壤 施用 了 石灰 而 坪 加 了 有 效 态 氮 (mocrynseiiiasor) 的 数量 ,从 
而 也 境 加 了 植物 对 硼 和 詹 的 需要 。 而 只 靠 土壤 中 原来 储存 的 硼 和 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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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经 不 能 满足 植物 的 需要 了 ,何况 土壤 中 壳 的 PH 值 又 可 能 减低 确 

ABE AS EL 布 斯 洛 娃 ,1941， 1946]。 

fa nia 

SNE FE TE OTR ZEA , BE EL ESE SE Co — 

MCPD , SEAS AT DA ln Hie ae Wo BEB fy AE Be, I A (Sac Se AE ES iS 

无 关 。 

当 植 物 的 地 上 部 分 已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和 遭 受到 缺 硕 的 损害 时 ， 如 果 

把 它们 移 到 蒸 馈 水 内 ， 就 会 扭转 这 种 情况 。 对 于 植物 的 地 上 亨 分 来 

训 , 不 仅 硼 素 本 身 是 很 重要 的 ,就 是 它们 与 其 他 无 机 成 分 之 间 的 关系 

也 是 相当 重要 的 。 

无 机 肥料 内 含有 任何 一 种 成 分 ， 都 会 使 缺 人 出 的 症状 比 去 掉 这 种 

成 分 时 发 生得 时 一些。 只 有 在 鲁 的 方面 考 不 是 这 种 情况 。 

FENG TBA SS Beets BS SE ZS VE AY ES FR RN ES EPR ET FE POLY BS TE 

ARK , MURR GRAN EE AG ALP, WA AERA ARE s WAAR ET 

AiG Oe PF EP BE ER HE KABA 

Cae , AAA TE BE ke 8, WM ca PLA BE 

WR AS ASU , ie > i Bs Hi A SS BY HH iH LR, 

FRPRISER BA AAT ALE NIE HS , PEM RSA 5S 

Hl) SE — A AY HRA, , FPR AS ASFA HE 

FEE MAES Set PEL SAFRAN BES 亚太 至 株 的 MT eR Se aD 

T , iii Bet ASE AS it & T, 

He HAA ER AS ik C.F FE SRA PPE HY PRG HU, FA 

DEAD , HSA A PRS VE YE TDA IEE ASS Sr A, 

FY BF IEABAE TE Re Ee TT Aes A ld BY RR EI 中 间 类 型 

BRE DIA EVE. 

AEA EAD: BAB EHS I ABE A ES FER ECS, SZ, FECE AY Te Ot PE ib 

AR Se Ft ie EH GEV TASES FE AF Ss 等 现象 ,然而 在 

WMA 5 Ay SR AP ES a , HUSH A 2 FE ese TT, SEB TAS Mik B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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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E AFLRATHT. LUNAR EAR 
fy. TASER S18 PT ABE Ao LP nh ee ee AT 
严重 地 破坏 了 渗透 条 件 的 粘 果 。 

由 于 植物 对 础 的 感应 有 强 有 弱 ,因此 在 仙 硼 时 ,它们 彼此 之 间 在 
叶 烁 素 的 FAVE MAUL SES 破坏 上 也 是 有 差别 的 ,而 叶 烁 素 遭 到 破 
坏 时 就 需要 用 码 来 调节 氨 素 的 转化 。 所 以 我 们 可 以 SRB, HM 
对 确 素 威 皮 性 的 不 同 是 由 它们 对 气 素 吸 收 上 的 差 机 所 决定 的 。 

为 了 说 明码 素 参与 所 素 转化 和 蛋白 搓 代谢 的 情况 ， 必 须根 据 村 
株 地 上 部 分 各 部 位 明显 的 变化 , 对 它们 分 别 地 进行 生物 化 学 的 研究 ， 
另外 也 需要 把 那些 对 碘 素 感应 性 强 的 和 威 应 性 弱 的 植物 株 芒 培 在 完 
全 混合 营养 液 内 和 蒸 饮 水 内 ,以 便 从 生物 化 学 研究 上 吉 以 比较 (也 就 
是 说 ， 在 配合 种 子 储藏 物 中 所 具有 的 无 机 糙 合 物 和 有 机 糙 合 物 的 条 
件 下 来 进行 比较 )。 

大 家 都 知道 , SHAE ABH LEAK: SAAT Ae 

HOA ART LMS, EXAM, BME, AAS 

HASRAS WTR, URS AS RAF SIRE SE SFA FB, Ae 

AUBIN , BEX PN PF CHES FA RRR EAB EL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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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bHEIX -BeIU6CTB paCTeHHAMM HK pONH BHYTPCHHEIX daxTopds, Jloxn, AH 

CCCP, T, 45, Ne 4, CTPe 177, 

(MBA BRK 



论 带 有 和 乳腺 的 植物 中 副 的 含量 
PC. RP HS - 

植物 生理 试验 很 早 就 确定 了 ， 硼 是 植物 正常 生长 和 发 育 所 必需 

的 元 束 。 但 是 ,在 实 跤 中 如 何 合理 的 使 用 大 肥 ， 仍 有 人 抱 怀 疑 态 度 ， 

因为 大 角 以 为 ,植物 不 需要 很 多 的 硼 , 佐 且 在 土壤 中 又 猎 党 可 以 获得 

这 种 元 素 。 早 在 1933 一 35 年 这 个 疑问 就 被 苏联 研究 家 们 通过 实际 

施用 硼 素 而 消除 了 。( 波 布 科 和 赛 沃 罗 特 金 ,1935; 卡 塔 雷 莫 夫 ,1935; 

咯 德 洛 夫 - 游 赫 受 ,1934 和 其 他 等 人 ) 那 时 已 经 查 明 ,在 酸性 土壤 上 使 ` 

用 石灰 时 ,和 石灰 一 起 , 施 人 硼 素 ,能 显著 提高 农作物 的 产量 ,特别 是 

提高 种 子 的 产量 。 

还 在 1931 一 33 年 时 ,本 妈 作 者 即 以 不 同 农 作物 进行 贫 入 试验, 糙 

末 刘 明 :作物 若 疫 有 硼 素 , 就 不 能 形成 繁殖 器 官 。 这 件 事实 以 后 双 被 

许多 试验 所 证实, 因此， 我 们 建 广 欠 牧 草 和 其 他 农作物 施用 确 素 , 以 

提高 种 子 产 量 , 改 良种 子 品 质 ,特别 是 改良 留 种 用 的 种 子 品质 。 
1949 年 ,我 们 双 诈 明 , 使 用 确 素 可 以 解决 医 莉 工业 上 一 个 重要 

HEE: 即 获得 喜 马 拉 亚 山 萌 营 属 植 物 的 种 子 。 这 种 植物 富 含 珍 趴 
aie, TEER STARE, BSR SB 

73 80— 100.6 HI GEADIBE HT, ARETE ARSE TU PATE RAR , 
FP HEALEY AT, Te AE Be 4 FRAGA PR A , UE BEE 1.5 毫克 
M5 1 Fk, ASE SAMN AS Swe, Ao 
WT=R, SAR , ERR i La LFS, OIE 

i BULBS Ot EE He Wie HR J FS SEB FE 

754 Fee ISS, TENAREEFIEMDE=REGF: 7 

H4H,16H,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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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将 起 验 结 果 列 于 表 ] 。 

Ze 1 硼 对 喜 马 拉 亚 山 芒 营 属 植物 形成 繁 区 器 官 的 影响 

5 棵 植株 的 i KM 5 PRR Bt 

MB eo eMC EERICD| FRG 

` 对 时 65 21 4.2 

喷射 确 沪 (1.5 毫克/ 升 ) 169 61 81.4 

1 RARER LSE TED 182 60 55.8 

mee yee ORT 108 58 30.0 

ALLE SBR EL, BEAM AT 4S HH IF A EER, 
PLES Ne LSE AG BE AG EAE LL RS ABI WEE, HEEL 

SLUG, PRF-ABIAB EE LAG SEZ A, REVEAL BES AG HERR, CAE 
子 产量 较 对 照 高 20 倍 。 

1948 年 在 至 苏 莉 用 和 芳香 植物 研究 所 的 试验 中 ， 也 发 现 将 确 施 
在 主 坏 中 对 喜 马 拉 亚 山 萌 著 形 成 繁殖 器 官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同时 ;也 证 
明 腑 施 确 素 的 方法 ,可 以 获得 足够 繁殖 用 的 芒 营 种 子 。 

虽然 有 许多 事实 都 证 明 , 硼 对 作物 产量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但 下 到 如 
今 , 对 于 硼 在 植物 体内 的 主要 生理 作用 还 没有 一 个 清晰 的 概念 。 

目前 只 知道 ,植物 若 缺 少 硼 ,其 生长 点 就 枯 凌 ,叶子 从 适 , 不 能 形 
成 繁殖 器 官 ,下 部 发 生 不 正常 的 幼 芽 分 划 。 

MEME LIEV, HH PRADO ERA EM 
SAMS TE HS BS, HEL Ee SR AGRE IK AE, Fy LACS pes 
PERC Weeraxos ) Fil FP 3c FEF] HK ( LU BernenKos ) 8 A, 193546 J, 

| Wie SH ENG TE BETS) BIR , PRES iy Oy Ly EE ERD , 
也 就 是 说 ,影响 到 可 塑性 物质 流向 生长 点 。 

指出 硼 和 分 生 粗 秋 活 动 的 关系 ， 可 能 有 助 于 了 解 硼 在 植物 生活 
引 的 生理 作用 。 作 者 他 纸 确 话 : 在 某 些 系 统 的 植物 类 对 中 , 确 量 和 解 
TNA A, BUH Hy BAL, HT IE py SK: a) HLF, 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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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叶 ,ea) 豆 有 护 腺 的 双子 时 植物 。 

HF MH fA DW MF HD 带 乳 腺 的 双子 叶 植 愧 

K 芒 …… 2.3 BH Ppoveereees 2127 浦 父 英 属 …………… 80.0 

小 芒 ………… 3.3 ee = Pe eR aa 49.2 Kk BE 属 …………… 93.0 

玉 四 ee Se 5.0 而 芒 …，…: 69.9 A 粟 B et 94.0 

“Piet Se aE A on HG A i: 

C1) FER FM ED ETE HEE RP oh AR, 

C2 IFAT HE wy AMES OR , TEAR AT ER TaD ZED , Aa AE A 

(FE BGS ) , o> AE AL a BAS BF A 9, 

C3 ) 带 有 乳腺 的 双子 时 植物 , 除 有 形成 层 外 ， 还 有 活 的 乳 计 管 ， 

管 壁 柔软 ,永远 不 会 木质 化 ,管内 有 一 层 原生 质 层 和 许多 锈 胞 核 。 

因此 ,植物 体 往 有 生命 活动 的 钥 癸 (分 生 狂 身 ) 您 多 时 ,其 含 山 量 

.也 伍 多 ,因而 对 缺 硼 也 就 合 敏 威 。 

Ay yf HER LS Ah FL ZRF KR, BA TASH 

FE SEAM SS ES EP eae, FER bE SE, EBS 

Ay GSTS I, INES th 5 TH ERS HH SS SE TOR SSPE 

料 。 

鸦片 器 村 和 油料 器 栗 不 同 之 处 ,就 是 雅 片 器 栗 的 和 乳腺 发 达 得 很 。 

Tis BSR FL BRA, 分 支管 有 很 多 FLB.T. 和 OST. pil A se ay 

Kf: ( Anexcaumpoza ), 1932], 

ALLE Fy Ne Al A EAA RAPER, TY DEAR BS 7 SR 

WETHER ST ERR He, SERRE 

KATHE (BR 2 )。 : 

cee ipa: hier Dak, FLA ote ZA 

一 定 的 依存 关系 。 下 面 简单 的 谈 一 谈 这 方面 的 现象 : 在 普通 农田 和 

试验 地 里 ,在 同一 个 鸦片 器 村 品 种 中 ,有 时 发 现 某 些 植株 在 外 表 王 完 

至 是 健康 的 ,但 当 切 开头 果 时 ,着 不 分 泌乳 着 ,因而 也 得 不 到 雅 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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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2 By PRS Se 
(1 公斤 干 物质 中 的 毫 死 数 ) 

作 wy FAM? LO RAM Swe 

rABI41e. RF Rese 63.3 

K wW BYR 55.5 

K—196 jie 37.0 

RA = YP 39.0 

吉尔 吉 斯 称 这 种 植株 为 “ 艾 尔 克基 ”(3prekr)。 

原来 ,在 安眠 用 的 器 栗 中 不 含 雅 片 ， 怨 汁 管 枯 雁 ,其 中 的 乳汁 凝 

纵 了 ,因此 , 连 乳 效 也 不 能 分 泌 。 从 开花 时 起 乳 管 系统 即 开始 发 生变 

化 ,一 直 延 炸 到 工艺 成 熟 度 时 为 止 。 但 当 安 眠 鸦片 在 幼 龄 时 ,着 未 发 

现 和 乳 管 系统 有 类 但 的 变化 。 乳 管 系统 枯萎 和 怨 效 许 缩 ， 都 是 逐渐 扩 

展 的 ;开始 发 生 在 主 鞭 和 荡 果 内 ,此 时 便 信 仍 粕 万 分 泌乳 计 ， 久 后 到 
工艺 成 熟 度 时 (大 量 病 果 开 始 裂 开 )， 所 有 无 鸦片 植株 的 乳 管 系统 都 
AR SS wb FL Ae T LALAKARKE (3afaepa)，1948]。 

AMR EVER KAO IE FY FS HAR PG SS, Ee 

As Ss Ub FLT BIR , AVE FEB OB BSE IEE FFAS (PIR 

特 金 1936,1937)。 于 是 有 人 这 样 推 想 : RAWAL 

度 上 ， 和 某 些 双子 时 植物 因 缺 硕 而 生长 点 调 凌 的 现象 相似 。， 这 两 种 

现象 的 区 别 如 下 :在 不 分 泌 和 乳汁 的 植物 上 ,分 泌 管 凋 凌 不 影响 安眠 用 

里 栗 的 以 后 发 育 , 而 生长 点 凋 凌 旭 能 引起 整个 植株 枯死 ,或 使 其 受到 

严重 损害 ( 表 3)。 

分 析 郊 料 证 明 ， 在 健康 植株 的 冰 果 内 ， 硼 的 含量 正 像 所 预料 的 一 

样 ; 较 不 分 泌乳 计 的 植株 多 40%。 健 康 植 株 的 上 部 时 内 含 45.1 毫克 

栅 ;而 不 分 泌乳 计 的 仅 含 32.2 HE, AKA WFLA AER, FT 
AST Ak, ABE DERE, ROE OER, RMB RR, 

乳 管 系统 到 开花 时 才 枯 次 , 那 时 下 部 的 时 子 已 经 形 成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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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5 “在 器 片 盟 权 -中国 41 号 1 AR THe S 

fii tk 
Hi D OE a NEE eT 

IE ci) 的 em FW, 的 一 

第 1 KOT AMIAR 64.9 48.9 

第 4 次 切 开 后 的 莫 果 69.0 49.7 

第 4 次 切 开 后 上 部 的 叶子 45.1 32,2 

第 4 次 切 开 后 从 干 边 数 第 6 对 叶子 54.5 35.0 

AE | 94.2 17.6 
Ed 17.3 17.0 

ia 20.3 17.3 

第 1 次 切 开 后 的 种 子 21.5 20.6 
第 4 次 切 开 后 的 种 子 20%. oi 19.5 

在 生物 学 上 成 熟 的 种 子 21.0 21.0 
| 

(fee Sa 10 225) 

乳腺 的 形成 似乎 和 营养 条 件 有 关 , 若 是 改变 其 营养 状况 ;植物 在 
一 定 的 发 育 时 期 内 ,就 然 怨 管 系统 。 同 时 根据 A. A. ALARRKEC1949 
年 ) 的 材料 证明 ,这些 植 株 的 主要 生理 过 程 ,如 光合 作用 \ 呼 吸 作用 和 
可 塑性 物质 的 流动 ,并 没有 唱 到 破坏 。 这 点 语 明 , 歼 片 器 栗 的 我 管 和 
统 是 可 塑性 的 ， 人 类 可 以 根据 自己 的 厌 望 来 改变 它 。 硼 就 是 定向 影 
响 带 有 殷 答 系统 的 植物 本 性 的 因素 之 一 。 

研究 硼 对 于 安眠 器 栗 中 怨 腺 形成 的 作用 ， 不 仅 在 消除 安眠 器 栗 
不 含 雅 片 的 现象 上 有 意义 ， 从 器 栗 发 育 更 苗 壮 上 看 也 是 如 此 。 这 点 ， 
很 重要 ,因为 在 乳腺 中 积累 着 和 乳 效 ,其 中 含有 很 多 各 种 各 样 的 莉 用 植 “ 
物 瞪 ,这 也 是 和 栽 培 黑 栗 的 主要 目的 。 

硼 对 于 安眠 中 村 的 发 至 和 生长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着 非 偶然 的 ,而 是 
测定 来 的 ,所 以 具有 乳腺 的 植物 ,在 本 性 上 需要 矶 。 . 

(i FATS RAYS BEING ALTE EE RE A SSE FES iT, HD 
可 分 为 下 列 几 类 :( 1 RAPHE; 2 ) 双 子叶 植物 ;〈 3 RPT 
双子 时 植物 。 这 
sR CINE ENRON th NRA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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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活动 的 组 织 有 影响 ,因为 我 们 并 不 完 从 了解 WE Bis 
类 物质 (如 复 蛋白 质 HH RIBS), 

在 植物 体 中 , 硼 和 其 他 微量 元 素 ( 铜 , 侯 , 甸 等) 一 样 ， 合 量 极 微 ， 
因此 ,使 研究 者 想到 ,这些 微量 元 素 是 参与 畏 系 统 的 ， 根 据 确 在 枝 蛋 
自 的 复杂 分 子 中 ,为 数 极 少 (甚至 核 蛋 白 本 身 在 植物 体 中 为 数 也 不 
多 ), 也 可 以 推 想到 , 硼 是 参与 核 蛋 白 的 形成 的 ,而 核 蛋 自 是 任何 活 狂 
胞 的 钥 成 成 份 。 还 有 一 件 事 实 也 可 证 明 此 点 : 即 士 壤 中 缺 融 ,首先 会 
使 分 生 狂 线 革 胞 的 生活 活动 停止 ,使 植物 失去 千 实 的 能 力 。 

ta 论 

1 .植物 体 中 的 含 副 量 决定 于 其 解剖 结构 A RED A 

FAILS: AFH AMS, FIR, TAT FL AS 

子叶 植物 中 最 多 。 
二 2. 怨 腺 合 发 达 , 则 植物 体内 的 含 确 量 登 多 。 

3. 当 安眠 黑 栗 不 含 鸦片 时 ,其 乳腺 必然 枯 鞭 ,而 藕 果 及 上 部 叶子 

中 的 含 硼 量 也 减少 了 。 
4. 喜 马 拉 亚 山 的 芒 缔 属 攻 用 植物 的 落花 现象 ， 可 以 用 硕 液 喷射 

植株 ,或 者 将 硼 施 于 土壤 中 来 消灭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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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GSE MLS PME 
提高 农作物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影响 

A.D Hedin EHR 

2 T bh Pen Te ALE ALES , DSR ST RIE NTL, BRT 
JL PEATE II ,还 需要 其 他 的 化 学 物质 ,这些 物 质 在 有 机 体 ， 
租 成 中 为 量 极 微 , 即 微量 元 素 。 

在 生物 学 上 对 植物 重要 的 微量 元 素 有 硼 , 纸 , SESE, 碘 和 钻 
等 。 

在 章 田 轮 作 制 的 施肥 制度 中 ， 微 量 元 素 有 特殊 的 意义 。 因 为 它 
可 以 使 多 年 生 玫 本 科 牧 章 和 豆 科 牧草 的 种 子 达 到 丰收 。 但 是 ， 正 如 
TH. 普 良 尼斯 尼 科 夫 的 研究 (1946 年 ) 所 证 明 , 只 有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和 一 定 的 土壤 上 ,才能 看 出 植物 对 微量 元 素 的 需要 情况 和 研究 微量 
元 素 的 效果 。 

格鲁吉亚 的 农业 特点 一 方面 是 作物 种 类 繁多 ， 另 一 方面 就 是 十 
末 气 候 条 件 极为 复杂 ,因此 ;必须 创造 极为 良好 的 环境 ,才能 使 肥料 ， 
特别 是 微量 元 素 肥料 发 挥 高 度 的 效力 。 

我 们 委 沟 在 格 重 吉 亚 的 某 些 土壤 上 进行 了 13 年 的 试验 和 研究 ， 
以 便 确定 答 各 种 作物 施用 确 、 仇 肥料 的 有 效 条 件 。 下 面 就 是 这 些 斌 
验 粘 果 的 总 灶 。 

试 RB > 

BARR ATE JO A Pp SLE GT PEE TA 
ly; OR FAY SE AE SBT I) AOTC BA OE SE He 
区 ( 放 干 路 哥 平 原 ) 的 弱 具 化 栗 钙 士 。 这 些 土壤 的 某 些 农业 化 学 成 份 
和 如 表 1 和 表 2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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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土壤 的 农业 化 学 分 析 ( 百 分 比 ) 

be Se Hy gy ( 1008 +- = aati BRS 一气 smi | seam | 吉 ee 

PRES bya +t 6.39 | 2.81 0.164] 0.210] 2.05 一 

Baek eet 0.96 | 0.42 0.217 | 0.138} 2.98 3.4 
| | | | 

Fo2 PBMCS HKARMKT (百分比 ) 

一 氧化 碳 HCO, | Be es | SO; | CaO c 余 物 

一 | 0.0366 | 0.0028 | 0.039 | 0.022 | 0.14 

BRAD HE EAST; Ar its FAR ICSD : TNE As TR, bit 

PSC AS TELD EARS, Sh) TEES AEA LW Wa aR 

FRIAR, 

在 我 们 的 试验 中 所 用 yk ie, SHG MR IF Eo LOD 

比 )1): 

金属 矿 溶 的 成 分 : 金属 矿 深 的 成 分 : 

% % 
Mn .vv 18.49 AlaO3 10.37 

MinOy «+e sere r ee eee 97 .60 了 DO5 vestrereer serene 0.43 

MnO .………..。….。 6.91 (Ca ee 2.37 

SiO, oa crecnectacnes 44.97 Mg o Res cescssccsacceencs 1.26 

Fe,O3 sesvecvecsecece 4.74 

EF ASD RRR, ARE Ah se -5 SE BEBE CNP) - 

一 起 施用 ,我 们 都 进行 了 研究 。 在 供 试 土壤 上 ,上 述 南 种 作物 的 谷 粒 
产量 烙 果 列 大 表 3 AF 4 。 

由 表 3 可 以 看 出 ,在 碳酸 帮 冲 渍 士 上 ,对 燕麦 来 说 以 第 一 种 施 硒 ， 
量 ( 1 公斤 土壤 施 0.5 BR, BSR eI, ARE 
是 谷 粒 的 狠 对 产量 和 相对 产量 ， 都 逐渐 减少 了 。 硼 与 完 公 矿质 肥料 

1) 以 后 的 所 有 试验 ,都 是 用 这 种 径 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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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WNRAMNAT Chere e 

〈 施 用 量 为 1 AP AEE TERK) 

me Ae ah a wk BA 

em 天 | & | #2| B 
nn Rh tk - 2 ? : 

eae). | 每 盆 | \ee| | ee 
js 1% |e %| fa %| Pre | % 
(32) (3a) / (5a) (5a) 

Se 3.6 | 100} 1.4] 100] 6.2 | 100) 4.6} 100 

1 公斤 十 境 施 0.5 毫克 而 5.0 | 140| 一 | 一 | 5.6 | 57| 一 | 一 

1A ABs 1 Se 3.8 | 107) 一 |— | 3.3] 53} 一 | — 

1 公斤 土壤 施 1.5 SHH 5.6 |.100| 一 1 一 | 3.1} 50| — | 一 

NPK 8.1 | 100| 13.0 | 100| 8.2 | 100] 13.0 | 100 

Ao Sy eaeg taming 10.5 | 129] 14.0 | 107} 8.2 | 101] 10.3 | 78 

NPK< 1474-3801 25) 9.9 | 122) 13.4] 103! 8.9 | 109] 13.2 | 401 

(1 AR being 1.5 2588 9.5 | 117) 14.0 | 108; 9.5 | 116] 13.6 | 105 

CNEKJ) 同 时 施用 时 ,可 以 大 大 地 减轻 在 弱 碱 化 栗 镍 土 上 , 由 于 增加 施 

硼 量 而 对 谷 粒 产量 所 发 生 的 不 良 影 响 。 
在 同样 的 主 款 条 件 下 ,与 完 至 矿质 肥料 CNPK) 一 起 施用 硼 , 虽然 

对 夭 子 谷 粒 的 产量 也 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 但 是 远 不 如 对 燕麦 谷 粒 产量 的 
影响 显著 。 

在 弱 碱 化 标 钙 士 上 单独 施 硼 ， 则 会 降低 燕麦 的 产量 。 可 是 硼 与 
NPK 同 时 施用 时 , 则 显著 地 提高 了 它 的 肥效 ,特别 是 在 施 硼 量 较 允 
情况 下 更 是 如 此 。 

表 夺 的 科 料 证 明 ， 在 上 述 两 种 土壤 上 ， 狂 燕麦 施用 锰矿 法 入 的 
| Sie, AE BILD, LIN, EERE BT HE AF RS 
低 很 多 。 

在 上 壕 两 种 土壤 上 , 完 至 矿质 肥料 CNPK) 和 纱 同 时 施用 时 ,可 以 
显著 地 提高 阅 考 和 夭 的 产量 。 可 见 在 这 两 种 土 款 上 ， 和 给 阅 麦 和 夭 施 

ASAD ANON CNPK) ,能 够 有 力 地 提高 盆 的 效果 。 
研究 硼 侯 的 旭 间 试验 是 用 焊 用 甜 茶 和 玉米 进行 的 。 



$12 4: Spb tn ALTS WSR TCR 

4 BORAT Aa asia 

(每 盆 的 施 经 量 ,以 克 计 ) 

fx (2 BS op fa Wa ta ke i SS 

: ie 者 Zs ee 者 as 
nan Rm ik F TT lool 

lace Set Sastry) 

fee 
| 

ne AS . 3.6 | 100] 1.4 ‘00 6.2] 100] 4.6 | 100 

€£*0.113 2.14) 644 一 | 一 | 3.4} 55) 一 | 一 

GE*0 226 2.7) 76} 一 | 一 | 3.6} 58) — | 一 

§2*0 339 2.7) 74 一 1 一 | 3.2) 54) 一 | 一 

NPK 十 8.1 | 100] 13.0 | 100| 8.2 | 100| 13.0 | 100 

$%*0.113 9.8 | 121] 13.2 | 104] 10.5 | 129] 14.6 | 112 

§F*0. 226 11.0 | 136} 14.1 | 114] 8.8 | 108] 413.7 | 105 

人 经 *0.559 10.5 | 129| 13.3 | 102| 7.8 | 96| 14.0 | 108 
NPK+MnSO, 

$0,113 10.68] 129] 18.9 | 145} 10.8 | 132] 15.4 | 118 

$% 0.339 10.7 | 132] 14.9 | 115] 7.9] 97] 12.4 | 93 

$2). 226 11.5 | 139) 14.2 | 109} 7,2] 90] 12.4] 96 

* 以 锰矿 潜 作 僵 肥 

糖 用 甜 茶 的 试验 是 于 1940 一 1942 和 1947 一 1949 年 在 格 熏 吉 亚 

苏 蕉 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甜 荣 种 植 区 的 三 种 土壤 上 进行 的 ， 即 碳酸 获 

Pri BBE Ky RHE ) ,挥发 监 碳酸 晤 棕 寺 ( 同 区 的 捷 尔 齐 

村 ) 和 碳酸 茧 十 冲 污 士 〈 什 坡 区 罕 达 基 集 体 农 庄内 )。 所 有 这 些 圭 “ 

培 都 用 库 菜 河水 灌 浙 。 

玉米 试验 是 于 1947 一 1949 年 在 古老 的 碳酸 卜 森 林 土 壤 的 量 地 

上 进行 的 。 

所 有 供 试 王 培 的 农业 化 学 组 成 如 表 5 所 示 : 

1940 一 1942 年 ， 双 在 第 三 国际 集体 农庄 ( 果 里 区 克 蕉 莫 欧 克拉 

村 ) 的 碳酸 路 棕 壤 上 进行 了 糖 用 甜 这 的 田 击 试验 。 研 究 了 在 播种 甜 

茶 时 与 完 至 矿质 肥料 CNPK) 一 起 施用 的 微量 元 夷 的 直接 作用 。* 三 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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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5 RG MARL HMR 

可 ga ear | 
取样 Eres eRe] N | 了 

wi | + ml 深度 | HE| Se CaCO; 毫克 /公斤 
et dt eee Kw CHEK) Ca Mg ast 吉 的 

WARMER 0 一 207.60| 27.6 4.7 1.9 | 2.5|o290.54| 92 | 0.45 
be 20—40|7.78|} 26.9 4.9 2:1 2.7 |0.2610.32| 89 | 0.42 
一 

PRELETRR 0 一 20|7.52| 24.6 3.6 1.6 2.4 |0.15]0, 28/102 | 0.50 

Wee ReHE|20—40|7.60| 25.9 3.2 1.1 2.3 |0.15|0.25| 69 | 0,40 

pew! 0 一 20l7.60| 48.5 -| 2.1 2.8 | 1.7 |0.15|0.485| 55 | 0.09 
byt: |20—40/7.80| 52.7 3.7 3.0 1.7 |0.15|0.09| 42 | 0.12 

40—60|8.00| 58.1 4.4 4.2 | 0.9 |0.08/0.08| 40 | 0.10 
60—80|8.32| 59.7 4,0 5.4 | 0.4 |0.0610.07] 35.| 0.08 

a oman 0—2017.97| 41.8 1.6 2.7 | 1.4 lo.09/0.04| 78 | 0.10 
BR ZEPKAL|20—40|7.79) 38.4 3.1 3.2 1.3 |0.08I0.05| 90 | 0.20 

fi AE 40—60|7.82) 46.2 3.3 3.7 0.9 10.08/0.04) 86 | 0.18 

0=-80)7.90 46 8 3.9 3.9 0.9 |0.06'0.04| 82 | 0.17 

BT ib 

By FE i Sa AR Ze 6 所 示 。 

Se PEAS AD Se Aas TH A SEE We RB OB PSR AY tet RED 

时 ,从 所 试验 的 各 种 用 量 中 ， 久 1 Su 1 APRA 3 BS GEE; 

在 上 述 用 量 下 ， 使 糖 用 甜 花 埋 根 的 产量 每 公 奈 分 别提 高 了 26.3 一 

58.7 从 担 , 和 34.7 一 54.7 公 担 。 

. 硼 和 伺 不 仅 能 提高 雪 根 的 含 糖 量 ， 而 且 也 显著 地 境 加 了 糖 的 总 

产量 ， 这 从 表 7 就 可 以 看 出 来 。 

1 BAH 1 BIT AAA 3 ab. MTGE i BE FA il SS SAR AS 

RUBE AS ET ie A, 

ATE Fé i BR AAI, FERRE EE Lae AS 

FATA Bao AR} BEL, De TE ale A Bk, BOY 

ETE — +P SEA RE AG Hh A, EAT Ros I a ET 

地 的 而 积 为 1 公顷 ,重复 三 次 。 在 上 壕 十 验 中 ， Be TB 



O14 动 植物 生活 中 的 微量 元 素 

ze 6 elites Rat | 
CRE Stee; NPK 作 底 肥 ; 硼 的 用 量 为 公斤 /公顷 ) 

1940 年 1941 年 194 2 年 

块根 的 -| om 有 | 块根 的 块根 的 | 
试验 处 理 “| 平均 产量 | APR | 平均 产量 “| 增产 量 ee 增产 量 

ALFA 公 担 一 公 担 

一 攻 轩 | % | ay 一 到 加 % | | % | Be. 

HB 401 | 100; — 325 | 100| — 343 | 100; 一 

a: 

0.5 thse te a 343 | 106] 19 一 |—-}| 一 
1 460 | 115| 59 551 | 441 27 400 | 147} 57 
2 4144 | 103} 42 330 | 102} 6 PE Se a = 
4 388 | 97|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 
5 461 | 115| 55 359 | 441 35 387 | 113| 44 
6 413 | 102) 7 337 | 104] 13 — {=} = 

12 363 | 89)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24 592 | 96|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以 后 玫 年 的 试验 中 ， 其 他 用 最 的 试验 乔 没有 做 。 

独 施用 微量 元 素 外 , 又 将 微量 元 素 和 完 至 矿质 肥料 CNPK) 配合 起 来 
iii FA, BOGE Inge 8 所 示 。 

BY TA, LF" RAE RIE A HAE SE TOA Se RE a BP 
根 的 产量 和 其 含 糖 率 ,以 及 提高 其 总 糖 量 的 作用 。 

虽然 单独 施用 硼 和 人 镭 ， 对 糖 用 甜 某 志 根 的 总 产量 和 出 糖 量 均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然而 将 这 些微 量 元 素 配 合 完 人 至 矿质 肥料 CNPK) 施 用 ,还 
AER EMMI, SEE I BAD AIA 

(EHH ATI EEA BEL, 相应 提高 18.2 公 担 和 11.3 公 担 。 
根据 皇 面 的 试验 ,使 我 们 有 理由 认为 , 在 上 述 条 件 下 , 要 想 提 高 

糖 用 甜 茶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和 块根 的 含 糖 率 ,以 及 产 糖 量 , 必 须 与 完 人 到。 
人 矿 磋 肥料 CNPK) 配 合 存 用 硼 和 人 镭 。 然 而 不 施 完 人 至 矿质 肥料 而 单 施 确 
和 化 时 ， 析 能 得 到 一 定 的 效果 : DFG ES OE FA lt RA ASE 可 

提高 8.4 一 17 . 5 id, 和 产 糖 量 7 公 担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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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7” 硼 和 经 对 糖 用 甜菜 郊 根 合 糖 量 的 影响 
(HIRES; NPK 作 底 肥 ; 副 和 经 的 用 量 为 公斤 /公顷 ) 

1940 人 年 1941 有 

\ a & kh ae 册 糖 量 inal NE Sr SRA 

(%) | 公 担 /公顷 | (%) | 公 担 /公顷 | (%) | 公 担 /公顷 

对 照 1937 |-79;2 | 18.8 | 61.0 17. § 58:6 — 

WD: | 
0.5 — = < 20.3 | 70.0 9.0 一 —< —_ 

19-4-) 89;2 | 40.1 | 245") 75,5 [14.5 £19 2° 7636") 18. 2 

21.6 | 89.2 | 10.1 | 22.4] 74.0]143.0/ 一 | — | — 
20:5 179.5 | 0.4] — 一 -一 -一 -一 一 

Ss 
3 19.2 | 89.5] 8.5 119.6 | 70.4] 9.4] 18.6 | 69.8 | 14.3 

6 19.1 | 79.0} — | 20.4| 68.7/ 7.4) — | — | — 
12 人 
24 21.0 |82.34, 2.32; — | — | — |} —}— | = 

才 8 DIGS HH APRA ED A 
MW RY | ge | oe |e 

试验 处 理 ie 产量 
公 担 /公顷 % ANH / AH (%) 公 担 /公顷 

ane AE 244 400 19.6 47 .9 一 

Bj: 1 公顷 和 施 1 公斤 253 103 6.4 | 21,8]. 66.1 7.2 

SE. 1 ALES 公斤 262 107} 17.5 | 21.1] 55.2 7.2 
NPK 作 底 肥 545 | 100 -一 17.14 58.6 一 

Wi: 1 公顷 施 1 公 和 斤 400 117 57.4 19.2 76.8 18.2 

SE- 1 公顷 施 5 AIT 587 113| 44.1 |18.6| 69.8 11.3 

aT RAMA AE LR TERR, RS ee 
jit Se LSE AE AW Flt EIS IL SG RDA 1947 EF RTE 
AS EGR HE RRL SE ETH IS EW SE EAR Ee PO) A 
Ae G5 MLA VIERA PARE, RA APE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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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 Wh Ay ee Re Bs we TE (REDE K aE PIAA) 进 

TARR, LR eR ge 9 所 示 。 

Oo WS wn wM 

Pl i a 碳酸 wae wha t- 

A 验 处 理 | tmp | 增产 量 | Be | 增产 量 

公 担 /公顷 | (%) | 公 担 /公顷 | 公 担 /人 硕 | (%) | 公 担 /项 

fre a 219 | 100 ~ 208 100 一 

Ay 1 ZSte fits 1 ZIP 227 107 15 223 107 14.4 

S 1 Ata 3 公斤 231 109 19 236 113 28 

NPK 作 底 肛 502 100 一 415 100 一 

NPK 作 底 肥 : 

M41 AMHR AZT) 557 111 54 433 106 18 

WH 1 ZSbE iE 2 公斤 565 143 63 487 117 72 

G1 AHS 公斤 - 558 107 56 467 115 52 

SE 1 公顷 施 6 公斤 545 108 42 479 115 |° 63 
| | 

SHOE EE, DNASE RHE TARAS St ES As, INGE 
te 4G AMER AL SAE SEA I LP 
Lb, BAB TCR SESW ABILM (NPK) 配 合 使 用 ,可 以 显著 提高 
糖 用 甜菜 亏 术 的 产量 。 

在 古老 碳酸 蓝 森 林 土 壤 上 的 玉米 试验 内 ， 硼 和 锰 也 显示 了 高 度 
的 效果 。 玉 米 的 营 襄 田 关 试验 是 于 1948 一 1949 年 在 基 洛 夫 集 体 农 

庄内 ( 捷 斯 做 力 区 克 蕉 莫 沙 卡拉 村 ) 进 行 的 。 研 究 施 肥 当 年 和 一 芋 之 
后 , 磺 和 佬 对 玉米 产量 的 作用 。 试 验 糙 果 如 表 10 所 示 。 

#2 10 i ahaa 与 完全 矿质 肥料 CNPK) Fel iti A, 特别 是 
人 锰 , 对 玉米 产量 的 影响 , Le BU Th ASE, RATE 

nn eee EAB AROS (NPR) Be 
合 使 用 ， 不 仅 没有 良好 的 效果 , 而 且 还 显著 地 降低 了 NPK 对 提高 玉 
米 产 量 的 作用 。 

在 古老 碳酸 熙 森林 十 壤 上 旬 独 施用 硼 和 盆 ， 对 玉米 产量 的 后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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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 友和 纸 对 王 米 产量 的 影响 

直 #& Bm 在 第 二 年 的 后 作用 
Rte Seer) eek ERR a 

公 担 /公顷 | % | 信 担 /公顷 | 公 担 /公顷 | % | 人 /人 项 

ant ie 24.6 100 一 69.9 100 一 

础 1 公顷 施 1 公 斤 | 27.4 113 3.1 70.9 104 1.0 

A} 1 公顷 施 2 公 斤 | 56.9 150 12.2 78.9 113 9.0 

1 AHR S AT] «635.4 144 10.6 81.3 146 “| 11.4 

€ 1 AHH EG AT] 55.4 136 8.8 841.4 116 11.5 

NPK 作 底 肥 42.5 100 -一 87.5 100 一 

NPK 作 底 肥 : 
Oh 1 Ath 1 AIT) 47.5 1114 4.7 86.9 98 一 0.6 

Wy) 1 AE 2 公斤 44.5 104 1:7 87.8 100 0.3 

1 AAS AT] 42.1 99 —0.4 87.1 99 一 0.4 

1 AME AIT] «44.6 104 PRE 87.5 100 一 

作用 和 它们 对 玉米 产量 的 直接 作用 一 样 显著 。 

% 8 

LWA ASEM RSA, 75 mins LAPSE ED 
FE a i ERS PE EA EE, PRS AK 

RoR SE APL BL , PETE Si EE SY 
2 FEW RES TEE LE , Wi AOA , SH RR AIZE™ 

OG ORES eB (EE UL, WEE, 即 大 大 地 降 
低 这 两 种 作物 的 谷 粒 产 量 。 在 类 似 条 件 下 ， 施 用 破 酸 亿 和 亿 矿 法 作 
GCS ,在 碳酸 区 冲 渍 土 和 轻 度 碱 化 更 俩 土壤 上 ,对 于 提高 悉 考 和 和 的 

谷 粒 产 量 有 不 良 作用 。 在 上 述 两 种 土壤 上 以 不 同 用 量 与 完 至 矿质 到 
料 CNPK) 配 合 施用 这 两 种 微量 元 素 , 可 以 大 大 地 提高 它们 的 效果 ,从 
而 使 屯 考 和 夭 的 谷 粒 产 量 显著 增 台 。 

3 .在 格鲁吉亚 东部 地 区 的 碳酸 蓝 棕 培 、 变 质 碳 酸 攻 棕 填 及 碳酸 

咖 古 冲 污 土 壤 上 的 田间 试 台 内 ， 痊 糖 用 甜菜 单独 施用 硼 酸 态 的 页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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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TRASISE , 或 者 与 完 至 矿质 肥料 (NPK) 配合 施用 , 都 很 有 效 , 使 
糖 用 甜 荣 的 产量 大 大 地 提高 。 最 有 效 的 用 量 为 : | BL a, 
Al 1 公顷 施 3 BI Ge, Thi SEES WS A AS, HEE ARTE, 
EOD WEIGHS 8.4 和 17.5 Bil, HSE A ASE 与 完 
至 矿质 肥料 (NPK) 配合 施用 , RECS ARTEL, SR 
别提 高 57.4 和 44.1 公 担 , MERA PE 高 0.5 一 1% ,使 糖 的 总 
产量 每 公顷 分 别提 高 18.22 和 11.26 公 担 。 

4. 硼 和 僵 在 古老 碳酸 荔 森 林 十 壤 上 ,对 玉 米 也 有 很 好 的 作用 。 
5. 在 格鲁吉亚 的 碳酸 艾 土 壤 上 ， 硼 和 盆 对 各 种 农作物 所 起 的 良 

好 作用 的 期 限 有 两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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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盔 . 经 , 铜 对 提高 亚麻 产量 的 作用 
S1.. B. HK Ht 

亚麻 是 苏联 非 黑 土地 带 最 主要 的 技术 作物 之 一 。 在 草 田 轮作 制 
中 , 亚 腰 一 般 是 被 种 植 在 多 年 生 牧 章 之 后 。 同 时 ,在 草地 牧童 输 作 中 
也 有 很 大 的 可 能 性 来 芒 培 亚麻 。 由 于 在 集体 农庄 和 国营 农场 内 ， 进 
行 了 土壤 改良 ,并 采用 大 田 输 作 与 收 章 轮作 制 ,因此 连 各 种 重新 开县 
的 二 地 (主要 是 沼泽 地 ) 也 种 作物 了 。 在 章 田 轮作 中 必须 采用 煤 合 的 
农业 技术 措施 (其 中 也 包括 施肥 制度 在 内 )， 以 保证 输 作 中 各 秘 作 物 
都 能 丰收 ,在 草 田 轮 作 内 的 多 年 生 牧 草 和 亚 订 的 施肥 制度 中 ,微量 元 
素 起 着 重大 的 作用 ,其 中 特别 是 硼 , 铜 和 盆 。 这 些微 量 元 素 在 亚 廊 和 栽 
# LARA EBM, 

HOLE HARARE Reh, Fee 
Bi i A As eS il, FL TC SS EY A BER EE Hd BS, 

ATR FC SEC Am: A) FS eA BS BE A VE, SR 
为 它 参 与 植物 体内 重要 的 生物 化 学 过 程 ， 是 植物 矿物 质 营养 所 必须 
的 元 素 ， 还 因为 它 对 土壤 微生物 击落 和 高 等 植物 与 土壤 微生物 间 的 
共生 或 寄生 的 相互 关系 也 有 一 定 的 影响 。 

同时 , 上述 的 每 一 种 微量 元 素 均 有 其 独特 的 作用 ,这 一 点 是 急 可 
皇 辩 的 。 我 们 的 研究 证 明 : 硼 素 对 于 亚麻 的 作用 与 植物 芯 体 分 解 的 
过 程 ,以 及 腐植 压 酸 的 合成 与 分 解 过 程 均 有 着 密切 的 关系 。 

只 有 在 淹 定 了 游离 的 黑 腐 酸 和 超 黑 腐 酸 以 及 被 固定 为 镍 甩 之 问 
的 数量 关系 ,计算 了 土壤 微生物 的 活动 性 之 后 ,才能 预测 到 硼 肥 对 亚 
麻 的 效力 。 大 家 都 知道 ， 确 在 很 大 程度 上 能 调节 更 席 和 犯 菌 微生物 
举 落 问 的 相互 关系 ,防止 寄生 酒 菌 为 害 作 物 ,建立 对 作物 有 利 的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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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此 外， 硼 肥 还 能 防止 亚 订 感染 锈 菌 病 [根据 别 列 佐 娃 (BE. ©. 
EBepesopa) 的 试验 ]。 

把 亚麻 感染 锈 菌 病 的 现象 看 作 是 首要 的 原因 ， 而 把 硼 的 影响 只 
当 作 是 所 缺少 的 营养 元 素 是 完 公 不 对 的 。 应 当 在 其 相互 关系 中 来 研 
穹 这 些 现象 。 当 然 , 硼 不 仅 是 植物 ,而 且 也 是 微生物 所 必需 的 营养 元 
素 。 但 这 种 需要 是 经 党 改 变 的 ， 这 要 依 高 等 植物 与 微生物 间 的 相互 
关系 和 和 外界 环 境 条 件 而 苇 移 的 ; 因 之 ,也 要 依 输 作 中 的 一 套 农业 技术 

.措施 和 施肥 制度 而 款 移 。 在 施肥 制度 中 , 确 肥 不 是 狐 立 存在 的 , 它 是 
植物 和 微生物 营养 所 必需 的 组 成 部 分 。 

假使 植物 有 机 体 很 圳 弱 , 则 壮 苗 寄生 现象 就 会 发 展 。 如 众 所 知 ， 
Hin BLS AE SEAR OLE OR, SRL RA SSE 
MAS, VLAN AAO IC , SAT CLE A ER BB AG 
44h, FRI RMS EIR, | 

确 肥 在 下 列 情况 下 最 有 效 : LAE BSE Ze A ya BRA 
上 , 裔 地 为 中 性 反应 、 偏 碱 性 , 尤其 在 土壤 中 明显 地 表现 出 嫌 气 性 过 
程 时 ; (2) 在 输 作 中 施 过 石灰 的 土壤 中 , 以 及 含有 过 多 的 黑 腐 酸 因 和 
超 昧 腐 酸 铬 的 二 坏 内 , 确 能 消灭 石灰 有 时 对 亚 廊 所 发 生 的 不 息 作 用 ; 
(G3) 在 丰产 亚麻 条 件 下 , 在 植物 营养 中 缺 帮 的 情况 下 , 以 及 在 亚 订 感 
Jus Ea 

BH WOE SE SHE dy IN a Ke LE A RP ERS 
HE A i FE eR HEY Ee), FE eG 
SAF PRAT MERE) ES HE 13 公 担 (“ 劳 动 族 " 集 体 农庄 )，2 .7 
公 担 (威廉 斯 "集体 农 讨 )，1.4 和 4.5 公 担 (“ 我 们 的 劳动 "集体 农 
HE) 许多 集体 农庄 在 生产 条 件 下 ， 每 公顷 种 子 增 产 1.8 一 4.14 公 
担 。 

WME HERE 2 一 3 支 数 (ovxep), 各 年 的 试验 千 果 列 于 表 1。 
除了 用 可 溶性 的 纯 磺 是 类 (如 硼砂 ) 答 亚 订 施用 确 肥 人 外， 还 有 化 

SET SE ADEE Hh AEA SS, kD OT A 
石 作 肥 料 , 效 果 也 很 高 。 



989 ShAMALTA he TCE 

Zo. TeReHIBE A LAE Fe 

(1935—1936 年 至 苏 列 学 农 业 科 学 院 的 试验 ,加 里 学 州 ) 

: 产量 ( 公 担 /公顷 ) 
集体 农庄 | 年 份 an 验 Ai pee ay 

HF | me Me | 

Seay | 1935 | eRe 2.8 2.3 13.9 
PK 5.8 3.6 13.0 

NPK 十 硼砂 

% 公斤 /公顷 6.2 3.9 15.1 

3 AIT/AtA 7.6 4.8 16.0 

9 公斤 /公顷 7.1 4.5 15.5 

12 公斤 /公顷 7.6 4.5 15.1 

威廉 斯 | 1956 | _1) 翻 耕 环 化 土司 : | 

au IS 4.3 1.7 13 

NPK 3.2 1.9 13 

NPK+ Hed 3 AT /AtA 8.5 4.8 16 

BEAL 18 Wt / Zt 7.5 2.9 13 

2) 深 大 到 腐殖质 层 : 

ane 3.9 1.9 13 

NPK 3.4 2.5 13 

NPK+ Hh 5 公斤 /公顷 7.6 5.3 15 

RAE 18 吨 / 公 顷 5.3 2.7 14 

3) PR ASVER |S : 

ine ffs 4.3 2.9 | 14 

NPK : La 3.8 14 

NPK+id 3 公斤 /公顷 7.2 5.5 16 

FRA 18 吨 / 公 顷 6.5 3,4 14 

一 一 二 

威廉 斯 | 1957 | PERRIER: 

NPK 1.01 0.8 一 

-NPK+HM: 

B, 0.35 公斤 /公顷 2.27 25 | — 

B. 0.70 公斤 /公顷 3.07 2.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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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1 

‘ 产量 〈 公 担 /公顷 ) 
党 体 农庄 | 年 份 an ES 设 时 一 一 一 一 一 HR HEE Bi 

种 : HE 

| NPK +88 HERE : 
B. 0,35 公斤 /公顷 2.59 2.0 一 

_ B. 0.70 公斤 /公顷 3,29 a 一 

NPK+KA HA: 

B, 0.35 公斤 /公顷 464 3.2 一 

我 有 的 | 1938 | NPK 4,93 | 5.0 一 

NEPEK 十 硼砂 : 
B, 0.35 Ar/Ata 6.01 | 5.8 -一 

B. 0.70 公斤 /公顷 6.66 | 6.4 a 

NPK+ Wise hee: 

B, 0.35 公斤 /公顷 本 一 

B, 0.70 AR/AG 5.17 6.5 一 

NPK+AP wt: 
B. 0.35 公斤 /公顷 6.23 6.7 一 

我 们 的 | 1939 | See 1.63: at males 
劳 荔 | NPK 2.5 ies fs 

NPK+a: 

B. 0.1 公斤 /公顷 播 前 施 6.5 7.4 一 

B. 0.1 公斤 /公顷 和 种 子 一 起 施 下 | 6.7 7.8 <= 

B. 0.35 公 乒 /公顷 播 前 施 7.0 9.2 一 

也 .0.55 公斤 /公顷 播种 时 和 种 子 一 | 6.5 9.7 一 
起 施 

NPK + BIE 

B. 0.1 公斤 /公顷 播 前 施 4.2 6.4, = 

B. 0.1 公斤 /公顷 播种 时 和 种 子 一 | 4.4 6.9 妈 梳 .一 
起 施 下 

B. 0.35 公斤 /公顷 播 前 施 4.6 7.4 = 

B. 0.35 公斤 /公顷 播种 时 和 种 子 一 | 4.9 8.2 oe 
起 播 下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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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N ELL, SA 使 用 0.35 一 0.70 A BEA 
适 , 而 在 施 过 石灰 的 生 章 永 化 十 上 , 则 以 每 公 藉 施 1 公斤 B AIS, 

“我 们 的 劳动 ”集体 农庄 1939 年 的 试 胁 资 料 设 明 , 于 播种 时 , 园 - 
时 施 硼 肥 , 可 以 提高 肥效 。 

在 试验 中 , 售 采 用 下 列 施用 硼 肥 的 技术 :以 硼 肥 洲 液 或 瑚 肥 的 基 
渴 液 证 种 ,其 用 量 如 下 :每 公顷 所 需 的 硼 量 必 腑 深 于 26 公升 水 内 ,并 
-用 这 些 数 量 的 水 溶液 证 湿 播 种 1! 公顷 所 需 的 亚 订 种 子 〈 试 验 中 工 公 
JA 160 公斤 种 子 )。 荐 湿 种 子 后 ,要 立刻 撒 上 粉碎 的 于 泥炭 (每 160 
公斤 种 子 拌 20 BIT VER), FA ER, 

无 花 在 播种 前 施用 硼 肥 或 作 追 肥 用 , 硕 对 亚麻 都 有 良好 的 作用 。 
但 作 追 肥 施 用 的 硼 ， 在 肥效 上 不 如 播种 前 使 用 时 显著 。 这 是 因为 亚 
麻 即 使 在 出 苗 时 ,也 可 能 感染 锈 菌 病 。 因 此 , 必 妥 在 亚麻 发 育 的 最 初 
JL, BE MTEL, 

KF RABER DAS OB ELD ate 
INF 2. os 

BN ELE Be ESET mE) BEAT AE 
BS) , 9S he BAe BH OND FA LSP eS 
3%, 

Ze 2 PBAR ARAB SEA eS ae be ey 

(BRIS RSE BE 1937 SE AIRARR NPE 作 底 肥 ) 

直播 前 寿 作 时 139 311 

WS BRIBE 124 | 2794: 

Fae Hh 123 158 

SB LEAR Aa AT PsP, EB Os PE JRA ALPES 
Hi ASB SSA BE TS BS TA 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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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5 硼 肥 的 施用 时 期 对 亚麻 产量 的 影响 

a 砂 硼 氏 有 

施 je 时 期 产量 ( 公 担 /公顷 ) 产 Bt ( 公 担 /公顷 ) 

*# wile F|@ Ble 子 

播 前 和 寿 作 时 40 .8 6.9 41.7 6.9 

出 苗 时 64.6 5.7 38.5 6.3 

7A BB OIE RIA RIE, (LE FE 这 里 和 在 其 他 情形 下 一 

样 ,对 于 任何 病害 , 防 总 膛 于 治 ,也 就 是 语 , 最 好 在 播种 前 或 播种 时 施 

FARE. 

ADK EAS ERAN, FERPPEE Ree BAK 

Jez , RAE AS He Hic CRA es LDR ARPES (Tlocnenos ), 1947; HER 

夫 (CKararEIlMoB ) A, 1948], 

亚麻 是 一 种 对 土壤 施用 过 允 石 灰 后 ,而 有 不 让 反应 的 作物 。 

在 输 作 中 ,对 车 珊 草 和 谷类 作物 最 合适 的 石灰 用 量 , 对 亚麻 则 嫌 

对 多 。 同 时 有 许多 试验 证 明 : 施用 硼 肥 能 完全 消除 石灰 过 允 时 对 亚 

廊 所 产生 的 有 害 作 用 。 在 施 过 石灰 的 土壤 内 ， 施 用 矿物 质 肥 料 能 增 

加 植物 对 确 肥 的 需要 。 RE a FCT Poem 7 Se EES es BAe 

子 的 产量 。 

MW. A. 坡 斯 彼 洛 夫 在 莫斯科 近郊 多 尔 戈 普 鲁 德 试验 地 里 所 作 的 

一 些 试 验证 明 ， 硼 肥 不 仅 在 施用 当年 有 效 ， 即 在 施 后 的 第 二 年 也 有 

数 。 这 要 看 硼 肥 的 类 型 和 施用 量 而 定 。 确 酸 , 硼 售 肥 ,水 方 确 石 ,电气 

AT SAS SS =F Ay ICE BS, SL Rae 

SE Fy IER BS, 

FE WSS A RASA bk, $e CT a A OO ..35—1.5 BAA 

最 合适 。 

DO MERE MELO ATE NRA Ge ”我们 信 于 1945 一 
—47 42 fe lie HENS TE AU LLB Ac Fe AVA 日 区 的 不 同 土壤 上 进行 了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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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施 用 微量 元 素 的 田间 试验 和 室内 试验 。 
-在 各 个 试验 中 ,并 未 发 现 亚 廊 感 染 钵 菌 病 , 因此， PRR 
Pee i ae Le ee 
是 以 微量 元 素 能 改善 植物 的 营养 条 件 为 前 提 的 。 

1945 年 ,为 了 研究 微量 元 素 在 不 同 土壤 内 的 作用 , 信 进 行 了 人 栽 
试验 和 田 问 试验 。 RB LE= ORL LEGS: 1) 
ALDER BB HB); 2) 拉 胸 灯 亚 农 学 院 耶 尔 疝 夫 实 辟 农 
BFR” KANE Et; MARA RIB “MARE 
BERS, REM kB Bile 
35 ae ABTS. 

SRE A ZeHH , EB ka BE RE -e 
CBA) EARS EA HF , EE Je SD BE 
MBE, VA KL EM RRR, MASS 
BF ey EULA, I BE 9 7 HE BG 42.76 4 

FA Stee A Ran 

Be 4 FEB EA Er LVEF BY 

《1945 年 AVR HE HE SE SAIS ) (ERIE: NPK) 

Oh = ok CAMA) 
na 有 验 KX 有 了 

亚 麻 种 子 se ite 

对 照 6.6 5.7 

硼砂 (1 公顷 施 5 公斤 ) 7.5 6.9 

AED 1 A 6 AT) 6.9 7.5 

高 位 泥 岁 6.8 6.7 

在 试 又 内 , 当 底肥 施用 完 至 矿物 贤 肥料 ,并 且 每 公顷 双 施 用 6 公 
斤 硼 时 , 则 亚麻 敏 外 的 产量 最 高 。 由 于 施用 这 样 多 的 硼 肥 ,使 每 公 厌 
MET RES 153 公斤 。 在 试验 内 ， 人 每 公顷 施用 3 公斤 硼 
fy Ae MPT EET 67 公斤 。 这 些 数量 的 确 砂 已 足够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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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形 成 正常 种 籽 产 量 的 需要 。 
施用 高 位 泥炭 能 使 每 公顷 亚麻 徐 维 的 产量 提高 ! 公 担 ， 但 使 种 

子 产量 增加 得 不 多 。 
1946 年 在 利 日 县 的 黑色 沼泽 土壤 上 ,由 于 施用 硼 肥 而 使 麻 查 的 

产量 增加 15.26, WeSE I ARYA 1126, Wad GR OETA 48 WE 
"14%, 

1947-4 FE HES ESE I PE A BE, 由 于 前 
JLB: WHT FBS & ASE POSE AE, PDE , BER SE Hi 
量 元 素 肥 料 了 , A606 BA Sis PEA SEI, PLE 
色 芋 壤 上 ,由 于 施用 础 肥 , 每 公顷 种 子 产 量 增加 60 公斤 (BR 726) 3K 
说 明 在 试验 中 , 确 的 效果 相当 弱 。 根 据 1949 年 的 试验 , 在 拉 觅 蕉 亚 
苏 厅 埃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 栽 培 亚 订 的 集体 农庄 内 ， 亚 麻 施 用 硼 肥 后 境 
产 12 一 49%。 由 此 ,我们 可 得 出 这 样 的 烙 花 : 即 答 亚 麻 施 用 微量 元 素 
时 ， 特 别 是 施 确 时 , 必 肛 分 别 在 不 同 土 壤 条 件 下 , 认 趴 试 验 。 在 一 般 
的 矿物 质 的 生 章 灰 化 壤 士 和 砂 款 士 上 (人 告 未 施 石灰 的 ) 种 植 亚麻 时 ， 
只 施 氨 , 磅 ,钾肥 就 足够 了 ,不 必 再 施用 微量 元 素 。 

Hea fir Tee At ASR eI A at 我 们 的 试验 研究 就 明 : 对 

于 旺 色 沼泽 地 上 的 亚 廊 ， 可 以 用 高 位 泥炭 和 草木 灰 来 代替 硼 肥 。 
高 位 泥炭 之 所 以 能 代替 硼 肥 ， 是 因为 它 可 以 调节 土壤 和 植物 体 

中 的 微生物 学 过 程 , 诚 少 其 中 能 引起 亚麻 普 菌 病 的 细菌 含量 ,并 能 而 

强 土壤 中 的 好 和气 性 氧化 过 程 。 此 外 ， 当 高 位 泥炭 在 土壤 中 矿物 质 化 
时， 泥炭 的 有 机 质 内 所 含 的 少量 硝 , 将 转化 成 植物 可 吸收 的 形态 。 高 
位 泥炭 可 以 在 施 过 石灰 的 灰 化 芋 和 中 性 的 瞄 色 沼泽 土 内 当 作 肥料 使 
用 。 

草木灰 也 是 硼 肥 的 代用 品 ， 厦 且 或 多 或 少 也 可 代替 其 他 一 些微 
量 元 素 肥料 ， 因 为 在 其 成 分 中 含有 硼 等 微量 元 素 。 这 些微 量 元 素 都 
是 厢 物 成 分 中 所 含有 的 ,而 草木 灰 双 是 由 植物 体 变 成 的 。 

我 们 在 “ 莫 治 托 夫 ” 国 营 农 场 蜡 色 沼 淫 干 培 上 (该 地 极 需 硕 肥 ) 进 
行 试验 ,在 试验 中 试用 高 位 泥炭 介 获 得 下 列 和 结果 (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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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5 以 高 位 泥炭 代 蔡 副 肥 对 亚麻 产量 的 影响 (底肥 NPK ) 

品 种 HL7 |. areata 

a 葵 心计 # 量 
理科 | 种 一 子 本 于 全 入 下 生字 

HEE 39 0: 124 0 

对 照 581 15 485 91 

tii} _ 566 171 620 140 

Beever 730 237 780 205 

将 富 含 甲 种 黑 腐 酸 (c-rywar) AYES TER MED > PER 
地 里 ,可 以 加 强 土 壤 中 的 生物 化 学 过 程 。 同 时 ,还 可 以 加 强 泥 炎 和 证 
培 有 视 质 的 矿物 实 化 ,以 及 硝化 作用 和 毛 化 作用 ,从 而 减轻 能 引起 亚 
i PALS A EA ABS, A AINE Hb eT i 

在 我 们 的 试验 里 , HA VER, EE I 
在 缺 确 的 土壤 内 ,最 好 猴 亚麻 施 用 风干 的 高 位 泥炭 ,平均 每 公顷 

施 40 一 50 吨 即 可 。 在 施 泥 痰 的 同时 ,也 要 施用 氮 , 磷 ,人 钾 等 矿物 质 肥 

料 。 

木 灰 除了 含 磁 、 钾 、 辕 外 ,还 含有 确 。 他 可 以 代替 农作物 的 全 肥 
和 确 肥 。 我 们 在 同一 种 上 晓 色 沼 课 土 上 的 试验 中 ， 获 得 下 列 糙 果 〈 表 
pes > | 

PE eee ee Cor a 

sey | NP | NP+K | NP 上 + 草木 斌 | NP-+K+B | NP+EAKI 

产 量 (H/BBR) 

NP+B 

中 站 a an @ 

ee ae a ee a OO a ae Mii GaP OT FE HH eam : SARAH CIE, 

fa EL HP Bg HT J OAR O—8 公 担 。 PLATE RK 施用 草 

= 



Gh. $k. Coote eT RAE 239 

森 灰 ,以 便 播 前 耕作 时 用 土 复 与 。 
i Fle AS, ”关于 拨 肥 和 网 肥 对 亚麻 的 作用 不 如 确 肥 

研究 得 仔 钥 。 在 旺 色 土壤 上 的 微量 元 素 试 骏 中 也 包括 存 用 鳃 肥 的 处 
至 ,但 在 这 些 土壤 中 , Ga HERE AT RI EIA, 而且 也 未 能 防止 亚 谭 
感染 狂 苗 病 。 大 家 都 知道 ,在 亚麻 植株 的 成 分 中 有 低 , 因 此 它 是 亚麻 
营养 所 必需 的 元 素 。 土 壤 和 有 机 肥料 中 (例如 帮 肥 ) 都 有 很 多 的 锰 。 

。 因而 为 亚麻 的 盆 素 营养 创造 良好 的 条 件 。 但 是 ， 当 亚麻 在 施 过 石灰 
AACE AER TE ERE, SRE A 
质 起 良好 的 作用 。 SNES ii BOS 10 一 20 APSR, 可 以 利 
FAST PAE LO I 

Hh FFE PRR A 8s YS Mw A DB HT A 
BR LA, MAGUS, FEI PM MAY 
”泥炭 王 内 施用 钢 肥 ， 可 以 使 每 公顷 亚麻 MME ES 70 一 80 公斤 

( 表 73。 
Ze 7 铀 对 亚麻 产量 的 影响 (底肥 :完全 入 物质 肥料 ) 

“Shp Rik RE | “我 们 的 劳动 " 集体 农庄 
(1955 年 ) | 1938 年 | 1939 年 

BAER RR Oe sae | eR ( 公 担 /公顷 ) 
ey HEX 2K Gs i/ 

= 

Ab) 7 are i eat od = 

eK 2.8 | 15 5.8 5.4 | 3.6 | 4.6 | 27.0 

对 有 照 5.8 13 6.1 4.9 5.0 2.5 | 36.6 

硫酸 钢 6.6 14.8 5.8 一 5.7 一 
:人 (25 公斤 /公顷 ) 

PEW TA 一 | 一 一 5.9 5.8 2.6 | 46.1 
《5 公 担 / 公 饥 ) 

正如 我 们 1949 AE yas Ar AE YI Giplientienm roe 

PTF EAS AEE Ob, Wn ROR RS A SIE, HEA S 

Fh He, AG, FEY AS AL , AR AS A fie eS Be Hotei] 1 )。 ths 



290 动 植物 生活 中 的 微量 元 素 

AN 

EN， 
ar nie eames AAAS Zahn ne ARE RE AR ak 

Want A ae uN : 

ROSE ae 
Re Rp mR aN eR RNR tn a 

AN a : : . 

OR NE NE NS 

vee TEN aa ON sea 

RN Janae NN " | | 
RERRINRIIN RN : 

dan Shae RARE aN NS 

铜 对 亚麻 产量 的 作用 

在 这 些 二 坏 上 , 优 葵 是 硼 或 饶 , 都 没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 用 黄 铁 矿 漆 作 亚 
麻 的 肥料 时 ,每 公顷 要 施 4 一 5 公 担 , 用 硫 酸 铀 时， 则 每 公顷 要 施 25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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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F i) SS BES a 

AD HARKER 

ee i ee ae ee ee 
使 用 ,是 能 够 提高 肥效 的 。B. P. 威廉 斯 一 再 指出 这 种 措施 对 提高 音 
位 面积 产量 的 意义 ,他 襄 : “需要 营养 的 不 是 土壤 ,而 是 植物 ”。 

为 了 解决 施肥 期 的 问题 ， 必 须 了 解 植物 在 不 同 发 育 时 期 内 对 养 
分 需求 的 情况 。 根 据 植物 阶段 发 育 的 理论 ， 我 们 知道 植物 的 每 一 个 
发 育 时 期 才 有 和 它 相 适应 的 代谢 类 型 ， 而 每 一 个 代谢 类 型 双 有 和 人 它 
相 适 应 的 营养 类 型 。 因 此 ,在 植物 生活 的 各 个 时 期 中 ,必须 满足 它们 
对 某 些 营 养 元 素 的 需要 。 

与 发 育 时 期 有 关 的 \ 农 作物 的 急 机 营养 问题 ,特别 是 向 日 鞭 的 无 
机 营养 问题 , SEAGER, FERRARI BREE (JIiororopc- 
Knit, 1869) 首先 研究 了 向 日 葵 的 灰分 营养 ,他 确证 : 向 日 著 在 形成 纹 
秋之 前 ,吸收 很 少 的 灰分 ,而 且 在 植物 体内 的 累积 量 也 不 允 。 到 开花 
HEI, FD P,P, WLC IRB. 

AN HS BLL A ER 2 AG AE AL 
SiS |i) A BES LAREN, 

194148, ZERIT, BERLE SESE, RES I 
成 的 169 Sia B BEEP eae AY Be 
RRR BRIBE HL RRIE 12 IT PEE 

AOR 6 aOR ER, SEIN, ii AK OR: RE Se 
ANGE , BE —— BESS, SE ——A0.-6 SNM, NE FEE N 
0.6792, PoOs 和 K,O 各 1 38, AEE ICSE Wi JH He ABMS ; TBS 
HOT, GBB AS HOS. ea ASE Th BE WS EE 

or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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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算 节 适 量 ,所 以 只 能 根据 女 献 上 所 襄 的 , 硼 对 于 大 多 数 作物 最 适当 

的 施用 量 是 于 公斤 土壤 使 用 上 训 克 。 因 此 我 们 在 施用 磺 和 人 鳃 时 ， 和 都 

采用 这 个 用 量 。 微 量 元 素 分 3 期 施用 :播种 时 ; FP RTE ETI, BD 

Sete TEAK FE AER, BSR BETES ARTF BC; Pee Re at 

Rl. 

x i 

ea ee ee 
播 :. © ww | BRM | F 花 时 

ees 

无 肥 一 一 
TSHR (EEHE-NPK ) 一 一 

ra NPK-+-B = = 

NPK+Mn < 一 — 

NPK B oa 

NPK Mn 

-NPK Bee. 

| NPK ee 

APRS AE EH FAK 7026 的 土壤 中 ,根据 土 重 淡水 以 

保持 王 环 湿度。 每 盆 种 1 棵 ,试验 重复 20 次 。5 月 3 日 播种 ，5 月 

10 日 开始 出 莫 ,，5 月 11 日 出 齐 。 最 初 各 处 理 内 植株 在 发 彰 时 期 上 莽 

ese, 5 月 15 日 第 1 对 叶片 出 现 , 5 月 20 日 长 出 第 2 对 叶片 ，5 

月 26 日 长 出 第 3 对 叶片 。 从 第 4 对 叶片 长 出 后 , 即 开 始 显 出 差 殿 。 

现 将 各 个 发 至 时 期 的 变化 列 于 表 2。 

没有 施用 任何 肥料 的 植株 ， 其 第 4 对 叶片 出 现 得 最 早 。 在 这 个 

处 理 内 ， 和 植株 的 公 部 发 育 时 期 都 进行 得 最 快 。 但 仅 施用 完全 肥料 的 

i) A ERE LER, MAR KARE, OBB) Kar Bi LY 25K T 

1A, PRA i A ehh, SF RRIABR NPK Ags een 为 

施用 微量 元 夷 后 ,植株 的 发 育 就 加 快 了 ;例如 ,这 些 藩 株 在 6 月 16 日 

就 形成 了 叶 族 ,而 仅 施 NPK 者 ,到 6 月 21 日 考 开 始 形成 时 获 。 

播种 前 施用 确 和 化 的 植株 ,在 开花 和 成 熟 上 均 较 施 NPK 者 早 , 但 

ON DA Sf WN 二 a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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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 肥料 的 影响 下 向 日 葵 发 育 的 变化 

然 | 各 对 叶片 出 现 的 日 期 | amet | 开 花 期 tei ith 

号 | 第 4 对 第 5 对 第 6 对 | 初 期 | 末 期 | 初 期 | 未 期 | nat CHR) 

5 月 50 日 6 月 5 日 6 月 8 日 6 月 13 日 6HISHIA 2 日 7 月 4 日 7 月 26 日 | 8 65 
6 月 6 昌 |6 月 9 日 6 月 15 昌 |6 月 21 日 5 月 25 日 |7 月 145 日 7 月 17 日 |7 月 20 日 | 9 80 

6 月 2 日 6 月 5 日 6 月 10 日 6 月 16 昌 6 月 18 日 7 月 8 日 7 月 9 日 7 月 2 日 | 12 101 

6 月 4 日 6 月 7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9 日 6 月 21 日 7 月 11 日 7 月 12 日 7 月 5 日 | 10 96 

6 月 6 日 6 月 9 日 6 月 15 日 6 月 21 日 6 月 25 日 7 月 10 晶 7A11HI7A 7 日 9 5 

一 -一 一 一 一 |7 月 15 日 7 月 44 日 月 9H} 9 108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7 月 15 有 日 7 月 17 有 日 |7 月 11 月 | 9 85 

-一 一 |7 月 15 日 9 82 
| 

RAMI, FESEAEIE ASTER , We FUSES , WL AE IEA RR 
育 。 这 些 处 理 (5 和 6 ) 内 的 植株 几乎 和 播 前 施 硼 和 佬 者 同时 开花 ， 
但 是 成 熟人 往 比 处 理 3 、4 内 的 植株 略 迟 一 些 ,然而 , 仍 较 只 施 NPK 者 
WBZ, ei ts ; 

FEAT FES hii AUN ASR HORE , AEE Re, HT, 
A 6 FE FE FESO ie FBO FO Sa , 1 BE IEA PRG 

el JEW AGE EAE LBB IRI NPK 对 植株 发 至 所 表 现 的 延 
EVA. | | 

tn PAB LEE SEA, BEAT CLEP PE 
(RY, WHR SEM ERE A, (APR ea ee 
Mbt, AMR RA ERT, MAE 
深浅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Meats FE (iT Wis FR ESE MBAR OR RE. UP, EAE 
BUC, MATHER ROE RABE TS. LEAT 
施用 硼 和 佬 的 植株 ,着 叶 都 最 多 。 另 外 还 发 现 ,由 于 在 播种 时 和 形成 ， 
葵 壁 时 施用 了 硼 和 佬 肥 , 使 植株 的 高 度 增加 了 。 Re | 

4 BRL TCV E BEART, DRA ST AEA “ 
(RAKIM, DINPK (PENS HR RELA IES , Le, 
但 仍 不 如 境 施 微量 元 素 者 。 

IO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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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RE 5 FEF SE 3 。 

3. HOO HS HOR 
| : 2 

处 a REPEL Fa eR WM MH 于 数 - 
2 | Gam 5 bak 总 数 | 丰满 的 | 2 mH 
2 faye | 页 LF 的 3 if 9 BR pis 8 EER os % pay PHF mas 

/O 

1 67 44 | 15 54 38 750 95 398 77 352 47 152 

21153; 100 | 28 100 55 785| 100 | -519 100 266 34 100 

3 |187| 122 | 46 162 65 846) 106 703 1355 143 17 59 

4 | 175' 114 | 42 146 61 825| 105 676 130 149 18 56 

5 | 204 133 | 58 205 73 986, 126 797 153 189 19 Tt 

6 | 195| 127 | 49 173 66 956} 121 748 144 202 ZA. 76 

7 | 232} 152 | 66 233 92 783} 100 7356 142 4.7 6 18 

8 | 215| 141 | 56 197 79 806} 102 708 136 95 4 IW 36 

sue eA 播种 前 施用 氮 磷 钾肥 能 使 产量 增加 工 倍 。 如 果 

在 施 NPK 的 基础 上 ,再 施用 硼 和 他 ， 则 能 获得 更 高 的 产量 。 但 将 微 

量 元 夷 用 作 基 肥 时 ,其 效果 就 比 作 追肥 施用 时 来 得 低 ; 同时 , 微量 元 

素 施 得 伍 晚 , 伍 能 增加 产量 。 而 且 硼 比 锰 的 效力 更 大 些 。 

在 各 处 理 中 ， 发 现 首 果 的 发 育 有 这 样 的 规律 :播种 前 仅 施 NPK, 

着 不 能 使 瘦 果 的 总 数 增 加 很 多 ， 但 却 能 大 大 地 改善 灌浆 情况 和 减少 

室 粒 现象 。 

Sn FER AT ATE EAE Ke PNAS, FLIES Bay 7s FE A 

数 和 减少 空 粒 现象 , 莽 能 使 种 子 充 分 灌 装 。 在 形成 葵 般 时 施肥 ,要 比 

播种 前 施用 更 有 效 一 些 。 然 而 在 开花 期 施用 微量 元 豆 , 空 粒 最 少 , 灌 

BE ts, Re WF, | 

Fe We A AS AER EASED, JE BIS, 由 此 使 我 们 料想 

到 : TO Side AY SSF ie Es AT AE, 受精 过 程 和 以 后 种 子 的 发 育 都 有 影 

响 。 以 前 的 武 验 研究 也 诈 实 了 上 述 的 铬 果 。 例 如 : Fe Beal, FEAR 

育 期 关 未 施 硼 的 植株 , FER a RAT, BRR, CHR BRE, 
1937)。 当 研究 鞋 果 花 各 部 分 的 含 确 量 时 ,发 现 桩 头 内 的 含 硕 量 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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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布 科 和 马 特 蕉 也 娃 ,1936)。 另 外 ,也 贷 确 定 ;由 于 确 的 影响 ;使 许多 
植物 都 增加 了 花粉 粒 的 发 洗 数 , 厦 使 花粉 管 也 培 长 了 ( 波 布 科 和 条 尔 
PEGE, 1938) 在 糖 液 中 娄 大 硼酸 能 加 强 荃 时 和 型 的 花粉 AS SER HE 

粉 管 的 增长 。 
HAG ”试验 地 的 土壤 是 章 甸 黑 钙 士 , 腐 殖 磋 聚积 层 厚 60 一 

65 厘米 ; 往 下 直到 80 厘米 完 公 是 黑色 的 土屋。 在 六 层 下 面 是 淡 黄 
GAA WRAL S 2%。 在 30 一 35 BOK ALE BI bh OE, H 
AA RSE, 

进行 试验 的 地 段 , 在 1940 APRESS ™, 1940 年 9 月 中 旬 用 拖 
PBL FG | BEA RHE, PE 22 一 25 厘米 。1941 年 4 月 23 BAe, see 

两 次 ,4 月 26 日 耘 土 ， 双 下 一 次 。 播 种 前 用 手 将 于 肥料 均 与 地 搬 施 
在 田 里 ,随后 用 耘 王 机 翻 大 地 内 。4 月 27 日 用 条 播 机 播种 , 行距 60 

, 厘米 。 复 十 深度 狗 7 厘米 。 每 公顷 的 播种 量 为 16 公 斤 。 试 验 重 复 3 
次 。 小 区 面积 100 平方 米 。 

FA fe Fon PF :两 次 间苗 ，3 次 除草 (第 3 次 是 在 时 族 形成 前 )。 

出 现 第 3 对 叶片 时 ,进行 第 1 次 关 苗 ,株距 为 15 厘米 ,第 2 次 间苗 的 
PEER 30 厘米 。 | 

和 和 侈 和 栽 试验 一 样 ,我 们 也 是 在 使 用 NPK BOE, PSE AEE 
的 肥效 。 所 施 NPK 肥 的 类 型 和 从 栽 试验 相同 。 施 肥 量 ; FR He 
P20; 和 Ks 0 各 90 A, 施 N 60 公斤 。 硼 肥 是 确 砂 的 糙 晶 条, 纱 肥 
LRBBA, SAA, BIAIAT. WANE Ae ee 
TAKARA HREN, A ADPETE hi iTS BB 
BEAT REE, HER FRE , AER EK , DOPE AB GE I BERG 
Hi He Fl REE A HCN POSE, PECK EB, HLA AEE a th 
EB BS AE 45 厘米 远 。 

2) HK AE, POLE MUSE EATON, OR 2 RE 
水 和 追肥 是 在 边缘 的 舌 状 花 开 放 时 。 第 1 次 每 小 区 灌水 和 00 升 ,第 
2 次 每 小 区 潍 水 4500 Fr, FIBRE, Migs 

P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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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y ABE fy WAH EFUB ISPS 4 FIFE 

& 4 i) HES IY REE EF eI 

ca 和 对 叶片 出现 的 时 其 
= 

数 

| 其 ns MM HO 
和 施肥 数 | 上 的 | 高 度 

初 其 T mg 期 于 数 ( 厘 米 ) 

My TE 
peer 第 4 对 | 第 5 对 

全 |6 月 4 日 6 月 8 日 6 月 12 日 | 6 月 19 日 | 6 月 20 日 | 78 5 日 | 7 月 6Hls 月 17 日 9|1 89 
2 月 9 日 6 月 14 日 6 月 19 日 624 6 月 25 日 7 月 16 日 | 7 月 17 朋 |9 月 6 日 | 10 96 

3 |6 月 6 日 6 月 9 日 6 月 15 日 | 6 月 21 日 | 6 月 21 日 | 7 月 8 日 | 7 月 10 日 8 月 21 日 | 15 | 106 

4 6 月 7 月 6 月 11 日 6 月 17 日 | 6 月 22 日 | 6 月 25 日 | 7 月 11 日 | 7 月 12 有 日 8 月 24 日 | 12 | 104 

5 |6 月 9 日 6 月 14 日 6 月 19 日 | 6 月 24 日 | 6 月 25 日 | 7 月 10 日 | 7 月 11 日 8 月 25 日 | 10 | 117 

6 + = re =F 7 月 15 日 | 7 月 14 日 8 月 26 月 | 10] 112 

aoe: = ri —- = = 7A16H| 7 月 17 日 oA 1H 10 98 

97 8|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月 1 昌 | 10 

#5 硼 经 和 NPK 对 向 日 葵 产 量 的 影响 

RRM RED E 本 
处 理 号 数 be SiS UNA, SADC inal EAA SRS ARR SERA uc ks ac 

为 对 照 的 % 公 担 /公顷 为 对 照 的 % 

1 268 © 44 9 62 

2 614 - 100 14.5 100 
5 740 120 15.7 108 
4 701 114 14.9 102 
5 817 133 18.1 424 
6 781 127 16.6 114 
7 929 151 - 19.5 133 

8 863 140 17.3 . 119 

59 TI 一 12 HH, 5 A 16 AEE 1 对 叶子 , 5 3H EH 

第 2 对 叶子 ,5 月 28 日 长 出 第 3 HH, ASEM, SAH 
恶 理 在 发 厅 时 期 上 的 差 屏 ， 只 是 在 长 出 第 4 对 叶片 时 才 开 娩 表 现 出 

来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凡是 在 播种 前 施用 NPK 者 , 痢 是 时 子 允 ,植株 

高 ,而 在 发 育 时 期 上 , 从 长 出 第 4 对 时 片 后 , 却 比 未 施肥 者 授 得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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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花 何 时 施用 硼 和 人 镭 都 对 植株 的 高 度 有 影响 ， 甚 至 较 对 照 还 高 

许多 。 当 形成 叶 获 时 ， 施 用 微量 元 素 能 显著 增加 植株 的 高 度 。 仅 仅 

在 播种 简 施 用 微量 元 素 也 可 以 增加 叶子 的 数量 。 此 外 ， 在 施用 微量 

元 素 的 小 区 上 ,植株 的 叶片 特别 大 。 在 施 硼 和 多 肥 的 小 区 , 革 ,时 族 、 

特别 是 叶子 的 若 色 都 较 对 照 深 ， 施 锰 者 入 色 特 别 深 ， 而 施 础 者 则 较 

浇 。 由 于 硼 和 和 仁 的 影响 ,使 植株 各 发 育 时 期 ,都 较 对 照 提 早 。 硼 较 侍 

的 效力 更 大 些 

播种 前 施用 NPK 能 使 向 日 世 产 量 提高 守 倍 。 但 是 在 施 NEK 的 ， 
基础 上 ,又 施 微量 元 素 的 小 区 ,无 花 是 芍 叶 或 是 籽粒 的 产量 都 最 高 。 
开花 期 使 用 微量 元 素 , 肥 效 最 显著 , 在 形成 叶 获 时 施用 即 差 一 些 , 播 
种 前 施用 肥效 最 小 。 础 的 良好 作用 要 比 低 高 得 多 。 

因此 ,在 田间 条 件 下 ,于 不 同时 期 施用 确 , 锰 和 NPK 的 肥效 完 公 
和 和 货 栽 试验 的 结果 相同 。 

结 论 

1 .在 灌 洒 条件 下 ,于 播种 前 给 草 旬 黑 镍 十， 每 公顷 按 60, 90, 90 

公斤 的 比例 施 NPK IE, He He PGE ar Ih) A SEP 

2 .在 施 NPK GBC aH _b , Sate fay DY Ji BN AEA AT DA Se Se A ASL, 

MAKES Mh ASAT. FERRE. GEIL, aD HRK. 

3 AY FS REFS SE In) A SEA A, APR BA. 

4. 在 施 NOK 的 基础 上 , THe BA OE A , ea Ae we 

”促使 更 多 的 繁殖 器 官 形成 。 

5 . 础 对 向 日 获 的 产量 ,生长 和 发 育 过 程 的 影响 较 侍 肥 显 著 。 
6 HK, HAUSE TEE, FA ALA 

AM = 

7 EM fy BS LSE AES ERMB AHR 

元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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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 钥 和 其 他 微量 元 素 对 种 子 

发 芽 影 响 的 试验 
BT. WER 

TE Be 2 Bl) BEL REE, 微量 元 素 在 棉花 的 境 产 措施 

中 ,被 广泛 地 应 用 肴 。 | 

播 利 前 用 HBO, (20028 58 / BAP PSE ERS ie ee a 

BSE CEASE, BME, ARS eb 

FEB DS i EL aE ES ER , BR AEB, VEE LA, TH PE A 4 

Wim ie 20% 以 上 。 料 棉 的 第 一 次 收获 量 也 大 大 地 增加 

Fic 
eS tM ABE ti BT er, (pede: 

上 ,将 棉 的 增产 情况 是 不 稳定 的 。 
用 了 :BOs(400 毫克 /公升 ) 溶 液 进行 根 外 追肥 , 对 将 棉 的 单位 面 

积 产量 提高 得 着 不 多 ,一 般 不 超过 5.83%6; 但 在 这 种 情况 下 ,第 一 般 
棉 的 收获 量 却 大 大 地 增加 了 。 用 和 HPo4(400 毫克 /公升 ) Wea 
棉 时 ,可 以 使 籽棉 产量 增加 6.90%%6,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磷 有 一 些 加 速成 
wh hs Hh CEE 1 )。 

用 HySeO, (100 毫 克 / 公 升 ) 深 液 处 理 棉 花 种 子 , 能 加 速 棉 株 的 生 
长 , 乾 而 棉 验 的 数量 ,着 使 棉 谷 的 成 熟 期 籍 短 7 天 ,同时 ,使 籽棉 的 总 
产量 提高 24.9% ( 合 工 公顷 6.2 公 担 )。 

在 三 的 影响 下 ,使 第 一 次 籽棉 收 量 比 对 照 (在 水 中 其 种 18 小 时 ) 
tf 31.4% ,第 二 次 高 30:15%% ,B=REF 20.5%, 

微量 元 素 对 土壤 中 生物 学 过 程 的 变化 、 和 对 提高 土壤 肥力 上 都 
有 很 大 的 作用 。 在 温度 高 水 分 适宜 的 岛 兹 别克 斯 坦 的 江浙 地 区 ， 有 
BLL ASD OME, HB ©. 10. 格 尔 切 尔 (Tereuep) 在 果 罗 德 章 康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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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 硼 对 籽棉 产量 的 影响 (1946 年 的 田间 试验 ) 

ma 区 处 理 

在 水 中 浸种 18 小 时 13.8 | 6.4 | 16.1 | 36.3 ees me 

FR HBO, yay (400 毫克 / 
AF RHE 4 | 7.1 16.9 | 38.4 十 2.1 十 5.8 

在 土壤 中 施用 H;BO, 
(8 公斤 /公顷 ) 16.2 6.5 10.9 32.5 —2.8 —7.7 

fi KH, PO, Wyk (40085 / 
公升 ) 喷 射 植物 14.9 6.2 17.6 38.8 十 2.5 十 6.9 

克 - 卡 无 克 试 验 站 布 哈 拉 土壤 中 的 试验 材料 ， 有 机 态 碳 每 年 要 损失 
0.2 一 0.4%6。 这 项 损失 按 每 公顷 耕作 屠 来 折算 则 有 9-18 吨 的 有 视 
闭 , 因 而 使 土壤 的 物理 特 性 变 坏 ,引起 营养 元 素 技 失 。 

在 一 志 地 上 长 期 连作 5--6 年 的 棉花 ,就 是 实行 章 田 输 作 制 也 往 
往 不 能 使 土壤 肥力 提高 很 多 。 施 用 矿质 肥料 能 够 加 速 有 机 质 的 矿物 
比 ,使 土壤 结构 破坏 。 而 施用 当地 肥料 , 则 能 增加 士 瑟 稳固 团 粒 的 数 
量 , 但 也 不 能 使 这 种 稳固 团 粒 的 数量 一 直 保持 到 植物 的 生长 未 期 。 

”入 肥 在 保持 土壤 烙 榴 方面 ,要 上 比 辜 肥 好 一 些 , 但 是 到 植物 的 生长 
未 期 时 ,效果 还 是 不 太 显著 。 因 此 , 在 岛 兹 别克 斯 坦 的 条 件 下 ， 除 月 
前 党 用 的 提高 士 壤 肥力 的 方法 ( 章 田 轮作 制 ) 外 ,还 要 采用 一 些 新 的 
方法 。 因 此 ,我 们 建 凡 采 用 以 炉 肥 作 底肥 再 施用 微量 元 素 的 方法 。 
Hee OF 1937 一 1938 SEFTON ASE PACA 及 MERE PO 

量 影 响 的 研究 , 糙 果 证 明 , MARIE 西 红 顶 营养 体 和 果实 的 产 
量 , 同 时 由 于 加 强 了 固氮 菌 的 生命 活动 ,而 使 工 壤 比 对 照 有 更 丰富 的 
RK. : 

在 施 钥 的 试验 处 理 内 , HAE AS AR Hy Sth Le 
1946 年 作者 又 进行 了 试验 , 设 明 有 机 质 的 组 成 对 固氮 菌 的 生活 

有 重大 的 作用 , 表 2 的 材料 就 很 清楚 地 证 实 了 这 一 点 。 



302 SAS HAART 

Ze? SANNA Enis og 

《1946 ERIE BEEN O0— 25) 

= RR t  # aE | 菌落 的 发 育 

«REE A HA : 143.0 

5B (ERR 75.7 表现 不 明显 

See PRA + SHER ( 8 公斤/ 公顷) 115.7 

Sse NE -+ SB 226.7" rere rs 
iS Bi ZF RRIE | 243.7 Rita dat 51 
BGS BD (RRNE + SHRESE( 8 公斤 /公顷 ) 376.6 

AiG (Ascrpanym ERIE 346.5 HH RA 

塔 什 于 农业 大 学 助 数 工 . Dl. 穆 叭 美德 兴 对 培养 基 Ashby 进行 子 

微生物 学 的 分 析 。 莽 计算 了 整个 嫉 养 肌 表 面 的 菌 济 。 

在 土壤 中 施用 C : N 比例 大 的 有机质 (SBE), 能 使 

固氮 菌 的 含量 降低 到 143,000—75,000 个 , 而 施用 6 : N Le pil mew 

麦 小 的 冬 箭 管 殉 豆 时 , 则 发 现 固 氨 菌 的 数量 增加 到 243;,000 个 ,利用 
G:N =10 一 12 MADR APLAR ES ARR A, eh Bg 

[iil ea FY DA 48 Bj 345,000 个 。 

SANA GASH, CHARM ket Hie, FR 

235 IHEP fa eS LES A, BE 

HH ARAL In 110 ,000—220 000 个 。 | 
Fe tis FAA VA a Ts OP Pe, EE oa FB S50 

%o 

AIC BCE A PT AK Be it: BE Aa eee, PL 

7 Ti, FAA ad IES BS BE, SORE A aS RE AR Be RIE Bg 

相 接近 。 
oii se AGE ais N SEI SERS RETR LT 

PoE 62.8%, WROA SAS RIE, 则 其 产量 要 比 ， 

AMA wee fsa 

作者 在 1947 ERG CESS HE ees HT EFS , S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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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ARBRE, AHS AAA, PEAT OE Tee 

屋内 固氮 菌 的 数量 显著 的 增加 : 如 0 一 10 厘米 深 为 17,000,000 一 

35,000,000; 10 一 25 厘米 为 23,000,000 一 47,000,000; 25 一 50 厘 米 

为 9,000,000 一 28,000,000。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各 土 层 内 球菌 的 数量 都 

卉 加 了 1 倍 。 由 于 钥 的 作用 ,也 使 普 菌 的 数量 增加 了 人 牢 倍 到 1 TF 

记 有 机 质 作 底肥 对 各 士 层 内 固 气 菌 、 球 菌 和 猩 菌 的 生命 活动 都 

靖 息 好 的 影响 。 如 果 施 用 有 机 质 作 底肥 ， 则 钼 的 作用 最 明显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国 氨 菌 的 数量 比 对 照 堆 加 1.5 一 2 倍 ;球菌 芥 加 1/: 一 1 倍 ; 
eg 4S /2 一 Ti, 

将 钥 施 到 根系 的 活动 范围 内 ,具有 更 大 的 意义 。 日 . A. cer 

尼 科 夫 (1945) 指 出 ,固氮 菌 能 够 利用 根系 的 分 泌 物 ,同时 他 也 发 现 棉 

花 对 固 气 菌 的 发 育 有 持 抗 作用 。 这 一 点 于 1946 年 在 马 兹 别 殉 斯坦 

连作 的 棉田 上 ， 表 现 得 特别 明显 。 从 棉花 栽培 的 第 一 年 ， 每 殉 土壤 

年 固氮 菌 的 数量 就 从 100,000 降 至 30,000, 而 在 第 三 年 又 降 至 

25000;, 在 第 五 年 闫 顷 菌 的 数量 只 剩 下 300 了 。 

， 在 溢 趴 苗 的 其 菌 活动 中 也 发 现 类 似 的 现象 。 

根据 作者 1947 年 的 试验 ,也 同样 发 现 棉花 对 固 须 菌 的 发 育 有 持 

抗 作 用 ,不 过 程度 上 要 比 也 A. 死 拉丁 里 尼 科 夫 所 指出 的 弃 得 多 。 

每 公 引 施用 8 公斤 铝 酸 铁 , 不 仅 消 除了 棉花 的 持 抗 作用 ,而 且 也 

i 关 天 地 提高 了 固 气 菌 的 生命 活动 ( 表 3 ,图 1) 

#5 ”组 对 固氮 苗 人 发育 的 影响 

| RR ELIE - 百 万 ) 

| 0 一 10 厘米 | 10 一 25 厘 米 | 25 一 50 厘 米 
取 样 地 Ra 

«Wa SRRRER( 8 公斤 /公顷 ) 的 峙 64.7 85.0 56.1 

AR IEREC 对 照 ) 15.8 19.4 8.6 

IEF AL, SR OC RETR TESTED, 11 BOE RO 
Aw T 3 一 3.5 fis, FEMS HOME, PREMARIN & 1 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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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土屋 (厘米 ) 

50 

| 图 1 ， 填 壤 中 国 氨 菌 的 含量 
1 一 对 照 ; 2— SHER; 5 一 有 机 质 作 底 肥 ; 4-- 有 机 革 作 底肥 十 组 酸 钱 ; 

5 一 开花 期 和 孕 董 期 的 对 比 

> 而 上 畦 内 10 一 25 厘米 的 二 屋内 ,对 照 区 球菌 的 数量 是 63,700,000 

施 钥 区 则 提高 到 144,700,000。 在 耕 屠 的 表面 和 下 层 , 球 菌 的 数量 都 
MINER, 

BART AR PRAT Se ES FR ES BSP RE, 同时 能 加 强 二 

坊 中 微生物 区 系 ( 国 扼 菌 、 球 菌 和 酒 菌 ) 的 生命 活动 ,改善 土壤 的 物理 

特性 。 
®. IJO. 格 尔 切 尔 指出 ,在 男 扼 菌 T'rthoderma lignorum, 4szpex8g- 

tlius niger 的 影响 下 , 发现 土 壤 中 稳固 团 粒 的 数量 增加 了 。 

作者 的 研究 确定 ,在 钼 的 影响 下 ， 可 以 使 土壤 中 稳固 团 粒 的 数量 

显著 地 境 加 。 这 在 施用 有 机 肥料 作 底 肥 ， 基 在 土壤 中 施 钼 时 表现 得 

特别 明显 。 

7 月 7 日 的 观 姓 如 明 , 在 施 钥 区 内 ,每 层 士 壤 中 | ORAS RAD 

比 对 照 多 。 在 15 一 35 厘米 的 土屋 内 ,这 种 情况 表现 的 更 为 明显 ;如 

试验 区 内 的 稳固 团 粒 几乎 比 对 照 区 多 1 AS, FER SHADE, 以 根系 ， 

最 大 活动 范围 内 的 稳固 团 粒 (1 毫米 ) RSA AF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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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基本 下 是 靠 微小 的 于 粒 来 形成 的 ,其 中 主要 是 0.25 毫米 的 土 粒 。 
-加 250, 很 明显 地 表明 大 团 粒 总 量 ( 允 下 是 由 0.25 一 1 毫米 以 上 

的 王 灶 形 成 的 ) 的 变动 情况 。 
对 照 | 有机质 作 底 肥 “有机质 作 底肥 十 钥 

od => 
ae 5 Le 
5 15 15 == 
i 25 3 
Big F 

50 0 
0? BRMODDW 20240 S069 77 HW) 203040506070 

固氮 菌 的 数量 ( 百 万 ) 
—X-X-X- , is aR 7 eS 

图 2 SARC rh RST AR Be 
& & 1 1 一 原 有 的 ; 2 一 剩 下 的 ; 3 一 积累 的 ; 4 一 损失 的 

从 轩 上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出 ， 在 中 间 的 王 层 内 〈 即 根系 的 活动 范围 

内 )， 稳 固 小 团 粒 的 数量 最 允 。 

在 单 施 有 机 肥料 的 处 理 中 ,下 屠 土 壤 , 即 翻 耕 冬 豌豆 作 悉 肥 的 土 

， 屋 中 ,大 团 粒 的 数量 坪 加 了 。 | 

S15 AAA ee HG TA, FERS EE Be AS TE BAB on 

Mies, WEBER, SAPVASE A e BA RA 

FB, ER BEY FES BS OL, 2 PE A a i FV BES, Til 

A te FY, A PE is), PS Dee WE A oe ak CHS EB OE eh E 

Wei tite AY, 

| FEA EAS ALAS TR SARA ASEM, TD OK PER 5 TE 

” 则 影响 不 大 。 

1) 右 线 表示 7 月 7 有 日 土 尽 各 唇 稳固 大 团 粒 的 总 合 。 左 线 表示 10 月 5 日 (7 月 7 日 
取样 后 的 三 个 月 ) 所 肌 下 的 团 粒 总 和 (棉花 生育 末期 )。 
左右 璀 贱 之 癌 的 空间 , 表示 在 7 月 7 有 的 团 迷 总和“x 一 x — x” HEB Zee 
示 在 10 月 5 月 所 保 佳 的 团 粒 数量 ; 划 横 伐 的 面积 , RAM 7 月 7 月 到 10 ASH 
的 期 间 , 大 团 迷 破坏 的 数量 。 诊 黑 的 面积 , RAIA BATA AIL, ABA 
的 数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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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棉花 的 发 育 初 期 ， 铀 对 硝酸 蓝 的 变化 六 有 显著 的 影响 。 只 能 

使 表层 土壤 内 硝酸 曲 的 含量 有 一 些 增加 (从 每 公斤 元 对 于 燥 的 土壤 
含 17.51 毫克 增加 到 21.18 毫克 )。 后 来 发 现 10--35 厘米 于 屋内 确 
酸 蓝 的 含量 也 增加 了 。 在 植物 的 生长 未 期 ,硝酸 路 积累 得 特别 多 ( 根 

据 10 月 5 日 的 测定 )。 2 
施用 有 机 质 可 以 胡 强 土壤 中 的 矿物 化 过 程 和 硝酸 咯 的 积累 过 

” 释 。 凡 是 施用 有 机 质 的 地 方 都 有 很 多 的 硝酸 路 ， 而 且 硝 酸 咯 的 数量 

也 比 对 照 区 稳定 。 在 生长 未 期 ,这 个 处 理 的 每 一 个 土屋 内 ;硝酸 咯 的 

数量 都 比 其 余 的 处 理 允 。 

在 以 有 机 硅 作 诬 肥 莽 施 组 的 处 理 内 ， FS ee 有 机 

AN Bie SHAS ERAS, FART P.O; 的 影响 很 小 , 可 是 有 机 硅 对 十 

HEPAAR P.O; 的 影响 , 在 整个 生 其 期 内 都 很 显著 。 钥 与 有 机 硅 同 时 

ie FY D+ EP PLO, 的 售 量 ,从 生长 初期 到 生长 未 期 都 比 童 施 一 

种 肥料 为 多 。 

$H 48 ee eer ts 同时 也 发 现 植物 

个别 部 分 中 发 生 某 些 元 素 再 分 配 的 现象 。 如 作者 在 1946 年 所 确定 

的 , 钥 能 讶 高 棉 株 的 灰分 含量 。 在 钥 的 影响 下 ， 植 株 内 SIO, 的 含量 

从 0.6445%5 提高 到 1.066%。SOs 的 含量 也 从 0.77%6 增加 到 1.3926。 
同时 MgO 也 有 些 增加 。 在 以 有 机 装 作 底肥 时 ,可 以 刺激 株 株 对 SiO, 

和 SiO, 的 吸收 。 在 有 机 质 中 加 钥 ,还 能 使 植株 内 SO, 和 SiO, 的 含量 

进一步 增 刘 。 

铝 对 棉 叶 的 构造 也 有 影响 , 它 能 使 气孔 的 数量 增多 , 蓉 小 气孔 和 

上 下 表皮 狂 胞 。 在 施 钥 的 处 理 中 ， 棉 叶 的 面积 较 对 照 略 大 一 些 。 在 

正常 的 光照 下 , 随 疹 叶子 同化 面积 的 增加 ,棉花 的 生产 力也 提高 了 。 

这 与 组 所 造成 的 其 他 有 利 KK) Se (ce FE ES FE ATED OP RSE SE, DA 

王 培 的 物理 特性 等 ) 同 样 能 提高 棉花 的 产量 。 

但 是 ,在 组 素养 分 过 乡情 况 下 , 要 把 青 棉 桃 的 籽棉 庆 算 在 内 时 ， 
隆 显 出 境 产 ,这 种 情况 在 钥 与 有 机 质 同 时 施用 时 ,表现 得 特别 明显 。 
为 了 治 除 这 种 现象 ,还 必须 伞 施 磅 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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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钼 对 于 棉花 产量 的 影响 

产量 ( 公 担 /公顷 ) 按 收获 次 数 “| 培 产 量 
a eB #* FF SK GK =? aaa 公 担 /公顷 | % 

对 照 (年 肥 ) 4.9| 5.2 at 6.6 | 25.1 一 100 

铺 酸 皱 (8 公斤 /公顷 ) 5.8 | 5.7] 10.8 | 10.4 | 32.6 7.6 130 

— GRRRSR + RHE 20/20 ) 2415.1, 3.2) 098 1 19,9.) 55.4.). 10.4] 144 

结 86 

a 1 .在 HBO; (200 BR/AT BR PSS, TOMBS 

Be, fe RAE, eT es In 2026 以 上 。 

2. FA H,Se0; (100 58 /AFP) ARAB ERE, be 

了 天 ,使 籽棉 产量 提高 24%%。 

3 在 组 酸 起 (1000 毫 克 /公开 这 液 中 基 种 ,可 以 所 高 杭 花 神子 的 
BFS, FEMPAZIRIN , in FG, Hi SEE SES, 再 用 

“SA MK (1000 毫克 / 公升) 证 种 18 小 时 , 能 使 其 恢复 由 于 水 分 过 多 而 

ABS EAS BB SER, © . 

A SEL A He TE] Sk. ERY PUA BS A Ee PTB , ECP L  L G 
更 明显 ,如 根 际 内 固氮 菌 的 数量 , 由 于 组 ve 而 增加 了 3- -3.5 Be, 
上 ”5. 组 在 整个 生长 期 内 ,对 寺 二 中 确 酸 气 的 积 果 都 有 良好 的 影响 ， 
THA P04 的 形成 几乎 没有 影响 。 

6. 钥 对 水 稳 性 团 粒 的 形成 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 特 别 是 以 冬 绚 束 作 底 

亚 时 ， ,表现 得 更 为 明显 。 

和 7. 在 组 的 影响 下 ,棉花 的 单位 面积 产量 被 提高 了 30%。 
(meee XpmARI 

4 
4 

‘ 



钥 对 豆 科 植物 的 产量 和 化 学 成 分 的 影响 

HA. RE 

保证 植物 的 营养 是 提高 农作物 产量 的 一 个 极 重 要 而 双 有 决定 性 

的 条 件 ，T. 五 . 李 森 科 写 道 :整个 发 育 过 程 ,其 中 包括 遗传 性 和 变 妆 

性 的 发 青 在 内 ,都 取决 于 生命 力 的 源泉 一 一 营养 。 没 有 营养 ,没有 新 

陈 代谢 ,活体 就 不 可 能 发 育 起 来 "(1948 年 )。 - 

灾 业 工作 者 的 首要 任务 就 是 研究 如 何 最 合理 地 来 代用 矿物 

料 ( 磷 , 氨 , 钾 和 其 他 营养 元 素 )。 | 

”微量 元 素 肥料 在 矿物 里 肥料 中 ， 信 胡 特殊 的 地 位 , 它 个 对 于 我 x 

wf as Xft KER SBE AACE Ae ES ERIS BA 3 1 

义 。 有 些 人 错误 地 认为 ， 所 有 的 微量 元 素 都 只 能 起 到 一 种 刺激 剂 

Heal FAS TE FB 凡是 进 到 植物 体内 的 元 素 ， 由 于 它们 本 身 的 化 学 和 

人 化 学 特性 发 生 一 定 的 作用 ，, 着 使 植物 " 

能 发 生 某 种 变化 。 
T. 瓦 ， 李 森 科 (1948 4) FEF ee es wee Le ee 

vee RIC, BRE EAR RC FE EI ze 

HRA BRE LR, AF SA A AOS 

必要 的 条 件 了 ……: 活体 同化 某 逢 养分 时 ， 它 本 身 就 发 生 了 生 掀 号 了 

变化 。 而 这 些 志 化 会 化 乱 体 办 于 马 向 化 了 胸 条 件 产 征 可， . 随 着 

各 的 改良 越 来 咸 多 的 元 索 被 吸引 到 生命 过 程 里 ， 因而 使 某 些 微量 

素 和 多 量 元 素 对 于 有 机 体 也 就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了 。 

日 前 ,对 于 某 些 微量 元 素 肥料 的 实际 意义 已 元 二 分 清楚 了 ,得 

这 些 肥 笠 的 使 用 还 不 大 广泛 。 这 和 伴 是 四 为 对 于 它们 的 使用 条 

FAA te Ee 
q 

微量 元 素 的 作用 是 特殊 的 ， 尼 们 有 时 很 有 效 ， 有 时 RE SE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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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近来 ， 人 们 稻 粉 提出 关于 组 在 植物 营养 上 的 意义 的 闻 题 。 这 种 

元 素 是 高 等 荐 物 所 必需 的 ,这 一 点 可 以 说 是 已 经 肯定 了 。 然 而 ,和 它 作 

为 一 种 肥料 的 意义 , ABTA AE, sc PAA EE . 

料 . 锥 明 钥 对 作物 的 产量 (主要 是 豆 科 作物 的 留 种 植株 ) 有 上 及 好 的 作 

用 。 | 

K. A. # ok FH! the (1938) FE Bd Bt AT FEN a PE a eB ZE_, TE 

$8 #0) — ik is FAS, “A Ba RSE, O. K 

喀 德 洛 夫 - 游 赫 曼 (1942) ae Tid AR IBS RE AS Pp AR oe ea 

响 而 提高 了 。 

X. 工 . 维 庄 格 拉 多 娃 和 A. A. GER UAE (1949) PF HIRE 

下 施用 了 组 素 ， 因 而 使 车 轴 章 在 第 二 年 的 种 子 广 量 和 总 产量 增加 了 

很 多 。 

在 许多 国外 学 者 的 著作 中 也 有 一 些 关 于 钼 素 在 田 关 条 件 下 有 和 良 

， 好 作用 的 资料 。 例 如 ， 在 一 个 把 过 磁 酸 路 和 组 一 起 施用 的 试验 中 就 

Pe 

| 
} 
| 
, 

ABT FRE EE , WH POC SE +P Bh FE I AA 
PRA SUE ASA Wi SASS DA SEH AL, BA a, Ba 
BA BE SHES Pm. | 

AAS MY TASH ME OIRO R EM AEX 
RSE HARI, M. B. 费 道 罗 夫 (@eropop, 1948) 在 这 方面 得 到 

上 了 有 价值 的 烙 果 (莫斯科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微生物 学 数 研 容 )。 温 
度 为 0.001 RAS RMR TOKAI RARER ARH 

作用 。 如 果 洲 液 中 有 这 么 多 的 钥 酸 ， 其 固 气 作用 就 会 比 对 照 处 理 高 
74% 。 磷 组 酸 的 效用 则 更 加 显著 《和 使 固氮 作用 比 对 照 高 97% ) 

有 的 作者 推测 说 ,在 中 性 反应 有 大 量 的 磷 和 个 的 土壤 中 没有 固 扼 菌 ， 

” 首先 是 因为 缺 组 的 缘故 。. 

M. B. 费 道 罗 夫 用 纯粹 培养 的 根瘤 菌 所 作 的 雹 验证 明 , 当 有 磷 钥 
是 本 存在 的 时 候 , 因 气 效率 要 比 对 照 高 一 些 。 在 E. B. 波 布 科 和 ALP. 
未 夫 厅 娜 (1940) 的 试验 中 ， 钥 对 豌豆 根瘤 的 发 育 表现 了 很 明显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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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影响 。 

A. A.- 奥 布 拉 佐 娃 (O6paslioga )，A.，P. 有 明 宁 科 夫 (MeEKgog， 

1937 AAW, EV BREMEN, HARARE T BS 
菌 剂 的 效果 。 

在 C. WH. 马 杜 阿 士 锥 尔 (Maryamarmrp) 的 著作 中 (1947) 诈 明 , $B 
是 自生 固氮 菌 进行 正常 生命 活动 所 必需 的 元 素 ， 可 以 使 固氮 作用 比 
对 照 增强 6 一 7 倍 。 

国外 学 者 们 的 研究 已 沟 确 定 ， 钥 是 生物 学 的 氮 素 化 合作 用 的 搂 
触 剂 ; 葵 轻 质 土 壤 施用 组 肥 可 以 显著 地 增加 固氮 菌 的 锈 胞 数 , 厦 促使 
它们 果 积 氨 素 ;在 某 些 土壤 中 , Ink SOR, 国 氮 菌 的 生长 就 受到 
抑制 。 

” 钥 的 生理 作用 不 只 限于 它 参 与 根 净 菌 及 其 他 固氮 微生物 的 周 氨 

已 经 丛 定 ,假如 氨 素 来 源 是 硝酸 路, 那 未 , 微 菌 就 会 境 加 对 钥 的 
需要 ,而 当 氮 源 是 氨 态 或 有 机 态 所 时 ,它们 对 组 的 需要 就 减少 了 例 
如 , 徽 菌 , 去 确 菌 ,固氮 菌 , 根 痛 菌 和 高 等 植物 方面 的 例子 都 其 明 钼 是 
Sw BANS, 渤 今 为 止 , 关于 钥 的 一 些 报导 盖 不 多 都 
在 把 钥 作 为 植物 的 一 个 营养 元 素 的 范围 内 。 

妇 献 内 有 人 指出 , 钥 在 土壤 中 并 不 是 痉 常 都 处 于 可 溶性 的 状态 ， 
因此 , 它 在 土壤 中 的 总 量 不 能 作 思 它 对 植物 有 效 性 的 标 亦 。 

根据 A. TI. 锥 详 铬 拉 多 夫 的 资料 , 钥 在 土壤 内 含量 的 范围 为 1.5 
x10 4—1.2«x 103%; 平均 为 2.6x 104° %, | 

ABH, AS A BSBA Soe, ae A 
a A AS hh A Sg I | 

虽然 钥 在 土壤 中 的 总 含量 变化 不 大 ， 但 土壤 内 的 钥 化 合 物 对 玉 二 
植物 的 有 效 性 还 是 有 差别 的 ,根据 这 点 可 以 预料 到 ,在 某 些 条 体 下 和 
某 些 土壤 肉 ， 施 用 钥 来 作 肥料 对 于 作物 正常 的 发 育 和 生 长 是 必要 
的。 @ i. 

Al Bi IE fe EA —-2E EE PSE EI OP a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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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例如 ， 当 pH=6.9—7.9 时 ， AY BEAR GEE AA if Ft 1, BEE iy He AE 

长 ,但 在 同一 种 土壤 上 ,酸性 反应 较 强 时 , 则 必 肪 施用 钼 肥 ,才能 获得 
诗 产 。 

酸性 二 中 所 含 的 钥 很 可 能 是 一 些 植物 不 易 吸 收 的 化 合 物 。 

我 们 工作 的 主要 上 且 的 是 要 在 侈 和 栽 条 件 下 和 田间 试 驻 中 ， 研 究 钥 

对 作物 产量 的 影响 ,以 便 确 定 把 组 作为 肥料 时 的 意义 。 
高 产量 的 牧草 是 提高 大 田 输 作 中 所 有 作物 的 产量 和 保证 获得 大 

” 量 将 产品 的 一 个 有 决定 性 的 条 件 , Alb, Bee A OME, 

曹 攻 、 玖 局 豆 和 荣 豆 ) 的 留 种 植株 作为 研究 的 对 象 。 
主要 研 完 车 轴 章 和 阁 蒂 ， 因 为 这 两 种 作物 在 牧童 输 作 中 是 混 播 

禾 章 的 主要 成 员 。 

0 EE IOP LT 5 OO 

ae eee ae ee ee 

194755 . BEM Fé FADD BR CA A BG RIE BRIA MAAS 

[rl EA SE SK AS AS SH kIT A Re, FERLEPIE HY FEB yr dE 

We | SSAA, EATS H LEB aT 9 I T 10—15. 2%, 

同一 年 (1947 年 ) ,-ERL RA RR PERE) LER 

Ee, 其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比 未 施 钥 的 对 照 提 高 了 20%% ,种 子 的 产量 提 

高 13% 。 
1948 年 ,我 们 又 用 划 蒂 和 于 轴 章 在 两 种 于 壤 上 ( 取 自 "欢乐 "国营 

农 瞄 的 粘 壤 生 和 从 “新 前 ”试验 站 取 来 的 砂 士 ) 进 行 试 验 。 分 别 在 孕 

昔 期 和 开花 未 期 收获 。 收 获 时 计算 地 上 部 分 , 根 和 头 状 花序 的 产量 ， 
同时 也 计算 根瘤 的 数目 。 

钥 和 组 加 硼 的 效用 是 在 两 种 条 件 下 一 一 PK 和 NPK 一 一 试验 的 ， 

GaGos 的 施用 量 按 1.2 水 解 酸度 计算 。 此 外 ,在 “欢乐 "国营 农场 的 十 

BE EFT TS — 7 a ES, CaCO, 的 施用 量 是 按 0.25 水 解 酸 

度 计 算 的 。 

每 公斤 "欢乐 "农场 的 土壤 平均 施 人 8 SESH, “TR” 试验 站 的 
土壤 孚 均 施 人 4 毫克 。 重 复 4 次 。 

所 得 精 果 如 表 1 一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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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 对 车 轴 草 产量 的 影响 
(PP RRL 5 株 平 均 的 资料 ) 

a 8 其 开 花 末 其 

武 tk 理 ， 4 if ham) a a 

‘i Ps BL TB Cat /4p4h) 

NPK 9.1 541i 045° i 128 Tie ace ee 
NPK-+Mo 11.5 3.5 | 0.27 | 22.0 6.4 4 
NPK+B 14.4 4.6 | 0.25 | 28.9 6.4 Da 
NPK+B+Mo 12.7 4.9 | 0.299 | 29.6 | 6.0 30 
PK 9.5 3.3 | 047. | 17/2 一 
PK 十 Mo 9.9 3.4 | 0.25 | 20.6 6i2-d tt oS 
PK+B 10.8 2.9 | 0.23 .| 27.3 6.4 16 
PK+B+Mo 11.2 5.0 | 0.29 | 27.4 6.8 | 25. 

ata ts DUE SRY PEL JE Aa SURRY PK 或 是 在 NPK 
的 条 件 下 ,由 于 把 钥 施 在 土 中 的 影响 ,使 两 种 土壤 上 的 车 畏 章 和 萌 蒂 ， 
的 产量 都 提高 了 。 

#2 外 对 萌 攻 产量 的 影 啊 

(PP RIT: 8 株 平均 的 资料 ) 

| | &® ££ 期 | Fe eR 
= 5 a x 就 hw # ee) me le | S| me | 

fii tk 风 干 EGER). 

PK 2.2 “ig 0.12 10.6 | 6.1 0.33 

PK+Mo 5.4 | 2.7 | 0.19 | 16.4 | 11.7 | 0.48 
PK+B 4.1 | 3.6 | 0.18 | 18.2 | 17.9 | 0.46 
PK 十 也 十 Mo 6.5 | 4.0 | 0.24 | 21.2 | 18.5 | 0.45 ° 
NPK 一 一 — | 15.7 | 10.4 °} 0.27 
NPK+Mo 5.3 | 2.7 | 0.07 | 19.2 | 15.6 | 0.88 
NPK+B 8.5 | 5.5 |.0.13 | 15.6 | 16.4 | 0.52 
NPK +-B+Mo 9.1 | 6.2 | 0.25 | 17.0 | 14.7 |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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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和 外 也 确定 了 在 施 硼 加 钥 处 理 内 的 产量 要 高 于 单独 施 钥 或 硼 的 
处 至 。 应 当 指 出 , 施 钥 处 理 内 的 车 吉 章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 表 3 ), 当 按 ， 

0.25 水 解 酸度 答 土 壤 施 用 石灰 时 , 比 对 照 的 产量 境 加 4320 ; HE 
看 灰 的 用 量 增 加 时 ( 按 1.2 水解 酸 度 计算 ) , 则 会 显著 地 降低 钥 的 效 
果 ( 达 14%), 但 产量 的 绥 对 数值 并 未 改变 。 

& 5 组 对 车 畏 草 产量 的 影响 

COW HBR TR SRP AE) 

按 1.2 水 解 酸度 施用 石灰 | $0.25 水 解 酸度 施用 石灰 

aR 案 ae qo aT aoe sa 

SPR een Sloe 
BH | Beta | 

32, Se 15.7 44 4 12.0 15 7 

NPK+Mo 17.9 27 14 17.2 28 14 
_ NPK+B 14.9 26 16 12.2 12 7 

_ -NPK+B+Mo 17.8 30 16 15.3 23 12 
PK . 15.5 27 
PK+Mo ‘ 17.3 28 
PK+B 15.9 28 
PK+B+™Mo 17.1 28 

FEW ASB ELA RRA (PK 条 件 下 的 处 理 
除外 ) 头 状 花 序 的 总 数 以 及 收获 时 成 熟 花 序 的 数目 都 增加 了 。 
但 在 “新 前 ”试验 站 的 砂 十 试验 内 却 不 是 这 种 情况 ,显然 是 因为 
MEPS RTA Rie, BEATE He SE ey EB HE 3 ) 头 状 花 
FERS AWA I, We SE BES A RIE A He RR 
aT TRS EN RE OR” ABT RE 
保存 下 来 , 而 到 1949 年 的 春季 , MGFED By MOTE HS A EY RR 
利 在 这 些 个 内 。 这 几 个 试验 的 结果 如 下 ( 表 4 FFE DS), 

0 和 前 一 年 的 试验 一 样 , 在 有 钥 的 时 候 , 车 轴 章 的 种 子 和 于 章 增 产 
的 事实 仍旧 是 很 明显 的 。 但 有 一 点 和 去 年 的 试验 千 果 不 同 , 即 在 PK 
的 条 件 下 施用 钼 时 种 子 的 产量 提高 了 ( 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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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AAT 

fH 1.2 SPR REA AIK (CaCO; ) 

RR DR ra eee ce 人 交 

asim) % | 个 | % lapel 9% 

NPK 20.4 100 26 100 | 3.5 100 
NPK+Mo | 20.9 103 52 123 3.9 |° 112 
NPK+B "17.8 87 27 104 3.8 111 
NPK+B+Mo 21.3° | 104 54 119 | 4.2 124 
PK 1247.7 100 20 100 2.5 100 
PK+Mo 21.9 124 52 160 4.0 159 
PK+B 17.4 98 27 135 3.6 142 

PK +B-+Mo 19.5 240) 234 175 4,2 168 

AS 钥 对 首 蒂 种 于 和 干草 产量 的 影响 

| ”地 上 部 分 的 风干 重 | “种 子 的 重量 
RR DT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G % w/t | % 

NPK 47.0 100 3.9 400 

NPK+Mo 53.8 114 59 101 

| NPK+B $1.3 109 5.8.12. 

NPK+B+Mo | 52.8 113 7 200 

fe by HU RREAPS » EPR SS ioe mIRC Pee . 

aed (ELEC ta In SE Bs RE PY, Walesieacoo 

提高 了 很 多 。 

另外 ,在 1949 年 又 进 行 了 -一 个 盆栽 试验 ， 就 是 在 播种 前 把 车 四 

ERAN EY fe 4 BPP FE 0 02.76 和 0.04.25 PSHE Ys eS 10 小 时 导 
试验 结果 列 大 表 6 。 

用 钼 处 理 种 子 时 ， 要 过 一 个 什 月 DAG ee A LCA 

的 产量 上 表现 出 明显 的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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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 播种 前 在 钥 酸 外 深 波 中 处 理 车 朝 草 和 首 蒂 的 种 子 (浸种 ) 
对 于 地 上 部 分 产量 的 影响 (“ 新 淹 " 喜 验 站 的 土壤 ) 

车 MR | OB i 

fl 2 BE A ng BR HR RR | 干 物 重 | RR | HOR 

水 3.94 | 1.12 | 2.28 | 0.63 

SH RRORIATE: 

0.2% 8.18 wake 5.36 1.45 

0.04% 10.14 2.61 4), 97 1.30 

为 了 在 生产 条 件 下 研究 使 用 组 的 效果 ,我 们 依 于 1949 年 的 春季 

安排 了 下 面 几 个 试验 : 
C1 ) 在 莫斯科 州 的 “火焰 "集体 农庄 内 ， 用 组 (每 公顷 6 公斤 ) 粉 

第 二 年 的 车 地 章 进 行 追 肥 。 
(2 ) 在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学 院 的 田间 试验 场 内 ， 以 两 种 份量 的 组 

(每 公顷 施 3 公斤 和 6 公斤 ) 欠 第 三 年 的 车 朝 章 追肥 。 
《3 ) 在 新潮" 试 骏 站 内 ,也 用 首 攻 和 车 轴 草 进行 了 同样 的 试 欢 。 
Lit LPR ERI AR 7 一 10 内 。 

玫 7 组 对 箱 车 轴 草 的 种 子 和 干草 产量 的 影响 ( “火焰 "集体 农 峙 ) 

干草 的 产量 种 子 的 产量 
ma B&F § i Garay ARE SE Ses ass 一 一 

aia) % | 公 担 /人 硕 | % 

石灰 29.8 100 0.96 100 

石灰 十 组 (Mo) 41.1 138 1.28 133 

于 章 是 在 孕 芋 时 收获 的 。 重 复 4 次 。 小 区 面积 为 50 FIR, 
试验 有 4 次 重复 。 小 区 面积 为 21 平方 米 ， | 

| FE RURIN, CELT UO PY CRESS) Hom 
EAB, GROVE TEMS LLY HMMA Aa 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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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8 钥 对 混 播 牧草 (车 翰 草 和 颖 尾 草 ) 产 量 的 影响 ( 季 米 里 

MEARS Gea) 

: ¥& tw fF B 
wy BR 方 案 一 

公 担 /公顷 % 

未 施肥 126.4 100 

每 公顷 施 5 公斤 钥 131.1 104 

每 公顷 施 6 公斤 137.6 109 

Pid : SF FR POE HEL AG 26.026 ,在 每 公 项 施 3 公 斤 钥 的 处 理 内 有 
36.42, 每 公顷 施用 6 公斤 钥 的 处 理 内 有 43.926。 

上 壕 结果 ( 改 7) 仿 人 信服 地 证 明了 ， 施 用 钥 素 可 以 提高 种 车 轴 
章 的 种 子 量 和 王 章 产量 。 

表 9 所 列 的 资料 是 在 砂 十 试验 地 上 (新 潮 试 验 站 ) 所 得 到 的 殉 局 
豆 种 子 产 量 的 数字 。 钼 肥 在 播种 前 用 破 施 大 土 内 ,每 公顷 施 3 公 打 。 
重复 4 次 。 

#9 外 对 列 属 豆 种 子 产 量 的 影响 

种 子 的 重量 Fete 
人 SS 

公 担 /公顷 % (3a) 

PK 14.1 100 119 

PK+Mo 17.9 127 135 

PK 十 卫 十 Mo 18.9 134 138 

in FDA BSF PEST SH MB, HUVFE dt PK + SBE 
试验 处 理 内 增产 27.96 , FE PK + B+ SHAG ADEE PY He FF 34.6, | 

BNE PO RRL LAER, SARA 
表现 在 将 它 施 于 土 中 的 情况 下 ,就 是 在 开花 期 间 用 0.016% 和 | 

0,032.26 SEMPRA ie CFE 60 平方 米 的 面积 上 ，0.65 克 钼 酸 铂 匣 4 Tg 

7) ETO FEL Aah Et IAD EAS BFE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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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10 用 组 酸 弧 溢 液 喷 洒 车 轴 草 对 于 种 子 产 量 的 影响 

et FHM Ff 
Es) BR ee 

公 担 /公顷 % 

EEK 3.8 100 

0. 016% GH RR ERATE 4,2 110 

0. 052% SHAR ERATE 5.2 137 

#11 ARAM AM AREA UUT MRT TA 

gael ne | + | & | =e | om 全 根 
(B/B 
厅 ) 时 fal & $l 量 (毫克 /公斤 ) 

06 ry 0.7 0.7 — 一 一 
1.0 65 14 = 一 一 

3.0 if 210 61 ia 一 一 

6.0 510 117 = 一 一 

9.0 时 610 210 一 一 一 

0 ie 1.5 一 一 一 3.3 
1.0 as 90 17 = _ 170 

3.0 ”420 82 一 一 560 

6.0 始 560 240 一 一 1600 

9.0 期 840 520 一 一 2000 

ull 开 120 11 28 320 一 

3.0 花 560 57 66 1140 320 
6.0 KX 720 190 - 120 1560 630 

9.0 期 1080 240 240 1860 930) 

| 0.0 成 1.6 一 一 一 一 

1.0 145 20 24 230 一 

5.0 Hh 390 81 63 960 210 
6.0 710 210 130 1200 380 
9.0 期 955 590 230 1940 480 

PSR EY), FASE REE AS ees HE th BY DO A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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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是 研究 有 关 组 的 生理 作用 的 几 个 问题 即 测定 钥 在 植 

物体 内 的 含量 和 人 筷 在 植物 各 器 官 内 的 分 伤 与 发 育 时 期 的 关系 ， 以 及 

FSU ATB RMA TBS, Al, RAAB 

CREAN, AAR SHG T We Ge 11 一 14 )。 

PRR LAE MN, REESE PN SAN I On, BOAR, 进 到 植物 各 
部 分 内 的 钥 也 相应 增多 。 整 个 生育 期 间 ， 钥 都 可 灸 不 断 地 累积 在 叶 

子 里 ,而 且 钥 的 含量 是 按 所 施 人 数量 而 成 比例 地 增长 着 。 

才 12， 荣 豆 不 同 部 分 的 含 组 量 决定 于 施 钥 量 “ 
了 

施 钥 量 + | #& | wg | 各 和 二 本 和 
( 豪 克 /公斤 ) & 多 量 (毫克 /公斤 ) 

8 340 230 813 66 117 

32 833 513 1073 163 210 

Sy Hy HM Fe Sd A; SERA ARE PN BR AS FE Bl SEH 

Be, WPS FER, AAR A & SBIR T , 也 就 是 说 , TEE 
时 ,要 内 的 含 组 量 要 多 于 叶 内 的 含量 ;在 开花 未 期 时 ， 两 者 的 含量 大 

致 相等 ,而 到 成 熟 时 , 根 内 的 含量 就 比 叶子 少 了 。 

FF MADRE ME, 狗 和 叶子 含有 同样 多 的 组 ， 而 到 成 熟 时 ， 

根 内 的 含量 就 显著 地 减少 了 。 我 们 发 现在 植株 的 衫 瘤 内 ， 负 的 含量 

KB, : 

Win, 每 公斤 殉 扇 豆 的 叶子 含有 2.1 毫克 组 , 每 公斤 HL 4.2 

克 , 每 公斤 根瘤 50 5, 

给 土壤 施用 石灰 可 以 显著 增加 组 进 太 植物 体内 的 数量 ， 因 攻 这 、 
时 士 壤 中 的 钥 葛 变 为 厢 物 容易 吸收 的 化 合 物 。 

除了 测定 植物 体内 钥 的 总 含量 之 外 ， 我 们 又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 分 

析 , 以 便 测 出 水 溶性 组 的 含量 ( 表 15 )。 

研究 糙 采 证 明 , 水 涂 性 钥 的 含量 决定 于 植物 的 生物 学 特性 。 

Pin , Aa Sere A 7 一 12 鼻 水 溶性 组 ,而 划 藉 的 叶子 的 水 
a =_— 



be al a 

FOr a LT eee 

TAO Re eee eee Le eens eee te ee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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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玖 扇 豆 植株 各 部 分 的 含 钥 量 决 定 于 钥 的 施用 量 
| | 

组 的 施用 量 开 花 RK A 
AGE (ERE AIT) 

GBA) | |e | 良 

0 0.9 = 二 1.0 0 1.4 1.3 2.5 

0.01 3.9 10 3.5 0.1 18 11 4.0 

0.05 11 36 23 0.5 100 65 21 

0.1 $1 77 §2 1.0 797 180 52 

0.5 290 280 270 2.0 1455 370 115 

1 635 470 690 4.0 2550 600 290 

#14 HLA SR ARE SMA 

+ | #& | wt | mF 
收获 期 试验 方 案 

含 钥 量 ( 台 克 / 公 斤 ) 

开花 期 NPK 十 Mo | 128 94 560 |. 一 
技术 成 熟 期 | NPK +Mo+CaCO, (#2 

1.2 水 解 酸 度 计算 ) “| 127 一 7.4 56 
NPK 十 Mo 二 CaCO:( 按 | 
0.25 水 解 酸度 计算 ) ”| 29 一 21 

| 

洲 性 组 和 总 组 量 相近 狗 为 55 一 72% 。 另 外 ,时 子 所 含 的 水 洲 性 钥 要 
HMMA DEEZ, 

钥 是 植物 正常 发 育 所 必需 的 ， 它 在 叶 内 以 不 溶解 态 化 合 物 果 积 
下 来 ,植物 的 根瘤 内 含有 大 量 的 组 ,以 上 这 些 都 表明 钥 是 参与 植物 粗 
织 内 拟 生 的 代谢 过 程 的 。 因 此 ， 凡 是 企图 把 钥 的 作用 仅仅 解释 为 
刺激 作用 ， 也 就 是 洒 度 极 低 的 有 毒物 质 所 具有 的 良好 作用 都 是 不 对 
的 。 

从 营养 液 内 完 人 至 去 掉 钥 ,植物 就 不 能 正常 发 育 , 这 一 点 可 以 作为 
这 方面 的 论证 。 

在 我 们 的 工作 中 依 初 步 地 研究 了 钥 对 所 BE SEES AUB TE 
植物 体内 的 时 积 和 转化 有 那些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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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水 溶性 组 在 植物 不 同 部 分 办 的 含量 

村 Meas € | ik 
S Qf 量 

Max | 水 洲 性 组 “| ge | eevee | 总 量 | 水 游 性 组 

was es ee wee ee ee | 估 总 量 
物 公斤 ‘ee rine Rr oO 六 公斤 的 9| AT rely 9 Sarees % 
全 293| 25| 7 | szol sz| 23 | 120| 57 

A ea 豆 ) 
808 | 100} 12 | 600] 200} 33 | 310: 100] 32 

400} 220| 5 | — | — | — |. 210| 200) 96 
a rt 720| 480| 65 | 210) 150| 66 | 5801 350] 92 

970 | 700] 72 390 | 260| 70 | 480| 470] 97 

48 g 360 | 200] 55 | 260| 190| 73 | 740] 520] 73 
780 | 350| 53 | 540| 390| 73 | 1040] 90] 86 

H. i} & . | 128] 24 | 19 | 94 | 49 | 52 | 360] so| 89 

所 有 供 分 析 测 定 用 的 样本 都 是 从 两 个 培养 盆 内 取 来 的 。 表 16 KH 
明 在 收获 时 植物 的 根 和 叶 内 含 氮 量 的 变化 。 

#16 ”组 对 蛋白 氮 和 非 蛋 白 氨 含量 的 影响 

fii 叶 | 区 | 根 
fe 量 RE 含 组 量 ( 估 风干 重 的 96) 

| 《总 砷 /大 | 总 ae ee 

0 \ lala!) ai al|a| & |) a] ww 

nM 3.45 | 2.97 | 0.48 | 2.14 | 1.58 | 0.55 | 2.62 | 1.76 | 0.86 
车 翰 草 

4 5.22 | 2.92 | 0.50 | 1.93 | 1.48 | 0.45 | 3.05 | 1.81 | 1,24 

é a) ae 3.20 | 0.95 2.22 | 1.48 | 0.74 | 2.45 | 1,46 | 0.97 

be 4 3.72 3.23 | 0.49 1.91 | 1.38 | 0.53 | 2.56 | 1.43 | 4.13 

从 这 里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由 于 钥 的 影响 , GM IRE T 

而 在 衫 内 ,情况 则 正 相 反 。 得 到 钥 的 车 轴 章 和 和 攻 荐 ， 在 杆 株 的 著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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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蛋白 所 和 非 蛋 白 气 的 比值 要 比 对 照 试 验 处 理 内 高 得 多 。 例 如 ,从 

HAIER AAG TA, Boob A RARE Ae BB 
7A 6.6 ,对 照 植株 为 3.3。 车 畏 草 的 叶子 则 分 别 为 9.7 和 6.2。 因 

此 ;从 上 述 研究 中 可 以 看 出 ,组 可 以 促使 植物 体 六 的 非 有 机 气 形 成 复 

杂 的 有 机 化 合 物 。 和 现 有 文献 的 数据 相反 ,在 我 们 的 试验 内 , Bae 

”着 未 增多 。 

在 植物 的 时 子 里 ， 蛋白 气 和 非 蛋 白 氮 比值 的 显著 增加 与 叶 内 可 

洲 性 酷 类 的 减少 是 完全 符合 的 ( 表 17 )。 

未 施 钼 的 植株 ,在 叶 内 所 果 积 下 求 的 糖 要 比 施 钥 的 植株 允 一 些 。 

”在 根 和 八 内 则 恰好 相反 ,未 施 组 的 含 糖 量 低 。 在 缺 钥 的 时 候 , OT 
性 酷 类 之 所 以 果 积 在 植物 的 叶子 里 ， 可 能 是 因为 在 生长 与 合成 蛋白 

礁 17” 钼 对 植物 体内 含 糖 量 的 影响 ( 估 拘 干 重 的 % ) 

0.94 | 0,18 3.37 ; 0.0 | 4.82] 3.82] 1.0 3.07 | 0.30 | 1.12 
Hp 

4.0 | 5.85 | 3.27 | 0.58 | 5.94 | 3.72 | 0.22 | 1.47 | 1.18 | 0.26 

af 0.0 | 2.62 | 1.37 | 1.25 | 1.16 | 0.44] 0.72 | 2.43 | 1.12 | 1.34 
r=] - 

4,0 | 1.89 | 0.74] 1.15 | 1.45 | 0.74] 0.68 | 3.66 | 1.95 | 1.71 

| Rae has T LIS se EL ARE he, BL A 
Fe (Tyces) 的 资料 (1939 Heh MBH HUE ATES Baw 固氮 作 用 的 降 

AG, ite FES ARM , BI BK eS A AE PE I , AT BRE 
| PRR TCHOE T Gi A PEER ER. 

有 趣 的 是 ,在 得 到 组 的 植株 内 俩 的 含量 噶 多 了 ( 表 18 )， 可 能 正 
AKA UR, 

征 在 根 ,. 叶 内 的 含量 因 营 养 液 中 的 含 钥 量 而 不 同 。 钥 的 份 量 ̀ 伍 

上 允 ， 侨 的 含量 也 登高 。 由 组 的 直接 FE PB 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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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18 组 对 植物 根 叶 内 合 钙 量 的 影响 

施 组 - 量 叶 区 网 is 
(S5/AN) & & B&B ( 估 于 物 重 的 % ) 

0.0 5.87 0.25 

= #3 3.0 4,42 0.47 

9.0 4.95 0.56 

0.0 4.91 0.71 

Sw 4.0 5.31 : 0.82 

beck 0.0 6.77 Ect 

AS = 8.0 | Ti%9: | 一 

2, DAPPER BRA RAS HE ALS Lee LB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3 19 内 所 列 的 资料 是 说 明 铀 对 含 磷 量 的 影响 , 磷 是 植物 灰分 营 

养 的 一 种 最 重要 的 元 素 。 

玫 19 鱼 对 植物 叶 内 含 磷 量 的 影响 

* P2Os 的 含量 ( 估 于 物 重 的 9% ) a | cba ses/ 0 F¢)| 
eae | 有 机 层 | BO 

0.0 0.35 0.44 0.76 
车 刺 和 草 4.0 0.28 0.47 0.75 

0.0 0.46 0.45 0.90 
5 宿 4.0 0.26 0.57 0.83 

fe EY ES A Ch SB , PPS TALC EA 

RLM) ha ae nS, Bilin, FEAR, on 2 ta LE 

Ay Biche JA Ay 4 Bee 9 5076 ,那么 , 在 施 钼 的 处 理 内 可 达 68% 。 这 可 

Be AS TE ES FE ALA SEY, He i BE Sh Fi]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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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ti 86 fa 

1 FASE PENCE LS — Fb Ws PTs Bs (SRE Hs He HT PN 
| Bt) —§ eS TEL, 处 理 种 子 和 喷洒 植株 等 , AT 
| 作物 的 干 章 , 种 子 和 根 合 的 产量 。 而 采用 后 两 种 方法 时 ,只 用 极 少量 
”的 组 肥 即 可 。- 
， 2. 组 在 砂 士 上 以 及 在 灰 化 土 和 一 些 机 械 成 分 较 黏 重 的 土壤 上 都 
， 是 有 效 的 。 但 在 酸性 反应 的 士 壤 上 ,组 的 良好 作用 表现 得 最 为 明显 ， 
因为 在 这 里 ,植物 很 少 能 吸收 到 土壤 中 的 钼 。 因 此 ,在 施 过 石灰 的 十 
， 壤 上 或 者 输 土 壤 施 用 少量 的 石灰 时 ， 利 用 施 钥 的 方法 可 以 提高 许多 
农作物 的 产量 。 

3. 组 有 后 效 作用 ,这 是 它 最 明显 的 一 个 特性 。 用 组 作 肥 料 时 ,在 
笔 施用 后 的 第 二 年 最 有 效 。 

二 4. 和 确 一 起 施用 钥 ， 在 很 多 情况 下 都 可 以 显著 提高 组 的 良好 作 
用 。 单 施 大 不 仅 比 同 钥 一 起 施用 时 的 效果 来 得 低 ， 而 且 有 时 比 单 施 
钥 的 效果 还 要 低 。 

5. 组 的 施用 量 境 加 时 ， 进 太 植 物 各 部 分 的 钼 也 随 之 显著 地 增多 
了 。 在 叶子. 幼 根 和 植物 的 根瘤 内 发 现 钥 的 含量 最 多 。 

”人 .植物 对 钥 的 吸收 与 土壤 反应 (石灰 用 量 )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它 随 
用 着 石灰 用 量 的 增加 而 增多 起 求 ， 这 又 一 次 证 实 了 组 在 中 性 和 碱 性 圭 
事 肉 是 呈 较 易 吸收 形态 的 事实 。 | 

LAE A HSE SMOKER, ERE Ta 
目的 器 官 内 也 是 极 不 相同 的 。 水 溶性 钥 和 非 水 溶性 钥 在 叶 内 的 比例 要 
比 在 根 和 莹 内 的 比例 小 得 多 。 
时 8. 在 施 过 组 肥 的 土壤 上 所 生长 的 植物 ,其 很 ,上 邮 与 对 照 不 同 的 地 
PREG SEE, | 

OO SPT DUR Ge Hes Hh AY AREA BOE BE, SO 
BDA Se Se de i AS PRZEZ J 8 

10. 得 到 钥 的 植物 ,在 其 叶 内 所 果 积 的 糖 要 上 比 未 得 到 钼 的 植物 少 



324 动 植物 生活 中 的 微量 元 素 

一 些 。 根 则 恰好 相反 ， 它 在 施 钥 的 处 理 内 含有 较 多 的 糖 。 所 有 这 些 

都 表明 了 , 可 溶性 酷 类 在 缺 钥 植株 内 的 移动 被 创 绊 了 。 

11. 在 钥 的 影响 下 ,可 以 改善 植物 对 磷 的 利用 ， Aa A ALB 

《从 非 有 机 磷 畦 化 来 ) 的 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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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 在 模 物 生活 中 的 作用 

A. A. 德 罗布 科 夫 

组 是 自然 界 中 分 佑 很 广 的 一 种 元 素 。 它 在 地 壳 内 的 含量 从 
10-3% 到 10-2% 不 等 。 就 数量 来 看 ， SH AS GR, EL, GH, EL, 

$y GE ALGAE SEE SEAS HELE 
在 本 本 植物 和 许多 其 全 植物 的 灰分 中 都 发 现 有 组 。 而 以 豆 科 植 ， 

物 的 根部 所 生长 的 根瘤 内 ( 豆 科 植物 借助 于 它们 可 以 固定 大 气 中 的 
氨 素 ) 最 富 含 钥 素 。 根 瘤 内 所 含 的 组 比 起 土壤 中 和 植物 的 地 上 器 富 
与 种 子 内 的 含量 都 要 多 一 些 ( 灯 庄 格拉 多 娃 ，1943)。 

长 期 以 来 ,大 多 数 的 学 者 都 认为 ,在 植物 体内 猫 常 有 组 是 因为 植 
物 偶 然 沾 染 了 这 种 元 素 所 致 。 在 1930 EE, VR, AWA 
在 有 组 的 时 候 不 仅 发 育 良好 ， 而 且 还 发 现 它们 从 大 气 中 国定 气 素 的 
能 力也 提高 了 。 在 E. B. 波 布 科 和 A.T. BEMEREE(Capnnona, 1940) 
所 作 的 更 豆 试 验 中 (水 培 )， 钥 对 豌豆 的 发 育 也 表现 出 极为 良好 的 影 
响 。 而 砂 士 栽培 和 土壤 栽培 时 组 的 影响 就 比较 弱 一 些 。 | 

SUMBEAT TILES RAE, DURES te 
FF Bs RE FAL Po RF Ss 5 I FE ELS SSE PR AS 
ELSE, 194426, FEILER OEE TARTAR ERS ETP 
#5 0.5.1.0, 412.0 ED 的 发 育 和 
on a all 含 氨 量 的 影响 。 aR a 

sia 了 组 的 影响 ， 不 含 组 的 混合 营养 液 为 对 照 。 Wah 
SHREEN HIGH, WAT MARE STE AME DA _L ESE, Pa (9 HK 65 
7 KIS) RMB . BRT ELK , FL Ed Bi Bacterium 

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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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cicola 的 纯粹 培养 (从 农业 微生物 研究 所 要 来 的 ) 接 种 ,重复 4 次 。 

在 车 身 章 的 田 闻 试验 内 是 将 氏 酸 钞 态 的 钥 施 在 行内 ， 每 公顷 按 

12 公斤 钥 施 用 。 小 区 的 面积 为 10 平 方 米 ,重复 4 次 。 田 疝 试 验 是 从 

1946 年 6 月 19 日 开始 的 。 

Ze 工 所 列 的 资料 即 为 1944 SR eat ee OKRA) AKER. 

在 没有 组 的 培养 狐 内 ,虽然 接种 了 根瘤 菌 ,但 在 仍 花 期 和 待 实 期 

之 前 ， 更 豆 根 上 莽 没 有 长 出 根瘤 。 直 到 千 实 初期 才 开 始 形成 很 小 的 

根瘤 ,到 生长 末期 也 疫 有 长 大 。 在 统计 试验 千 果 时 ,不 能 把 根瘤 和 根 

分 开 , 因 此 ,我 何 采 用 了 计算 重量 的 方法 ,把 根瘤 的 重量 假定 为 雾 。 

#1 组 对 豌豆 的 产量 和 根瘤 形成 的 影响 

ee 植株 各 部 分 的 风干 重 

RRA H | FAB 籽 6K 根 ‘Og 

克 / 每 爹 | % | 克 /每 侈 | % | 克 / 每 金 | % | w/e 

WHA ARH) | 415.1 100 6.5 100 1.5 100 0.0 

”和 施 组 ( 克 / 升 ) 
001 16.4 109 7.1 113 1.6 107 0.4 

0.5 17.6 116 8.1 128 1.8 120 0.6 

s..1.0 20.1 133 | 9.4 149 1.9 127 1.6 

a 2.0 18.6 123 7.7 121 74 140 1 

FEA SAMIR FR , BUT BeFh 5 HS 8 一 10 天 ,就 开始 从 作物 
ARES T. SAAT AI, Be SEA TRE es 
上 而 到 生长 未 期 ,根瘤 已 经 长 得 相当 大 ， 因 而 很 容易 把 它们 从 根 上 
狂 下 来 秤 取 重 县 。 至 于 小 根瘤 则 与 对 照 的 培养 产 一 样 ， 没 有 计算 重 
‘it. 
: Hs Fw HE BA vs SEL Ye FTV ES FEA 0.1 毫克 钥 )， 并 不 能 使 产 
IMB dn , REM AL II 9 26 ;种 子 一 -13%, 根 一 -7%%。 
艰 瘤 的 重量 平均 为 0.4 克 。 

如 果 将 钥 的 用 量 境 高 4 倍 (0.5 毫 克 ), 则 植物 各 部 分 的 产量 就 会 

A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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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F PES dn, HH LIPTAY BIEN Ra 16 26, FhF-—28% , 

根 重 一 -20%。 
在 我 们 的 试验 内 ， 以 每 升 营养 沪 内 含有 1.0 训 克 钼 的 作用 为 最 

好 。 在 这 些 培 养 萄 内 ， 董 叶 的 产量 都 增加 33 26 , FRF-—49 % , HE 

27 %% ,根瘤 的 重量 为 1.6 克 。 高 温度 的 钥 ( 2 See ) 荐 不 比 其 余 

的 几 种 用 量 有 效 。 

2 钥 对 殉 豆 各 部 分 内 合 氨 量 的 影响 

植 株 各 部 分 的 风 于 重 

xz KF aA B 籽 实 根 
m 验 处 理 NS 和 和 全 RD 二 二 

ae | 氮 比 对 照 | ae | RCIA | 含 氮 量 | 气 比 对 照 
(%) | 增加 的 9 | (%) | 增加 的 9 | (%) | 井 加 的 % 

对 照 (未 施 钥 ) | 0.8 100 2.0 100 1.4 100 
We SB (7258/1) 
0.1 0.9 113 3.2 155 ; os 117 

G5 °° +. 1.0 120 3.5 172 2.3 159 

1.0 1.5 189 3.8 189 2.4 162 

2.0 1.5 189 44 210 2.6 179 

Be 2 所 列 的 是 1944 BAER , PR SE 

的 营养 器 官 ,种 子 和 根 内 含 氮 量 的 影响 。 

当 我 们 把 不 同 用 量 的 试 台 结果 和 其 他 作者 们 的 试验 糙 果 比较 一 
下 时 ,我 们 在 同一 个 问题 上 就 得 到 了 不 同 的 答复 。 例 如 ,在 E. BA 
科 和 A. 工 . 蔬 蕉 匡 娃 用 缆 豆 所 作 的 水 培 试验 中 ， 以 每 公升 溶 该 内 合 

有 10.5 毫克 组 的 作用 为 最 好 , 但 在 我 们 的 试验 内 , 则 以 每 公开 营养 牙 “ 
内 含有 1 营 殉 钥 时 ， 对 更 豆 产 量 的 作用 最 好 。 发 生 这 种 情况 是 由 于 

营养 液 彼 钥 污染 的 程度 不 同 所 致 。 我 们 在 试验 内 所 采用 的 都 是 精制 

的 攻 品 ,但 用 光 计 分 析 法 检查 它们 的 纯度 时 , BBA in es a 

量 的 钥 。 

1945 年 用 水 培 法 所 作 的 公 栽 试验 在 方法 上 和 1944 BAGH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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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一 样 ， 实 际 上 是 为 了 奏 证 前 一 年 的 烙 果 是 否 正确 。 在 这 些 试 验 内 
只 研 究 了 一 种 用 量 的 组 一 一 每 公升 营养 液 内 有 ! 毫克 钥 ， 这 个 用 量 
在 1944 年 对 于 产量 、 根 瘤 的 发 育 和 植物 体内 的 含 氮 量 都 表现 出 最 

良好 的 作用 。 试 验 烙 果 如 表 3, 表 4 所 示 。 

表 5 ”组 对 跪 豆 的 产量 及 其 根部 形成 根瘤 的 影响 

-植株 各 部 分 的 风干 EB 根瘤 的 

Ree el eeee| 种 于 根 Ae 
To RUG a Sealey PR, TE Seas Ss 每 

克 / 每 盆 | % | 克 / 每 盆 | % | W/E | % | 金 ) 

SFR (ASAD 6.6 100 6.4 100 1.3 100} 0.0 

施 钼 (1 训 克 /公升 ) 8.5 129 9.3 159 1.5 i547 31.2 

SABO PT ATH , SA DE AP ee ES 5 TE Be 

腿 好 的 作用 。 

” 在 植物 各 器 官 内 的 含 气量 上 ,也 发 现 钥 有 同样 的 影响 ( 表 4 )。 
表 4 钼 对 鱼 气 量 的 影响 

Bo Bova BM) 
LES Sea RE Ac I BS NR Bak RR dle Sl 

营养 器 官 | 种 + | 和 根 | Rm 

对 照 (未 施 钥 ) 1.1 100 3.1 100 2.1 100 0.0 | 0.0 

WASH ( 1 250/Fb) 14) 427-7 Bs 122 | 3.1 148 | 5.5 | 177 

IG AS RR WU EE AE, BLS AE 
瘤 的 根 要 高 77% ICSE , AMS RAS BITES. A 
FES DWHRIER EAL , SRA Ae I T 

Ab, SUM RABBI OY), CA Ais AERA 
发 育 有 重要 的 意义 。 

组 素 的 田间 试验 和 货 栽 试验 为 了 认 明 施 组 于 土壤 中 时 (一 般 在 
二 壤 内 都 含有 组 ) 对 于 豆 科 植 移 发 青 的 影响 ,我 们 代 于 1946 年 ,在 季 
米利 亚 捷 夫 农学 院 选 种 试 鹏 站 内 用 主轴 章 (年 制 一 次 的 亚 治 斯 拉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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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 进 行 了 田间 试验 。 
在 田间 试验 内 , 钥 素 是 在 以 NPK 作 底 肥 的 条 件 下 施用 的 ， 每 公 

Citi 12 公斤 。 气 , 磅 、 伍 肥 的 施用 量 如 下 :每 公顷 30 BACAR 

态 ),30 公斤 钙 ( 氧 化 钾 态 ) 和 120 公斤 Pe. Os (BERAB), 
播种 车 轴 章 之 前 ， 将 钥 酸 锁 态 的 钥 制 成 溶液 施 在 行内 。 试 奏 小 

区 的 面积 为 10 平方 米 ; 重 复 4 次 。1946 年 6 月 19 日 播种 车 轴 草 ; 6 

月 25 HA ES 

Vp RNBRERL, 2H —AbE-HEPE RENE 6 公斤 上 的 金属 县 内 浊 
FERAB, FELL NPK 作 底 肥 的 条 件 下 , 将 钥 施 在 盆 内 ,每 公斤 芋 

SE hie | TRH. 

65 25 EAA 4 KW. MAS RK, Bl1946 

SEER , ARTES AS ST Rb RAR, 与 施 钥 者 , 在 植物 的 发 育 上 
没有 看 出 什么 明显 的 盖 别 。 冬 天 把 培养 盆 埋 在 地 里 (深度 与 盆 高 相 

同 ), 一 直 保 持 到 春天 。 

1947 年 的 春天 发 更，8 PARAM SRA +, A 6 MENA 

PRREAET , BADER LRA BIRR. TEMS 
的 几 个 悚 内 ,所 有 的 植株 都 保存 下 来 了 。 而 且 它 们 在 1947 年 的 整个 
生育 期 间 都 发 育 得 良好 。 

FA Fe aoa RF 5 AT ARS 

#5 GOS BAe ( AA) 

各 部 -分 -产量 :的 HF 重 

wa mR 处 H 地 上 部 分 种 子 | 种 子 的 他 
公 担 /公顷 | .% | RBC) 公 担 /公顷 |  % 

对 照 (未 施 钥 ) 
每 公顷 施 12 ATS 

23.2 100 16d 100 

191 

40 

39.4 170 2.1 57 

FUMIE, SADRHICNIIR H.R EO 
很 好 的 效用 ; 例如 , 在 对 照 小 区 上 , 1b Pi RAT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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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公 担 ,种 子 的 产量 为 每 公顷 1.1 公 担 。 而 每 公顷 施 人 人 12 BH 

时 , 则 使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增加 70 % ,使 种 子 的 产量 境 加 91 上 6 ， 

为 了 更 完 状 地 说 明 钼 对 车 朝 草 千 籽 的 影响 ， 我 们 双 计 算 了 生长 

在 施 氏 和 未 施 钥 小 区 上 的 车 翰 曹 ， 在 头 状 花序 内 的 结 籽 数 。 从 各 小 

区 上 搞 到 ;100 个 头 状 花序 ， 然 后 计算 每 一 个 车 珊 草 头 状 花序 内 的 花 

Be AS MAF Be, HAG RIED, ARMED EL, RA 

40% HABER ES T FF, 而 在 施 钥 的 小 区 上 , 则 有 57 So ho ALERT FF 

FEE BEL ,盆栽 试验 的 对 照 盆 内 植株 的 死亡 ,和 田 半 试验 未 施 组 

的 对 照 小 区 车 炎 章 的 严重 缺 昔 ,都 是 因为 芋 瑟 中 缺 组 而 引起 的 。 

在 1947 年 秋天 收获 后 , 售 轻 测定 了 植物 体内 的 含 钼 量 ( 表 6)1)。 

6 车 翰 章 各 部 分 的 含 钥 量 
meee | 种 F | R 

& 8 RCH RF R My %) 
试验 处 F 

对 照 (未 施肥 ) 1.7X10-4 

每 公顷 施 12 ARP SA 

3.01074 2.01074 

2.4xX 1073 1.71078 3.01073 

VETTE, WSDL, Fed LSE A AY 
所 含 的 组 狗 比 对 照 小 区 的 植株 多 10 倍 。 正 如 上 面 所 指出 的 ,植物 体 
内 的 含 钥 量 增加 ,对 于 这 几 个 小 区 上 言 炳 章 的 发 青 是 有 利 的 。- 

组 在 对 照 小 区 植株 内 的 含量 是 它 在 车 釉 章 内 正常 的 平均 含量 。 
但 我 们 只 能 研究 对 照 小 区 上 活 的 和 人 发育 正 常 的 攻 株 。 在 死亡 的 植 栋 
AN FRAN ESE. HOt, 我 们 的 观察 还 确定 , 植物 到 秋天 会 累 
积 下 大 量 的 钥 ， 尤 其 是 在 种 子 内 积累 的 更 多。 组 素 从 施用 组 肥 的 小 
区 塌 移 到 对 照 小 区 的 土壤 两 是 可 能 的 。 而 下 米 实 的 保护 带 显 然 不 能 
完 至 阻止 组 素 的 这 种 移动 。 我 们 发 现下 面 这 件 事实 ; 即 我 们 的 实 页 
区 紧 靠 着 连 茬 多 年 的 车 策 章 地 ， 在 这 里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到 “ 计 釉 章 训 
退 " 的 现象 (eresepoyrowreHxe) 。 而 在 我 们 试验 内 的 对 照 小 区 上 , 植 

1) 植物 体内 的 含 彤 量 是 由 X. 工 ， 锥 藩 格拉 多 娃 测 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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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 EE AS PREG Hh ES” 的 症状 ， OTB At 
JE fs 222 Ay LAS fy SE EE HG eT, | 

钥 在 良好 的 土壤 内 和 生长 在 这 种 土壤 上 的 车 轴 章 灰分 内 的 合 
量 , 狗 比 “ 襄 退 的 "土壤 和 该 十 壤 上 的 车 轴 章 植株 多 工 便 。 大 家 从 均 
献 中 都 知道 ,土壤 中 各 种 元 素 的 平均 含量 即使 有 很 小 的 变动 ( 沽 少 一 
点 或 增加 一 点 ) 也 常常 会 使 植物 发 生 一 些 特殊 的 病害 ,着 使 它们 种 子 
的 成 分 发 生 显著 的 变化 。 还 有 一 点 要 锅 明 的 是 ， 在 K. A. SK Rae 
捷 夫 农学 院 选 种 站 的 附近 , Be PaO Se ah, Pe 
ArT HE , SSA, 因而 第 二 年 就 把 它 翻 耕 了 。 

因此 , 根据 我 们 的 试验 资料 和 其 他 学 者 的 研究 车 果 可 以 让 明 ,为 
了 使 植物 和 根瘤 菌 能 正常 地 发 硼 起 来 ,少量 的 组 是 需要 的 。 

由 下 可见 , 钥 的 生理 作用 要 上 比 我 们 过 去 所 想像 的 重要 得 多 。 
根据 其 他 学 者 的 研究 可 以 这 样 确 定 ; 为 了 使 老 菌 能 正常 地 发 硼 ， 

必 有 融 有 钥 才 行 。 如 果 氨 素来 源 是 硝酸 荔 ， 则 芙 菌 对 钥 的 需要 就 会 培 
In, T4AGRASARAILAN, RES BERK ARR 
T . AGES SBR De RGR EMA eZ A, St 
于 还 诛 确 酸 卢 是 必要 的 。 在 高 等 植物 的 试验 中 也 贷 确 定 ， 组 是 参加 
确 酸 曲 的 还 原作 用 的 ,因而 在 没有 外 时 ,会 使 硝酸 足 累 积 在 植物 的 叶 

子 里 而 不 能 形成 蛋白 气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了 解 到 ， 为 什么 缺 气 的 症状 

和 植物 人 缺 钼 时 的 症状 很 相像 ， 这 在 我 们 的 试 欢 中 已 图 清 芭 地 看 出 来 

¥% | 

Rei nTHS 5A AK Ra, 

ei 论 

1 为 了 俩 植 易 能 正常 地 发 青 , 必须 有 少量 的 钥 ; 豆 科 糙 物 特别 需 
要 组 。 人 它 可 以 显著 地 加 强 根瘤 在 豆 科 植物 根部 的 发 育 ， 基 增加 植物 

体内 氨 素 的 数量 。 “-: 
2 .如 果 在 寺 壤 中 施用 适量 的 钥 , 则 可 以 提高 车 轴 章 的 抵抗 力 , 使 

3 
党 



钳 在 植物 生活 中 的 作用 333 

尼 在 越冬 时 不 至 死亡 ,增加 车 珊 章 的 营养 体 和 种 子 的 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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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及 其 生物 学 作用 

X. 工 礁 语 格 拉 乡 娃 

从 20 志和 初叶 就 开始 研究 生物 界 (6rocfepa) 和 有 机 体内 的 扩 
AcHESH(paccemumai monu6nex), 到 月 前 已 取得 了 一 些 成 就 ,因此 ,使 
我 们 有 条 件 提出 关于 组 在 有 机 体 生 活 中 的 作用 问题。 

任何 地 方 ( 土 坷 ,只 石 ,水 和 有 机 体内 ) 都 可 以 双 扩散 性 组 ,但 
数量 非 第 少 。 因此 ， 从 它 的 分 信 来 看 , 钥 是 一 种 微量 元 夷 。 

研究 钥 的 生理 作用 也 像 研究 其 他 微量 元 素 一 样 ， 是 在 有 机 体 的 - 

灰分 组 成 中 懂 次 地 发 现 了 组 之 后 , 才 开始 研究 它 的 。 这 样 使 人 们 名 

巷 到 它 是 有 机 体 生 活 中 不 可 缺少 的 元 表 ， 独 正 了 最 初 以 为 钼 是 由 于 

所 研究 的 样本 不 往 澳 ,而 偶然 温 到 灰分 中 的 猜测 。 
扩散 钥 在 生物 界 和 有 机 体内 的 普 逼 分 仿 ， 对 于 了 解 它 的 地 质 化 

学 作用 有 重大 的 意义 ， 因 为 任何 一 种 化 学 元 素 在 生物 界 中 允 牢 都 处 
于 扩散 状态 ,而 不 是 集中 在 一 定 的 产地 。 
、 根据 组 在 自然 界 中 的 普 欢 分 售 性 ， 我 们 再 详 间 地 研究 它 在 植物 ， 

界 内 的 分 信 情 况 ， 从 组 素 集中 在 一 定 的 植物 种 类 或 一 定 的 植物 器 官 ， 
中 的 特性 可 推测 出 它 可 能 具有 的 生物 学 作用 。 

因此 ,在 研究 这 种 扩散 化 学 元 素 的 生物 学 作用 之 前 需要 先 简短 
地 介 铭 一 下 钥 在 土壤 和 植物 体内 分 全 的 地 质 化 学 套 料 。 

组 在 土壤 中 的 含量 ”直到 最 近 对 于 扩散 钥 在 土壤 中 的 分 信和 仿 
量 还 没有 进行 系统 的 研究 。 

在 少数 的 测定 各 国 于 政 内 含 组 量 的 糙 果 中 ， 多 中 是 用 光 攻 靳 
PIEPER, HARPER TUM noe, HOKE pape 
PERS PSSA PEL SE SERN OR, DA BEELER 

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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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等 结论 。 

研究 土壤 中 扩散 旬 的 主要 隐 碍 就 是 对 这 种 为 数 极 少 的 元 袁 进 行 

测定 时 感到 困难 。 直 到 目前 ， 在 一 些 含有 微量 钥 的 十 塘 内， 即使 有 

时 发 现 了 这 种 元 素 , 研 究 者 也 不 能 很 好 地 测 出 它 的 含量 。 

但 在 含 钥 量 较 高 的 土壤 中 , 则 研究 得 比较 透 徽 ， 在 这 些 荆 壤 上 ， 

“就 是 植被 内 的 钥 素 也 比 正 党 含量 高 出 10 一 100 倍 ， 因 而 凡是 在 这 种 
土壤 的 牧场 上 所 放牧 的 性 冀 都 得 病 了 。 下 面 再 返回 来 谈 一 谈 我 们 在 

这 方面 所 知道 的 一 些 工 作 。 

我 们 委 猎 研究 了 组 在 各 十 层 内 的 含量 和 分 伤 的 情况 (A, TT. Ree 

格拉 和 允 夫 和 OX. 工 . 礁 诺 格拉 多 娃 ,948)， 这 是 第 一 次 对 芋 壕 中 扩散 

组 进行 有 系统 的 研究 。 圭 样 是 从 俄罗斯 平原 各 土壤 表 内 《〈 从 音 原 促 

起 直到 高 加 索 的 红土 带 止 ) 取 来 的 。 我 科 所 采用 的 比 色 法 的 原理 是 : 

用 氧化 够 使 大 价 钥 还 原 为 五 价 和 外， 在 感 酸 液 中 比较 组 令 氨 和 络 合 物 的 

BRE ,分 析 土 样 , 按 下 列 方 法 制备 :将 1 SEIS 4 GEN CC3 + KOO 

混合 物 放 在 詹 寺 塌 内 ,使 之 燃 合 ,随后 将 烽 合 物 深 解 在 热 水 内 。 详 普 ， 

Sp GLAS HEE BE, 1950 ZC. 
我 们 所 获得 的 资料 是 很 一 致 的 : 土壤 中 的 含 钥 量 以 于 物 重 计 ， 

WIFE 5 x 10- 一 1.2 x 10-3%6 之 间 , 平 均 为 2.6 x 10-42。 这 很 接近 

Ashe A PAG She (2 x 104%), 

稀有 化 学 元 素 和 扩散 化 学 元 素 在 正常 土壤 中 的 含量 ， 一 般 以 10 

天 内 的 变化 界限 来 表明 。 在 这 方面 ， 组 和 土 朗 中 许多 其 他 研究 过 的 

扩散 化 学 元 素 没 有 区 别 。 然 而 当 我 们 研究 士 壤 垂直 剖面 内 的 含 组 量 

， 时 就 可 以 看 出 ,不 同 土屋 内 的 含 组 量 也 疙 有 很 大 的 变化 。A. U1. Mea: 

格拉 多 夫 所 发 现 的 规律 (1950) 一 一 即 某 种 区 有 化 学 元 素 在 上 层 土壤 
和 下 屋 王 壤 内 的 含量 一 般 有 很 大 的 差别 并 不 能 作为 组 的 一 个 特 

征 。 组 在 土壤 中 的 分 佑 ,和 许多 其 他 扩散 化 学 元 素 一 样 ,显然 是 由 两 
企 原 因 来 决定 的 : 即 它 在 母 内 (wareprackaa nopora) 中 的 含量 和 它 在 

正 层 土壤 中 被 植物 根系 淋 溶 的 程度 。C 层 一 般 最 富 含 组 素 ;B ie 《中 
屋 ) 丙 所 含 的 钥 最 少 ;上 层 士 壤 内 也 含有 较 多 的 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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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WLEAAASWR 

& ff | 
a | ont ; 测 定 者 

( 估 干 萄 重 的 9%6 ) 

各 种 土壤 欧洲 (HEA | ”5X 10-? 一 2 X10-5 捷 尔 - 莫 尤 陵 (1951 年 ) 
RY, fyb. Fig 

ie) 
砂 丘 土 iB 496.4057 同上 
FER GUE) ”美国 8X 10-65 x 1074 斯 坦 非 尔 德 (1955 年 ) - 

各 种 土壤 

Reet JER 美国 1.5—2.0 1073 同上 

布 拉 尔 唇 ) 
耕地 十 欧洲 (以 法 | 4.5X10-4 一 6.9X10- 别 尔 特 震 (1940 年 ) 

国 为 主 ) 、 
各 种 土壤 新 西戎 2.8X10-5 一 1.5X10- | 。 别 韦 (1946 年 ) 

显 域 十 俄罗斯 平原 | 1.5X 10-*—1,2x10-° HERS LEA AE att 

| PLS HE( 19485 ) 

FR 加 利和 福 尼 亚 | 8.0x10->—1.0x 10-8 巴尔 沙 德 (1948 年 ) 

(BE ay | 
金平 原 ) 

各 种 土壤 (下 里 | 大 不 列 题 11.5X10-3 一 1.02X10-2 | “” 留 姆 斯 (1945 年 ) 

HET) (BRR) 

在 所 有 我 们 研究 过 的 53 TA SITES ASSLT, 莽 且 

作 了 定量 分 析 。 所 得 资料 又 一 次 证 实 了 A. U1. Here AAR BR 

的 一 般 原 理 : 即 从 部 化 学 元 素 在 土 培 中 都 含有 一 定 的 数量 。 

当 研 究 那 些 原 子 价 不 稳定 的 化 学 元 素 的 塌 运 性 时 ， 应 该 注意 它 

们 只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才 转 变 为 能 移动 的 ,可 以 为 植物 吸收 的 形态 。 

最 容易 溶解 于 水 的 、 因 而 也 是 厦 物 易于 吸收 和 能 移动 的 钥 就 是 

中 性 和 弱 碱 性 环境 中 的 六 价 CMo"D) 钥 化 合 物 。 

那么 ， 在 土壤 中 的 钥 化 合 物 是 那 一 种 状态 的 呢 ? 天 部 分 组 均 在 

铝 矿 酸 艾 的 晶 格 内 和 其 他 土壤 矿物 内 。 一 部 分 钼 处 于 高 子 状 态 ， 而 

吸附 在 士 所 人 在 黏 十 和 其 他 土壤 中 ， 矿 物 对 组 的 欧 附 作 

用 肖 未 研究 。 然 而 这 个 作用 是 存在 的 。 水 成 岩 最 让 合 钥 素 ， 么 十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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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从 这 种 崇 石 分 化 出 来 的 。 大 家 从 试验 中 都 知道 ， 黏 土 中 的 钥 是 处 
在 不 溶解 的 状态 ,很 难 从 黏 十 内 提取 出 来 。 

在 所 有 我 们 研究 过 的 土壤 带 内 ,以 若 原 带 的 土壤 最 富 含 组 素 。 扩 
” 散 化 学 元 素 在 分 佑 上 的 分 亲 是 与 士 壤 过 程 的 类 型 有 关系 的 。A. 了 .和 蕉 
诺 格 拉 多 夫 发 现 这 些 沼 泽 土 壤 很 富 于 有 机 质 ， 他 认为 钥 和 某 些 其 他 
比 学 元 素 所 以 能 在 这 些 土 壤 内 累积 下 来 ， 力 因 环境 中 的 氧化 势能 
的 绿 故 ,因此 ,使 容易 溶解 的 ,着 高 度 氧 化 的 大 价 钥 化 合 物 ,还 原 为 难 
手 溶解 的 低 价 钥 化 合 物 。 钼 在 沼泽 士 内 的 果 积 训 钨 疑 间 会 有 助 于 有 
机 桔 对 这 些 难 洲 解 化 合 物 的 吸附 作用 。 在 中 性 反应 和 例 和 镍 的 草原 

CERES, BREE AME BB SAE RE FA DA 
， 解 ,所 以 很 难 使 它 累积 下 来 。 

大 家 对 个 别 化 学 元 素 在 主 壤 溶液 中 的 含量 还 知道 的 不 多 ， 而 在 
组 素 方面 ,我 们 目前 甚至 违 一 个 有 关 组 素 水 溶性 部 分 (次 定 于 十 壤 类 
型 ) 的 平均 数学 都 浊 有 。 大 家 所 知道 的 只 是 某 些 地 区 的 一 些 个 别 的 
对 水 溶性 组 含量 的 测定 苦果 ,而 这 些 地 区 的 土壤 内 ,水 溶性 钥 的 含量 
寺 多 ,致使 性 冀 发 生 一 种 地 方 性 疾病 。 

组 在 项 物体 内 的 含量 ”对 于 植物 体内 合 组 量 要 比 岩 石 、 水 和 土 
到 内 的 含 组 量 研究 得 透 徽 得 多 。 组 在 植物 体内 的 平均 含量 与 它 在 迪 

ae? = eo 

—_..' 

oe 

4 

| ALMA MAN MSE AEBSAR SI, RIMES A DS 
| CESARE EA, BO, 

WT MRAM. Gea Lee, DR RRS 
下 DRA EK REN BRS AEM T IG 
PEVEA, 然而 只 是 在 最 近 才 开始 比较 详细 地 研究 了 组 在 植物 体内 和 

| 微生物 体内 的 生理 作用 ， 这 对 于 了 解 它 在 不 同 植物 及 在 植物 器 官 内 
上 的 分 人 特点 是 有 帮助 的 。 
上 近 几 年 来 ， 在 农作物 上 所 发 现 的 缺 钥 现象 也 推动 了 人 们 更 积 概 
由 地 去 研究 和 上 比较 各 种 植物 内 的 含 钥 量 。 现 在 谈 我 们 来 谈 一 谈 这 个 革 

: 题 。 

HEAR CH. Ter-Meulen) 在 1931 年 全 猎 测 出 煤 灰 中 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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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 量 平均 狗 为 2.0x 10 各 ,以 后 他 又 注意 到 煤 灰 中 组 束 的 来 源 癌 

rH, PAR, PH FEAR DART 2 EAS BESTE BORD IR Ft 

的 狠 成 部 分 。 为 了 解决 煤 灰 中 的 钥 素 是 否 为 污染 的 车 果 ; 捷 尔 - 莫 光 

PFE 1931 一 1932 年 双 对 植物 和 土壤 内 的 含 钥 量 进行 了 一 些 测 定 。 
捷 尔 - 莫 尤 林 所 研 穷 的 化 学 方法 虽然 还 不 太 雁 易 作 和 有 一 定 的 

缺点 ,但 仍 能 使 他 得 到 组 在 植物 体内 的 精确 全 含量 的 资料 : 

钥 的 含量 (为 鲜 重 的 9% ) 
豆 科 杆 丢 :0 1.9*10-4—9.1 1074 

其 他 科 的 植物 Sa eeeeeasencs 1x 10-&®—7 x 1975 

TL pid ars fa-sorarsachaseacnscnaceacticneroecnasecense oo 2X10-6 一 1.8X10-5 

在 他 的 研究 糙 果 内 说 明了 组 在 分 傣 上 的 一 个 特点 : 即 豆 科 植 物 
AS ARASH. BUN UAE BIS A ANE TER» Fea Til Ae 

PECK. T. MEERA, 1943), 
在 捷 尔 - 莫 尤 林 进 行 研究 的 同时 , M. 包 尔 切 尔 斯 CM. Bortels, 

1930) 也 研究 了 钥 对 国 氨 菌 正常 生长 和 发 育 的 影响 。 他 得 出 糙 论 蓝 
钳 对 固氮 菌 的 生长 是 不 可 缺少 的 ,因此 ,土壤 中 有 没有 固 氨 菌 很 可 能 
与 土壤 内 含 钥 量 的 多 少 有 关系 。 

捷 尔 - 莫 尤 林 根 据 这 些 工 作 ,进一步 避 证 ， 组 在 其 他 固氮 生 驳 内 
的 分 人 是 否 也 有 这 样 的 特点 。 他 选择 了 生长 在 捷 尔 弗 特 运河 内 的 区 

- 生 功 关 Azolla (它们 和 能 够 固定 氨 素 的 划 委 蔬 共生 在 一 起 ) 帮 为 研究 
“的 材料 。 功 类 的 含 钥 量 ( 佑 于 重 的 1.1x.10 2s) 于 运河 河水 的 含 钥 
量 (9 x 10-8% ) 要 高 得 允 。 捷 尔 - 莫 尤 林 便 沟 在 这 本 著作 中 发 表 了 一 

种 意见 ,他 认为 组 在 上 述 植 物 内 能 够 果 积 起 来 ,是 因为 它 在 固氮 作用 
上 超 着 某 种 作用 。 

凡是 在 捷 尔 - 莫 尤 林 工 作 中 不 完整 部 分 ,后 来 光 为 和 外 和 尔 茹 斯 
(Bortels; 1940) 所 补充 。 在 测定 蕨 类 内 所 含 的 钥 时 ,不 能 和 夫 生 的 蓝 ， 
apie netabanieempmacti 即 属于 蕨 类 , UBF RK, 
RUSTE, BAER ERA RM, Ty eA 
ig ithe PRESET, THER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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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类 分别 培养 ,没有 获得 成 功 ; 但 在 其 他 蓝 烁 省 方面 一 一 如 Nostoc, 
Cylindrospermum 和 Anabaena 等 , 则 发 现 有 组 时 ,即使 是 极 微 量 也 能 

促进 筷 们 生长 着 提高 它们 的 固氮 作用 。 
在 1929 一 1931 年 , 货 用 定性 分 析 确 定 了 豆 科 植物 棚 癌 内 的 含 组 

时 , 以 便 解 决 钥 在 生化 固氮 作用 上 是 不 是 一 种 接触 剂 。 因 此 ,我 们 选 
择 根 瘤 CCyiiszis proiferus, var. paimensis ARAKI A , FE 

BERN A eC ORANGE). HH 
村 只 在 根瘤 内 找到 了 组 。 

“许多 研究 者 用 定性 分 析 法 在 各 种 豆 科 植 物 的 根瘤 内 都 发 BLT 
组 ， 同 时 也 发 现 了 其 他 微量 元 素 。 
斯坦 非 尔 德 (K.E. Stanfield) 在 1935 年 便 用 他 研究 出 来 的 简易 
上 化 学 方法 测定 组 。 他 试图 分 离 出 硫化 物 态 的 组 ， 再 用 上 比 色 法 像 测 定 
TRE APE FH ICE 

Si EDGAR ES i OI, EAR 
MEA Bhs 9 x 10225), TH LEAS Ae os 在 同 
一 种 植物 上 所 测 出 的 含 钥 量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可 惜 他 着 没 有 说 明 这 些 
MORIA 2 HO RICE 

AT REO EAE (xenseccas oxonorna) LASERS AD 
的 化 学 成 分 是 否 不 变 的 问题 ， 以 及 解决 其 他 有 关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的 一 

下 问题 ,必须 候 量 选用 从 和 披 此 相距 很 远 , 而 双 极 不 相 局 的 地 点 采集 来 
的 科 料 。 这 样 就 必须 系统 地 研究 那些 来 自 一 定 地 点 的 不 同 的 种 〈 璧 
hi, 在 确定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的 界限 和 确定 与 它们 有 关 的 一 些 生 物 地 
庄 化 学 的 地 方 病 时 就 需要 如 此 )。 

苏 达 拉 - 拉 奥 (Sundara Rao,1940) 合 用 光 革 法 在 革 些 印度 植物 上 
得 到 了 有 价值 的 数据 ; 例如 , Ah EBLE BEAR Amaranthus LARA 
恒基 的 组 , 殉 豆 月 则 有 相当 多 的 组 , 估 于 物 重 的 8x 10 41 1x 107%, 

RBA 4.5 x 102%, MAAN 1 x 10°°—7.2 x 10°°%, 

从 1940 年 起 ,测定 组 的 方法 又 进一步 简化 了 ; EES Aa 
peas BOWEN. BARRE BUCA DLE TJs, 

a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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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能 用 各 种 有 机 次 剂 将 其 提取 出 来 ， 但 有 些 学 者 仍 炎 糙 采用 分 离 钥 

的 方法 。 新 的 测定 方法 只 需 很 少 的 研 突 样本。 过去， 研究 样本 要 用 

1,000 FH, HRD SE 10 克 。 以 忆 栈 来 提取 有 色 

HSH. be As AI, AER 1 一 3 Se PR EB), 

Se ite St BE Ze A EEE AS Ed I SS , 4B) Ba,“ 

HE Fis WA BE AG BE LISA SB 

基 基 尔 - 伯 和 尔 川 德 (Didier Bertrand, 1940) 依 对 植物 体内 的 合 钥 

量 进行 了 系统 的 研究 (在 动物 体内 也 进行 了 同样 的 研究 )。 估 研究 出 
来 ， 用 人 铜 然 试剂 (kgynbeppoa) 来 提取 组， 再 用 硫化 氮 使 其 沉 证 出 来 ， 

然后 用 比 色 法 测定 有 色 的 硫化 钼 酸 铁 (cyTPoMoTE6raT aMMOHHSD)e 

这 个 方法 不 十 分 简单 ,也 不 迅速 。 秤 取 供 试 样本 时 仍 需 10—100 克 。 
从 豆 科 植物 和 非 豆 科 植 物 的 测定 糙 果 算出 的 平均 数据 ， 可 知 组 表 在 

法 苦 西 植物 内 的 分 佑 规律 和 上 面 所 谈 过 的 植物 是 一 样 的 ， 即 豆 科 本 

牧 内 的 含 钻 量 照例 要 比 其 他 植物 多 一 些 ; 如 豆 科 植物 为 干 物 重 的 32 . 

x 10 一 7.6 x 10°*% ,第 考 和 其 他 作物 则 为 3.5x10 55。 

1940 年 ,又 开始 研究 几 种 新 的 方法 ,来 测定 钥 在 苏联 植物 内 的 

含量 和 分 个 的 情况 。 我 们 已 研究 出 来 并 采用 的 方法 就 是 在 炸 物 的 灰 ， 
分 内 测定 钼 ， 群 见 蕉 藩 格拉 多 娃 的 论文 (1950)。 各 种 植物 的 种 子 均 ， 

Heh, 它 在 种 子 内 的 果 积 量 要 比 攻 叶 内 多 一 些 , 而 且 其 含量 是 沟 ， 

表 2 苏联 不 同 地 区 禾 谷 类 作物 种 子 内 的 含 组 量 

eS Cap | a 
作 采 RR Seow ae | FA EN%) | 

he 9.621075 + EDR 
Whe 2.71.x 1075 | BILAN - 
Hee 1.0 10-4 外 具 加 尔 湖 
ese 2.03 x 10-5 国立 卡 桑 选 种 站 
玉米 4.58X19- eo SLY) A 
Ke 4.0 x 1074 9+ DVR 
Ba | 7.5 X10-5 Yt A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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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不 变 的 。 
这 些 研究 粘 果 证 明 ， ues Lee chee: 在 外 有 加 

东湖 的 秒 谷 类 作物 内 ， 含 生 量 也 比 其 他 地 区 和 谷类 作物 的 一 般 舍 量 

略 高 一 些 。 通 常 在 植物 体内 含有 较 多 的 钥 时 ， 或 是 如 明 土壤 中 的 售 

组 量 高 于 正常 的 含量 , OER WLI BRS SEES , ie te A 

决定 于 土壤 反应 的 。 

为 了 除去 土壤 对 组 素 在 豆 科 植物 内 特殊 果 积 的 影响 。 我 们 在 卡 

查 尼 附 近 同 一 亏 地 上 取 三 种 植物 测定 其 含 钥 量 。 其 中 有 两 种 植物 

( 箭 舌 殉 豆 和 巷 麦 ) 的 根部 都 交 委 地 长 在 一 起 ， 以 至 于 在 分 析 时 很 难 

把 它们 分 并 来 。 

这 些 植物 的 种 子 在 含 组 量 上 可 以 讼 是 宛 公 不 同 的 : 

含 组 量 ( 估 干 物 重 的 % ) 
iy AG Uo ee 1 2.05X10-5 

科 舌 跤 辟 ( 和 种子) 1.301074 

Git Wak@.9 >) Dee ee eco 4.7 x1074 

\ Dy TSE SSE TS Ee SE oF LS PA, 
RMREWE—-T MANS Ey BR, EVA GOR Me 
FAS, BAS HF hy 1.7 x 10-35%6 , FER ( 卡 查 尼 ) Aug 
内 为 于 物 重 的 10-3965 

其 他 学 者 也 得 出 了 同样 的 烙 论 : 即 组 素 是 集中 在 豆 科 糙 物 的 根 
HM. 车 将 各 种 法 菌 西 豆 科 灶 物 的 测定 精 果 平均 起 来 ， 则 组 估 于 物 
重 2.9x 10%, 
一。 知 果 把 各 国 不 同 科 的 植物 所 含 的 钥 和 其 分 傣 情 况 的 研究 总 精 一 
F ， 那 未 我 们 就 可 以 看 出 ,截至 目前 所 得 到 的 公 部 资料 都 证 明了 在 豆 
| 科 植 物 内 累积 有 较 多 的 组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集中 在 根瘤 内 ,其 次 是 在 种 
子 内 。 
根据 这 个 初步 研究 可 以 使 我 们 认为 , 钥 是 植物 (特别 是 豆 科 村 

有 蚁 ) 的 生活 和 发 育 所 必需 的 ,这 已 经 被 我 们 和 其 他 学 者 的 工作 所 证 明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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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5 苏联 不 同 地 区 内 豆 科 植物 种 子 内 的 合 钼 量 

Mo x 1074 (44 
fF 物 ine. 区 

干 重 的 96) 

AAI RIE 140 ae ree eae 
蒜 征 色 荣 豆 12.0 

OT TEBCRS 21.0 

总 合 品种 荣 豆 6 过 

同上 mp yese et te 1.5 
BAD 阿 哈 利索 别 里 LT 18.0 
沙 锡 色 茶 豆 20.0 

17.0 
EA MAE P | 15.0 

WAS TSE Mika 11.0 
RRORE 2.3 
祸 色 帮 花 禾 荣 豆 FRAC, LWT may a 0.9 
TEA ini 1.1 

同上 | | pe: 

ame 人 下 
PBA Swe, 卡 桑 国立 选 种 站 0.8 0 
“eS eS Be Sw ob. Dl ee 
“Lee RE RB ILEAHIA ahs Rica 
“SRE ae 
4/105 JRE OG es RS 

卡 桑 国立 选 种 站 0.7" am 
狭 叶 玖 局 豆 莫斯科 5 .人 

Re se 
其 及 其 很 瘤 固氮 活动 性 的 影响 ， 并 指明 提高 固 气 活动 性 可 以 增加 入 
蚁 体内 的 含 气量 。 浊 

生 驹 地 质 化 学 区 “ 当 研 究 周 围 环 境 和 有 机 体内 各 种 化 学 元 素 的 
含量 时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在 - 定 地 理 区 域内 ,这 种 含量 是 比较 和 梅 定 的 时 

其 种 化 学 元 来 在 上 二, 水 和 突 气 内 的 含 是 一样 , 面 科 近 直 区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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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A ESHA, MERE HERE Beh Wy CK” (1935).. A. II: Me 
AS TAH RS IE, IRS PE CSTE AS 
APPS PE IS FS, WH, TE EAE 
HAP MOA HOPES ERE, MAKERS 
‘ WR eas SA He nsw EA eA HR 

Se TAFE IS ASE AA OLA IE Ps RET DAS Bik 

PAGO LL, ANTE, IESE ITI EL MOTE T BCE, BI 
我 们 仍然 不 知道 自然 界 中 的 缺 钥 地 区 。 现 有 关于 钥 在 有 机 体内 的 分 
信和 含量 的 分 析 资 料 ,精确 可 靠 的 太 少 了 , 因此， 我 们 暂时 还 不 能 肯 
省 在 某 些 土壤 上 不 长 某 几 种 植物 ， 是 由 于 其 中 缺 组 的 称 故 。 只 有 有 进 
一 步 研 究 才能 解决 这 个 问题 。 

1 就 我 们 所 知 ,文献 中 还 没有 人 提 到 动物 的 缺 钥 情况 。 很 明显 , 动 
有 驳 是 从 食料 中 得 到 这 种 在 它 生活 上 所 必须 的 微量 元 素 。 我 们 还 不 知 
和 道 通 过 实验 方法 ,来 进行 生理 哉 验 和 其 他 坛 腕 ,以 引起 首 多 动物 患 染 
缺 钥 病 。 

相反 地 ,植物 对 环境 中 组 的 含量 是 非常 敏感 的 ， 虽 然 关 于 野生 
ORE RO REAR, MARV TEM LE RRA 
RIB T RAH Ut 

PHM RANE BHM, SOE RSM ae 
Seno rence teers SET ash KS, LP EEA 
PAF AVAZ ARR LSS 0g EEO 证 了 缺 钥 的 症状 ， 
是 当 寺 培 内 加 太 了 极 少 量 的 组 时 ,这 种 症状 就 不 见 了 。 
PERIL AER HEN BE OF MAME HET 
), APE GEE (A. J. Anderson, 1946) 4 1942 年 起 在 南 奥 大 
是 的 砂岩 上 进行 的 。 他 发 现 , 将 钥 施 到 上 中 时 ,可 以 使 植物 不 变 黄 
也 不 枯死 。 

>) 24 一 1945 年 之 间 , 弗 瑞 克 CE. F，Fricke) 又 在 壤土 \ 砂 凸 和 其 
AGRE, DS ,车 届 章 等 作物 施 用 了 钥 OB 尼 亚 )。 
1947 年 弗 瑞 克 又 举 出 了 一 个 例子 ,利用 在 土壤 中 施用 少量 组 的 方 

re a 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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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m AM ie T Re FP TIA ’(Blue Chaff), 

1945 年 , 戴 锥 斯 (E. B. Davies) Pati, FEST ee LE, a 

AB Cwhiptail) git, A-BAT IDA, ABA RE 

用 。 
在 加 利和 福 尼 亚 的 蛇 绞 稼 土 带 (o6racTrb cepTeHTHHHTOBHX NOYB ) ye 

生 着 一 种 特殊 植物 区 系 形 成 特别 的 大 块 斑 状 是 唯一 可 以 用 来 作为 明 

显 的 缺 钻 的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的 例证 。 当 想 利 用 这 些 十 壤 栽 培 农作物 

时 ,发 现 他 们 有 明显 的 缺 钥 症状 :栽培 在 这 些 士 壤 上 的 番茄 、 葛 莒 及 
其 他 作物 发 生 时 斑 和 时 色 变 黄 等 病害 。 而 在 土壤 内 施 大 钥 之 后 ， 所 

有 这 些 病征 都 次 有 了 。 对 染病 植株 所 作 的 化 学 分 析 诈 明 ， 它 们 体内 

的 含 钼 量 已 降低 到 为 于 物质 的 1x 10°26, ERA LKRARR AR 

(Walker),1948], M44EERS), HE PHAR, 或 由 于 组 踊 的 

不 溶解 性 而 使 其 对 植物 的 可 吸收 性 登 小 时 ， 则 施 钥 的 良好 作用 就 巧 
强 。 

早 在 1936 一 1938 年 ;K.， A. 德 米 特 里 也 夫 (Tharrpea) 就 打算 在 

PrP TRH SERB 2 mig He Ae EL) Ag EE APSR, See 

Pe Abe A HHH ITZ \ 糙 果 ， 因 为 在 施 组 的 土壤 内 也 缺 硼 。 而 在 施 硼 

SARE PGE TR SS 

钥 自 然 是 不 会 有 效 的 。 

Fe 4h SE EBIARERS LM AE OR hPL SER” 现象 。 . 

普通 的 矿物 质 肥 料 和 改 肥 永远 不 会 有 什么 好 糙 果 。 “RE 植株 

后 作 Ueeneaew5 

Liao. elem ee 

Beato Ay SEIR BENS PEA AN “SEIR” Hitt BARD AS 

C. A. ARE HE BIE), BORMSAIE TOT RS EB 

EAI KERR NAOT AEBETT T Sei, | 

“SER HT AKO SHES 1 倍 ， 这 就 胡 示 植物 是 缺乏 某 种 

化 学 元 素 的 。 在 其 灰分 中 发 现下 列 几 种 化 学 元 素 的 数量 境 允 了 ,如 局 

oO OR SS SPAY 

CE > a a 



铀 及 其 生物 学 作用 345 

PLN WE SHR IEF RI), 得 出 了 如 
FARE: 

“SejR "HE 2x 10° = “ SEI AS LE -----7 x 107% 
. 健康 土壤 Be cha tass 0 4x 1Q-4 (EE A Hh et Leben 1x 107* 

fat BE hy FUSES EAC FE & SHR LBL A, (A SER, 
SEAS ER” MEP E MIRA ORY, Lie LBL 
SP FER Hh AEA. ULF, Me A, HAL 
元 素 的 平均 含量 (特别 是 在 有 机 体内 ) 即 使 有 很 小 的 变化 也 会 引起 植 
驹 得 病 ,其 而 死亡 。 

AT RAR RRL AR AMT, Ba 
便于 1946 年 会 同 A.A. EP UKE OK BMRSEB 

WEE TILA, Rie SILA EMA WHERE” 
现象 的 田地 。1946 年 6 23 AGMA (Apocnascenis 
[cop5) 车 轴 章 。 土 壤 中 施 大 NPK 肥 , 才 于 此 条 件 下 , 痊 一 部 分 小 区 施 
用 组 酸 铁 , 寻 每 公顷 施 12 公 斤 组 。 
于 辆 章 的 幼苗 及 其 一 般 的 生长 和 发 育 ， 各 个 小 区 在 第 一 年 都 一 

。 越冬 后 的 植株 ， 在 对 照 和 施 组 小 区 之 间 即 显 出 明 显 的 差 别 。 
| 9474, 对 照 小 区 的 车 二 章 严重 缺 苗 , 而 活着 的 植株 也 发 育 得 很 坏 。 
ji547 征 的 秋天 ,计算 了 对 照 小 区 和 试验 小 区 的 产量 ,并 测定 了 车 策 章 
Ames #4). 

| Ze 4 SSSRNGCE Lob MORAN RAY 

R Be" 本 | 含 盔 量 (个 风干 重 的 96) 
地 上 部 分 | 种 子 | 地 上 部 分 | lt 

人 tCtCt~t~CS~S; 56a ee ol i ae 

MIL etca 23.2 451 1.71074) 2.0x107*| 5. GEX405 

eS RA 39.4 2.4 | 2.4X10-3| 1.7% 107 : 5.6X10-s 

种 子 产量 和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倍增 时 ,植物 对 钥 的 需要 也 提高 了 。 

应 当 指 出 ,在 这 二 地 上 ， 车 轴 草 于 1948 年 叉 长 了 出 来 ， 芽 一 让 长 到 



346 动 植物 生活 中 的 微量 元 过 

1949 年 的 春天 ,直到 耕地 时 为 止 。 从 外 表 看 来 ,植株 有 很 鲜明 的 薰 色 
Au $8 BA ASTER, 

19495E RFK T MBE ta ie ASAE, mi FETE Ae) BK ESS nhs 

THUBAAGMBRAD, UGNRAEREER KR, EETE 
ASS PRET, BT HH WS -b AS A 
物 小 区 上 的 植株 生长 和 发 育 得 良好 。 

根据 我 们 从 文献 中 所 知道 的 和 我 们 试 将 钥 施 于 土 中 对 植 愧 的 生 
长 所 表 测 的 良好 影响 ,可 以 作出 这 样 的 糙 险 :植物 的 缺 钥 症状 是 在 那 
些 总 含 铝 量 可 能 很 充足 ,但 可 溶性 钥 却 相当 少 的 土 庆 上 表现 出 来 的 。 
这 要 决定 于 土壤 的 反应 ,因此 ,在 某 些 情况 下 ， 只 施 石灰 丰 施 组 匣 也 
会 产生 良好 的 辕 果 。 很 可 能 有 些 土壤 (如 砂 士 ) 只 含有 微量 的 钼 。 

与 我 们 所 短 道 有 限 的 、 工 且 不 足以 表明 自然 界 中 缺 钥 的 情况 相 。 
反 , 过 多 的 钥 不 仅 可 以 引起 性 畜 ( 如 怨 牛 ) 的 外 形 发 生 极 显著 的 变化 
甚而 合 它 严重 地 患 染 一 种 特殊 的 疾病 ， 以 至 当 常 死亡 。 凡 是 这 种 特 
殊 现象 很 善 源 的 地 区 ,都 可 以 作为 一 个 明显 的 例子 ,用 来 怕 明 这 个 地 
区 是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其 平均 含 钥 量 已 超过 一 般 含 量 。 

在 这 方面 最 初 用 来 研究 的 是 索 莫 尔 谢 特 (Commepcer) (SEH) fg 
禾 牛 场 。 大 家 都 知道 一 种 吓 作 钥 毒 病 的 (worm6reiioarc)) 主要 是 在 

这 些 章 地 上 放牧 的 母 牛 和 和 牛 竺 得 这 种 病 ,在 很 多 情况 下 ;牲畜 最 后 都 
病死 了 。 百 年 以 来 ,得 病 的 原因 妇 烙 汽 有 搞 清 楚 ,因而 也 不 可 能 防 光 
它 。 最 近 合 仔 秋 地 研究 了 "发病 "收场 的 植物 灰分 的 化 学 成 分 。 从 区 时 
表 看 来 ; 收 草 一 向 是 很 丰盛 的 , 植 饮 也 没有 效 生 任何 一 :种 病害 而 发 育 二 
得 很 好 。 这 种 现象 多 年 以 来 都 使 学 者 们 感到 迷惑 不 解 。 直 到 较 精 确 ， 
的 光 计 分 析 法 发 明 后 ， 才 顺利 地 用 它 测 出 了 在 “得病 " 杆 检 的 灰分 办 昌 

“含有 多 量 的 钥 。 这 些 存在 于 植物 体内 大 量 的 组 ,显然 是 来 源 于 那些 在 
富 含 组 素 的 下 里 亚 斯 层 上 (Ermxani mace) 发 育 起 来 的 土壤 。 这 些 
土壤 的 含 钼 量 为 于 易 重 的 1 x 10-3 一 1 x 10-2 站 ， 超 过 土壤 正常 平 By 

含量 10 一 100 倍 。 EAB Ss oS oP I x weg 
GaSe Be ELIE He 4 de i 1 100 FF,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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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钥 毒 病 是 由 牧场 的 牧草 内 含有 多 量 钥 所 引起 的 假定 ， 已 猎 

用 母后 和 后 竺 分 开 刨 养 的 试验 所 证 实 了 。 这 个 试验 媒 不 是 一 开始 就 

成 荔 的 起 初 用 青 浊 的 牧 章 蚀 养 性 帝 , 甚 而 也 常常 用 晒 于 的 牧草 来 伺 
养 ， 但 都 沟 有 得 到 预期 的 结果 。 特 冀 几 乎 没有 显 出 任何 病状 来 。 可 是 

FE 45 AES PES 15 Fal BE In 1.36 克 钥 后 ,就 显 出 了 钥 毒 病 的 至 部 

症状 。 以 司 双 进行 了 比较 仔 竹 的 观 终 , 辕 果 诈 明 ,只 有 当 牛 特 从 春天 

起 就 在 "发病 " 禾 场 上 放牧 时 才 会 得 病 。 青 刘 的 和 有 晒 于 的 牧童 和 早秋 

降 赴 后 的 牧草 一 样 ,多 补 都 拓 去 了 毒性 。 如 果 不 测 定 总 含 钼 量 而 分 别 

去 测定 它 的 可 溶解 部 分 和 不 浴 解 阁 分 ， 这 个 问题 就 会 迎刃而解 了 。 

看 起 来 , 晒 于 和 冰冻 可 以 使 可 溶性 钼 化 合 物 塌 弯 成 不 溶解 状态 ,而 使 

后 竺 不 易 同 化 吸收 。 测 定 于 章 中 水 溶性 钥 的 结果 诈 明 , 钥 的 数量 已 由 
青草 中 的 70 一 805%6 减少 到 40 26 , 兰 相 应 地 增加 了 不 涂 解 钥 的 数量 。 
ZEAE MSIL Ra, ARYA ESR RS BY 10 和 %。 对 水 溶性 钥 和 总 钼 

量 在 一 年 四 季 中 的 变化 所 作 的 研究 证 明 ,水 溶性 钥 在 9 月 时 最 多 , 同 
IY SB eps ts, Je A | tid EK (Ferguson ), A.H. sinseine (Lewis) AS. J. 

HAF Be Watson ); 1940], 

为 了 用 实验 方法 使 钥 毒 病 发 生 , 于 1938 —1939 AEE SH HB At 
BE BIB AS BEAN, Fei 30 公 厅 。 烙 果 在 这 些 试验 牧场 上 放 牧 

的 竹 音 都 得 病 了 。 根 据 所 有 上 进 的 研究 可 以 确切 地 肯 定 , 禾 曹 内 的 含 

钼 量 若 达到 干 重 的 或 超过 1 1077 26 ,就 会 使 性 音 发 生 这 种 特别 的 荡 

病 ， 因 而 很 快 就 找到 了 治疗 它 的 方法 一 一 即 在 得 病 牧 音 的 食料 中 每 

天 加 大 2 毫克 要 矶 ,由 此 需要 再 来 讨论 一 下 铀 与 钥 的 相互 作用 问题 。 

ae ELSA PES TRIN HS Shin, BEES SAFE 

FORRES AST. EAM ak, TITERS oT AVE Mag Ik 
EAN AT Rs SA BEEN PE RRS 6 倍 或 4 倍 。 在 腊 的 内 容 物 中 ， 
全 钥 量 特别 多 :得病 竹 冀 为 1.83 x 10-3% ,健康 性 凋 为 2 x 10°46 。 分 
PILAR RAMS AEE AS BR SEAS, Rae al 

— EefEB)1.0-3.8 x 10°78 % | FE BS BS HL, PSE, 

RASRRLUSE ( ROBRNRE I , Hesse H fa) BLP 2S A SEES , (HAS SS 



348 动 植物 生活 中 的 微量 元 素 

使 家 鼠 的 肝 曦 内 缺 铜 , 烙 果 使 动物 死亡 。 但 加 人 钢 之 后 ,同样 多 的 钥 就 
不 会 对 家 鼠 的 生长 有 坏 的 影响 了 。 

目前 对 铀 与 钥 的 生理 相互 作用 的 化 学 本 质 以 及 钥 的 毒害 性 条 不 
能 予以 解释 。 | 

从 上 壕 研 究 精 果 中 发 生 了 这 样 一 个 问题 :组 素 过 多 而 发 生 疾 病 ， 
是 不 是 因 缺 钢 的 结果 呢 ; 下 面 我 们 想 比较 详 基地 谈 一 谈 组 与 其 他 化 
学 元 素 的 相互 作用 ,着 要 强调 指出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和 个 别 化 学 元 素 的 
农业 化 学 的 研究 ,- 还 不 能 使 我 们 了 解 它们 对 植物 有 机 体 和 动物 有 袖 
体 生 命 过 程 影响 的 至 貌 。 

已 经 确定 ,在 “发 病 ?" 收 场 的 牧草 内 , 含 铜 量 并 不 低 于 “健康 "收场 
上 的 牧 章 内 的 含量 ,不 过 已 绝 发 现 ,Cu 和 Mo 的 比例 是 随 着 含 钥 量 的 
增加 而 改变 的 。 这 个 比例 到 秋天 减少 得 特别 后 害 ， 此 时 钊 的 累积 量 
也 最 多 ， 而 含 铜 量 降 低 了 。 然 而 企 轩 用 施 铜 肥 于 土 中 的 方法 来 改 
善 这 些 收 场 关 汽 有 得 到 好 粘 果 ， 因 为 植物 体内 的 含 网 量 并 没有 提高 ， 
‘RE , PES ERA. 

在 中 央 加 利 福 尼 亚 的 芯 恩 - 德 若 阿 金 (Can-[woaxnn) 平原 上 ， 
凡是 周围 环境 中 的 含 组 量 已 超过 平均 含量 的 生物 地 硅化 学 区 所 发 生 
的 病害 ,在 病状 和 发 病原 因 上 , 目前 被 更 为 都 与 组 毒 病 相 似 。 但 组 素 ， 
的 分 伪 情 况 则 与 索 莫 尔 谢 特 (英国 ) 稍 有 不 同 。 研 究 这 些 地 区 的 主 款 ， 
后 证 明 ， 发 病 " 地 区 的 士 壤 所 含 的 组 只 比 正常 土壤 多 到 5--10 售 ;其 
实在 这 些 土壤 上 的 植物 内 , 含 钥 量 是 相当 多 的 ,尤其 在 豆 科 植 驳 内 要 | 
高 出 百倍 ， 这 种 情况 完全 和 索 莫 尔 谢 特 地 区 一 样 。 发 生 此 种 情况 的 “ 
原因 ,看 来 是 这 些 呈 弱 碱 性 反应 的 土壤 内 ,可 溶性 钥 的 数量 太 多 的 称 ， 
故 ; 如 可 溶性 钥 的 数量 达 总 含量 的 50% [巴尔 沙特 Ci. Barshad), 
1948], a 

PES LOIS | ERS BS APPR BO OID, ARR ABR 
fy bE AL, P 

AOL WIG TE, BLS IY, PSE PE 
MOM, SBSH a en, (A FE RE H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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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 CAROUSAEE, 即 对 人 也 有 巨 毒 作 用 ,这 就 模糊 了 铀 
素 的 作用 。 只 能 这 样 假 设 ,在 很 多 情况 下 ,含量 过 高 的 钥 会 加 重 硒 的 
腹 害 影响 。 硒 和 和 钼 进入 植物 内 的 条 件 是 相同 的 ， 因 为 它们 在 碱 性 圭 
计 均 呈 可 溶性 并 有 很 大 的 移动 性 。 

例如 , 紫 芸 英 所 售 的 钥 为 干 物 重 的 1.4 x 10-2%6， 远 远 地 超过 了 
戎 用 对 性 再 的 毒性 限度 (1 x 10-3% )。 但 在 这 些 紫 芙 英 中 所 含 的 硒 达 
百 分 之 一 , 由 此 就 发 生 了 一 个 直到 目前 舍 未 解决 的 ,关于 这 两 种 元 素 
的 相互 作用 (或 同时 作用 ) 的 问题 。 有 人 信和 经 记载 过 ,在 科 治 拉 道 、 科 

ish HR. ME As JE (Prprmana) 等 硒 产 地 的 驳 豆 ,大 考 和 其 他 作物 
WRT SH ZH SBR APH 1 x 10°? % 的 铀 [ 罗 宾 逐 (Robin- 

gon), 1947], 

十。 到 目前 为 止 ,在 苏联 还 不 知道 有 那些 地 区 是 这 样 : 即 该 地 区 的 性 

SME ATRIA SP SHES we (超过 其 正常 的 平 
1% it). 

: Pe PEF He RESIN Se SHAE fy oe Wes EL HERO 寻找 这 样 地 

区 的 方法 之 一 就 是 当 发 现 性 冀 所 得 的 特殊 痰 病 与 组 毒 病 的 症状 相似 
WY, ESA, FAM PSE T IEE (Ayton) 地 区 (这 
生发 生 了 这 种 特殊 的 疾病 ) 取 求 的 各 种 植物 样本 。 然 而 这 些 样本 的 

钵 量 只 比 平均 含量 略 高 一 些 ,还 未 达到 有 毒 的 水 平 。 例 如 ,在 来 谷 
ea EA, Sebi F i Pe AS BH) ERB 1 10 = 
“10°*%,KA#E 8.0x 10°°%, 

| SA AHURA SO AEF 10-426, 
时 寻找 富 含 组 素 地 区 的 另 一 个 方法 〈 在 这 些 地 区 土壤 以 及 植物 和 
吻 均 富 合 组 ,着 且 动 物 是 以 这 些 植物 为 食料 的 ), 就 是 研究 钥 矿 区 
的 植被 。 
由 组 素 很 容易 破 风 化 出 来 而 使 矿 苗 (opynerenwe) 附近 的 岩石 和 士 
上 雪 富 合 组 素 。 因 此 浏 定 矿产 地 土壤 内 的 钥 素 可 以 作为 寻找 富 含 组 素 
和 开 区 的 根据 。 组 素 在 组 矿 豚 周 围 量 转 内 CopeorD 的 分 侯 很 有 规律 : 即 
的 直方 必然 会 有 很 多 的 ff ig¢-j:(opeon pacceHeH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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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代 轻 采用 了 第 三 种 探寻 钥 素 的 方法 ， 即 测定 该 元 素 产 地 的 
植物 体内 的 钥 束 。 

从 卡 茧 克 斯 坦 某 矿产 地 (在 钥 矿 肪 内 摊 杂 有 石英 ) 收 集 来 的 植物 
材料 (每 隔 20 米 取 样 ) 表明 , 访 地 区 的 艾 蒿 (Artemisia) 很 富 含 组 素 ， 
SL EAT 物 重 的 6x 10 5 一 2 x 10-3%6， 平 均 含 晤 为 于 物 重 的 4x 

10-5%。 另 外 还 发 现 含 钥 量 由 增长 而 降低 的 现象 , EA AS 
一 和 致 的 。 
在 铜 , 争 产 地 的 植物 内 富 含 铜 , 钙 这 一 点 五 IT, 马 留 加 (Mariora) 

研究 成 功 已 有 几 年 了 ， 他 为 了 寻找 这 两 种 元 吉 而 采用 了 测定 在 植物 
体内 含量 的 方法 。 

我 们 全 对 高 省 度 钥 的 毒害 性 作 了 研究 〈 国 内 外 的 其 他 学 者 也 全 
研究 过 ), KLOET ARR. Hi, CH PAL 
物 可 以 忍耐 高 量 的 钼 ， 只 有 在 钥 产 地 有 扩散 性 钥 的 地 方才 会 在 土 琵 
中 巡 到 大 量 呈 溶解 状态 的 钼 。 

当 我 们 在 导 栽 斌 验 中 (水 培 ) 研 究 大 量 钥 对 植物 影响 的 时 候 ， 不 
要 忘 记 钼 和 其 他 化 学 元 素 的 相互 作用 ， 因 为 钻 的 有 毒 份量 不 仅 决 定 
于 植物 的 种 类 ,而 且 也 决定 于 RGM RARE, Bae 
BEM AGT EST oR DUS UR ORE, 每 升 营养 液 中 平均 有 1 一 
2 毫克 钼 为 最 适宜 。 用 量 过 高 时 ,产量 即 不 再 增加 ;但 植物 仍 正常 地 
发 育 着 。 | 

半 妮 (Denng，1939) 和 合约 确定 , 钼 对 大 麦 最 合适 的 用 量 是 每 升 营 
养 液 中 有 AQ BEG: PRT (K. Warington, 1946) 则 认为 这 个 数量 对 | 

荔 科 植物 是 有 毒 的 。 a 
不 同 植物 对 钥 素 的 需要 和 对 它 的 敏感 性 不 同 ， 因 此 使 我 们 推测 | 

到 , 富 含 钥 素 的 地 区 , 当 士 壤 中 的 钥 处 于 溶解 状态 的 时 候 , DYE 
着 一 种 特殊 的 植物 区 系 ， 调 查 和 记载 这 样 的 植物 好 体 ， 还 是 站 来 的 
事情 , 像 解 决 钼 素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的 其 他 问题 一 样 ,是 最 近 玫 开始 研 穷 

的 。 

组 是 最 近 才 被 列 太 有 机 体 生 活 上 所 必需 的 扩散 化 学 元 素 之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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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RHE AS AT NPAT SET EAT ST ECE SERED, ATH 
PPS LSE Ose TPE 元 素 。 在 BH. Me AEE BEA (Bep- 
anckuit) KIENTS BA h a LAE ASRS AST 
CM SRBMBS EN LE, PRI T ABSENTEE LIE 
个 依 情 形 的 生物 地 质 化 学 规律 。 他 所 提出 的 多 量 元 素 、 微 量 元 素 和 
起 微量 元 素 等 名 境 ， 可 供 研究 者 用 来 表示 各 类 化 学 元 素 ， 这 些 元 素 
都 包含 在 有 机体 的 成 分 中 , 莽 且 在 数量 上 有 显 着 的 不 同 ( 蕉 讲 格 拉 多 
me, 1935), : . 

MELT RE A RRS TOS PAE LES EL 

PREB, BARA, Hea bein TORT 
HA: BVPEA LR PSE HE BBA BE A ICSE TZ EI EE 
AAR F ? 

上。 组 在 自然 界 中 分 仿 的 范围 相当 广 阅 ,如 岩石 , 土壤 、 水 和 有 机 体 、 
本 都 可 以 我 到 它 , 但 通常 只 有 很 少 的 数量 。 从 钥 素 分 伤 的 这 个 特点 
是 扩散 元 素 的 特点 之 一 ) 可 以 推测 到 , 假如 它 对 植物 有 机 体 和 动 
靳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是 必要 的 落 ， 那 未 显然 也 只 需要 极 少 的 数量 。 这 些 
性 论 已 被 后 来 发 期 的 研究 所 茧 实 了 (因为 在 试验 时 ,把 钥 加 到 营养 液 

两 ,个 对 照 中 契 对 没有 钥 是 很 困难 的 ,所 以 这 些 研 究 从 开 姑 到 现在 -- 
当 进 行 了 二 多 年 )。 只 有 精确 的 测定 钥 素 的 化 学 方法 发展 后 ,才能 检 
SARAHB RSA, 
虽然 而 在 很 久久 前 就 已 纸 用 试验 方法 研究 了 重金 属 对 植物 发 育 影 
而 的 问题 。1913 一 1914 年 ©. B. 契 利 珂 夫 (dmprkops) 在 波 得 治 夫 - 拉 
铀 莫 赤 农学 院 所 作 的 研究 很 有 价值 。 他 训 为 重金 属 是 一 种 生长 刺激 
肠 所 以 把 各 种 化 学 元 素 (包括 组 在 内 ) In BE RIAN A eA 
两 《 砂 十 栽培)。 当 时 的 试验 虽然 还 有 缺点 , (AE Ae 
于 费 利 珂 夫 在 栽培 作物 的 砂 士 内 施 了 大 量 的 钥 (0.05 一 0.06 克 )， 而 
使 水 麦 籽 实 的 产量 几乎 提高 了 882 如。 其 余 的 试验 都 失败 了 。 

人 | 
ee 苏联 科学 院 的 、 以 维尔 葬 德 斯 基 院 十 命名 的 

~ 



， 性 ,就 必须 使 它 信 有 一 定数 量 的 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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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系统 地 研究 钼 对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和 生活 的 作用 只 是 从 20 Tbh 

的 30 年 代 才 开始 。 最 初 研究 者 们 主要 是 用 低 等 生物 一 -条 菌 和 着 菌 

来 进行 试验 。 在 这 篇 论文 内 , 我 们 仅仅 把 这 方面 最 主要 的 工作 提 一 

下 。 例 如 ,已 沟 证 明了 固 气 菌 Chroococcum 在 缺 钼 的 培养 基 -E 是 不 能 

生长 的 ( 包 尔 切 斯 ,1930)。 在 培养 着 固 气 菌 的 营养 液 中 , FP IA 

0.3 毫克 组 已 足 能 使 它 旺 盛 地 生长 。 有 人 以 为 钥 是 固 质 菌 固 所 过程 

的 接 侧 剂 。 后 来 双 有 人 用 各 种 固 气 普 菌 进行 了 大 量 的 试 怠 ， 其 中 大 

部 分 类 果 都 表明 钼 对 固 所 作用 和 类 菌 的 生长 有 良好 的 影响 。 
“7 在 斯 廷 布尔 格 C(R. A. Steinberg，1936,1937) 关 明 组 素 是 震 菌 生 

长 所 必需 的 那 篇 著作 中 ,引证 了 钥 素 对 该 里 菌 发 育 有 影响 的 事实 不 

过 只 限于 在 培养 基 中 的 和 气 源 是 硝酸 路 的 情况 下 。 如 果 在 混合 营养 中 

TN AAAS, SAS IE ES FR PS SE Rb, GEFEN SOL 

BE PT RE ES (EJ, Ao, “EE he AA A DAS 

RUN HVE FB, HSE TE-BOA AEM (AR ERE LO 
(GRAM RS. FETE BFS A aS es 

FSA Z ARRAS, AMS HSE ERMA. 

后 来 的 试验 臣 明 ， 组 对 确 PEPE 7 HAZE ARR OE SS Jat Ba ET 

BM. | 

~ 1940 46,1. J. 拉 AL RA (Petorone) ESR 

BIOS 15 EH) FS BR, BT, Fe AHS 

对 个 别 化 学 元 素 的 影响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显 然 是 因为 试验 条 件 不 同 的 ， 

炮 故 。 在 她 本 人 和 和 莫 施 珂 夫 (MomroB) 的 著作 中 Sin 年 ) MS HEB , 
这 一 点 。 | 

已 猎 确 定 ， 要 想 项 豆 科 植 物 的 根瘤 在 固氮 过 程 中 有 最 天 的 活动 

现在 我 们 再 来 谈 一 谈 高 等 植物 的 试验 ,可 以 这 样 说 ， 有 许多 原因 
妨碍 了 研究 者 获得 一 致 的 结果 ， 有 时 同一 位 作者 也 难 取得 一 样 的 武 
验 烙 果 。 目 前 ， 对 于 那些 为 植物 生活 和 发 育 所 必须 的 微量 元 素 还 对 
解 的 不 链 。 特 别 是 用 钥 求 代替 生活 所 需要 的 硼 和 其 他 微量 元 素 ， 解 



钥 及 其 生物 学 作用 353 

决 钥 的 不 良 影 响 并 题 。 每 位 研究 者 所 用 的 营养 液 的 成 分 并 不 一 样 ， 
所 用 的 钥 的 份量 也 不 一 致 ， 而 试验 用 的 作物 双 各 自 不 同 。 现 在 我 个 
了 解 到 ， 不 同 作 有 愧 对 钥 的 需要 是 不 一 样 的 。 这 已 足够 说 明 为 什么 能 
发 生 上 面 那 样 的 结果 。 

BARB (Arnon, 1940) 货 在 水 培 条 件 下 研究 了 混合 在 -起 的 不 
同 微量 元 素 对 番茄 生长 的 影响 。 和 结果 由 7 种 微量 元 素 ( 包 括 钼 ) 所 名 
成 的 混合 物 显 出 了 最 好 的 影响 。 后 来 有 要 尔 努 双 和 斯 塔 馈 特 (CrayT) 合 
作 , 用 19 种 微量 元 素 作为 肥料 来 试验 它 的 作用 ,并 企图 用 它们 来 代替 
GH, RLM ICH FH: KGL, OH GE, SH, OE, SO OB TR BE 

$0, 9a, PAA, (So eA RE AR, AREAS 
Fei} GH BAe AG 11 A RAE OR IE RT 
Wee HE HSS, SP, Gi BE HE, GE BE, BEANS HE 
Fae A TER, EEE I AF FAH 1 / 100,000,000 
ASSES , SE Hi FA F-_L AOE AR , HEB EL A PE ie RATT 
了 。 APE LIRR , EIE A) HRA BEEK FG 
方法 已 在 我 们 的 试验 中 采用 过 了 。 

1938—1940 年 , E.B. ve HF} AGE MEW (1940) SHEA BIS KIS 
Biba Wl, FERS PIE AERA AR OEE , DET GL 
DUGATSEGETE RBS ARM ARIE TE , RIE AP An 
AO APFE SS IF SEP in AAR ABCA SH (0.01 一 8.0 23), HEA 
有 水 培 试验 中 的 作物 的 种 子 产量 和 地 上 部 分 的 产量 提高 了 。 研 究 者 
们 认为 主 壤 栽 塔 和 砂 士 栽培 的 试 台 没有 成 功 ， 可 能 是 组 化 物 在 土壤 
秆 旦 不 水 性 所 和 致 。 现 在 我 们 知道 ， 植 牺 能 否 吸收 土壤 中 的 钥 要 决定 
于 十 坏 的 反应 ,在 土壤 呈 弱 碱 性 反应 时 ,组 化 物 最 易 溶 解 ,而 当 土壤 
有 旦 酸性 反应 时 (试验 所 用 的 灰 化 证 一 般 是 呈 弱 酸性 反应 )， 则 由 于 组 
的 不 溶解 性 而 很 少 为 植物 吸收 利用 。 在 计算 更 豆 产 量 时 ， 他 们 双 一 
帮 个 地 和 统计 了 根瘤 的 数目 , 工 且 确定 , 在 砂 土 栽培 的 条 件 下 , 7 

就 没有 根瘤 ,但 在 砂 土 中 加 入 适量 的 钼 时 ,每 谷中 的 根 交 数 即 达 258 - 

285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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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研究 者 芍 现 钥 对 人 导 栽 试 怠 ( 水 培 ) 中 的 欧 昔 有 良好 的 影响 ， 
(ARISE LA SRAM, CRO ESAS 
A CMT, BEER ALA AR, Ae 
Wy BSF 4 OR PR Cd BRE , HAE ED) 

已 经 确定 ,土壤 反应 适中 时 ,但 素 也 最 有 效 。 只 有 在 弱 碱 隆 土 上 
才 可 以 不 施 钥 而 仍 能 使 植物 发 至 起 来 ， 此 时 植物 的 含 钼 量 也 正常 。 

例如 , 在 生长 良好 的 情况 下 , BGA SS RIG FO oy Eg 
1 x 10-4% 。 总 之 , ERIM ASRE (GEE AIA AY Ok ROB, 

1944 年 ), 仍 有 许多 关于 钥 对 高 等 植物 发 青 的 影响 的 半 题 洛 有 解 。 
我 们 打算 在 水 培 条 件 下 找 出 钥 素 的 需要 量 ， 莽 且 更 仔 区 地 研究 

它 对 豆 科 植物 生长 的 影响 和 它 在 生物 学 固氮 过 程 中 的 作用 。 
试验 是 在 季 米 里 亚 捷 夫 农 学 院 的 培养 室内 同 A. A. 德 罗布 科 夫 

一 起 进行 的 。 第 一 年 的 试验 研究 (1944 年 ) 是 选用 生长 迅速 的 吏 豆 品 ” 
种 捷 - 格 科斯 (Re-Tpac)。 同时 在 含有 硼 和 盆 的 完 公 混 合营 养 液 中 
研究 钥 的 影响 。 以 不 含 钥 的 同样 营养 液 作为 对 照 。 重 复 4 灾 。 温 合 
营养 液 内 加 大 不 同 数量 的 钥 :每 升 溶液 加 0.1.0.5.1.0 和 2.0 蓝 克 。 

种 子 成 落后 摘 下 豆 黄 ,计算 其 产量 ; BOP Ze 

35 

表 5 ANP SAK ein Raa BM BE) 

营养 器 官 | FO 所 a a Bieta es 
we/tie| %6 | 克 / 每 爹 | % | eee | % | 高 7 大 人) 

对 照 (不 施 乌 ) 15.1 | 100| 6.3 | 100| 1.5 | 100} 0.0 

施 钼 ( 豪 克 / 升 ): 

0.1 16.4 | 109| 7.1 | 113] 1.6 | 104] 0.4 

0.5, 17.6 | 116| 8.1 | 128] 1.8 | 120] 0.6 

1.0 20.1 | 133) 9.4 | 149] 1.9 | 42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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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胡 两 可 见 , 对 照 植株 上 没有 根瘤 ,它们 比 起 态 培 在 施 钥 培养 从 
市 的 莽 株 要 斤 得 多 。 每 升 营 养 液 内 加 1 毫克 组 对 植物 的 影响 最 好 。 

这 些 精 果 证 实 了 以 前 其 他 研究 者 们 的 试验 资料 。 此 外 ， 又 测 出 
静 豆 内 的 含 氨 量 与 营养 液 中 的 加 钥 量 的 相关 ， 从 而 找 出 果 积 所 素 的 
一 些 规 律 ( 表 6 )。 

x 

表 6 钥 对 哆 豆 各 部 分 内 合 氮 量 的 影响 ( 佑 契 对 干 物 重 的 7 ) 

营养 器 官 HR 根 

a 验 处 理 2 lk pene 58 Hk pena 4 ok boxe) 
(%) % (%) % (%) % 

CRG) 0.84 100 | 2.04 100 | 1.48 100 

施 钼 (毫克 / 升 ) 

0.1 0.92 | 113 | 3.16 | 195 | 4.71 |.. 447 

me 0.5 0.97 120 | 3.52 172: | 2.31 159 

1.0 | 1.55 | 189.| 3.85 |. 189 | 2.41 | 162 

2.0 . 1.53 | 189 | 4.28 | 210 | 2.60 | 179 

ERASED), DED PMs A ate EI PG 
省 关 系 。 组 不 仅 可 以 促进 根瘤 的 生长 ， 而 且 还 常常 有 助 于 根瘤 的 形 
成 ， 另 外 ， 它 显然 还 影响 根瘤 的 固氮 活动 性 。 这 个 痢 发 现 也 被 以 后 
其 他 研究 者 所 证 实 了 。 

7 钥 对 芯 豆 产量 及 其 根部 根 黎 形成 的 影响 

二 1 

Reva | eeeele Ff 根 lag 
| War e's alto ES erik NI a 

FRA ish). | 6.6 | 100] 6.4 | 100| 4.3 | 100 0.0 

施 骨 (1 毫克 / 升 ) | 8.5 .| 129 站 1.5 1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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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的 费 豆 ( 糖 用 斤 人 品种 ) 谷 我 试验 也 是 用 水 培 法 进行 的 ， 

但 在 加 钼 量 合适 的 情况 下 (1.0 侣 克 / 升 )， 同样 握 高 了 产量 ,着 增加 了 

BAEC 7 和 表 8 )。 

Ze 8_ 钥 对 吾 豆 植株 各 部 分 含 气量 的 影响 

HAs, 估 稳 对 于 物 重 的 2% 

a mm a om | BW are 种 子 和 根 oR 

ok 为 对 照 ox 为 对 照 | of 为 对 照 ， o% | 为 对 昭 
° | 的 % ” | 的 %6 的 9% 0 

对 照 (不 施 钥 ) 1.14] 100 | 3.1] 100 | 2.1] 100 | 0.0] 0.0 

WiteGh ( 1 毫克 / 升 ) 1.4 127 3.8 122 3.1 148 | 5.5 | 177.4 

1945 4EM BOS AN 荣 束 试验 在 1946 FAB, HEE 

SHES FRAN AA ERR TD OL, SER RAR AS FE, 

一 钥 则 特意 接种 根瘤 菌 。 摘 收 豆 蒋 后 ,测定 了 植物 体内 的 含 铀 量 ( 表 

9), 

Oo RPI TRY RPA ae 

(每 升 营 养 该 中 加 入 1.0 EASA, 1945 年 的 试验 ) 

植株 的 风干 重 | eS A OR 
ma 验 处 

( 克 ) ( 佑 风干 重 的 % ) 

2 : 

poe: 11.40 5.01072 
不 带 根 瘤 的 植株 Be, tale 

带 根 瘤 的 植 栋 15.75 5.0X10-2 

>. Be | | 
不 带 根 瘤 的 植株 25.10 2.1X10-2 本 

AGUIAR 36.58 3.9X1072 . 

, ae = 34.62 5.41079 | 

HG AY Dd a ae , BE TEE 5A HEY PAE: FH Ce Uk HM 

在 1946 4p pglinh , HAL DAD AR AYA dT BD, 着 分 

列 地 测定 THEMES BS Gis. PRED 含 组 量 在 夏天 有 些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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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到 秋天 就 降低 了 ( 表 10 和 11)。 
Be 10” 融 根 将 和 不 带 根 瘤 的 跑 辟 在 ATV EDTE BE Ly 

oe 地 二 部 分 风干 重 | 含 组 | 根 的 风干 重 | ee RRR AI ise are eo ( 克 ) ， (个 地 二 重 的 96 | Ce) | (个 性 干 重 的 %) 

w? Mm WM we 
Et “a7 | 2.65 1.1X 10-1 1.14 3.7% 107! 
14/87 4.42 1.31071 1.18 * 4.0% 1074 

7V9 月 一 - 一 1555 3.7.% 1071 

“2/98 | 7.93 1.01072 1.40 5.5X10=1 

不 带 根 瘤 的 豌豆 | 
; a 2.51 7.8X 1072 0.97 2.5x 107! 
iar 4.20 9.01072 1.26 -如 和 
29/85 5.68 1.21071 1.58 3:0x 107! 

Em 7/97] 6.18 1.2X10-1 一 一 

BEA 带 根瘤 和 不 带 根 交 的 荣 豆 在 不 同 发 育 阶段 上 含 电量 的 比较 

ae Th hana 合同 ot | RMR PR |e 组 量 
— (38). (个展 干 重 的 % ) (i) (个 风干 重 的 % ) 
eae ‘ 

an 2 hem Re 
22/7 月 5.88 2.9X 10-2 1.66 1.5% 107} 
S13/6 A). © 12.68 5.0X 10-2 一 -一 
7/105 16.6 4.8% 10? 2.90 5.6% 1072 
7/10 17.8 .4.4210- 4.67 1.8X10-1 
二 各 根瘤 .的 案 豆 * 

22/7 F 5.4 sage Pe: P owing 5) 4.08 1.5x 10-3 
45/8 月 13.80 | 2.8X 1072 | 3.00 | 1.5% 10-1 
«7/4041 27.26 3.4% 1072 4.72 1.4% 107 

a. Aw RM wR S ; 
22/7 月 “ 6.96 2,5X107? 1.24 2.0xX 1074, 

13/8 月 11.56 3.2% 1072 2.60 2.8% 107! 
7/1041 14.68 5.8% 10-2 3.94 9.8xX 10-2 
_  7/10F 15.35. 6.4% 1072 * ti Seas 3.0107! 

是 * 营养 站 中 加 入 加 售 的 所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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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墙 在 加 钥 的 水 培 湾 中 的 缠 束 和 革 豆 (1945 年 每 升 溶液 训 0.1 
毫克 ，1946 年 则 加 2.0 Ses), MSHS TARE SFE by Se 

- - 致 的 ,最 高 数量 达 风 干 重 的 3.0 x 10-1%。 在 这 样 条 件 下 , 戎 物 根 
上 昌 有 根瘤 存在 ， 几 乎 对 钥 素 的 消耗 没有 影响 。 最 有 价值 的 是 在 营 
ie pb Ini ARROW MAS >, STB ae ee 
的 看 法 正 相 反 的 情况 ; SVE SE ARP DE eS SR tA 

发 育 荐 无 影 响 , 而 且 也 不 能 明显 地 改变 钼 素 的 消耗 情况 。: 
在 加 钥 的 营养 液 中 , 不 仅 增 加 了 地 上 部 分 ,种 子 和 根 的 产量 , 而 

主要 的 是 提高 了 植物 体内 的 含 氨 量 ,因此 促使 我 们 在 1947 ERE 
了 田间 试验 ,这 些 试 验 对 解决 缺 钥 问题 ,以 及 我 们 在 此 时 期 所 从 事 的 
这 些 问 题 的 俩 完 都 是 很 需要 的 (我 们 在 这 方面 的 试验 苦果 详 见 “ 生 驳 

“地质 化 学 区 "一 节 )。 
1950 年 总 车 了 研究 和 结果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襄 , 钥 是 植物 有 机 体 和 动 
AAAS BRB, PRET CBSA wel AE 
FA, ALPS SR BEL ; 

在 M. B. #588 (@enopos) Aye fe (1948) SHE A 
18s SL BOER Be BZ 0 LAE, FEW ee ge 

SRE), ESE SRS, SA AE) aE, He 

指出 , EMARM MANA Pea ee, ESSA 

AHIMA Aa BRAG, FRAK ARTE, FEM. B. 费 道 风 夫 的 著作 中 (1948 ) 

也 鲁 提 到 固氮 过 程 的 方 释 式 ,其 中 有 一 个 阶段 有 组 参加 ; 因而 使 周 所 和 率 提高 了 | Hite 
当 人 氧化 剂 进 大捷 错 栈 分 子 中 的 活性 基 时 ， 由 PR AUR BAY 

妈 链 很 容易 振动 , 便 有 利于 在 氮 原 子 上 起 氧化 作用 : 

| 
二 

Bie M60, 0 +H,0 
||| |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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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 费 道 罗 夫 在 其 专题 论 妇 中 认为 钼 ( 像 硼 一 样 ) 要 起 着 更 大 

的 作用 , 筷 不 仅 是 简单 地 参与 固氮 过 程 ,也 可 能 影响 到 固氮 菌 和 高 等 
植物 区 胞 内 卓 的 物理 ,化 学 状态 ,加强 各 种 过 程 , 其 中 也 包括 上 原生质 

的 合成 过 程 在 内 。 
其 他 研究 者 的 著作 证 实 了 我 们 所 得 到 的 豆 科 植物 时 积 氮 夷 与 营 

养 液 中 加 组 量 有 关 的 车 果 。 它 们 都 是 稳 什 钦 别 尔格 之 后 ， 襄 明 组 在 
氨 素 代谢 过 程 中 有 还 原作 用 的 一 些 著作 (1937)。 在 大 考 和 番茄 的 试 
验 中 诈 明 ,营养 流 中 如 果 缺 钥 , 即 使 有 硝酸 荔 ? 植 物 也 会 死亡 ;而 且 缺 
钼 症状 很 像 缺 气 时 的 样子 。 但 以 振 踊 为 供 试 植株 的 扼 源 时 ， 就 不 会 

看 到 这 种 现象 。 在 缺 素 的 番 基 和 大 麦 的 董 叶 中 ， 对 各 种 氮 素 进行 测 
定 证 明 , 营 养 液 中 缺 钥 会 使 硝酸 路 累积 在 植物 体内 ,而 不 能 合成 蛋白 
FM, ,也 就 是 说 植物 仍 会 感到 缺 振 。 

当然 ， 这 些 有 价值 的 试验 仍 需 进一步 如 以 台 证 ， 并 盘 续 进行 下 

去 。 Gj 

Seer es (che. BEART SE BN AGL TE EAB 
BEE BSF AS CSET RSE - - ACSA VE, RUE HH 

| mS We T MK LES A one 过 程 的 化 学 元 素 的 关系 。 
我 们 现在 才 短 道 ， 钥 化 物 对 乳牛 的 毒 孝 影 响 能 破坏 尼 咎 的 钢 素 

代谢。 但 在 牲 冀 的 食料 内 加 丰 芒 矶 后 ， 就 可 以 使 进 太 有 机 体内 的 钼 
量 不 致 减少 而 治 好 性 冀 的 这 种 疾病 。 

虽然 铜 与 钥 在 动物 有 机 体内 的 这 种 相互 作用 有 不 容 怀疑 的 实际 
”科学 价值 ,但 这 种 作用 还 很 少 研究 对 。 

随 着 食料 大 晶 地 进 天 动物 有 机 体内 (家 忌 ) 的 铀 ， 其 另 一 个 不 和 让 
”影响 就 是 它 能 代 蔡 动 物 骨 骼 中 的 磷 ， 而 使 骨骼 的 正常 生长 停止 或 受 
到 破坏 [ 科 马 尔 (Comar) 等 人 ,1949]。 
| GH TERE Kat +P ST PE SPE ASL PRE, 18 

Hts 0 As AS BS ie BS Ss UY, ES FR HE HE A RSE FIs AR AR 
decile AR A SEE, 24 A A RS EPL ICH 

A SS A EA, REE, Bilin, West 

化 z , > > 

ea 
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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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土 中 可 以 沽 轻 ,甚而 消除 由 缺 铁 所 引起 的 失 烁 病 。 在 酸 土 上 ,由 于 
锰 , 锋 、 钢 , 钴 、 钙 等 化 学 元 素 中 有 -一 种 过 多 而 引起 失 蒜 病 时 ,将 钥 施 
到 十 中 最 为 有 效 。 像 六 往 所 记载 的 佬 素 过 多 情况 一 样 ， 在 杀 克 多 利 
亚 (Breropra) 的 酸 士 上 所 发 生 的 亚 荐 病害 ,很 可 能 是 植物 在 这 各 二 
壤 上 吸收 不 到 过 少 的 钥 所 致 。 当 土壤 内 施 入 钼 化 物 后 ， 就 看 不 到 这 

1948]。 
研究 组 素 生 物 学 作用 的 工作 还 只 是 刚刚 开始 。 在 这 基 面 采用 放 
射 性 同位 素 组 一 Mos 和 Mo” [个 吉 期 分 别 为 6.7 和 67 小 时 ] 会 有 
很 大 的 帮助 。 

运用 示 踪 原子 法 可 以 看 到 钥 在 植物 体内 的 分 售 情 况 ， 着 让 实 了 
用 相当 困难 和 复杂 的 化 学 分 析 法 所 得 到 的 痊 料 。 可 以 这 样 肯定 ， 缺 
钥 或 刚刚 感到 钥 素 不 足 的 植物 ,在 施用 钥 素 之 后 ,就 把 这 些 元 素 时 积 
在 巧 染 了 失 称 病 的 叶子 里 。 另 外 又 发 现 一 件 有 趣 的 事实 ; 即 钥 素 在 
eA RRR BREST SFR BRAS. URE, 

SHS AE ARTE IK so. 即 叶 孔 周 图 ma mdi ts 

(Murep), 1948], 

随 着 这 种 新 研究 法 的 采用 ， 将 会 更 快 和 更 精 倘 地 解决 有 关 研 究 R 

CHS FE HA AS FS OTN BS HL Be f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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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对 植物 的 生理 意义 及 其 对 于 产量 的 影响 
M. M. a ee 

近 几 年 来 ， 学 者 们 都 很 注意 研究 微量 元 素 特 别 是 铜 在 有 机 体 生 
活 中 的 意义 的 问题 。 在 BH. 锥 尔 秽 德 斯 基 院 士 的 卓越 工作 以 后 玫 “ 
开始 了 解 到 ,微量 元 素 在 植物 有 机 体 和 动物 有 机 体 的 生活 中 ,和 和 其他” 
多 量 元 素 有 着 同样 重要 的 意义 。 已 经 确定 ， 在 有 机 体 的 成 分 中 含有 
人 至 部 92 种 化 学 元 素 ,而 每 一 种 元 素 在 动物 有 机 体 和 植物 有 机 体 的 生 ， 
活 中 都 起 有 一 定 的 生理 作用 。 

aA BARN EFETE AE, ER ARRLIE NOLL ATL BCE 

土壤 中 的 含 铀 量 平均 网 为 10°26, FERIEIKMLREN (BS 

士 ), 钢 的 含量 要 比 其 他 土壤 内 多 一 些 。 没 有 生产 效能 的 泥炭 、 沼 漂 
LEED, “4VER AML IRF 1 一 2 x 10 3% 时 ,生长 在 

其 上 的 植物 就 会 因为 缺 铀 而 感 兴 所 请 " 力 工 病 "。 在 上 壕 储 存 有 大 本 
的 气 素 和 腐殖质 、 并 有 充足 水 分 的 土壤 内 施用 侗 肥 会 使 它们 更 加 肥 
KR. 了 

根据 AU. Meni e hk (Banorpanos) hy Zt (1935), BEAT 

AEBS HH 1x 10%, 铀 在 植物 体内 的 数量 决定 于 其 在 土壤 证 
Hain, Pin, BERNA, Beebe pays Bit 10 天 内 的 

变化 幅度 为 4.7x 107526 5.4 « 10°44, BRHF LES Si i 

的 。 

铜 对 植物 的 生长 有 及 好 的 影响 。 不 同类 型 的 植物 对 于 环 进 中 祭 
多 滤 么 也 有 不 同 的 反应 。 落 类 对 铜 最 敏感 ,其 次 是 高 等 植物 ; 划 菌 天 
STR WILL, EP MAREE, SUMNER ARAL SEC ALTE T 
He TAL ed , Wn] Ped WS 2 AS fig AAD , AN hy I Ba HG Sei SEA Se the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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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铜 ， 假 如 用 铜 液 处 理 植 物 时 ,植物 没有 死亡 的 话 , 那 么 ， 就 更 不 是 
由 于 侗 的 直接 作用 而 条 死 了 和 寄生 四 菌 ， 芙 茵 一 般 要 比 有 叶 埠 素 的 植 
驳 更 能 抵抗 铜 。 据 根 以 上 所 述 ,我 们 宁 顾 同意 另外 一 种 看 法 , 即 用 铀 
液 进行 处 理 可 以 增强 植物 对 绫 菌 病 嘎 的 抵抗 力 。 植 物体 内 缺 铜 将 使 
SRAM EMER, BA Mobs Bi RAD woe ey 
Wi 

—— RGSTGEE PRA BA IE, ARB RAE: 生长 售 
iE HE Pee, FAM NDE FE GSE AE , FE RW FR ERE 
本 不 开花 ,产量 降低 或 植株 死亡 。 我 们 还 发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缺 铀 症状 : 
当 为 试验 缺 铀 而 栽培 植株 时 ,小 麦 的 幼苗 大 量 地 发 生 叶 兴 滴 水 ;但 施 

用 侗 肥 即 可 显著 地 减轻 呈 尖 滴水 作用 (ryrrauns) , 
上 壕 的 缺 饥 症 状 表明 侗 对 植物 有 重大 的 生理 意义 。 植 物 的 代谢 

作用 在 缺 铜 时 会 受到 猛烈 的 破坏 。 特 别 有 意 思 的 是 铜 对 于 叶 烷 素 的 
影响 ;时 炉 素 是 植物 生活 中 的 一 种 极 重 要 的 物质 , 它 的 活动 性 直接 关 
和 柔 到 植 牺 的 生产 力 。 钢 对 于 叶 炉 素 的 影响 与 叶 内 所 有 的 铜 儿 乎 都 集 
盾 在 叶 再 素 里 这 一 点 是 有 直接 联系 的 。 目 前 对 于 缺 钢 时 叶 色 失 烁 的 

原因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其 中 最 普 泥 的 是 认为 铜 影响 到 叶 烁 素 的 合成 作 
用 ,因此 , 缺 铀 就 会 引起 叶 色 失 竹 。 另 外 一 个 假想 是 认为 铜 可 以 防止 
时 入 素 破坏 ;使 它 趋 于 稳定 。T. B. 札 布 路 达 (1938) 认为 , 铀 影响 到 
是 炉 素 的 形成 ， 并 可 以 使 它 稳定 起 来 。 关 于 铜 对 时 炉 素 有 稳定 作用 
的 影响 ,作者 解释 为 在 这 种 情况 下 ,由 于 提高 了 植物 的 生命 活动 力 ， 
防 尼 了 衷 老 现象 的 缘故 。 
上 我们 和 焰 在 研究 钢 对 叶 炉 素 影 响 的 试验 中 证 明 ， 生 长 在 矿质 十 
隔 王 的 植 移 ,在 有 铜 的 时 候 ， 其 体内 叶 炉 素 的 含量 增加 了 60%。 在 
混 炎 -沼泽 于 款 上 ;由 于 铜 的 影响 使 叶 炉 素 境 加 20026 , 在 对 照 内 , 叶 

j 束 素 随后 就 完 至 消失 了 。 根 据 这 些 哉 验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结论 说 ， 在 各 
ASAE 植 牺 时 内 叶 烁 素 即 增加 时 , 骂 明 土壤 中 人 缺 钢 ， 
“为 了 天明 铀 对 叶 炉 夷 的 作用 问题 ,我 们 委 进 行 了 一 -和 柔 列 的 试 骏 。 
其 中 有 些 试验 的 千 果 将 在 下 面 提 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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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柳 比 曼 科 (JIo6rMeHko，1935) 首先 证 明 , 时 炉 素 在 植 迄 体 “ 

内 的 数量 因 年 龄 而 机 ER ARMOR RAT “ 
境 和 多。 根据 这 一 点 ,我 们 在 植物 生活 的 前 中 期 (幼苗 时 期 ) 当 时 芒 素 
的 形成 过 程 进 行 得 旺盛 时 ,研究 铀 对 时 烁 素 合 成 作用 的 影响 。 另 处 ，” 
在 植物 生活 的 后 年 期 , ELEM EA SI TR, SESE 
素 的 稳定 作用 。 

才 1 钢 对 禾 谷 类 作物 妃 昔 内 叶 系 素 形 成 的 影响 

作 7 A At oR | ThaMeEeO | 

a x | Sbletek | 0.78 
品 种 : 基 别 | CuSO, (0,000005™) | 0.71 

品种 : 留 切 斯 前 斯 
2 CuSO:(0.00001M) | 0.14 

i | mie eae 

CuSO ,(0.005™) 0.40 

表 1 ABET BART He A Hill Rk AAR BE AP TR 
KES ea A RSE IE RAS REI, FETA ABAD ERAN, BgCuSO, — 
(0.005xD) 处 理 外 (用 大麦 进 行 的 试验 ), 植 物 都 发 育 得 正常。 

ESRB EH, SAT SEED ESE 
程 没 有 影响 。 正 像 我 们 所 就 明 的 那样 , SAE BB OE Fe ES 

AT HRS RYE EA, RM SEMA ew, 
SR DR BeOS en, BAT ae, SD 
根 外 施肥 法 施 大 ， 也 就 是 用 0.0001x AS bRRESTVAR TG 5 HK, RT 
对 叶 蒜 素 进行 一 般 测定 外 ,我 们 还 用 T.H. 郭 德 音 夫 (Tonses) 的 方法 
天明 叶 和 素 的 状态 。 这 个 方法 是 : BREST ALR PRE TA 
此 蒜 素 用 稀释 的 丙酮 抽 提 出 来 (植物 囊 老 时 ,只 能 有 一 部 分 叶 芒 素 插 
提出 来 , 表 2)。 he 
PRA, AOU ATTY ,时 炉 素 分 解 很 快 ;从 7 ISB 



ay od) 
aS. 

ae Sat HNO ABUTS EP SR 367 

Me 才 2 FANE E MPS eNO 

aoe 对 a 施 铀 (CuSO, ,0.0001w) 的 叶子 
| 一 定 重量 6 RETRRTII pene 

2 FF160% Pasa) 一 定 重 量 的 叶子 FA60% Pata ay 

cm: | tae mee | 内 时 称 素 的 含 基 PB 
A | 豪 | 人 含有 0.3| 抽出 的 叶 | 这 为 的 全 Sea meee eee a Sc ee o, | 对 “休克 叶 策 3% 
期 素 的 叶 重 | -一 一 人 1% 一 一 一 一 一 

a 克 CB) | 毫克 | % | 均 mM; GR) | em | % 

7 A184) 0.240) 100.0) 375* lo. 255 35.0)0.290) 30.0|120.8| 310* | 0.270} 90.0 

7 A28H}0.195| 81.3) 459 | 0.255 /83.0)0. 260] 89.7|155.5| 346 | 0.280) 93.3 

8 月 22 日 |0.175| 72.9) 514 | 0.205 |68.3/0. 255] 87.9|145.7| 363 | 0.255) 85.0 

8 月 29 昌 |0.160| 66.7; — — | — [0.230] 9: 和 45 人 — ps Lo pee 

8 A308) 0.135) 56.5) 667 |0.230)\76.7/0.215| 74,1]159.3) 4 —_ 9 0.260) 86.7 

* 取 两 种 不 同 的 重量 
到 8 月 30 ， 叶 稼 素 的 含量 减少 43.7%%。 FERRIS FN th 
了 叶 炉 素 分 解 的 现象 ,不 过 程度 上 要 轻 得 多 。 例 如 ,同期 间 ， 由 于 鲍 

区 影响 , 呈 炉 素 只 减少 25.9% 。 巾 此 可 昂 , 铀 具有 一 种 特殊 的 机 能 ， 
EAE ET RSA PE HE aE LRA, PST RR 
Fh PAE BS HEP A HY SR A 2G DA J, PAPE TG RE 
BVH FPS EBL RES A RS TB, PRE, 
AS REO SH RSE EE A I E19 I TF 20.820, 而 到 试 

BRAEHRINGK 59 3.26 。 

时 只 要 我 们 研究 一 下 用 60% FARRAR RRA ZEST EH 
SPRACHE 7:18 日 和 7 月 28 日 所 产生 的 车 果 是 相同 的 ， 
何如 ,在 上 汪 两 个 日 期 内 ,稀释 的 丙酮 所 抽出 的 叶 炉 素 都 是 85% ， 换 

吻 j 话 襄 , 呈 子 在 此 时 已 经 显 出 了 吉 老 的 象征 ,因为 沟 有 把 叶 粽 素 从 都 

抽取 出 来 。 
8 月 22 日 和 31 日 所 作 的 分 析 诈 明 ,植物 的 衷 老 过 程 提 前 了 , 因 

笋 质 取 出 来 的 叶 炉 素 的 百分比 已 分 别 减 少 到 68 3.26 和 76.77%, 在 

RTL ORR SRS TS HL A Se SEAR (Be R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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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 7 月 18 日 和 28 FRI SEASUTRRSE, ARE ROR ADE RA 

85.% ;而 是 90.0—93.326 ,就 是 说 比 对 照 多 抽出 5826 。 8 月 22 晶 
和 31 日 从 喷洒 过 溶液 的 叶子 内 抽出 来 的 叶 丈 素 分 别 平均 为 85.0% 
和 86.726 ,就 是 说 比 对 照 植株 的 时 子 允 抽 出 16.7 2641 10%。 由 此 
可 见 , 用 钢 来 稳定 叶 入 素 不 仅 延 长 了 植物 的 生命 ,从 而 延长 了 炸 移 光 
合作 用 的 活动 ,同时 也 从 生理 上 延 色 了 植物 的 圳 老 。 因 此 ,凡是 研 
酸 铀 喷洒 的 植株 ,于 8 月 22 日 和 31 日 ,在 生理 上 仍然 像 对 照 植 株 在 、 

了 月 18 日 和 28 日 那样 地 年 青 。 换 句 话 访 , 由 于 铀 的 影响 ,使 厢 物 的 
训 老 延迟 了 一 个 多 月 。 

因此 ,我 们 认为 ,植物 的 圳 老 和 复壮 的 问题 ， 不 仅 要 在 普通 生物 
学 方面 进行 研究 ,而 且 也 应 当 从 生理 上 加 以 研究 ;必须 说 明 ， 有 体 
内 那些 物质 破坏 了 才 使 它们 衷 老 的 ,从 而 找 出 一 些 方 法 ,能 延迟 有 机 
体 的 袁 老 或 阻止 这 些 物 质 的 破坏 。 

根据 上 述 关 于 人 铜 对 叶 烁 素 稳定 作用 的 机 制 的 假定 ， 8 DICH 
4S 5 PTE RPS AG ESE ER, Glin, AAA, GE FE 
AH RRA AR SHMILA OA, Aiea “ 
度 稳定 性 提供 了 先决 条 件 。 [.B. 杞 布 路 达 (1938) 认 为 ;植物 体内 时 
入 素 的 稳定 性 的 提高 , 力 因 铜 和 腾 态 蛋白 质 - 色 素质 粒 发 生 了 化 学 的 “ 
或 生理 化 学 的 联系 所 和 致 ， 人 

为 了 研究 网 在 植物 活体 内 对 时 蒜 素 的 作用 机 制 和 网 与 灶 物 体内 
POISE BETS AE ALAA. 伊利 娜 (CHrpxka) 和 M.M. 奥 是 错 夫 ， 
1947] 等 于 题 ,我 们 售 沟 用 光 讲 分析 法 对 活 的 叶子 和 叶 芒 素 的 抽出 液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 研究 ， 以 便 人 咒 明 它 们 和 铜 的 作用 的 关系 。 这 些 研究 。 
烙 果 确定 ， 无 葵 在 叶 烁 素 已 被 钢 稳 定 下 来 的 活 的 时 子 里 或 是 在 这 些 ， 
叶子 的 叶 烁 素 抽 出 液 里 都 没有 改 生 钢 与 叶 烁 素 和 结合 的 现象 ， 时 烁 素 
没有 什么 变化 ,仍然 和 原来 的 叶 烁 素 一 样 , 它 的 吸收 光 计 也 和 普通 的 
一 样 。 因 此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假定 荐 次 有 被 我 们 的 试验 所 证 实 。 4 
我 们 对 于 用 SRE 植物 活体 内 HSE 的 机 制 有 另外 =- 些 看 

具 。 这 些 看 法 都 是 根据 最 近 关 于 叶 烁 素 在 植物 体内 状态 的 资料 而 提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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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AGH, BH. SE PEC 193548) ERE, fe Bb 
PY ,色素 局 蛋白 质 有 化 学 上 的 联系 ,而 当 色 素 和 蛋白 质 发 生 关 系 时 ， 
将 对 光 和 酸 也 就 显 出 稳 定性 。 我 们 得 出 的 烙 葵 是 ， 铀 在 植物 体内 对 
REAR RM, CRS 
ee MATH Ya THE SIG BE RE USS 
越 的 条 件 
OB. 莫 索 洛 夫 (Mocoroe， 1948) 报 导 惊 ,施用 钢 肥 可 以 增加 植物 、 
体内 蛋 自 质 的 数量 。 
a BU SRA P.B. eA SE Hajek (Priaskowa) _ fee THER, 
ARLE BEI SASF IF DA AH ( Apanrapa) Ze se yh AE 
BUCH CZ 3 )。 Ve ASS HE AR AE,» FES A AE FER 

HERA WER AE Cuapsimcant roppatinc) [58 LS AU A EIB 
te (Ennceesa), 19481], 
GARE IER Ha wm 
EE 试验 处 理 蛋白 质 的 含量 (96 ) 

Pye 

5p HB west neva dd eercenccrecnesseereureesecvecnberenvestnctesnecrecvecses 4, 82 

CuSO, (1A EAE 

0.1 克 - oooseoieocieoeeoeeooeeooesi ooiooioiycoososoesoioos 5.50 

1.006 veer eeteebenes pecnecncetecsscnecvectectecreavecsnesseree 5.44 

25.058 Desc wagee tech asicedccscadvornssncusderevesuactscboctbuucs 5.98 

在 泥炭 办 施用 上 壕 三 种 用 量 的 铜 素 都 能 使 幼苗 内 蛋白 质 的 含量 
ai 

Sy TR WGA RPS EES RE EAR SL, Fe ae me 
Ae O.®. [iil Hs PEPE (Axcenona) fy TERE T AER, DURE 
2 FE PY fe 8) 5 ANE ZI, HORROR , 
MP BRERA ETRY TH LAR SEM TOR EL, Bk, 
OY SAE En Hi PE Ms FE, DA SARS HS WEA (28 3 )。 

分析 资料 证 明 WRB SESE BZ ER 
Aa, TED RCE ENG LI, Sy WEP A BLAS Re RAD T DRE, 
ROAR, RH SET, Fe BIGESEH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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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钢 对 春 小 才 内 叶 称 素 和 和 蛋白质 合 量 的 影 

Hee wee | RORW AS 

为 对 照 ” 
的 % 

| 
brig Re wm ¢ 

对 有 照 硫酸 钢 Heb 对 AB | ie 
| 

8 月 7 日 | 阳光 下 的 植株 41.79 | 12.80 | 108 | 152.03 | 184.05] 121° 
| | 

8 月 12 日 | 放 在 墨 虚 里 5 天 后 的 | 3 
faith 8.31 | 10.32 | - 124 | 134.32 | 153.81 | 114 

8 17H gt gee tea 
3.14 6.31 | 201 | 94.26 | 120.80) 128 

HUY , 75 Bb Hye EEA AHF ARP ASE 
对 照 内 ,把 植株 放 在 黑暗 里 OK, RAAB AMR “ 

- 著 地 降低 下 来 。 由 于 减少 了 蛋白 质 的 数量 ， 使 叶 炉 素 的 含量 也 降低 
了 ,在 得 到 铜 素 的 植株 内 也 发 现 了 这 种 情况 。 但 在 对 照 植 株 内 ,时 炮 
素 减 少 的 速度 要 上 比 施用 铜 肥 的 快 一 些 。 如 果 把 没有 得 到 铜 素 的 植株 “ 
BENGE 10 天 , 那 未 ， 植 物体 内 的 叶 炉 素 也 会 像 蛋白 丑 那 样 剧烈 
地 降低 下 去 。 ra 

ESREPR REESE T SE BE EA, TA th ASR 
上 确证 了 关于 用 铜 来 稳定 叶 芒 素 的 实质 的 假定 。 根 据 我 们 的 看 法 ，， 
部 为 是 由 于 铜 加 强 了 氧化 过 程 和 植物 的 呼吸 作用 ， 因 而 促进 了 蛋 自 
质 的 合成 作用 。 当 活 的 质粒 内 有 过 多 的 蛋白 质 时 ， 色 素 就 会 和 蛋白， 
质 发 生 关 系 ,从 而 使 它 显 出 高 度 的 稳定 性 ,并 因此 提高 了 叶子 和 整个 
植株 的 生命 活动 力 。 

我 们 认为 ， 文 献上 关于 铜 对 光合 作用 影响 的 列 料 之 所 以 相互 矛 “， 
盾 乃 因 通常 都 是 在 营 类 的 试验 中 来 试 台 铀 的 有 毒 的 滤 度 。 此 处， 从 
那些 用 波尔多 小 喷射 植物 叶子 的 试验 内 所 得 到 的 资料 也 不 能 合 人 置 ， 
信 , 因为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人 钙 也 有 影响 ， 而 且 波 尔 多 液 王 燥 后 所 精 成 的 ， 
硬 膜 这 盖 了 叶子 ,使 气体 交换 感到 困难 ,因而 不 能 得 到 正确 的 辕 果 。 

在 我 们 的 试验 中 ( 奥 昆 鳍 夫 ,1946), 施 铜 虽然 使 植物 体内 时 末 素 ， 
的 含量 增加 了 ， 但 对 光合 作用 的 强度 却 没 有 什么 影响 。 叶 烁 素 直 了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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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ey BZ TH VBE IEA EE RR, TEI 
ABI AGES SX AR EGR EAOWR, Bilin, BH. 柳 比 
EBL(1935) 48H, HREM SHES A EAE AE ki 
HR, SRP BIA HAO ARE , FEE ERI SEA EP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光合 作用 被 创 弱 显 然 是 由 极端 缺 铀 所 引起 的 ,因而 使 
许多 与 光合 作用 可 能 有 联系 的 生理 过 程 都 受到 严重 的 病理 破坏 。 

我 们 关于 在 铀 的 影响 下 ， 叶 入 素 含量 的 增加 与 光合 作用 之 闻 没 

AE RIG, TERE BURR PLB. 格拉 获 珂 娃 一 起 
进行 试 欢 时 所 得 到 的 查 料 而 得 出 来 的 ， 在 这 个 试验 中 研究 了 铜 对 冬 
黑 麦 幼苗 内 还 原 糖 的 作用 ( 冬 黑 麦 是 栽培 在 施用 铜 肥 的 泥炭 ,沼泽 十 
上 )。 现 将 这 些 春 料 引证 如 下 : 

a BOE BE 幼苗 内 的 合 糖 量 (6 ) 
Ff Ass rene erent eececteeneeseseecteeteesessectecreeteensersenectecnes 2.01 

CuSO ,(14 TIER) 

0.1 Rae: Deen eetesrecresnesnestnsseerectasnsctneresrocnnstacnne 1.64 

1.0 ie Se ereeenevecsesneetesnncnecnacvechestestasvastostastastos 4.60 

5.0 He teehee necemenacteerectasnestesbostasrastoetasnsstestaones 1.52 

PARAS PAT DIEM, PAF Sd RED , REE PEE Ay ET” ARE 
Ay, BA SHAS TERE PAPEL LAO SY AE ASB AD 
SZ J BES ela FS 0 22 id aR > JR PE BSA EF I A 
BEAL, ng T HAE He , DAT tL dbe T SAR CHOSE, M.A. 
APY HE 32 (1950) 8 JHA FERS , is HSS, EO AEN, 
可 洲 性 栈 类 和 淀粉 的 含量 都 显著 地 增加 了 。 虽 然 铜 对 光合 作用 没有 
直接 的 影响 ， 但 它 显然 可 以 加 强 呼 吸 作用 的 强度 和 增加 蛋白 质 的 数 
量 ( 从 而 保护 了 叶 烁 素 ), 因 此 ,提高 了 叶子 的 生命 活动 力 ， 延 长 了 其 
光合 作用 的 活动 ， 以 致 浆 于 使 种 子 的 产量 和 种 子 内 栈 类 的 含量 都 纵 
加 了 。 E 

前 面 委 沟 提 到 ,我 们 发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植物 缺 铜 的 症状 ,就 是 幼苗 
在 这 时 大 量 地 从 叶 尖 滴水 。 如 供给 植物 以 铜 素 就 会 显著 诚 轻 叶 尖 注 
ACE, TEAR UR ATHENA, 由 于 钢 的 影响 ， 使 这 个 作用 减轻 , 忆 然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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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使 气孔 张 开 而 加 强 蒸 稀 作用 。 
旗 然 钢 是 含 铜 氧化 酶 的 组 成 成 分 ,那么 , 它 对 呼吸 过 程 就 应 当 有 

一定 的 影响 。 乒 .M. 米 赫 林 (Mrzpama) ATT. A. 科 列 斯 尼 科 娃 (KomrecHu- 
KoBa, 1947) 报导 如 , 在 植物 界 内 ， 多 酚 氧 化 啊 体 系 对 于 实现 呼吸 过 
程 有 重大 的 意义 ， 而 在 我 们 所 研究 的 儿 种 作物 内 ， 都 台 售 这 各 量 体 
系 。 根 据 两 位 作者 的 报导 , 辞 荣 叶子 的 呼吸 作用 有 80% BRAS 
MMA RE SH, 

我 们 也 便 研 究 了 铜 对 高 等 植物 呼吸 作用 的 影响 。 铜 是 用 根 外 
施肥 方法 施用 的 , 即 用 厂 酸 铜 蓄 液 (0.001x ) 喷射 叶子 或 是 把 叶子 在 
硫酸 铀 溶液 里 《0.0002w) BE 1 分 猎 。 呼吸 强度 是 用 无 尔 布尔 烙 医 
(Bap6ypr) 器 测定 的 。 表 4 所 列 的 即 为 呼吸 强度 的 资料 。 

Ze 4 钢 对 植物 呼吸 强度 的 影响 

| FAVA ERED lar pr A 
作 有 易 本 | FMAM (194628) 

3 eq 849,13,17, | 9 月 19 日 | SHR | 100.00 Wee | 24 月 和 9 月 4 束 s0 GRO TOT 5 ge oe 
ae A 

7 、 

,| SHIR 99H | ATR 2.04 | 100.00 
Ru Pee Re ey , 

re HPF (ECuSO AI 
2a £e | (0.00020) 13K 2.50, | 2.74 

eg (abies | 9 月 48 月 | 对 | 1.66. | 100.00 
Lyd 

~r. 4 ee oR ke 

JER FH A-CuSO alain Sines 
eens vas eto 2.17 | 150.72 

REEL) BT A OSLER RE wT I ， 
吸 作 用 。 4 

例如 ， 5 6 MGM (0.001™) i 5 RE NE 
BE wR Le SR Se In 42.19%, FER AAO Ie , WEST 4 
Jn WN ey BRE, LE SPIO PSE ii Hd A YS 
KH. WIM, OF HAE MAAR (0.0002M) BE 1 KI, MP 
IE LEER Im 12.74%6 ,而 把 叶子 放 在 铜 液 内 证 4 SRI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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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对 照 增加 30.72%, 我 们 所 得 到 的 、 关 于 铀 对 加 强 呼 吸 作 用 有 和 良 

好 影响 的 章 料 说 明 ， 含 铜 氧 化 酶 在 植物 的 呼吸 过 程 上 有 很 重大 的 意 

= 

上 述 关 于 钢 对 加 强 植物 旦 吸 作用 影响 的 资料 ， 以 及 钢 对 卉 齐 植 

物体 内 蛋 自 质数 量 (从 而 使 叶 灵 夷 稳定 下 来 ) 影 响 的 资料 都 可 以 使 我 

个 作出 如 下 的 和 车 花 :网 可 以 延迟 植物 的 襄 老 ,因为 饭 可 以 提高 呼吸 强 

BE MIME AA dk, AR, LER CA LEAT BO 

fH: , FAIZ Ht , SFE FE SEE LAK BE, FEE EE OR EI, 

和 蛋白质 的 含量 减少 。 

大 家 知道 , 钢 在 提高 植物 对 芙 菌 病害 的 抵抗 力 上 有 和 良好 的 影响 。 
根据 我 们 的 意见 ,认为 这 种 情况 是 由 于 在 铀 的 影响 下 , 宴 高 了 呼吸 强 

ine SA AWA RHE, Ae BAA thie eT, Hl 

Wn, BASE, 19382F ) SRE NA , BAT De Re E. 

KFR—A, M.A. HEPES C1950) HRS, Ba, RM 

HHP — BE TSA SES TORE RE, BRE 

Te Dive AA mae TAA AAR RIK, KERR Rae 

HERTS 我 们 基于 这 一 点 可 灸 砍 诈 一 下 ， 铜 对 于 植物 的 抗 塞 力 有 没 
有 影响 。 如 我 们 的 试验 [ 奥 昆 错 夫 ，1949; M.M. 2A SESE A M.H. Pg 

FE (Cueva) 19501 aE, 施 铀 于 土壤 内 ,以 及 在 种 子 春 化 时 ,用 

v 狠 外 施肥 法 将 钢 施 在 种 子 内 ， 对 于 提高 植物 的 抗 塞 力 均 有 显著 的 影 

响 。 

上 述 一 切 都 指明 了 ， 铀 在 一 系列 直接 影响 植物 产量 的 生理 过 程 

“中 起 着 重大 作用 。 由 此 可 见 , 网 肥 在 农业 实践 中 应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 EPR, Ar SVR. HELPER, ARS + Be 
同样 需要 岗 肥 。 根 据 我 们 的 资料 ,在 某 些 西伯 利 亚 的 土壤 上 ,于 播种 

前 种 子 春 化 时 ， 用 铀 来 给 种 子 拌 肥 得 到 了 良好 的 车 果 。 我 国有 广大 

面积 的 泥 痰 沼 全 十 。 这 些 荆 壤 者 是 极 宝 中 的 农业 用 地 的 砍 源 。 在 自 

， 俄罗斯， 利用 施 铜 肥 的 方法 已 开明 成 功 700 万 公顷 的 农业 用 泥炭 沼 
6th, FAR SM RERIKAIL AE MIA AM KH, F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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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苏联 的 其 他 地 区 都 有 大 面积 的 沼泽 地 。 在 西伯 利 亚 ， 仅 无 修 齐 

Jeu (Bacioranes ) 一 个 地 方 的 面积 即将 近 6,230,000 公顷 。 根据 我 

们 的 资料 ( 奥 昆 错 夫 和 叶 利 谢 耶 娃 ,1948) , 鲍 雷 姆 泥炭 沼泽 土 也 需要 
施用 铜 肥 。 

不 同 作物 对 缺 钢 的 反应 也 不 一 样 。 小 麦 对 缺 铜 有 很 大 的 敏感 性 ， 
其 次 是 大 麦 和 葵 麦 。 黑 麦 对 铜 的 反应 程度 不 大 。 在 泥炭 、 沼 泽 土 上 
栽培 橡 采 章 时 , 它 对 铜 肥 的 感应 极 强 。 在 泥 炎 ,沼泽 主 和 其 他 王 款 十 
栽培 亚 莽 ,大 茧 ,棉花 , 敌 子 和 和 红 车 轴 章 等 作物 时 ,对 铜 肥 也 有 良好 的 
反应 。 根 据 K.T. 苏 堆 路 科 娃 (Cyxopykopa) 和 U.M. 舒 契 克 (Iydeo) 
的 痢 料 ， 在 泥炭 、 沼 泽 土 上 粉 马 给 萝 施 用 网 肥 虽 然 也 能 产生 良好 的 “ 
烙 果 ,但 马 给 昔 是 不 太 需要 钢 肥 的 。 

网 是 一 种 肥料 , 它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 呈 可 泣 状 态 或 不 洲 状 态 。 池 有 
前 途 的 钢 肥 是 黄 铁 矿 法 一 一 硫酸 工业 的 庆 草 。 人 钢 肥 作用 的 期 限 估 未 “ 
确定 。 但 在 泥炭 ,沼泽 土 上 ,无 险 何 时 ， 人 钢 肥 的 效用 在 多年 之 内 也 未 
昆 蚀 弱 。 铜 肥 的 施用 量 需 视 二 壤 性 质 而 定 。 在 泥炭 、 沼 泽 土 上 ， fe 
公顷 平均 应 按 6 公斤 铜 来 施用 。 

可 以 利用 三 种 方法 将 钢 施 在 植株 内 : 1 ) 用 乌 作 肥料 施 在 土壤 
内 ,省 对 根系 吸收 ; 2 ) 用 低 尖 度 的 铜 喇 深 液 喷 射 植物 的 叶子 ; 3 ) 在 
种 子 春 化 时 ， 用 铜 路 溶液 给 种 子 拌 肥 。 最 后 一 种 方法 我 们 售 轻 在 西 
ARABI AGREE LRA, POTTER, Fe PRR 
过 了 ( 奥 昆 错 夫 ,1938 年 )。 

根据 上 渡 在 播种 前 用 铜 素 输 种 子 拌 肥 可 以 提高 冬小麦 和 黑 麦 抗 “ 
塞 力 的 资料 ,从 可 能 提高 冬 作 物 抗 塞 力 的 观点 来 看 ,这 个 方法 是 具有 
实际 价值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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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FS Spe WIE RA eg 

H.C. FAR bee Bay ae 

“HE DA ab 
的 特性 是 了 解 植物 在 自然 界 

中 的 主要 和 字 宙 作用 的 得 是 。 
(K. A. 季 米 里 亚 捷 天 :大 阳 ,. 生 

TRANMERE”, 1948 年 ,第 116 页 ) 

植物 从 于 于 中 或 在 根 外 追肥 时 吸收 的 钢 ， DH 4 

PR , BENT RRSE FE 225 Bi IE tk A BE, , MATTE Re FP 的 寿命 。 

BoE YS tH ADA WT Xk — A (1946 BLES EX 1949 J 

里 斯 卡 娅 等 )。 

还 在 19 世 构 末 时 ， 就 忆 经 发 现 对 某 些 植物 喷洒 小 尔 允 流 ， 能 vs 

INVER E , EE RY Te a, ARR APS 

BaF ST ORES fii: 波尔多 液 中 的 铀 ， 对 于 植物 有 良好 

的 影响 。 

铜 多 中 集中 在 植物 体 最 重要 的 部 位 内 ; 主要 是 生长 点 和 胚胎 内。 

1933 年 库 包 蕉 奇 和 捷 依 林 在 马 验 蔓 中 发 现 了 铜 - 蛋 白质; 它 包含 

在 局 给 蔓 的 氧化 剂 系统 内 ,是 氧化 畏 的 一 种 ， 称 为 允 醒 氧化 酶 ,在 其 
中 , 铀 与 蛋白 质 牢 固 地 猪 合 在 一 起 。 

根据 许多 学 者 的 研究 〈 如 呐 巴 林 ，1935; ksi, 1947 等 等 ) HE 

明 ,在 植物 界 中 ,多 酚 氧 化 上 有 很 重要 的 作用 。 

根据 许多 作者 记载 的 材料 藉 明 ， 化 粽 合体 内 的 铀 能够 改善 植物 
的 碳 了 永 化 物 和 蛋白 氨 的 代谢 作用 (1949 年 什 科 里 尼克 等 )。 为 了 更 是 
清楚 地 了 解 铀 对 某 种 植 饮 体 的 作用 ， 必 须知 道 这 种 元 素 通过 植 牺 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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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 EI IR, AL RRA NEI, HH. BFR UB IC 
(1947) 和 A. Th. MERE REE C1940) FE BAIL ve Sd 
HAR (LE ATR TA CHL es SH , BE ELE Td —- BE EAST EVA GT PA, Si 
Maha, AVES HERS, HAE, UR 
(ES SEA He RSI, AG TE VERA _b HA ER, A 
PMA, DAB BM AHI S , A 层 则 较 少 。 

M5 Se EAT SE ETE BS BEBE Yok (1946—1948 Ave 

HEACIIAB—1949), WIE T HAR 15 AE AG FEE LH 
种 方法 施用 的 ;一 种 是 以 NPK (6 ESSE 5 Ss ERA BX Hi FIO .5 
克 CuSO, ; 3 — Ap ABE ILE BIE A ERR AIS (2 OD 

喷射 溶液 ， 通 过 叶子 被 植物 吸收 。 整个 生长 期 内 用 毫克 分 子 CuSo, 
VAM CH 160 毫克 /公升 ) 喷 射 5 一 6 次 。 

试 雁 小 区 的 面积 为 28 平方 米 ; 重复 4 次 。 行 株距 为 70x35 JE 
来 。 底 肥 采 用 酸性 肥料 : 破 酸 铸 , 过 磷酸 咖 和 氧化 钙 。 马 验 蔓 品种 是 

罗 尔 赫 ( 表 1 )。 

每 年 从 8 月 5 日 到 8 月 15 日 检查 肉 病 牵 , 三 年 的 检查 结果 确定 ， 

在 水 主 地 上 用 根 外 施肥 法 施 铜 ,能 增强 马 答 蔓 对 各 种 病害 的 抵抗 力 ; 
特别 是 在 喷射 铜 以 后 ,大 大 地 沽 轻 了 巨 验 蔓 疫 病 的 感染 程度 ( 表 1)。 

Be 1 GA AG RE SO HES A Ge 

(1946—1948 年 的 平均 统计 材料 90 ; 

ba 34 上 

人 尖端 变 褐 色 | Je IG 
本 | 二 2 Lt  & 

NPK 为 底肥 56 5 aad 70 

NPK +9 CF Py Hie ENR EE 
每 突 用 CuSsOs0.5 克 ) 一 一 28 12 15 50 

NPK +FAsk "Stent 44 6 40 40 

NPK+CuSO, 用 Pa a aS 3 et 
me SY EN — 33 1 11 Bei 
—-—-- 一 

FE ARIE SE Hii Shad NE A bs BAY, AS DE ARE PER VS AR OL, Th] EL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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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了 乾 莹 的 产量 (三 年 内 的 平均 增产 量 为 19%)。 在 沙土 地 上 ,把 
铜 肥 直 接 施 在 韦 著 下 ,并 不 能 减轻 已 丛 蔓 划 呈 的 病 才 ;而 且 也 没有 使 
Si Me Fa HS NRE (#2), 

#2 FU Bee ay 
(Pb: ,1946—1948 年 的 平均 和 材料) 

r 量 淀粉 的 含量 AREER 

公 担 / 和 项 | possi % 4 ~ (%) (%) 

NPK 为 底肥 474 3: 100 13.2 66 

NPK 十 铀 ( ee er ; 
43-70 0.5 克 CuSO 183 105 12.8 76 

NPK 十 用 水 喷射 莹 叶 161 100 135.5 64 

NEPEK 二 CuSO,( 用 毫克 分 子 铀 
液 喷射 革 叶 ) 192 11913 5 72 

fn LARA, 把 铜 施 到 土壤 里 , AAG UE LI RS 
度 的 铜 液 喷 酒 忆 验 蔓 的 董 时 , 则 使 产量 显著 增加 。 我 们 发 现 , 用 根 外 
施肥 法 施 铀 时 ,可 以 提高 马 验 昔 的 商品 率 ( 即 大 雪 蓝 的 数量 墙 加 了 )。 
把 钢 施 到 土壤 内 的 试验 处 理 中 , 马 验 暮 的 淀粉 含量 略 有 降低 ,而 在 根 
外 追肥 的 试验 处 理 内 , 演 粉 含量 则 稍 有 境 加 。 

用 铜 液 喷射 数 次 之 后 ， 发 现 马 568 Ut FEW PE ee 色 。 18 48 
#5 FA 1 FWA WES ST BORER ARATE RRB SR 

(1948 年 试验 ,8 A 15 File) 

G45 ih, ZS 1 下 时 兵 叶 中 时 伍 素 He 昌 二 1 oe 
a & kt # 

xz oe 

NPK 作 底肥 0.156 26.5 

NPK-+$5) (FG PH ET HG DEE F ECB 0.5 | 
CuSO, ) 0.186 27.0 

NPK + JAAP SEM 0.146 26.0 

NPK + CuSO , ( FSET FSA EES EDT) 0.255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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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 测定 叶 称 素 的 精 果 让 明 , 用 铜 液 喷 酒 的 马 锥 昔 , 时 内 的 叶 称 
素 含量 最 多 。 在 施 钢 的 处 理 中 ,植物 叶子 的 呼吸 强度 也 高 ( 表 3)。 

在 未 土地 上 ,用 钢 进 行 根 外 追肥 ,效果 很 显著 。 在 泥炭 地 上 也 研 
究 了 这 种 元 素 的 作用 。 

在 记 炎 地 上 所 做 的 铀 对 马 给 昔 影 响 的 试验 ， 不 仅 将 铀 直接 施 在 
更 节 下 ， 或 用 喷射 的 方法 施 铜 ， 而 且 也 采用 了 浸泡 志 给 昔 韦 莹 的 方 
法 ,就 是 在 栽植 前 将 地 芍 放 在 毫克 分 子 硫酸 铜 溶液 内 泡 8 小 时 。 

这 几 种 试验 所 用 的 马 给 蔓 品 种 都 是 肌 波 龙 。 最 后 一 个 处 理 内 的 
马 给 蔓 , 出 苗 较 其 他 处 理 迟 三 天 。 但 以 后 到 8 月 时 ,这 个 处 理 内 的 村 
株 在 生长 上 赶 上 了 其 他 处 理 。 

访 处 理 内 的 弓 验 蔓 有 如 下 特点 : 即 叶 色 较 深 , 芽眼 非常 明显 , 没 

7B Wes Vi) BAe BH BA )。 

- 4+ leh LEP SE 

(30 FRYER) 

. 7 月 2 日 | 7 月 12 日 | 8 A258 
处 #& ie a ee ee 

高 度 

_NPK 为 底肥 ie 11 24 61 

NPK +S GR PES HEHE EE ,每 究 施 0.5 克 
CuSO, ) 10 yA 2 62 

_NPK 十 用 水 喷射 莹 叶 9 20 59 

UNPKCuSO,( 用 台 克 分 子 铀 洲 液 喷洒 茶叶) 3 16 58 
iy 

b 

} 
s 

‘ 

i 

机 

在 各 试验 处 理 中 , 均 于 著 叶 死亡 时 收 各 ,产量 和 结果 证 明 , EVER 
地上, 扰 论 用 何 种 方法 施用 钢 肥 都 是 有 效 的 ( 表 5)。 

栽植 前 以 低 滤 度 硫酸 铜 溶液 晤 泡 志 攻 ， 由 于 铜 对 发 芽 地 莹 的 影 
| 砚 , 使 处 理 效果 最 显著 。 在 各 处 理 中 , GOR SENT ob ASR AAS 
一 致 ;其 中 以 栽植 前 证 泡 块 著 的 处 理 最 多 , 比 对 照 多 1 FECA 6). 

其 表 6 可 以 看 出 ,最 后 一 个 处 理 中 的 植株 , 即 在 栽植 前 用 低 瀑 度 

| BaP ee HOC ETE SLE AS Ht PRY A 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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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we Sys 

( 泥 迪 地 ,1943 一 1949 年 的 材料 ) 

天 量 

x bh * #F ——— 
公 担 /公顷 | 为 对 照 的 (9 ) 

NPK 为 底肥 197 100 

NPK+CuSO, 

MELA 214 109° 

ne Sy SEA 223 113 

«PARTE 230 ‘ 117 

EE 

#6 fevew LS eT eR ctetatidailaitainiiiind 

(1948 FE yaa Be ) 

: I oa-RRE Ay BR EERE 
有 | (ae) (%) | 

NPK 作 底 肥 0.170 28 

NPK+CuSO, 

施 到 土 中 0.190 

喷射 莹 时 0.220 5 

wR 
0.320 a 

sr ra cae aes oer mie acme 

这 个 方法 很 简单 ， AE fete PH RACER 

液 中 铀 的 用 量 研究 好 就 可 以 了 。 
1950 年 , 在 沙土 地 上 研究 了 栽植 前 用 低 江 度 钢 深 液 证 光志 给 昔 ， 

块 鞭 的 作用 。 用 铀 量 分 三 种 : BD 1 AIA 80, 160 和 240 毫克 

CuSO,#& 7). : 

在 1950 年 的 就 验 内 , SRE BRA MA Bi ILA, 38678 BB «1 

ZEAL HA, Pee Et LOREAL OB SEIT, SIA9 TE AS Mf ee He 

ae. 2) SERPS TOLD EUR PEED, (Fe EAR HEE 70 ME, 

NPK 60 公 斤 ) ,而 大 量 的 有 机 肥料 创 弱 了 侗 的 作用 ;3) 由 于 雨水 太 大 

a 

—— S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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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 7 GSB may wy (沙土 地 ) 

产 量 

公 担 /公顷 为 对 照 的 (3) 
oe tt 2 

NPK 作 底肥 184 100 

NPK+2 708 CuSO, AB: r 

80 豪 克 /公升 184 100 

1608 /AFt 193 105 

_240 豪 克 / 公 天 201 119 

Ais He A Ew, Fe, 不 但 降低 了 产量 , Ti BRR EEE LAS 
SWE, ALPE 4240 毫克 /公升 ) 处 理 中 , ARETE 
PRAM, BPS MH A a A, 
还 需要 充分 研究 。 
1948 一 1949 年 , 除了 测定 呈 入 素 的 含量 和 呼吸 强度 而 外 ,， 同 时 
TS HS $F BE sh Ae AUTEN FEM KAM SHE, wT Oo, SIERO 
定 是 按照 未 皮 洛 (HIlanrpo,1948) 的 方法 进行 的 。 

RAPE REL ET SECURE oS HR RS , SA Re 
BARN, KBSHVMMORAY, NH SARE am T 
1 (60 BRR PR AH 4 公升 溶液 喷射 3 次 ), TERK ATL ORS 
的 植物 样本 中 , 含 钢 量 增加 了 7 倍 ( 用 同 量 的 溶液 ,喷射 7 次 )。 在 夏 
关 和 秋天 的 植物 样本 中 , 含 钢 量 之 所 以 不 同 ， 不 仅 是 由 于 喷射 次 数 多 
了 ， 另 外 也 由 于 在 幼小 的 对 照 植 株 内 含 铜 量 较 多 的 原故 。 无 葵 在 夏 
天 或 秋天 的 样本 中 ， 消 碍 在 喷 绚 溶 首 上 的 网 ， a7 122% HE BIS R 
(#8). 
二 另外 ,我 们 在 用 毫克 分 子 CuSO, RH SAME, LHe Tae 

DSR ANE (9) 。 
SPT HEIL D) , HAE PY BRR , ATH 2) SSE} FEB BS 

FRAG I Ag CuSO, Awe 8 小 时 的 情况 下 ， 洲 液 中 的 铜 有 9.5% 
EPIRA, ATH (52°) AMER iS MER RE 222,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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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RAS w 
(100 克 干 物质 中 的 毫克 数 ) 

(1949 年 的 材料 ) 

BBR 本 秋季 样本 
a ke 处 F 一 

= 4 | & | eR 葵 

NPK 为 底肥 3.2 1.5 0.5 

NPK 二 CuSO,( 施 到 土壤 中 ) - 2 7.9 1.75 1.68 

NEPK 十 用 水 喷射 莹 叶 5.5 1.5 0.57 

NPK 二 CuSO,( 喷 酒 茶叶 ) | 22 2.57. 2.62 

HO RESMOMARE 
(100 页 干 物质 的 台 克 数 ) 

a & 处 理 HRI SAT : rae ae a 部 
Bs ae ee, SS ee ae eS. 

WFR ARE) =o i 量 

SMES: 

在 水 中 1.5 0.13 0.31 | 

fe CuSO, 水 液 中 3.5 | 1.0 1.35 
} a 

26% 5 . 

A ae Pag MTS FEZ , Bal Xt Ry Sa by AE Fe A 28 AE KR 

iti 论 

1 .用 根 外 施肥 法 施 铜 ,要 比 施 在 土壤 中 更 有 效 一 些 ; 在 个 别 年 分 
可 以 使 沙土 地 上 的 马 耸 蔓 增 产 18% 左右 。 这 是 由 于 提高 了 植物 的 
生命 活动 力 ,增强 了 它 对 各 种 病害 抵抗 力 的 车 果 。 

2 HBRAF CuSO, BR BME WA 1226 BS 

BSR HB, 7 
3 FEVER HL , IGA PAE Sl , ARE Im Bee S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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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对 农作物 产量 的 影响 

MB. EREBS OA. A. jie 

SE TE AE AE A CK, (AAR 
SOFFE RMB AMB, Sch Hs Ah 5 EE E1950 ,斯 达 傅 尔 其 1946 年 等 ) 

RRS HE: SSP BISA, FBS ie did beh, JE OK AE AA AIRS 
的 效果 ,在 实际 栽培 中 , SVE A Powe AIA OSS ERIE, 这 从 植物 所 胡 
规 出 的 缺 入 病 上 就 可 以 看 出 来 。 

妇 献 中 全 记载 了 植物 在 不 同 土壤 上 对 锌 肥 的 需要 情况 :其 中 大 
PLE UR + BE PRM ATER LAA. | 

4 TREE, BUN SRE T ea, 1 钥 试 骏 
是 在 多 尔 果 普 路 德 农业 化 学 试验 站 (莫斯科 近郊 ) 的 中 灰 化 重 壤土 上 
BETH, RRS HE : BOB , WBBES 5 FPR EE 
重复 3 2 4 RIBLA NPK (WEIR 4 Hi 0.5 5E):N,P20s Al KOCH 
MSN, WSS, MEO), SEAS TERN APF PSE , 
有 施用 石灰 , 另 一 种 是 施用 石灰 (CaCOs:)。 每 100 克 土壤 的 工 个 水 解 酸 。 
等 于 4.0 毫克 当量 。 甸 是 以 硫酸 锋 状 态 施用 的 ,每 公斤 土壤 内 施 2.5 
毫克 。 供 试 植物 为 :大 六 一 一品 种 不 详 ,更 豆 一 一 资本 品种 , 茶 豆 一 
胜利 品种 。 这 些 作物 在 发 育 上 都 比 其 他 作物 需要 更 多 的 锋 。 吏 豆 和 
BRS AAG Bh, RE FI ah Bh te RE eH AS FRE 3) 0 
LEB MRI TERESA ER UE TEGK, BER TL EAI A 
量 的 6026, 到 9 A HEE EER, FERRARA Rn ze 1 me 
示 。 

锋 对 这 3 种 作物 的 产量 都 有 良好 的 影响 ,但 对 大 套 的 歼 果 最 高 上 
在 未 施 石灰 的 情况 下 ,大 兽 的 产量 由 于 施 锻 而 境 加 了 BS; 但 因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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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1 钙 对 植物 产量 的 影响 

A he FR ie FH 

Ba kek Bf NPK | NPK+2n NPK NPK+Zn 

j* B (5i/#) 

«WB: 

BPO) 26.7 30.2 55.8 66.8 

种 子 产 量 9.2 11.6 26.7 34.5 

> AG: 
Brees 30.2 31.1 53.5 66.5 

种 子 产 量 8.7 8.8 12.5 19.2 
SKE: 

痊 产 量 (于 重 ) 1.9 40 29.5 49.1 ! 

mk BOE) . 3.6 7.0 41.2 67.3 | 

种 作物 对 寺 厅 酸性 很 敏感 ， 所 以 产量 仍然 很 低 。 施 用 石灰 可 以 显著 

ee 

De IA dk , FE Whi FAA PR a FF, HE Ke HA 66.26 。 在 未 

| 施 看 灰 的 情况 下 ,由 于 施 锋 , ME DTLI 2626, 施用 石灰 时 ， 增 
产 29%。 鲜 对 荣 豆 产量 的 良好 影响 ,只 有 在 施用 石灰 时 才 表 现 出 来 ; 

如 果 不 施 用 石灰 , 则 千 对 这 种 作物 没有 任何 影响 。 

eS =" +p 

人 

1946 年 又 进行 了 1 Me REIL, 研究 了 锌 的 不 同 用 量 的 效果 。 
就 及 中 采用 以 下 3 HIME: 1) 多 尔 果 普 路 德 农时 化 学 款 验 站 的 中 灰 
He THEA ; 2S BVA IY 灰 化 沙壤土; 3) AGG, 在 灰 化 二 
上 篆 于 施用 石灰 《石灰 是 根据 土壤 的 水 解 酸度 施用 的 ) 和 不 施 石灰 
《Gacos) 两 种 情况 下 , 研究 了 钙 的 效果 。 钙 是 以 硫酸 钙 状 态 施用 的 ， 
。 验 用 量 分 3 种 : 即 1 公斤 灰 化 壤 主 和 灰 钙 士 施 2.5, 5 和 10 BEES: 
和 公斤 灰 化 沙壤土 施 2,4 和 8 ETS, MIA, gb 
” 汪 走 输 的 条 件 完 天 相似。 

除去 锋 的 各 种 用 晤 处 理 外 ， 南 验 中 还 包括 施用 曙 格 兰 氏 (Xo 
manara) 混 合肥 料 的 处 理 , 其 组 成 有 12 BRC HEC, BE, Sd EF, GK BF 
Si SF GED), HL AN EA) , se ata 产量 材料 如 表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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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 同 用 量 的 全 对 大 者 产量 的 影响 ( 威 医 尔 品种 ) 

NPK ea Bie NPK+ | pK 4 

2. 5H oH) oscar / (ERB 

a 上 Fare 
| 

ATA IRA IRA 总 产量 | 34.6 | 36.4 | 37.1 | 36.1 | 25.3 
Ay Be | 16.7. | 17.3 | 18.5 1 ee 

TFB BIRR ES: 总 产量 | 48.5 | 50.1 | 55.2 | 541.0 | 52.2 

ey oR | 121.6:9|. 2324.-| 29,2. : eee eee 

未 施 石 灰 的 灰 化 沙壤土 Meta | 42.9 | 41.2 | 41.3 | 44.7 | 44.9 

4E | 18.9 17.9 18.4 | 20.7 | 18.8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沙 辐 土 总 产量 | 42.4 | 45.8 | 47.0 | 50.9 | 51.6 

AE $e | 19.0 | 19.9 | 24.8 | 24.6 | 24.8 

KB 首 产 量 | 32.0 | 39.9 | 37.2 | 38.4 | 34.4 

4 Be! 14.7 | 17.6 | 17.6 | 17.8 | 1804 

EARN AEA TIE bh, Me SE RAR Rae a 

效 的 。 在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于 上 , 竺 的 作用 比较 显著 。 在 灰 化 壤土 上 ， 

以 每 公斤 土壤 施用 5 毫克 入 的 效果 最 好 ; 减少 或 增加 用 量 都 会 降低 

SE. 在 施用 石灰 的 灰 化 沙 璨 土 上 ， 和 无 葵 施 用 允 少 鲜 均 能 使 大 者 的 

产量 卉 加 ,而 且 效 果 最 大 的 是 第 三 种 用 量 , 即 每 公斤 土壤 平均 施用 8 

堂 克 鲜 。 在 施用 石灰 的 情况 下 , 头 两 种 用 锋 量 ,没有 表现 出 良好 的 影 

啊 ; 而 第 三 种 用 量 的 效果 也 不 大 。 在 灰 钙 十 上 所 研究 的 各 种 用 量 , 效 

果 都 大 和 致 相同 。 专 格 请 氏 混 合肥 料 只 有 在 AAR REE 

上 ,才能 增加 大 麦 的 产量 ;在 其 余 情 襄 下 卉 未 发 更 有 和 良好 的 作用 。 

第 3 组 人 和 栽 坛 朋 , 是 在 柳 别 列 欧 试 尽 地 (莫斯科 郊区 ) 的 灰 化 沙 

培土 上 进行 的 。 试 辟 炎 炉 了 4 年 (1947 一 1950)。 在 三 种 情况 下 ， 研 
究 了 铬 的 效果 :1) 在 未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2) 根 据 水 解 酸度 为 2.9 训 

id cick oh 3) F258 4 He BROKE HA Rh Ht = BP 

le ULI5DA NPK 做 底肥 , APH AE ASE, AR PERE : BE, 
大 小 为 15 x 30 厘 米 ,能 装 6 公斤 土壤 ;重复 3 次 ;每 贫 施 NPK 肥 0.4 克 

CN,P205 和 Kxz0)， 肥 料 形 态 分 别 为 NaNOs，NaHsPO， 和 KySO,; Hii 

， 

ka —_—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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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是 HsBOs 每 公斤 十 坊 施 1 STE HO. 2 克 MgO, 肥料 形 

， 态 为 MgSO4; 每 公斤 土壤 施 2.5 毫克 秆 ,肥料 形态 是 大 酸 锌 。1948 和 

| DLE FS EAB TRA PS SABRE 5 FP BT Hs A Fs EB 9 SS 

7 per Se), 施用 量 和 肥料 形态 与 1947 年 一 样 , 但 未 再 施用 石灰 。 

1947 和 1949 FH RES FEAR (Bunep) th HAAR; 1948 和 1950 年 则 

‘ AT a ROG. HE ili ACFE SH SEEN , PEK EAR PRK , BETK 

BAERGA IK E1500 5, SEAR, 7 Beis at tes AZ 3 所 

Leta oye Pt 

TR. 

, Ai SN ARAM 
区 

5 Awe, 1947 4 | Hse 1948 | Kae, 1949 92] HAE ,1950 年 
4 

2 a Bm  F 产 (ot /d) 
ro ~ An | Ss > 总 产量 Vee) 益 产 量 [eer] 总 产量 AE eR AR 

jd } a ey Para 
_ NPK 27.8 |14.1) 35.4 15.0 S51 48 8) 2960 thee 
_ NPK+B+Mg 27.7 |15.2, 35.5 (14.3) 32.8 |14.6) 28.9 | 8.7 

_NPK+B+Zn 29.0 |14.4 39.0 |15.5) 30.6 14.2) 30.7 | 9.2 
_ NPK+B+CaCO; | 
《该 工 个 水 解构 度 ) | $1.8 [16.7 36.6 |15.2/ 37.6 18.1) 51.3 |10.5 
NPK BMg+CaCO;+Zn | 314.2 |15.5. 41.4 |17.8) 36.4 |17.3, 38.9 [13.3 

_ NPK B+CaCO, | 
(GR 4 个 水 解 酸度 ) 56.6 |19.0, 37.3 |15.9, 38.7 |18.5| 31.3 110.5 
- NPKBMg+CaCo, | | 
RE 4 个 水 解 栈 度 ) 十 Zn 58.8 acid 40.6 il 39.6 |19.2| 39.0 113.6 

1 

| EPA GENE Cn) > NPR JB IN , FR A Sete HH AEA Be AS 

影响 。 5 1947 年 或 1949 年 , SEW ABABA BATE 

ee 
影响 ,大 大 地 减弱 了 。 石 灰 用 量 的 不 同 , 对 于 锌 的 效果 的 盖 别 ， 这 个 . 
试 驴 中 ,没有 表现 出 来 。 
因此 ,试用 的 烙 果 恋 明 , 泣 老 对 缺 锋 的 敏感 性 , 比 大 才 为 其 ,而且 
ANZA SES TER, FET ARES LA TE, FR ROT 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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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FRR, 使 于 壤 中 鲜 的 有 效 性 减低 T Meee, 

#4 论 

1 .研究 锌 的 效果 的 人 和 栽 试验 证 明 ， 科 对 于 在 灰 化 证 上 栽培 的 某 
些 作物 的 产量 , Inka, AD, RAM, UREA LMA, 
都 有 着 良好 的 影响 。 

2 .多 在 未 施 石灰 的 酸性 土壤 上 的 作用 ， 较 在 施用 石灰 的 土壤 上 
为 弱 ANSE RATE), FERAL LM BAIR, SF A aA A 
1) SEH SPADA TER | 

3. FARMER tn Fs BS FERC , 1 
土壤 5 Be eS EPR be 8 eye FERGAL 2.5 毫克 。 

fEJa— PPE b eee hs A, AER RE, 

S$ % MX 献 

lilkonpbyHuk M. FA. 1950, SHayeHve MHKPO3sTIeMeHTOB 8 %KH3HH pacTeHHM Hu 

Ba 3emnenenuu. M3n. AH CCCP. 

Craunc B. 1949.. MukposmemenTh 日 冰 H3HH pacTeHuM u x#XuDOTHETX. M. 

Gamp A. F. 1945, Soil Sci., v. 60, Ne 2, 

la te 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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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BRA TKS 物 SOARES iC e 

量 的 大 量 实际 材料 ， 但 是 微量 元 素 的 生理 学 作用 仍然 沟 有 被 癸 究 出 
$e, HH (Herens, 1893) 对 水 棉 属 水 落 的 试验 已 注意 到 了 微量 元 
万 ,水 蓝 表 现 了 对 稀释 为 1:80,000,000 的 硫酸 铀 溶液 的 感应 性 ， 微 

。 量 金 属 和 其 他 微量 物质 的 生物 学 作用 被 称 之 为 微量 活动 作 用 Com 
TomaaawMrdqeckoe neficrsre)。 在 以 后 ,关于 竹 胞 对 微量 物 贤 感应 性 的 
这 种 学 褒 被 扩展 到 了 获 理 学 和 普通 生物 学 的 广大 范围 中 。 关 于 这 一 

A, GC. B. 克拉 夫 科 夫 (Kpapkop) 的 有 意义 的 研究 (“ 关 于 活 原生 质 
。 感应 性 的 范围 ",1924) 和 其 他 人 的 研究 均 可 以 证 实 。 

对 微量 元 素 的 微量 活动 作用 的 研究 ， 已 经 是 揭露 微量 元 素 生 理 
学 作用 的 一 种 重要 的 鼓励 。 然 而 ， 甚 至 对 许多 在 动物 体内 具有 一 定 
机 能 作用 的 金属 有 机 化 合 物 的 发 现 (例如 ih BENE SE > SEG ， 

， 现 ) 也 洛 有 引起 构成 微量 元 素 生 物 学 作用 的 一 般 理论 。 很 从 以 前 就 
， 已 积累 了 微量 元 素 作 为 酶 的 活动 因素 和 有 订 着 因素 的 材料 ， 但 很 少 把 
， 微量 元 素 的 这 种 作用 与 其 在 畴 机 能 中 可 能 的 自然 作用 联系 起 来 。 
| 要 承认 微量 元 素 在 生理 学 上 的 作用 ， 只 有 把 在 遇 转 环境 的 微量 
， 元 素 含 量 与 其 在 有 机 体内 的 集 积 及 其 在 生命 活动 现象 中 的 作用 相互 
， 联系 起 来 以 构成 普 允 性 的 生物 学 理 花 时 才 有 可 能 的 。 这 种 理论 已 为 
“当代 公 出 的 自然 科学 研究 家 B. U. 礁 尔 纲 德 斯 基 (1863 一 1945) 院 士 

创立 的 生物 地 质 化 学 的 新 的 科学 所 深信 地 论证 了 。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研 
究 的 开题 范围 有 : 生物 的 化 学 成 份 , 生活 物质 总 量 与 地 壳 成 份 的 关 
Fe; 微量 元 素 的 迁徙 ; 微量 元 素 在 生物 体 与 地 壳 的 体系 中 的 循环 。 
B. 1. Me A A AYP IE (1940) DEIR HE BSH TSF 824 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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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的 微量 元 素 的 生物 学 = FA AS AB Ti fl eS — Gao By IAB 

展 的 开始 是 在 1891 年 。 为 了 要 和 宝 成 新 的 科学 的 基本 原理 ， 他 花费 了 

许多 年 的 时 光 。 
蕉 尔 狗 德 斯 基 在 将 近 50 岁 的 时 候 就 从 事 微 量 元 素 的 研究 工 

作 ， 工 为 学 生 和 研究 者 设立 了 一 所 巨大 的 学 校 。 有 目前 在 苏联 颁 导 这 
种 研究 的 是 他 的 学 生 A. TI. 蕉 诺 格拉 多 夫 , 灯 应 格拉 多 夫 创 造 性 地 

研究 着 生物 地 质 化 学 的 问题 及 其 生物 学 上 的 附录 。 现 在 ， 生 牺 地 里 

化 学 妃 使 我 们 从 新 的 观点 去 对 竺 农业 化 学 和 王 坊 学 , 粮 物 地 理学 , 青 

禾 学 ,医学 和 兽医 学 , 动 植物 的 生理 学 和 生物 化 学 以 及 有 机 体 进 化 等 

许 参 问题 的 研究 ， 这 已 经 是 十 分 明显 的 了 。 

生物 地 详 化 学 的 改 展 已 提出 了 关于 活 有 机 体 化 学 元 素 成 份 的 新 
的 枝 念 。 动 物体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不 具有 固定 的 成 份 ， 这 可 以 认为 是 确 
定 的 了 。 这 是 由 于 元 素 成 份 对 有 机 体 所 在 环境 及 其 生物 学 特 隆 ， BF 

“属性 等 具有 会 囊 性 的 迷 故 。 应 当 承认 ,有机体 ;特别 是 动物 有 柄 体 不 
1 

仅 在 元 素 成 份 方面 而 且 在 各 种 复杂 有 机 实 含 量 方面 都 表现 出 很 大 的 
不 稳定 性 (例如 , RENE HP Bey IPRS is CES PS BSE, 
而 在 秋冬 期 间 则 显著 地 增加 )。 按 照 新 的 概念 ,动物 体 的 成 份 中 共有 
”将 近 65 种 化 学 元 素 ; 在 这 些 元 素 中 微量 元 素 估 着 45 一 50 HWE, 

在 动物 体 狂 颖 内 含有 的 所 有 微量 元 素 互 以 分 为 3 钥 :(D 主 命 所 
必需 的 徽 量 元 素 ;(2) 可 能 是 生命 所 必需 的 微量 元 素 ;(3) 在 狂 威 成 份 

中 已 发 现 的 但 其 生物 学 作用 还 很 少 知道 或 完 人 至 不 知道 的 微量 元 素 。 
生理 学 家 和 上 生物 化 学 家 们 使 用 下 列 规范 把 微量 元 素 划 分 到 生命 

所 必需 的 一 组 去 : 
1) 起 机 能 活动 的 狂 绥 库 的 确定 
2) 在 有 机 体 不 同 的 自然 机 胡 状 态 下 元 素 成 份 的 改变 由 年 齿 的 

变化 ,由 怀孕 而 起 的 改变 等 ); 
3) 对 生命 基本 现象 ( 符 基 ,发 育 , 繁 殖 ) 的 影响 ; ， 
4) 各 该 微量 元 素 代 谢 的 存在 ; 
5) 微 量 元 素 对 有 机 体 代谢 机 能 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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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微 量 元 素 与 酶 ,和 锥 生 素 和 语素 的 机 能 的 关系 ; 

1 7) 在 某 些 情况 下 对 微量 元 素 这 种 或 那 种 特殊 生物 学 作用 的 天 

明 。 

根据 月 前 的 资料 ,属于 生命 所 必需 的 这 一 组 的 微量 元 过 有 : Si, 

从 \ 钴 、 铜 、 砂 \ 首 ; 碘 、 氟 和 砷 。 属 于 可 能 是 生命 所 必需 的 一 组 的 微量 
TESA : 8 SH, HS He, ABH SOB KS SL, PERE 

ABE AE 52 VE SE A a CSA ARAL, 

ALAS : 4, 8% GR, Se ah Sil RF Sel Gi HG Bi BR 

| $6. Sh, th, oe St, aT Sh a, KE, lit, INhIRA CBRE 

| AURA SSA 12—13 FRA PL ICR, BVT Dak 2 FES) PS Aly ac He 

: .: Fee 

ee oe pe SOY va eee re ne &- Se a ee gg, ee es ee eT ee oe SPE 

ae ee ee Te bos ae eg 

PR Hp ILIA 60 一 65 FETC, BRAIN ACE 含量 比 AR 
元 素 的 舍 量 变化 得 大 的 多 ,变化 得 要 多 几 十 倍 , 几 百倍 , 儿 千 倍 。 

在 文献 的 泉源 中 积累 了 许多 关于 这 些 或 那些 微量 元 吉 在 动物 体 

“ 钥 各 内 含量 的 各 种 矛盾 的 资料 。 这 不 仅 是 由 于 研究 方法 中 的 缺点 ， 

而 且 由 于 不 是 以 生物 学 观点 对 待 活 的 对 象 ; 一 些 学 者 通常 都 没 有 佑 
群 到 年 龄 改变 的 作用 和 生物 学 状态 的 作用 ， 以 及 没有 估计 到 不 同 的 
钥 梭 库 是 以 不 同 的 速度 和 不 同 的 顺序 性 去 消耗 的 。 而 在 研究 不 同 的 
狂 梭 库 时 ;学 者 们 照例 都 是 根据 物质 的 百分比 含量 ,而 没有 估计 到 物 

质 在 该 组 织 内 的 稻 对 积 荧 量 。 例 如 ， 钻 的 百分比 含量 在 内 分 泌 腺 内 
要 比 在 肌肉 内 大 了 见 十 倍 或 几 百 倍 , 但 是 内 分 泌 腺 不 能 被 认为 是 钴 库 ， 
因为 由 于 内 分 泌 腺 的 范围 小 所 以 内 分 泌 采 内 希 的 焰 对 积蓄 量 极为 微 
小 。 而 在 肌肉 内 虽然 佑 的 百分比 含量 很 小 ， 但 由 于 肌肉 的 数量 大 所 
DES OA NLA BIE SEE, WER, MAREE 
申 在 一 定 的 组 经 内 的 。 在 这 方面 ， 肝 是 包罗 万 象 的 备 存 器 官 。 大 多 
数 的 微量 元 素 都 可 以 停留 在 肝 里 , 芽 可 在 那里 集 积 起 来 。 但 是 除 此 以 
外 ;还 有 专门 集中 这 种 或 那 种 元 素 的 器 官 。 例 如 , 符 狼 党 集 积 在 生殖 
腺 和 垂体 内 ,外 集 积 在 胎儿 的 用 内 ，, SRSA ACI, GEER ENG 
的 白质 内 ,合集 积 在 展 践 内 ,组 集 积 在 视 向 膜 内 ( 达 于 物质 的 1.5%)， 
鲁 集 积 在 肺 内 .， 钛 集 积 在 肌肉 和 骨 蜗 内 ， BET AGRE I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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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积 在 玻 瑞 状 体内 , 铭 集 积 在 垂体 内 , 硼 集 积 在 含 脂肪 里 的 组 帮办 等 
ay 

SEA Vad Bh oy Ey il AL AEP TSE BPE A 
8 (G28 FORE, ME, BME DOSE, FEMAFL BSI RE 
Py EL SS TP TCE: Bd EEE HO GK, SH AOR, Sh, SB, BE, 
BAG, MESH, SAE RERIN ETE DISS, SHTEA IS PERN, 
ee TL SEE EL Pa PY BC ES, 

RE Bh Py Ps LAR TSE PSE SES DBT PEE, BABES 
A B24 ILE BSED T FL hh RAM CRRPB RRA 
断 出 来 了 ;， 在 这 一 颌 域 中 还 没有 系统 的 研究 。 在 动物 血液 成 份 中 已 
BSH TP RICE : Bh EF SEB TA, ON BK 

RG SE, ORG TR SR SO SL SH RT AA Zr (Botitiap ASE 
(194752) ZEN, 上述 微量 元 素 中 的 许多 微量 元 素 是 集中 在 有 红血球 内 。 
Gilt , Bi EE Sk GA OE POE Ep ET ESE SH, OK, 硅 是 集中 在 
ME, PRTC MAS ASL, FHM T PRR CHEOLAB 
Ve FAG ZEAE, ila, FOR HSE Re Fa 
Amis See in; AO BISA ee ee, Ie Ae 
PITCH LKR MSE MSR, A 
et by pill Gil Ay 7k TEAR SP, 

FERRIER) PRICIER Hr el, FED AURA ACES, THF 
Je LEBER A AS BB RE ER 
态 的 新 的 有 系统 的 研究 。 应 当 指 出 ，A. Tl. 蕉 诺 格 拉 多 夫 关 于 海 生 
AT PUR ICSE 4 SEAR (1935, 1937, 1944) LIER AR, AFH 
类 有 机 体 的 元 素 成 份 的 比较 研究 ， 能 够 发 现 关 明 签 量 元 素 机 能 作用 
的 有 意义 的 途径 (例如 ， 70 BIT EAA NSE 2.2 克 , 相等 重量 的 
FEE AEE 28 克 )。 在 不 同 生 物 学 状态 下 对 器 官 竹 禾 内 元 夷 成 份 

的 系统 研究 ， 可 使 得 确定 微量 元 素 的 组 积 库 。 以 此 作为 研究 微量 元 
素 机 能 作用 的 第 一 阶段 是 很 重要 的 。 

我 们 已 经 说 过 ,微量 元 素 在 动物 体内 的 含量 不 仅 是 按照 需要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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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是 按照 通 转 环境 中 是 否 存在 这 些 物 质 为 转移 的 。 土 起 (连天 然 水 ) 

和 桓 物 体 成 份 之 间 动物 体 和 植物 体 成 份 之 问 的 关系 的 确定 ,就 起 明 

子 有 机 体 对 明 团 环 境 中 的 元 素 成 份 有 着 很 大 的 依 顿 性 。 在 工作 上 泛 
党 与 苏联 科学 院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实验 密 有 联系 的 A OT. 锥 讲 格 拉 多 夫 

《1949) 及 其 他 苏联 学 者 的 研究 ， 已 证 明了 在 自然 界 中 存在 着 士 嫩 内 
微量 元 素 的 含量 低 于 或 高 于 一 般 标 准 的 地 区 。 这 种 地 区 称 之 为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 | 
fee Fe AZ bey HO Hey UF, PTFE BL, ROL ROL EE 

Ke, SSE, PEMA BUM, ORES SO RO Cl 
NAA GERI), ARNE PHS Sh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和 美国 
46h) Ry HPS (4b, 羊 等 ) 的 某 些 病 患 。 根 据 B. B. pac Te 
(Koaareczrizy 和 B. C. 切 巴 了 世 夫 斯 卡 娅 (de6aeBckaa) 的 研究 (1944， 

1949.1951)， 在 雅 罗 斯 拉夫 省 分 做 着 罗曼 诺 夫 羊 的 一 些 地 区 是 钴 不 
是 的 地 区 ,在 这 些 地 区 付 现 土壤 中 的 钴 降低 到 83 一 269 微克 / 百 克 ， 
而 在 放牧 场 的 植物 体内 的 钴 降低 到 8 一 12 一 20 微克 / 百 死 。 具 尔 金 

(Bepsiue), tk HE (Clete) Fi fal ri Le tA (Arisynnere, 1952, 1949) 
EL Fehr ME RSE LA A TPE EER RAI, 
Mes 2) vee Lite ae Mere alte Ean ee 
HA ep Ey BL iL Fe: ERA HE ESE IA BE 
6, PAL BR A AOE FM, TEESE AE 

| FESS Fh BE _L pe AE PEE (BTOpHaHle sa6orlepaHHq ) , 

ca 

. ‘ ea - ‘ane “oe 

— < 

* 着 > 

FETA RIE Hf eS aM A He EARS CHE BSA FE 
SA PRBYS, 在 远东 边区 , EG AS), Ree Hh Oy PE A 
AR WMI Me AK, FETA BE rE ER AFAR 
许多 地 区 ,目前 由 于 使 用 矶 来 预防 ,这 些 疾 病 正 在 大 大 减少 中 。 在 缺 
乏 亿 时 ， 可 看 到 其 特征 为 脚 骨 和 埃 骨 变形 的 禽类 的 地 方 性 腹 Ha 

| (oimemmueccnit neposakc)。 根 据 对 脱 腿 病 病 因 的 研究 ,有 意义 地 确 党 
THK HBSS ALES SINS TSE HST IES PERS Ba 

OW, BRAM A MIURA EA RR BIN. PEAS fal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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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Se Pa A SA TI A CS PE OE SB A A) BB 
PU AR AS tHE ALE, SE, FRI eRe), RS Ss 
RTE, ERED FERRE PRS SHIN , ICES) A Le ES SLAM 
ELNKS REARS FERRE A Ge Sil, BT DAYS RES A ES 

KFS PG Ws HO ER ES SR 2 BS 
48 T iy, KO FERFAIB EA PG OF PAS RBI SA EAR A FEE 
BEB HID, FEARS EE, BEA BOR AS 
He $2485 IESE FIER, 

EEMSIBAT, TELS EDR Oe SL ees 
一 种 元 素 的 。 猎 党 是 发 现 土壤 成 份 和 牧场 植物 体 成 份 的 配合 变化 
一 -两 种 ,三 种 或 好 多 种 化 学 元 素 同 时 诚 少 或 同时 增加 。 显 然 , 这 就 
使 得 对 动物 特有 的 地 方 性 微量 元 素 疾病 的 研究 、 对 这 些 疾 病 的 人 工 
繁殖 和 对 它们 发 和 过程 的 研究 大 大 地 复杂 化 了 。 
微量 元 素 丰 富 的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引起 了 人 们 很 大 的 兴趣 。 在 美 

国 硒 过 多 的 地 区 ,发 现 分 傣 有 大 性 的 "疾病 。 叫 这 种 疾病 的 有 马车 、 

猪 ， 家 禽 及 其 他 动物 。 角 硅 形成 中 代谢 的 破坏 应 当 认 为 是 这 种 疾病 

开交 的 特征 ,因而 可 发 现 毛 觅 沙 , 踊 生长 破坏 和 以 后 接着 腕 沙 。 在 剂 

检 死 音 时 发 现时 以 及 崩 、 有 牌 和 心 有 闪 的 变化 。 一 些 研 究 者 全 用 于 性 

Hh ASE DA Ae a SNS DU FESR EAS DIE IE 

培育 出 来 。 已 狂 确 定 ， 猪 比 咎 具有 对 硒 较 能 的 感应 性 。 在 含 硒 丰富 

的 土壤 上 长 出 来 的 植物 (小 麦 和 此 云 英 等 ) 对 动物 体 是 有 毒 的 。 应 当 

间 出 ,有 好 几 种 紫 云 英 ( 如 Astragalus bisulcatus, Astragalus ramosus) ) 

能 够 让 好 地 适应 于 含 硒 丰富 的 土壤 着 且 甚 至 它们 每 公斤 体重 中 硒 

的 集 积 量 达 1000 一 5560 22 克 (一 般 的 含量 狗 为 每 公斤 体重 含 3 毫 

克 ) 也 没有 显著 地 受害 。 
同时 ， 在 土壤 和 植物 体内 钥 的 含量 境 加 到 7 一 10 倍 的 组 区 也 是 “ 

大 家 所 熟知 的 。 在 这 样 的 地 区 发 现 牛 , 羊 的 一 些 疾病 (英国 - 案 梅 尔 
澳 特 和 其 他 地 区 ) 。 患 钼 过 多 症 的 特征 是 腹 注 和 毛色 改变 。 以 组 酸 “ 
POR RICE MENS ERR, TA LAER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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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A Asie, FE FA GRE SH I A REE SSE BEE FT 
MAB, POS IN (和 岛 克 兰 西 部 的 外 喀 尔 巴 卫 省 )， 按 照 6.T， 
«BIRR; (Herpeagko, 1950) 的 研究 ,发 现 动 物 有 患 慢性 血尿 症 的 。 

“上 及 特殊 疾 病 ( 氟 中 毒 ) 为 特征 的 霹 过 多 的 地 区 是 广泛 地 分 伤 着 的 。 最 
近 几 年 来 ，A. Tl. 稚 芋 格拉 多 夫 和 一 些 同 事 正在 研究 哈萨克 和 巴 什 

， 基 里 亚 苏 蕉 志 竺 会 主义 共和 国 含 牛 、 钙 及 其 他 元 素 丰 富 的 地 区 。 高 
洛 洛 波 夫 (Tororo6oe, 1952 ， 至 苏 瘟 牧 研究 所 ) 已 在 那里 发 现 了 也 可 

“能 与 这 些 地 区 争 过 多 有 关 的 一 些 疾 病 。 
Ae Py Hw ES KAGE OER, RH 

| RRB PCLT SES SZ ARS AGA, PPE EE ARS 
ABE AB) MCAFEE, MOLE ROBE ee EHS HRS CH 
方 性 非 倩 染 病 之 发 生 中 的 作用 的 观点 来 研究 这 种 疾病 ， 应 该 被 认为 
是 摊 在 生 牺 学 、 普 医学 和 医学 研究 机 关 及 治疗 机 关 面 前 的 极其 重要 
的 任务 。 在 进行 这 些 研究 时 ,必须 估计 到 微量 元 束 的 过 多 或 缺乏 可 能 
BMA, pilin, FE PURE SREY 
PPA, FCHETS T R26 Be Shy SR AA He ee 
Dl A BUG ERR REA BT 8 RES IS BE 

| ASHE , SAVER AAS RAPHE Hh Fl FE Tc SS A 
的 实 足 意义 的 ; AREA BLOR RAFAEL A os WRI SRE 5 A 
特殊 利用 有 关 。 例 如 ， 已 经 证 明 在 替 乱 弧 菌 灰分 内 含 浊 大量 的 矢 

ULC. A. PLB HES: (Boposux) Al B. B. BAUGH], EMEA 
BARE, EAE WEN SAARI WIES, | 

对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的 研究 ， 十 分 明显 地 诈 实 外 界 环 境 的 化 学 因 
FAA ARE ETE PB ALE 
在 研究 外 界 环 境 因 素 对 有 机 体 影响 的 问题 时 ,一 般 是 郑 虑 温度 ， 
光线 ;湿度 海拔, 蚀 养 等 条 件 ,而 对 地 质 化 学 因素 , 也 就 是 对 外 界 环 
卉 不 可 分 离 的 部 分 的 化 学 物质 与 微量 元 素 , 都 注意 得 不 链 。 目 前 , 当 
确定 了 微量 元 素 对 有 机 体 代谢 机 能 的 强 有 力 的 影响 的 时 候 ， 微 量 元 
素 在 改变 动 植物 的 本 性 中 的 作用 已 烃 成 为 很 明显 的 了 。 动 植物 体 一 



396 动 植物 生活 中 的 微量 元 素 

般 都 易于 对 过 转 环 境 中 微量 元 素 省 度 的 改变 起 反应 。 一 些 有 机 体能 
”人 和 良好 地 适应 于 地 质 化 学 因素 一 一 土壤 ,水 ,空气 中 微量 元 素 的 减少 
或 增加 ， 这 可 已 认为 是 确定 的 了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有 机 体 的 形态 一 般 
都 会 改变 ,甚至 可 以 产生 当地 的 新 形态 。 例 如 , ARMA, Hw 
的 蛇 教 石 变 种 很 可 能 是 在 纲 过 多 ， 钙 缺乏 和 可 能 是 在 钙 和 多 过 多 的 
影响 下 发 生 的 。 分 佑 在 哈 芯 克 斯 坦 北 部 的 争 生 易 地 质 化 学 区 的 互 形 
MR, HEME AMT RHEE AMMBEA, RRMA, 
都 是 很 有 意义 的 (也 .II 马 留 加 ，1950 年 )。 在 媒质 微量 元 素 的 影响 

下 ， 植 物 形态 的 变 机 可 以 达到 很 显著 的 程度 。 例 如 ， 在 美国 特征 为 
硒 过 多 的 地 区 紫 云 英 属 (Astragalus) 具 有 好 几 百 个 种 ， 其 中 一 些 种 胡 
现 出 对 硒 极 好 的 抗 性 。 只 有 在 含 硒 丰 富 的 土壤 才 可 过 到 的 那些 柴 云 
英 ， 是 大 家 所 知道 的 。 

所 有 这 些 ， 可 以 诈 明 植物 组 缕 内 个 别 答 量 元 素 的 含量 过 多 对 形 
态 形 成 过 程 都 会 具有 显著 的 影响 。 毫 急 疑 义 ,在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由 
于 在 一 定 微量 元 素 的 影响 下 有 机 体 代 谢 机 能 的 改变 ， 可 以 产生 植物 
的 新 形态 。 但 是 遗 憾 的 是 ， 我 们 没有 关于 这 些 地 区 的 动物 体 变 棱 的 
可 靠 的 和 材料。 然而 片断 的 观察 使 得 可 以 认为 ， 动 物体 适应 这 些 或 那 
些微 量 元 素 过 多 或 缺乏 的 过 程 可 引起 动物 体 机 能 上 和 形态 填 的 改 
变 。 但 是 ， 不 是 任何 的 动 植物 有 机 体 都 能 适应 于 媒质 微量 元 素 过 多 
或 缺乏 的 条 件 的 。 在 环境 中 过 多 或 缺乏 某 种 微量 元 素 时 》 发现 有 能 
引起 不 适应 的 动 植物 稻 灭 的 有 害 的 变化 。 

在 新 的 条 件 下 温 有 达到 动 植物 的 寺 居 化 的 极其 重要 的 原因 之 
--， 是 外 界 环 境 的 化 学 因素 的 影响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风土 性 疾病 颇 为 
普 到 。 及 时 地 办 别 出 周 不明 疾 因 的 这 些 疾病 的 原因 ， 在 植物 栽 著 业 
和 动物 伺 养 业 的 实践 中 是 会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的 。 

已 关 明 的 见 刨 使 得 能 驶 训 明 进化 过 程 与 生物 地 览 化 学 区 的 关 
Ke, RPA ERMA TREMOLO A BK SE 

» s 
由 于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的 问题 ， 又 产生 必须 考虑 微量 元 素 作 为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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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甸 料 因 素 的 问题 。 这 是 一 个 关于 集 积 有 一 定 微量 元 素 的 植 愧 体 及 
” 主 壤 与 动物 体 的 关系 的 重 矿 的 粽 合 性 问题 。 因 而 ， 在 研究 农 畜 营养 
问题 时 必须 考虑 到 微量 元 素 ， 已 是 十 分 明显 的 了 。 应 当 从 这 个 观点 

”上 引起 青 牧 学 家 们 对 微量 元 素 的 注意 。 必 须 使 各 畜牧 研究 所 和 农 裔 
，” 钼 养 研究 所 在 这 个 颌 域 中 更 有 计划 地 进行 工作 。 

确定 微量 元 素 在 农 冀 日 粮 中 的 最 高 和 最 低 的 含量 限度 ， 应 该 被 
， 况 为 是 当前 的 极其 重要 的 任务 。 这 些 问题 对 人 来 说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但 

”应 当 指 出 ,在 此 界 上 各 有 关 实 验 研 究 所 中 ,在 确定 白 家 鼠 食 料 日 粮 中 
。 微量 元 素 含 量 的 最 高 和 最 低 限 度 方 面 已 获得 了 极 大 的 成 果 。 

虽然 研究 动物 体 ( 其 中 包括 人 体 ) 对 微量 元 素 需要 的 情况 是 如 此 
不 能 合 人 满意 ， 然 而 对 许多 物质 已 能 够 指出 它们 在 食料 日 粮 中 含量 
的 大 概 的 画 夜 定额 。 例 如 ， 人 对 健 的 画 夜 需要 量 狗 为 120 微克 。 可 、 

。” 久 裔 为 ,在 一 定 的 适应 于 矶 缺乏 的 条 件 下 ,动物 体能 够 满足 于 显著 降 
。 禾 的 碘 的 画 夜 供应 量 。 但 是 如 果 碟 在 画 夜 食物 中 的 含量 降低 到 20 微 
WAT, RES HBL AR 

大 家 都 知道 ， 每 天 狗 有 2 ETE 6 SABE fils EE EA BIE 
的 需要 。 小 孩 对 这 种 元 素 需 要 的 定额 更 低 一 一 入 公斤 体重 每 天 需要 

‘ 0.12%, EBA FAN SH 6 一 12 SHAH, MEA 

， 农 冀 对 这 种 元 素 的 需要 ;每 公斤 于 章 的 含 钢 量 降低 到 2 一 -3 BEE, 
MORTARS RAE RIC RES SO, . 

AM SRM EEE EME, HEE SHRM At 
ile BLE BAR — 48-2 Fr EK EE 3.5 一 5.5 毫克 ,小 防 
6 i BE BE 0.1 一 0.2 BH, | 

AotW, Cie T EF Ba KEE, 虽然 我 们 还 没 
«CAMERA TE, A TR, Se A 2 一 3 Nas 
是 完 至 满足 羊 对 钴 的 需要 了 ( 即 在 羊 的 画 夜 日 粮 中 狗 含 上 毫克 的 

， 佑 )。 对 后 求 说 ,每 画 夜 狗 5 毫克 的 外 可 以 认为 是 画 夜 的 定额 。 人 对 
Shih BEA BOE HK, 但 是 很 明显 ,食物 中 缺乏 钴 时 会 
大 大 地 影响 到 人 体内 的 许多 作用 过 程 (造血 作用 \ 对 含 气 物质 的 消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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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等 )。 

在 余 夜 食料 日 粮 中 符 的 含量 按 每 公斤 体重 有 0.3 毫克 时 ， 很 可 
能 是 完 人 至 满足 于 动物 有 机 体 对 这 种 元 素 的 需要 了 。 

关于 其 他 元 素 还 了 解 得 很 少 ， 己 致 不 能 提出 或 多 或 少 可 靠 的 半 
料 。 

在 研究 人 或 性 冀 的 初生 儿 对 微量 元 素 的 釜 夜 需要 量 时 ， 作 为 自 
然 营养 流 的 乳 有 着 很 大 的 意义 ， 怨 应 当 含有 为 初生 见 正常 的 生命 活 
ARES MRE, CROCE, 和 急 里 面 含有 的 微量 元 素 达 25 
ALS, HEP MES HAY ES SG OO ESR, GR, OR ge 
GH O8 5k, 9%, Gh, OL GB BR, SE, (Ee, 
canna ae 
含量 限度 。 而 这 个 闻 题 无 疑 地 是 有 着 实践 意义 的 。 

FEAR WFO FL BTS es, Bene 
Ki, ESP BAT RHO, BR 
在 这 个 颌 域 中 进行 研究 的 必要 性 。 例 如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先 不 管 僻 料 
HEH SIE, In LATTES SS 0.3 毫克 被 认为 是 正常 含量 的 
话 , 那 未 在 初 乳 内 盆 的 含量 要 比 一 般 牛 乳 的 多 4 倍 。 但 是 应 当 指 出 ， 
不 同 的 学 者 的 资料 是 琴 为 不 一 致 的 。 

在 羊 第 二 画 夜 的 乳 内 外 的 含量 达到 最 高 限度 (2.5 一 5 微克 / 
百 克 )。 而 对 人 和 乳 来 讼 我 们 得 以 证 明了 其 他 一 些 规律 性 :在 思 乳 内 一 
般 我 们 都 没有 发 现 钻 ， 而 到 泌乳 期 第 作画 夜 时 钴 在 乞 内 的 含量 达到 
了 27 微克 / 百 克 。 

cceslietionapeppaiidecamnpes 
A ESFEDME AS 4 BIASES. WER Sie eee A Dae A EG 

tt 再 
代替 芒种 类 动物 的 自然 乳 时 ， 在 任何 情况 下 都 必须 考虑 到 初生 多 的 
合理 营养 这 个 问题 。 

我 们 已 从 计算 微量 元 素 在 动物 体内 含量 的 新 的 观点 提 到 了 关于 
动物 体 元 素 成 份 的 问题 。 这 使 得 我 们 为 组 积 库 的 学 襄 打 下 了 新 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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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 这 物 因 素 的 微量 元 夷 的 作用 底 于 题 上。 这 些 
问题 二 出 了 要 研究 包含 在 动 植物 体 成 份 中 的 微量 元 喧 有 机 化 合 物 的 

新 的 巨大 的 问题 。 对 微量 元 素 与 有 机 基质 的 化 合 物 的 研究 ， 进 步 得 

非常 父 慢 。 昌 然 对 这 个 颌 域 的 研究 在 廊 法 上 是 极其 困难 的 ， 然 而 目 
前 我 们 已 知道 有 许多 金属 元 素 很 容易 加 太 到 蛋白 物 奔 中 ， 着 把 一 些 
转 隆 ， 有 时 是 一 些 特 征 带 到 蛋白 物质 的 机 能 中 去 。 我 们 所 知道 的 含 
重金 属 的 呼吸 色素 有 : 含 铀 的 血 蓝 鹏 , SOA MLA, HE OLE 

自 ; 同 时 我 们 也 知道 有 下 列 含 铀 丰富 的 物质 :从 红血球 分 析出 的 血 铜 
ZEA PAST HASNT SHEA, 怨 分 析出 的 铜 蛋白 等 。 肝 和 条 血 球 中 
的 铜 蛋 自 化 合 物 , 以 及 铁 钢 核 蛋白 的 粽 合体 都 是 与 i ACRE HO HE 
AU EAL AS Be SEA, | 

RE Ee CP He Be A) tea, 1949, 1952), FE BR 

AB Tel BN USES CBRE BAS OS: AB ERS 4 60 一 100 
| E/E, TEAS BRS P40 fe TE / FF Ge Rb Ae AEG fh PRSS PHK 150 

a we Oe ee ee) ae Te 

一 200 38/3, FE PRIS 200 微克 / 百 克 。 同 时 我 们 也 已 
永明 血 秆 共有 摔 是 钴 蛋白 。 我 和 拉 也 欧 卡 (paeugka) 得 以 证 明 , 在 备 疆 

SEAR PI A SEIS AE OT nf ACS AE 40.2%, 
大 家 都 知道 , 在 宾 庄 血球 素 Cnaaornro6nr) 的 蛋白 成 份 中 以 及 在 

精 氨 酸 量 的 葡 成 份 中 都 含有 低 。 同 时 我 们 也 知道 甲状 腺 素 激素 内 合 
有 矶 ,很 可 能 这 是 砷 与 鳍 鱼肝油 (krprpeckoBoi neveb) 化 合 的 关系 。 
(RAD ARE RE, SEE TRAE (cuxoronuy) 的 蛋白 的 钥 成 部 分 ， 
可 能 , 多 一 般 常 与 蛋白 物质 化 合 。 同 时 在 磷脂 成 份 中 也 发 更 有 血 ， 
乱 是 碳酸 肝 酶 中 的 固定 组 成 部 分 (碳酸 计 酶 中 的 酶 含笑 0.335)。 
我 们 从 狗 胎盘 准 分 析出 的 统 色 蛋 自 ,其 中 含 铀 1400 微 克 / 百 克 、 钙 175 
ti $s, | FF BE AUS! 187 微克 / 百 克 。 

上 面 列 举 过 的 ,其 成 份 中 含有 微量 元 素 的 各 种 有 机 化 合 物 , 是 片 
， 断 偶然 的 资料 。 在 研究 动 植 物 起 源 体内 的 微量 元 素 有 机 化 合 物 方 

面 ， 作 的 还 是 很 少 。 首 先 弄 清楚 微量 元 卖 与 各 种 组 织 ARE ES ES 

一 定 的 化 学 部 分 的 关系 的 问题 ， 是 这 个 领域 中 当前 的 研究 在 务 。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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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这 个 问题 就 使 得 能 够 具体 的 拟 出 确定 徽 量 元 素 与 这 些 或 那些 状 
态 的 有 机 化 合 物 的 关系 的 方法 ， 而 这 也 就 是 新 的 所 域 一 微量 元 素 
生物 化 学 的 基础 。 应 当 提 一 提 ， 在 活 有 机 体 的 化 合 物 和 化 学 过 程 中 
起 不 稳定 作用 的 ， 很 久 以 前 就 已 认为 是 属于 金属 元 素 和 其 他 微量 元 

素 。 
关于 币 量 元 素 生 物 学 作用 的 问题 ， 应 当 训 为 是 微量 元 素 问题 中 

最 重要 的 问题 之 一 。 微 量 元 素 对 动物 体 机 能 的 影响 ， 已 引起 了 许多 
Ae PERE Re Fl He VARA TE EE, HAM RE =A I PER 
微量 元 素 对 生长 和 发 至 的 影响 ， 对 生殖 机 能 的 影响 ， 微 量 元 素 在 造 
血 作 用 中 的 作用 。 在 动物 生长 和 发 至 方面 已 确定 了 一 些微 量 元 素 的 
互 大 活动 性 。 在 食料 中 没有 他 或 他 的 含量 不 足 时 Ahi REM A 
命 ， 这 应 当 认 为 是 已 书证 实 了 的 。 在 这 种 动物 的 日 粮 中 台大 盆 时 就 

ona henna eg I eye, Bb Se, SIAM 
SEZHMM HERRERA EEA, Bie eee 

es IME R ERS 2S CE 6 —10 A) ANH FE AS RY OT BPEL ES A 

金 娜 (Eapxrha)]。 什 克 无 和 鲁 克 (CIUrpapyk) 对 家 鼻 也 获得 了 类 似 的 芋 
果 。 已 经 确定 , 锋 , 碘 和 其 他 微量 元 素 能 对 动物 寿命 发 生 影 响 。 任 和 
盆 一 样 能 在 动物 体 的 发 育 中 起 作用 。 已 纸 确 定 了 外 在 炉 羊 发 青 中 的 
(EH, EEE, Sh DRG, FREAKS EYE ere, 

， 正 如 已 指出 过 的 , ARTA ASPET A SRE TE, Dee A SA 
Ga, AUS CE TC SEAS HER T Bohs eR 

. 

AR SEAI AR Ik HLS TCHS HAR, AR 
AE, RRO PREM SBR OK RSE EE ， 
Iho LA ASRHIS, DRE SEIN FT ELVEN MROEIK Be IE, DAES 
LAE, RARAABRASEHM TS ARRAN RH 

PMASEM HEBER RMS, RAMEE 

著 , 这 是 一 个 极 有 意义 的 事实 。 

已 沟 查 明 ， 在 羊 的 食料 中 加 大 希 时 可 对 其 发 情 时 间 发 生 影响 。 

何如 ， 在 给 罗曼 请 夫 羊 加 仿 外 时 发 现 了 它们 1 AK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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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I EA Es: Callas te Re 7476, Ja ae 

58%) 4 Ili tae Be Hh 4 ET EAT 8) HE OR ATE, OG 

120 ABM ie RP EY, RAR SAAR BE AE , POR SEH Ae IT AS st Bee 

AREAS GRAMS TPIS 2425, SEPA HME, FRE RTS) 

AY AE Le FP FE AE A WR HE SP SEAR Dead iy ts ET Gite RT PE ee SS 

力 的 影响 。 

现在 已 有 人 指出 在 看 的 影响 下 怠速 雄 家 鼠 性 成 熟 的 可 能 性 。 已 

注意 观察 在 铀 的 影响 下 动物 精子 流动 性 的 提高 ， 及 观察 到 氟 在 精液 

中 的 显著 集中 。 

虽然 对 微量 元 素 与 动物 生长 、 发 育 和 繁殖 机 能 的 关系 的 报道 材 

料 , 是 如 此 没有 系统 的 叙述 , ATG AT EW: 微量 元 素 是 一 些 借 助 于 多 

”可 以 影响 动物 有 机 体 新 陈 代谢 和 用 改变 新 陈 代谢 的 方法 去 控制 动物 
ARV EAL EL 

Ap Ted By aS AS 5S JS Ph ek TC Be EE 1 A BLAS TE FR 

Fy es mE PS Sel FOR ARTE Eh, CREA TR, Si, Sal ATER 

Fev PA se eA, FEAL PN Sil Site A 1 

EA, SOREL Sl, Ef A C8 Se Ee i EAT 

我 将 不 谈 及 已 县 有 相当 久远 年 代 的 那些 研究 ， 而 只 限于 指出 在 
| 这 二 问题 的 女 献 中 积累 了 的 某 些 矛 慎 ， 以 及 指出 在 使 用 不 是 纯化 的 
， 而 是 含有 铜 和 其 他 物质 的 混合 物 的 兜 制 剂 来 治疗 贫血 症 时 的 良好 效 
时 的 获得 。 一 些 学 者 指出 ， 在 治疗 丛 血 症 时 在 人 然 夷 里 加 大 植物 灰分 

其 效果 最 大 ， 这 是 极其 有 意义 的 。 同 时 在 所 有 这 种 研究 的 灶 果 中 都 
没有 揭露 造血 作用 的 基本 因素 。 以 后 ， 在 已 列举 出 来 的 被 认为 在 千 
o. 
} 
. 
, 
i He 2 HP EAS Se ADRES TOME LIMA T BRIBE, MATE BE 

TU RETESERE, JPEG sf ALS BUT BRE REE LAN SS ES 

1 

. 

. 关系 。 

目前 可 以 这 样 考虑 : 血 儿 素 的 合成 也 与 含有 4.5.76 SHAME HR 

«Bi 在 肝 户 的 存在 有 关 。 这 种 钴 锥 生 素 是 在 烙 晶 状态 《和 攻 色 人 针 状 ) 下 

上 被 分 析出 来 的 〈 斯 密 特 Smith; 利 科 Riskes， 1948 )。 它 的 构造 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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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 ASKER IESE : 

4 CH,OH 
pases H 

aes 
了 

0 a7 7 \CH, 

P 
: | 

on SNNA 人 AH 

CazHseNsO4 5 oo 

+2CH; -CH-OH-CH, NH, 

FEV S & in FET SEE RMD DAB FH 1,000 , BE 

ERR, tH Aes BBP A Sa SEF D8 | ee VE LBB 

AS in &— SY RA AL ERA ALS ASS I, GHEE Bip 是 一 

eR ih DR , BELA FE SELENE OLE A Hd LAE 2—3 foe 

殉 的 钴 杀生 素 Bi* WORRIES ih. CRE, FEE REA 

羊 的 胁 内 希 有 着 很 高 的 含量 ， 而 在 人 胎儿 脾 内 钴 也 有 非常 高 的 合 量 

GA 450 (0328/8 bE) PA BSE). | 

fit B 70 HKG LE BPLAE AIK FBI , 应 该 组 成 生理 学 ,临床 

医学 和 兽医 学 的 新 的 重要 的 一 章 。 

微量 元 素 对 动物 体 新 陈 代谢 的 影响 在 很 久 以 前 就 引起 了 研究 者 

的 注意 。 但 在 开始 时 这 种 观察 不 是 以 考虑 各 种 微量 元 素 在 有 机 体 代 

谢 机 能 中 的 作用 为 基础 的 。 
我 们 理 在 来 研究 一 下 微量 元 索 的 代谢 问题 一 一 最 主要 的 是 试图 

褒 明 研究 做 量 元 素 代 谢 间 题 的 基本 方法 。 

天 部 分 过 多 的 微量 元 素 是 由 动物 体 和 妆 一 起 排出 ， 而 只 有 小 部 “ 
分 是 和 尿 一 起 排出 ,这 可 间 为 是 完 人 至 确定 了 的 。 

微量 元 素 在 血液 中 的 含量 ， 甚 至 在 缺乏 微量 元 素 的 条 件 下 也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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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以 得 到 调剂 ,这 是 一 种 极为 特殊 的 机 能 。 例 如 在 缺 笑 时 , 由 于 利用 狂 
PARTE, POL te PEERS A>, FEST tT 
以 看 到 同样 的 情况 。 应 当 指 出 ， 甚 至 在 长 期 缺 钢 和 人 钢 在 血浆 中 的 含 
ED 2026 的 情况 下 ,这 种 元 素 在 红血球 中 的 含量 也 没有 减少 。 因 
而 在 缺 鲍 和 缺 笑 的 试验 中 ， 就 确定 了 粗 纪 库 在 调剂 铜 和 钙 的 代谢 中 _ 
的 重要 作用 。 

大 们 已 沟 进 行 过 对 微量 元 素 在 血液 竹 缕 内 的 含量 按 年 龄 而 改 
变 的 观察 。 已 经 发 现 ,从 在 初生 儿 和 老年 人 的 血液 内 含量 较 高 , 铀 在 
READE RON See, FEN, RRA eee 
RE PHILA OARN SRM, BOLI ROHR RK 
2S, WESC TL ERIK I AE Gi BA LRAT YE J 

在 文献 中 已 积累 了 一 些 关 于 微量 元 素 与 各 种 代谢 形态 的 关系 的 
PE. ERE TRUER RATE. 欠 动物 有 机 体 RA SEM 
iy Aaa TE MERE MESES ASHE OL 都 会 引起 血液 中 糖 含量 
的 降低 ， 和 引起 糖 原 合 成 的 加 强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盆 是 作为 刺激 副 交 
威 神 帮 因 子 发 生 作 用 。 可 以 设想 ， 外 也 可 以 对 酷 类 代谢 发 生 影响 。 
以 天 小 量 的 钴 素 可 引起 血糖 过 少 ， 而 夫 加 钴 素 的 办 大 量 则 会 引起 血 
糖 过 允 和 血压 降低 。 已 经 坏 明 ， 岗 素 可 以 抑制 血糖 过 多 的 发 展 和 加 
强 糖 原 的 合成 作用 ,以 及 减少 糖尿 。 可 以 推测 出 , $k, hE 
于 植物 性 神 沟 系统 去 实现 其 对 酶 类 代谢 和 对 上 肝 蔡 合 机 能 的 影响 的 。 

M. H. 十 修 基 赫 (CBcakrx，1950) 在 我 们 的 实验 室 里 已 证明 ,获得 

钴 素 的 羊 的 尿 里 的 碳 与 氨 的 比例 要 比 对 照 羊 的 尿 的 高 。 这 是 由 于 在 
钴 的 影响 下 基础 代谢 的 加 强 和 所 的 更 良好 的 同化 作用 的 Me CRE 
猴 加 强 和 氮 在 动物 体内 停滞 )。 在 羊 的 日 粮 中 I A SESE 羊 的 基础 
代谢 比 对 照 羊 的 加 强 18%。 应 该 指出 ,在 纸 踢 的 影响 下 , IE-S SEEM AS 
:作用 相反 ， 可 以 加 强 动物 尿 液 中 总 氮 量 和 尿素 的 排泄 。 同 时 这 些 观 
Reuse, RASS IHD) OE RTE Ee i. FESR 

响 下 动物 体内 氮 素 同化 作用 的 增强 ， 可 引起 肌肉 蛋白 合成 作用 的 加 
强 ; 而 在 饮料 中 获得 钴 素 荔 假 的 动物 其 增 重 量 的 提高 ,主要 是 以 此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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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先决 条 件 的 ( 科 无 里 斯 基 )。 
- ”在 锰 的 影响 下 氧化 物 可 在 动物 体内 停 洲 和 骨 组 身 内 的 代谢 作用 
会 被 破坏 。 倘 对 磷 代 谢 作 用 ,对 钢 和 砷 与 氧化 过 程 的 关 和 柔 ,对 砷 与 核 
素 代 谢 的 关系 ,对 省 与 普 林 代 谢 的 关系 , 对 售 与 酷 类 代谢 的 关系 和 对 “ 
令 与 肝 合 成 马 尿酸 的 关系 等 等 ;都 可 以 发 生 影响 

最 近期 间 全 不止 一 次 的 尝试 过 借助 于 示 踪 原子 去 研究 微量 元 素 
的 代谢 ,然而 这 些 研 究 和 不 足以 充实 关于 微量 元 素 代谢 的 报道 材料 。 
但 是 已 能 够 指出 放射 性 钴 (COe ) 与 普通 钻 在 平衡 中 不 一 致 的 现象 。 
已 沟 确 定 , 通 过 口腔 进入 动物 体 的 放射 性 钴 大 部 分 (8020) 都 由 姜 排 “ 
泄 出 来 ,而 小 部 分 (10%5) 划 由 尿 排泄 出 来 。 根 据 我 们 实 欢 室 的 观察 ，， 
在 同样 的 条 件 下 善 通 钴 大 都 停 汪 在 动物 体内 。 示 踪 钴 和 普通 钴 平衡 “ 
试验 的 这 种 比较 ,使 能 提出 这 样 的 见解 :动物 体 的 硼 巷 不 是 同等 地 对 “ 
待人 工 放射 性 钴 和 非 放 射 性 钴 的 。 使 用 不 同 的 人 工 放 射 性 元 素来 研 
完 这 些 元 素 ， 灶 果 基本 上 刘 实 了 从 前 已 知道 的 关于 这 些 元 素 在 狂 纵 
闫 中 的 分 做 和 关于 其 排出 的 途径 的 事实 。 

所 列举 的 查 料 虽然 不 是 详尽 钴 得 的 ， 但 是 仍 可 清楚 地 及 明 微量 
元 素 : sal Hee 微量 元 素 对 新 陈 代 谢 、 生长 ” 
发 育 , 繁 殖 机 能 和 造 而 作用 的 影响 等 等 。 

可 以 5s, pacawomuscpasen ne 
SAM KKK. IR, METRE 
EC BES SE A ORS, THE NLS SE, EF 
HP HTH FH ie BH AE FES ES HH TOS EEE, ESC 
Ti i VE ARE EAE 2 PES AA EAR IE BAY : 

微量 元 素 与 共生 素 的 关系 ,差不多 在 20 年 前 就 已 推测 过 。 放 多 ， 
研究 者 指出 了 共生 素 Bi 的 机 能 对 盆 素 的 依 提 性 , EP RS A 
Bi 含量 的 平行 现象 。 借 助 于 邹 素 已 达到 了 消除 铺子 共生 素 Bi 缺 
乏 症 的 征 候 , 着 可 延长 其 寿命 期 至 2 一 3 倍 。 很 明显 , 在 动 驳 体 利 | 
蕉 生 素 Bi 时 他 是 起 着 催化 剂 的 作用 的 。 

fii SME ME SE C 合成 的 作用 ， £2 | TRESS aT IR a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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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 。 

下 讲 库 罗 夫 (Baaorypos) 已 确定 ,在 约 的 影响 下 可 以 加 强 觅 氨 搞 
Fees REE, 
SEE, SESE RETA EBD BEE BME EEE 

PEE Te SEMANA, HER, PAAR HS 
DAL D HPMARHMBM ARH, ERT, 碘 对 
PARE b eA RMEE SE A REI, RMS, BPE 

HES Bix 的 固定 组 成 部 分 ,所 以 它 可 作为 抗 坏 血 因 子 发 生 作用 。 
所 提出 的 关于 微量 元 素 与 礁 生 素 的 关系 的 简短 的 报道 材料 使 得 
可 以 认为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可 以 看 到 微量 元 素 的 作用 与 某 些 一 定 的 蕉 
符 素 的 作用 相似 ， 在 另 一 些 情况 下 可 以 确定 锥 生 素 的 成 份 中 存在 着 
微量 元 素 ; 其 次 可 以 认为 微量 元 素 对 一 些 蕉 生 素 合 成 作用 的 影响 是 
已 轰 查 明了 的 。 各 种 微量 元 素 与 一 些 礁 生 素 的 机 能 的 关系 ， 已 引起 
了 人 们 的 注意 。 

微量 元 素 与 激素 的 关系 ,也 和 微量 元 素 与 礁 生 素 的 关系 一 样 , 可 
到 训 为 是 被 确定 的 了 。 鸭 M. H. 什 科 里 尼克 的 研究 千 果 就 明 (1938)， 
王 和 纱 可 减轻 患 糖尿 病 的 狗 的 血糖 过 多 ,以 及 钢 呵 可 减轻 展 上 腺 素 
mp, HITE (FanoBckrmz) 根 据 他 所 进行 的 对 肾上腺 素 血 

糖 过 多 的 试验 和 在 这 个 时 候 铀 对 动物 体 的 作用 的 试验 ,已 作出 了 千 
论 闹 铀 是 崩 上 腺 素 作用 的 表现 所 必需 的 元 素 。 在 同时 给 动物 体检 丰 
登 素 时 可 加 强 胰 饲 素 的 血糖 缺乏 效果 ,这 种 指示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由 
手 从 前 已 指出 父 在 胰腺 内 的 含量 颇 允 以 及 这 种 金属 元 素 与 胰岛 素 自 
的 化合 的 可 能 性 ,所 以 上 述 的 那些 痊 料 已 引起 研究 者 的 注意 。 信 有 过 
一 种 见解 说 , 千 晶 胰 岛 素 能 够 与 许多 元 素 ( 笑 、 外 , 锦 、 售 ) 化 合 。 胰 岛 
See BREW (MerarronpHsBomHEIe HHCYJIHHEI) 的 获得 及 对 其 活动 

性 的 研究 乃 是 这 个 镇 域 中 当前 的 任务 。 
在 女 献 中 已 积 昧 的 关于 胰岛 素 金 属 化 合 物 的 矛盾 必须 获 得 解 

Rh MRAM, BRE SAMS RAMS RYE AMS 
BAY 100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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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H Ee THEEANABREHSE, AMS SR 
7B PY BB FE SEE RASTA I ee 40 一 50 倍 。 

在 甲状 腺 激素 一 一 甲状 腺 素 一 一 方面 ,大 家 都 知道 其 成 份 中 含 
有 碘 , 以 及 在 甲状 腺 机 能 亢进 时 毛 可 能 会 减弱 甲状 腺 素 的 作用 ;而 冲 ， 
可 以 压制 甲状 腺 的 机 能 。 同 时 已 沟 确 定 : 钙 , 铀 ,人 锰 和 诈 可 以 减轻 朝 
上 腺 素 血 糖 过 多 , 氯 可 以 加 强 展 上 腺 素 血 糖 过 多 ,而 钴 , 夏 和 确 则 对 
它 不 发 生 影响 。 铜 , 锰 、 钙 , 碘 和 确 可 加 强 动物 体 对 胰 饲 素 的 感应 性 。 
毛 可 以 减弱 胰岛 素 的 作用 。 

已 积累 的 关于 微量 元 素 与 激素 的 关系 的 实 恰 郑 料 指出 这 些 物质 
对 内 分 泌 腺 的 正常 机 能 所 必需 ,以 及 微量 元 素 对 激素 活动 性 的 无 可 
置疑 的 影响 。 

由 于 时 常 屋 现 微量 元 素 在 内 分 泌 腺 内 的 集中 ， 所 以 产生 了 微量 
元 素 有 可 能 参加 激素 合成 作用 的 于 题 。 所 进行 的 研究 为 用 微量 元 素 ， 
输 大 有 机 体 的 方法 以 调整 激素 的 作用 开辟 了 远景 。 

在 数 十 年 内 ,已 积累 了 关于 金属 对 酷 的 作用 的 大 量 资料 。 
正如 大 家 所 知道 的 ,在 晤 分 子 的 成 份 中 含有 蛋白 物质 (蛋白 携带 ， 

体 )。 已 经 确定 , 带 有 瞪 人 金属、 瞪 土 金属 或 重金 属 的 蛋白 可 借助 于 酸 ， 
的 分 类 而 形成 各 种 路 类 ,以 及 用 NHs、CONH 根 中 及 其 杂 环 (咪唑 ,\ 陛 ， 
咯 ,局 | 骂 ) 中 氮 的 副 价 形成 各 种 粽 合体 。 有 人 认为 这 样 的 蛋白 化 合 物 ， 
不 是 特殊 的 ; 但 是 ;用 人 工 方法 获得 的 对 一 闪 比 学 作 关 和 了 特殊 
活动 性 的 明 爵 铜 化合 物 却 可 推翻 这 千 论 。 而 在 栈 内 蛋白 是 与 活性 | 
人 的， 在 下 和 和 分 
能 改 生 特殊 的 作用 (例如 ， 银 可 抑制 蔗糖 酶 的 作用 )。 而 如 果 使 这 | 

那 未 芒 糖 酷 的 活动 性 则 双 可 以 恢复 。 
已 沟 确 定 , 酶 有 着 两 类 在 与 金属 化 合 的 特性 上 不 同 的 主要 的 族 。 

在 第 一 族 中 ,金属 与 酶 的 化 合 是 极其 稳固 的 。 属 于 这 种 酶 的 ,有 含 铀 
的 多 酌 氧 化 畴 和 含笑 的 碳酸 梧 酶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金属 与 酶 的 蛋白 牺 ， 
质 化 合 得 极其 稳固 ， 即 使 借助 于 可 与 金属 一 起 形成 稳 辕 和 特殊 的 代 
合 物 的 试剂 也 不 能 把 这 些 金属 从 此 的 蛋白 携带 体 中 分 离开 来 。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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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 于 难 离 解 的 含笑 酶 。 第 二 族 酶 的 特征 为 含有 与 蛋白 携 蓄 体 化 合 
BABAMT BROS, BPX — why, ARM, HAN MRE 
ACG HANG, Pe MARLO, CEJ SL IRS OT ET DE 
GE IE SE NE MG BRIE Sa EAE ARE Eb BS IF, FERS AE APS 
FRG VAIR EAE WT DUES REC, BE, 肽 酶 中 分 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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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BZ AY BG SESE See BES 4 Hl; Til ee RIT Hy IL BT BEBE 
$k 2h. MMH, TORS TSA RES A 
固定 金属 的 一 个 类 型 中 的 一 种 酶 ， 而 是 以 含有 各 种 金属 为 特征 的 一 
夺 类 型 的 整 族 酶 ， 这 是 极 有 可 能 的 。 例 如 , 羚 酶 显然 能 处 在 与 录 、 炙 ， 
或 钻 的 化 合 状态 中 ,而 精 氮 酸 罗 能 处 在 与 侍 或 馈 的 化 合 状态 中 , 烯 醇 
化 酶 能 处 在 与 亿 \ 级 或 锋 的 化 合 状态 中 , 肽 酶 能 处 在 与 钴 , 铁 、 锋 、 钙 ， 
炙 或 经 的 化 合 状态 中 ,磷酸 酶 能 处 在 与 侯 、 镁 、 钻 、 镍 或 铁 的 化 合 状 态 
审 。 一 个 类型 的 以 金属 来 区 分 的 这 样 的 史 族 称 之 为 等 力 酶 [ 罗 什 ， 
(Roche), 1946], SB EMAM ARE ELLE TORS, 
WES 6 GIB Se 5S ET ZED , FY SE Hh 
AME, SHWE EE ASSESS AAR 
中 当前 的 研究 任务 。 

一 些 学 者 借助 于 金属 查 出 了 一 些 存在 于 生物 体 的 物质 中 而 着 不 
表现 活动 性 的 酶 。 例 如 ， 在 背 子 的 肝 和 肌肉 内 以 及 在 自 肝 内 一 般 不 
能 发 现 精 氮 酸 酶 。 而 在 栓 大 经 时 则 表现 出 对 精 氨 酸 的 特殊 作用 。 借 
DF SRT DA ERE RATS AE AE 
BRED), FB eT FL FO BH 
RMT WKS TE TE. 

Wi RHO ARTEL, TRE 〈 其 中 包括 微量 元 
素 ) 在 畏 机 能 中 的 巨大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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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理 学 和 生 胸 化 学 面前 已 产生 了 与 天明 微量 元 素 在 动物 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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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动 植物 体内 是 偶然 的 温 合 物 ， 因 而 便 拒 超过 系统 地 去 研究 微量 元 
素 的 生物 学 作用 。 目 前 已 证明 ,对 钴 , 锰 、 钥 及 其 他 微量 元 素 的 生物 
学 和 生 带 学 的 研究 有 着 很 大 的 国民 烃 济 意 义 。 

同时 ,必须 竺 给 出 微量 元 素 在 苏联 不 同 地 区 的 分 佑 团 , 确 定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和 研究 由 于 遇 园 环境 微量 元 素 缺 乏 或 过 多 所 引起 的 必 主 
性 疾病 , 找 出 落 疗 风土 性 非 传 染病 的 合理 方法 。 
当前 的 任务 ， 是 烷 合 的 和 有 系统 的 去 研究 徽 量 元 素 的 生物 学 作 

用 。 狙 生 粽 合 性 的 植物 芒 培 和 动物 伺 养 的 符 殊 试验 站 以 便 对 微量 元 
素 在 土壤 和 植物 体内 的 罗 性 ,对 土壤 的 微量 元 素 肥 料 , 对 作为 农 青 营 ， 
养 因 素 的 微量 元 素 的 作用 ,进行 长 期 而 经 党 的 观察 ,这 是 能 够 使 得 在 
微量 元 素 生物 学 作用 的 领域 中 获得 成 就 的 。 

植物 和 栽 培 和 动物 蚀 养 的 专 站 机关 以 及 生物 学 、 兽 本 学 和 国学 和 
研究 所 ,应 当 有 出 划 地 从 事 于 微量 元 素 问 题 的 研究 。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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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的 呼吁 着 没有 得 到 响应 。 
在 俯 大 的 社会 主义 十 月 革命 以 后 ， 在 苏联 芒 守 前 未 有 的 夫 模 进 

行 着 甲状 腺 厦 的 研究 工作 。 地 方 性 甲状 腺 是 在 月 前 正 被 放 在 有 机 原 
与 环境 统一 问题 的 研究 颌 域 中 进行 群 壮 的 研讨 ， 因 此 对 这 种 疾病 就 ， 
开展 了 全 面 的 研究 

次 腺 嘎 的 防治 ， 是 以 至 面 地 研究 其 分 伪 地 区 所 存在 的 各 种 条 
件 和 研究 人 体 患 甲状 腺 胜 的 最 重要 的 玫 现 为 依据 的 。 本 

马克 山里 松 (Magk Kepprcoa) $e Hiit AAR IMs BS Sy 
BAM, TER SM, Ee An 生生 
FETE IRA SE SP ae Ko 

1930 年 ,创立 了 地 方 性 甲状 腺 胜 病 因 学 和 病 之 发生 的 原理 ,着 要 
据 这 一 原理 确定 了 抗 甲状 腺 胜 的 斗 律 的 方向 。 

为 了 大 证 这 一 原理 的 正确 性， 委 钥 织 了 一 个 综合 考察 队 。 在 者 
察 据 点 之 一 ,用 矿 和 其 他 方法 对 甲状 腺 腹 进 行 了 防治 工 作 。 

我 们 考察 队 的 工作 ,特别 是 对 甲状 腺 用 患者 的 外 科 手 术 , 答 予 了 
从 前 不 懂得 甲状 腺 用 治疗 方法 的 山谷 地 区 居民 以 很 大 的 帮助 。 在 炳 
里 奇 克 城 全 建立 了 甲状 腺 胜 防 治 武 验 站 ， 现 在 已 改 为 抗 甲状 腺 胜 防 时 
治 所 。 由 于 这 一 工作 有 了 轻 验 ， 在 卡巴 尔 德 用 普 识 预防 的 方法 租 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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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甲状 腺 腹 的 有 效 防治 工作 。 
现在 ， 正 研究 着 地 方 性 甲状 腺 胜 的 发 展 规律 。 为 了 正确 地 理解 

其 发 展 规律 ,必须 首先 了 解 碘 在 自然 界 中 的 循环 和 分 佑 , 了解 碘 在 甲 
状 腺 生理 学 中 的 作用 。 
FEAT, A. 可 . 蕉 讲 格 拉 多 夫 和 他 的 同事 的 工作 是 

特别 有 价值 的 。 他 们 也 和 我 们 其 他 考察 队 的 参加 者 一 样 ， 确 定 了 存 

在 里 状 腺 腹地 方 病 的 各 个 地 区 的 水 、 土 壤 和 食物 中 的 碘 是 不 足 的 。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条 件 下 ,人 体 对 碘 的 画 夜 需要 量 是 不 能 满足 的 。 

关于 碘 在 甲状 腺 生理 学 中 的 作用 这 方面 ， 现 在 已 有 许多 我 国 和 

外 国 科 学 家 的 著作 ,例如 甲状 腺 素 激素 的 合成 , 示 踪 碘 在 有 机 体内 的 
循环 等 著作 。 

根据 文献 列 料 ,在 公牛 的 1000 FERIA TS MADEN 

膝 所 含 的 碘 的 1600 们 ;而 为 它 的 肝 所 含 的 碘 的 3000 FF. 

在 大 的 每 100 FoF ARUN Sok 56 毫克 ,或 更 多 一 些 (例如 ， 
在 冰 饲 大 的 每 100 克 甲 状 腺 内 仿 碘 达 83 训 克 )。 在 放牧 于 濒 海 放 牧 
场 的 性 畜 ( 如 稿 羊 ) 其 甲状 腺 内 碟 的 含量 达 1%。 

已 轰 确 定 了 , 甲状 腺 素 激素 含有 碘 65.3%。 但 是 , 碘 是 包含 在 一 
些 于 甲状 腺 内 形成 的 间 质 化 合 物 的 成 份 中 ， 而 这 些 间 质 化 合 物 是 依 
靠 在 血液 内 循环 的 外 来 矿物 碘 和 有 机 厂 所 形成 的 。 

如 果 大 的 甲状 腺 因 某 种 原因 被 完全 去 掉 ， 莽 因此 使 有 机 体 失 
去 甲 状 腺 素 激 素 的 话 ， 那 末 用 甲状 腺 碘 质 代 符 激素 疗法 可 防止 股 垂 
现象 。 而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当 确 定 有 机 体 需 要 的 激素 制剂 用 量 时 ， 首 先 
要 确定 甲状 腺 所 产生 的 甲状 腺 素 画 夜 量 ， 其 次 要 确定 为 碘 画 夜 产物 

所 需 的 碘 量 。 对 扰 甲 状 腺 者 的 甲状 腺 碘 质 替补 疗法 表明 ， 成 年 人 的 

甲状 腺 在 3 画 夜 内 狗 产生 | SS ASR, WISE A nek i 
的 甲状 腺 素 每 画 夜 最 少 需要 0.65 训 克 的 磺 , 或 200 当 量 多 一 些 的 础 。 
在 计算 食物 中 所 消耗 的 碘 的 画 夜 量 时 ， 确 定 了 大 狗 消 耗 相 同 数 量 

《100 一 200 当 量 ) 的 厂 。 

每 画 认 在 尿 液 中 是 排出 相应 数量 (100 一 200 当量 ) 的 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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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研究 眼 在 有 机 体内 的 循环 的 新 方法 ， 已 揭 改 了 甲 次 腺 生理 
学 中 的 许多 现象 。 许 多 学 者 正在 研究 甲状 腺 储存 和 果 积 示 踪 厂 的 现 
RR. : 

在 正常 情况 下 , FURIE AE Fl FH44950.26 Bei ACS LRA FE 
a iA BRACE IE BALI 88 AD AL, Bilin, FE PRA EAR 
DOCS TT HE ES FEAR I Ey CFI BC: AR ESP BP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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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的 或 稍 高 的 ， 而 在 后 一 种 情况 下 磺 在 尿 液 内 的 排泄 基 是 较 低 的 。 
不 容 置 疑 ,甲状腺 的 这 种 反应 是 在 神 轻 系统 的 调节 参 允 下 进行 的 。 

研究 甲状 腺 胜 的 分 伪 的 试验 表明 ， 虽 然 在 自然 界 中 碘 不 足 的 条 
件 下 进 大 有 机 体 的 碘 量 很 少 ， 但 不 管 地 方 病 的 严重 程度 如 何 而 天 部 

当量 或 更 低 一 些 ,然而 似乎 仍然 可 产生 必需 数量 的 甲状 腺 素 ”显然 
在 有 机 体内 是 具有 一 定 的 铀 节 补 近 机构， 因此 人 体 护 然 是 健康 的 四 
EBAY BETH PE LL EF Ae 污 条 件 同时 起 着 巨大 的 作用 ,大 体能 特 
Pe WEI RR A EARLE Fi 

HES, HMI FA EES FALE WRU Ind SEE T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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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我 们 能 知道 , 当 受 传染 -毒素 的 影响 而 使 植物 性 种 故 系统 有 形态 学 
E 的 雪 化 时 ， 在 研 不 足 的 情况 下 会 提高 地 方 狂 甲状 腺 呈 的 发 病 达 。 
同时 有 根据 认为 : 在 不 同 地 理 条 件 下 经 世 赴 代 代 已 在 居民 中 确立 了 
其 对 磺 的 需要 水 平 ， 因 此 进 太 有 机 体 的 对 一 个 地 区 的 居民 是 充足 的 
磺 定 额 可 能 对 另 一 个 地 区 的 人 是 不 足 的 。 在 居民 迁徙 时 应 该 考虑 到 
上 还 情况 ,我 们 可 以 从 研究 甲状 腺 腹地 方 病 的 试验 中 了 解 到 这 一 点 。 
但 是 , 生活 水 平 合 高 和 传染 -毒素 的 因素 所 引起 的 不 息影 响 悚 小, 或 
可 降低 有 机 体 对 矶 的 利用 的 和 可 改变 神 痉 系统 的 营养 机 能 的 化 学 因 
素 和 和 馆 食 因素 所 引起 的 不 良 影响 司 小 ， 则 可 以 保 话 甲状腺 和 整个 有 

栅 体 的 正常 机 能 及 正常 状态 的 碘 进 入 有 机 体 的 数量 亦 登 大 。 
最 后 ,除了 而 以 游 离 矿物 碘 形 态 在 有 机 体内 循环 以 外 ,有 机 碘 化 

物 (特别 是 十 分 特殊 地 影响 着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 狂 线 分 化 、 神 猎 系 统 机 
能 、 同 化 作用 和 机 化 作用 的 甲状 腺 素 激素 ) 在 有 机 体内 起 着 巨大 的 ， 
诗 要 的 作用 。 人 得 是 甲状 腺 素 本 身 的 作用 也 会 随和 神 狼 系统 的 条 件 和 绸 
节 作 用 而 有 所 改变 。 | 

ARAL SE FA AR WGA BE 5 SIZES TT AERA, PEGE EAE 
Ab VISE AT RCE, ASSES Re 209 
ZS, FA ARIAL EI Pe Fry 2 BEA AR ALB TCE Se UR LB 
TE Hi Xp PEEL AE (4 BE AL AGS _ LU SEAGATE E, | PR 
胜 的 所 有 这 些 特点 ,显然 , PSE DOE PE EMR, 尤其 是 决 
定 于 遗 受 到 各 种 媒质 因素 影响 (心理 作用 一 - 抑 带 或 刺激 的 生 活 条 
件 , 遗 受 疾病 影响 ,毒素 影响 . 馆 食 影响 和 许多 其 全 的 影响 ) 的 神 轻 系 
统 的 效 况 。 应 当 指 出 ， 在 患 甲 状 腺 且 而 变性 的 时 状 腺 钥 线 内 利用 碘 
的 生理 学 过 程 和 甲状 腺 素 的 形成 都 要 潮 到 严重 破坏 。 

关于 硬 在 甲状 有 生 理学 中 的 作用 的 这 些 资料 指明 : 使 用 生理 学 
上 所 必需 的 磺 量 来 预防 甲状 腺 胜 ， 而 使 用 较 高 的 胡 量 来 治疗 甲状 腺 
WEE SE GE AAT LH Ky, USS LE iE ay ED HERES OE TE Ee TEAS 
fies FEAR WIE, LE AR HALE Se OF SH I Be 4 ID DE EF 
Fe AR WGA IEA IGTT , CERIN OTE FAR WEE OH a El Fa 7°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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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大 的 效果 。 
使 用 扩散 性 制剂 治疗 ， 多 中 是 在 弥 慢 性 甲状 腺 腹 境 生 早期 隆 会 

发 生效 果 的 。 糙 节 型 甲状 腺 腹 通 常 都 应 当 进 行 外 科 性 沙 疗 。 
fi WIFE SUL 10 克 的 矶 平衡 食 奋 ,对 甲状 腺 腹地 方 病 

地 区 的 所 有 居民 进行 预防 性 的 碘 符 衡 ， 在 抗 甲状 腺 用 的 斗 健 中 有 着 
重要 的 作用 。 在 我 们 苏联 就 是 采用 矶 化 钾 的 这 种 标准 的 。 但 是 在 美 

国 自 1941 年 起 就 建议 使 用 更 大 量 的 碳化 物 ， 即 : ene wR 
100 克 。 这 种 大 大 超过 对 碘 的 画 共 需 要 量 ,看 求 不 会 引起 任何 危险 的 
后 果 ， 矶 化 物 的 这 种 用 量 大 狗 更 适合 于 涉 海 地 区 治 岸 地 带 居 民 对 丰 
的 画 夜 消耗 。 碘 预防 用 量 一 一 这 就 是 生理 学 上 的 、 能 保证 有 桃 体 应 
有 的 代谢 过 程 以 及 保证 内 分 泌 腺 和 往 绝 系统 的 机 能 的 用 量 。 

根据 上 这 情况 可 以 看 出 , 在 甲状 腺 腹 的 防治 中 ,不 仅 是 磺 、 而 且 
居民 的 生活 物质 家 利和 生生 保健 条 件 也 都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在 用 磺 “ 
和 甲状 肿 夸 质 及 用 外 科 手 术 进 行 治 疗 的 情况 下 ， 当 估计 抗 甲状 腺 是 
的 效果 时 ,特别 应 该 考虑 到 上 和 壕 的 这 些 最 重要 的 因素 。 

应 该 指出 ， 作 者 在 至 苏 实 积 内 分 泌 学 研究 所 研究 出 的 牙科 性 二 ， 
涉 法 ， 在 治疗 地 方 性 车 节 型 甲状 腺 用 而 甲状 腺 底 基 动 版 不 加 糊 辟 的 “ 
情况 下 ， 能 保证 在 排除 甲状 腺 用 的 糙 节 后 所 留 下 的 没有 变化 的 或 变 
化 很 少 的 腺 狂 线 的 营养 和 神经 的 分 佑 。 甚 至 在 施行 手术 前 发 现 患 者 。 
有 甲状 腺 机 能 迟钝 现象 的 情况 下 ， 上 上述 方 法 也 能 保证 里 状 腺 正 党 的“ 
奉 理 学 机 能 。 同 时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不 仅 消 除 可 以 形成 里 状 腺 用 培养 物 
的 ,包围 着 甲状 腺 是 精 节 的 甲状 腺 狂 臧 的 挤 压 具有 作用 ,而 一 定 的 再 
生 过 程 也 是 有 作用 的 。 按 照 一 般 的 方法 使 用 抗 甲状 腺 用 的 碘 预 防 ; 
可 以 有 效 地 防止 甲状 腺 用 的 再 发 。 施 行 手 术 后 的 死亡 率 ， 我 们 几乎 。 
把 它 减 少 到 堵 了 。 基 至 在 明显 的 矮 呆 病 的 情况 下 ， 也 采取 过 施行 手 “ 
术 的 方法 。 已 达到 的 成 缚 是 表现 在 减轻 甲状 腺 机 能 迟 鱼 、 消 除 其 他 
病征 方面 ,着 且 由 于 使 用 甲状 腺 碘 硅 补充 治疗 ,患者 已 成 为 能 链 从 事 
劳动 的 人 了 (图 1 和 图 2 )。 i: a 

bi BR Eo RRA OE, BP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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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2 PAY SRG NORE Ae RT PARE 2 个 月 后 的 
7s fi (195048 5 A) 照片 (1950 年 7 月 ) 

杂 ， 其 计算 方法 为 对 成 年 人 每 人 每 通 一 次 在 公共 食堂 中 用 碘化钾 1 

who : 

Feb LFA aN EE a AS A ER, TR 

SEF, Ved eb BORE TOE Oy Ry EE A 
FPA Rin, B-RiP¥PE. RENEE hse 

SO SiS Fe FILS LS EA, POR IRRAR  R 

这 种 事实 诈 明 ， 在 有 甲状 腺 腹地 方 病 的 地 区 使 用 含 碘 肥料 是 很 合理 

的 ,因为 这 不 仅 可 以 预防 人 的 甲状 腺 腹 病 ,而 且 也 可 以 预防 性 青 的 甲 

状 腺 腹 病 。 邮 时 有 必要 借助 于 把 矶 平衡 晤 混 大 牲畜 食料 的 方法 来 进 

行 碘 预 防 ,这 对 预防 扰 论 是 人 或 动物 的 PORWR IE AE A 作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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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在 人 体内 的 生理 学 作用 ， 主 要 是 取决 于 这 种 元 素 对 四 状 腺 素 

激素 合成 的 参加 。 | 

HARARE DL ABE HP OR, PEE MED Bk 
FUAS EEA AAR AS) Pos Ti WAS RE © 

BEAR ER SL, a BAF HEA As 100—200 当量 

fae Oe OY PAE ARRAS TEAS AR OL AUR ES, Ti HSA A AR 
Ta is Fey Sin EK AB, HE AAD Bee 4 Ee 5024 fk, FE BE 5 —1024 4) 
就 已 足够 了 。 SATE AP RH 
1 HE 2 Fr AE FSS WS SRP BL BE EA LS 

AA SEARS OAR RB Bop, HA EAE ARE DARN BBE BL 
fy TE AR GRAAL 8 A AT BE EBD I BP, 

FA ARE AT BLAND BUS, CHT DA a ELIS a 
TASTE PPT ESE ANB A BR Bs FEE SE 

— LEAL yA —— he (CSE, TERR TEA 
HUA Fi By Hb Le py A Clan 5, SE) , CE EG PAR a ag 
吸收 同时 ,可 引起 甲状 腺 的 增生 反应 。 

在 以 上 所 列举 的 生理 学 者 料 范 围 内 同和 地 研究 地 方 性 甲状 区 睛 
的 病因 学 问题 时 ,不 仅 可 以 揭露 这 种 疾病 的 发 展 规律 ;而且 可 以 在 抗 ， 
甲状 腺 胜 的 实际 斗 等 中 运用 现 有 的 关于 克 在 有 机 体内 的 作用 和 焉 在 “ 
生物 圈 中 的 分 依 的 春 料 。 同 时 ， 在 对 甲状 腺 胜 各 种 病灶 进行 地 大 性 。 

研究 时 所 获得 的 关于 居民 生活 条 件 ( 衔 生 保健 等 条 件 ) 的 最 重要 的 知 

料 , 世 必须 加 以 利用 。 ia 

BoM TE MA LABS EE i — BS PSE HFRS BG 

治 于 题 ， Be 

Fe Tp SG Uh EW SEI A EDK, BEd, PKR i ee 

站 Ti SEBS RAY St Be A Po He 1 See ty RR MER 

WG IE He AA ASS ESP SE IT), EE Hee EP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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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 利 的 分 佑 进行 过 研究 (A. U1. 蕉 请 格拉 多 夫 、E.B, 孟 仁 斯 卡 嫩 等 人 
的 工作 )。 所 进行 过 的 研究 让 实 了 地方 性 甲状 腺 腹 病 因 学 苛 葵 的 正 
确 性 ,以 及 作者 于 1931 SESE ASE AS SE BR aE SYS Tit FP AK 

的 斗 等 方法 的 正确 性 。 
， 刻 然 地 方 性 甲状 腺 重病 因 学 和 病 之 发 生 的 原理 是 被 确定 了 的 ， 
护 后 就 必须 蕉 萎 研 究 这 种 疾病 估 发展 规律 和 它 的 预防 方法 。 这 对 于 
保健 机 关 在 出 现 这 种 疾病 的 各 地 区 为 消灭 这 种 疾病 进 行 RUB TE 
是 有 着 很 大 的 实 足 竟 义 的 。 

， 和 碘 不 足 的 现象 是 取决 于 各 种 不 同 的 环境 条 件 的 ， 其 中 社会 生活 、 
荣 件 上 有 最 重要 的 意义 。 同 时 ， 性 别 、 年 龄 和 其 他 因素 也 同样 有 关 
系 。 

根据 我 们 对 地 方 性 甲状 腺 胜 的 病因 学 的 了 解 ， 可 在 下 面 三 个 方 
面 租 织 对 这 种 疾病 的 防治 :公共 保健 措施 , 确 预 防 和 治疗 。 

Gg. SES 10 克 的 奉 平 衡 食量 ,可 以 由 工厂 进行 生产 。 这 
种 食 咖 的 消耗 , 即 能 增加 碘 进 入 有 机 体 的 数量 ,以 致使 完 人 至 满足 有 机 
体 对 三 的 画 夜 需要 量 。 这 样 可 以 保证 甲状 腺 正常 的 〈 生 理学 的 ) 本 
88, 着 且 甚 至 在 从 前 是 严重 地 感染 甲状 腺 腹 和 矮 呆 病 的 病灶 的 地 区 
也 能 完 双 防止 地 方 性 甲状 腺 胜 的 发 展 。 

目前 ， 由 于 苏联 各 族人 民 的 物质 福利 的 不 断 增长 和 在 依 经 散 佑 
有 甲 效 腺 用 的 各 地 区 使 用 矶 预防 靶 进 行 了 抗 甲状 腺 用 的 斗 等 ， 这 种 
疾病 已 大 大 地 减少 或 已 完全 消灭 。 例 如 ,在 1933 一 1939 年 进行 的 卡 
臣 尔 达 自 沙 共 和 国 居民 的 保健 哉 验 即 具有 卓越 的 作用 ， 卡 巴尔 达 自 
沙 共 和 国 的 居民 获得 充分 保健 都 是 苏联 医学 界 的 成 绩 。 正 如 上 面 所 
就 寺 的 ,只 是 在 敌人 临时 估 领 时 期 才 发 现 过 甲状 腺 胜 疾 病 的 再 袭 , 然 
而 沟 恢 复 磺 预防 后 现在 可 以 认为 甲状 腺 腹 疾 病 在 卡巴 尔 达 实际 上 已 
被 消灭 了 。 

因而 : !. 础 预防 法 是 防止 甲状 腺 胜 疾 病 的 基本 措施 。 
2 .为 了 及 时 地 粗 线 础 预防， 应 该 在 下 列 地 区 对 儿童 进行 有 和 对 入 

的 调查 : 轻 初 步 研 究 确 定 了 在 水 、 土壤 和 食物 中 碘 不 足 的 地 区 ; 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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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可 能 缺乏 的 地 区 (高 山地 区 ,沼泽 地 区 ,泥炭 土 丰 富 的 地 区 , 沿 分 水 
党 而 且 土 壤 为 沙土 和 于 十 的 森林 地 区 )。 

3 .由 于 几乎 完 人 缺乏 关于 动物 体内 碘 代 谢 的 研究 工作 和 人 缺少 关 

于 碘 在 植物 栽培 和 动物 伺 养 中 的 作用 的 资料 ， 所 以 在 这 方面 应 该 进 
行 必 需 的 研究 工作 ， 以 便 关 明 碘 的 不 足 对 动物 吹 病 率 和 生产 率 的 可 “ 
能 的 不 良 影响 和 竹 缕 适当 的 预防 措施 。 

(LR RAB AI 



钴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作用 

BB. ARLE 

| BEFER ABU AFTEIS ME (JIerprn) 于 1841 年 所 
发 现 的 ， 而 外 在 动物 有 机 体 成 分 中 的 存在 是 B. 世 . HERE BT 
1922 年 首先 所 指出 的 。 

仅仅 在 最 近 几 年 ， 才 微 底 地 确定 外 对 动物 是 一 种 极为 重要 的 生 

活 元 素 。 

研究 铬 在 动物 体内 的 生理 学 作用 的 至 部 历史 总 共 狗 为 20 年 , 工 
究 KE, ALPE BAK 

用 水 中 的 分 个 联系 起 来 的 。 这 些 研 究 已 很 好 地 表明 有 机 体 对 作为 遇 
MULE RRM CE, ARETE wi Ay BM. He 
Pri Fa Ee (1940 FCI BE SS, ARTI ET ite DSR EE 

命 现象 中 的 作用 问题 提 到 了 原则 性 的 高 度 。 BA. HEAR ATED 
A.D]. MEH RASH (1932,1938,1940) 研究 了 在 过 围 环 境 中 微量 元 

素 缺 乏 或 过 多 的 影响 下 有 机 体 的 变 轴 和 疾病 发 生 的 问题 ， 这 种 研究 
对 发 展 生态 化 学 是 一 种 新 的 鼓励。 
在 土壤 和 放牧 场 植物 体内 合 含量 缺乏 的 情况 下 〈 在 澳洲 南部 和 

新 西戎 等 地 ), 对 入 羊 疾病 的 研究 促使 了 关于 钴 的 生理 学 知 蕉 的 迅速 
和 顺利 的 发 展 。 

fe FWY HE TERCERA Be HEALS, SORE. Hea BaD 
A PUR EFTIR EF 4 BS EMEA DPLITSE, ROMER PETC 
RHE DAES EHA BAER. BIBER SOE ES 
PAS EF 1944 一 1945 “AAR MBE SERA iE Bs 
BEAFHAREMMENHSS, RE-TAS, Swmsees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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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学 家 ,生物 化 学 家 ,化 学 家 ,当地 的 动物 学 家 ,农学 家 和 兽医 师 。 这 

FEM BE ARM RE TAS HEF Ee EI A SPS, RE: 

“4 thig BA GAS Z AS BASES EI, De sene i 

XY ARE EAE SFE AY PORE FF FE , 

根据 O11. 马 留 加 (1944) wei PIRATED TESA ED 

isDciOt PF 2 

FER HSK, bP eid, RARER SMS 

a SSA PG SLE A EY th edb Sah, 1945 ig Ze , FEE BSS 

BERERRERILWEA RM SRP 3.0° 1046 EF 

量 )。 上 层 于 谷地 和 下 层 于 谷地 之 上 层 (22—-278K) HERD 
LEENA (3.8 *10--3.3° 10-42); 而 上 层 和 下 属于 谷地 之 
iP TAS ES (232K) SRE YACE LAS HAS (8 .10-5%)， 

Fig FRM BELS GER ZH C1 .3°107*%), patina . 

| ate DAE EE 39 Hn , FEW — AAR RM: : 
35 1 br - 5 2 be 

深度 (厘米 ) 结合 量 (?6 ) -深度 (厘米 ) 结合 量 (90) 
25 以 下 0.8*1078 15 以 下 1.5*10-4 

60 一 65 2.921074 20 一 25 2.0.10- 
90—170 3.7°10-4 70—110 4,2910-4 

fe NR LP RSA DEFT LL — A; PS 
Gi fey BREE UP AE TT RO: | 

第 5 bt 
” 尝 度 (厘米 ) SRB (%) 

27 以 下 3.8°107-4 

30—45 1.6°1074 

410 和 140 以 上 2.0°10-4 

Hs Sia Mic 3B Ys BG HPL - Be 大 化 二 《第 6 坑 ) FERRE EP CRIS 
oe Bhs Be (42° 1074 6), TER ALE IS CPRAYSO AR) Fl eZ 
(2.7*10-426) ,而 林地 沼泽 十 (第 7 坑 ) 正 相反 ,在 灰色 的 上 层 (38 J 
米 以 下 ) 外 的 会 量 (2.6*10“%) 比 淡 红 色 层 (深度 38 HOKE, Bh 

bf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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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0-4%6) 的 要 低 。 i i a nl lalla es 
AHA RA 5 5° 10-426 CH 8 HL). | 

Frlist ME we He A Fe] —- EE Hh OK Ay EE, 5 HE SB tie 4 FH Lee, 
AGMA, FER 13 KEWL SRE Ie 
BOF SE, PARR I BSH IE FS GA RT GLE SOE > ey TB HTL CME 
Fal bof 4 HL EE HELE 1949 ; MR HE , 195038 PR 44} (Bepsusem ), 1949], 

PREY) , A MALAITA AZ A (0.421041 521074 
6) , Wii As BLD A SE A 5 FE FR AE 3 7k SEN (2 5° 10-4 — 
4.0*10 2% )。 应 当 指 出 , FEAL HERES AE ERE II —-KAHEI 

肉 ， 根 据 于 琴 特 仁和 土壤 熟化 程度 可 以 过 到 在 铬 含量 上 差别 很 大 的 
地 段 , 这 就 影响 到 各 种 放 和 收场 在 站 素 上 的 不 等 价 ;笔者 和 B.C. 切 巴 也 - 

夫 斯 卡 乞 在 雅 罗 斯 拉夫 省 也 看 到 过 同样 的 情况 。 
在 十 于 中 提高 了 外 的 含量 的 地 区 也 是 大 家 所 范 知 的 。 例 如 ， 在 

阿 克 秋 宾 省 的 一 些 地 区 土壤 中 外 的 含量 可 达 1.72 10-°—3 6° 10-7.% 
〈 马 留 胡 ,1944, 1950 年 )。 在 土壤 中 提高 外 含量 的 同时 ， 基 可 境 轴 十 

于 中 钙 的 滤 度 和 改变 这 两 种 元 素 的 比例 (Coz Ni= 1215, 而 普通 这 种 
比例 为 1:4)。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一 些 植物 体 可 集中 钴 和 争 , 因而 即 发 生 
EAN PPR TE AS LE Ah AAS TEMG ASR SEAGIG, ARE 
AVES FER BSE), 

BB ep Bi fey Be Nick b> a He DI, al J Ht as Pa Ss A ts 
改变 ， 这 就 会 引起 动物 有 机 体内 外 的 贫乏 或 丰富 。 在 雅 罗 斯 拉夫 省 
繁育 罗曼 诺 夫 羊 的 各 个 地 区 ， 放 牧 更 牧草 平均 样品 的 钴 含量 是 相 
差 很 大 的 。 一 些 放 牧场 是 含 钻 极为 贫乏 的 ， 例 如 在 第 十 天 次 党 代 
表 大 会 国营 农场 的 库 兹 明 田 地 , 羊 吃 的 青草 平均 样品 合 钴 8.2 一 9.8 
微克 / 百 克 ( 咎 于 物质 的 )。 贺 具 列 伏 村 (“ 农 夫 ” 集 体 农 庄 ) 的 于 谷地 帮 
四 场 可 以 作为 含 钴 丰富 的 放牧 场 的 代表 ， 那 里 的 植物 新 枝 梢 和 牧草 
的 平均 样品 含 钴 58 一 75 微 克 / 百 克 ( 估 干 物质 的 )。 从 表 1 可 以 看 到 ， 
雅 罗 斯 拉夫 省 舍 尔 巴 科 夫 区 各 放牧 场 的 钴 含量 是 相差 到 何 种 程度 的 
〈 科 无 里 斯 基 和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1945 一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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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 放牧 场 收 草 的 铺 含 量 
ia. 和合 
iis 条 样 地 点 BP ORES 采样 时 间 | RF 品 

i 

2g [eee | |r, ar |e 
Heli ISR E | 10.3 上 | 

8.6 | 50.7 | 瘟 员 列 伏 村 ， 中 层 干 谷地 

5.6-| 54.4 | 同 上 ， 焉 唇 干 谷地 

EEE Be 林 帮 收场 ,不 7.0 | 45.5 | 受 阳光 地 Hoey 
Se eee ‘ 

is |o7.s | ADRES. FRPRECEGR, 
受 阳光 地 上 段 

BEE Shibkipe 上 96 | 49.9 oo 条 多 和 得 节 区 人 | 

牧草 。 赴 均 样品 | 11.4 | $8.0 ee fa 

ee HE. BRET Be a Oe Fg i mca wane a 

et) we sane. | ted 

欧洲 山神 叶 皮 

欧洲 山 杨 叶 子 8.9 | 45.0 上 | eee 

nr 70. 51% Tete eeaaee ak 

要 第 十 六 区 党 代表 天 会 国营 家 POAC, | ett. Rina | 6.5 | 27.0 [3B 大 ane Se 

Et | eee ge ae 

“AN 大 次 党 代 委 大 会 国营 农 收 草 。 平 均 样品 a ald a| 

六 次 澡 代 表 大 会 国营 农 
i BWC 库 效 明 田 地 ) 干 
煤 地 段 

Si 加 上 要 
me 19.5 33 POS, oR REP 

eeanoninc a 

9.8 

CR Snt B52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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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植物 体内 的 钳 含 量 (1945 年 夏季 ) 

97 88) 
科 | e es — FF. mM 

估 湿 (4-H 
重 的 里 的 

7.5 | 41.0 | 马 什 科 伏 村 
— | 24.4 BRIA, ae a 

4.0 | 27.2 RAGUR LGA 

7.5 | 53.9 

11.0 | 55.8] 同 “a 

一 | 45.6 | ABU. Pere 

5.5 | 30.1 | RIA AAA 

7.5 23.9 | 同 BS 

6.9 | 29.7] fi - 上 

EPpy (Vica siluaticay| — | 41.6 | kaa FAAS 

BEEF Medicago sp.) | 11.0 | 48.5 | EVRA, FIO 

| SER (Vicia cracca) 9.0 | 36.0 | REPURA HEH 
6.5 | 25.5 | 加 只 列 伏 村 ,上 层 干 谷地 

35g PEEL (Achillea 5.6 | 18.1 | 贺 员 列 伏 村 ,上 层 干 谷地 
| mittefouiwn 1.) 6.5 | 25.5 | *REDIRAS, FAP AN 

各 各 本 9 Atco ais Sibiricum L.) 11.2 | 47.5 TIRES, LI 干 谷地 

004 vulgaris) 68| aa age ee oe 

+: FB BR( Politrichum 
jumperimum ) 10.7 27.5 | REVURA He 干 谷 地 

闻 荆 ( 瑟 ooizsetat]2 sp.) 6.6 | 26.9 5 TRASK Ran eee, 

we (Carex sp, ) 9.6 | 42.9 | Wises  PRAWAEERCS 

FAR EH BE (Agrostis alba) 8.3 | 20.0 BAUR, E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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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 
(微克 / 百 克 ) 

科 植 eee 7 ORR 
te (cir 
重 的 (A 的 

e 

SII OKA rs | 12.9 PLEURA 
猎 尾 草 (Phleum pratense) 2.8 | 8.1] fA - 上 

| HRA (Nardus stricta) 9.6 | 26.1 | 同 + 

EN BNR Po be trogsas) 11.6 | 26.1 BEAN , er 

ABs (Acrostis alba) | 8.7 | 19.1 | BAVA HEPA 

EAE (Bromus sp.) 8.8 | 24.6 | RAV, PT Ae 
| | «4 

AAR (Nerdus stricta) | 6.4 | 16.0 | gg Oe A 
Hee ( Avena sativa) 6.9 | 29.9 | BEFURE ; 

HUE MASH ERASER DO MEE, BARE 
代表 大 会 国营 农场 的 放牧 场 , SRE AREER, MES 
钻 贫乏 的 放牧 场 (前 者 钴 的 平均 含量 狗 为 12 一 13 微克 / 百 克 ,后 者 铺 本 
的 平均 含量 鹊 为 25 一 35 微克 / 百 克 )。 在 第 十 六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国营 
农场 , 羊 很 乐意 吃 欧 洲 山 杨 的 娠 皮 和 叶子 及 含 外 丰富 的 黎 树 时 。 

为 了 进行 放牧 场 的 钴 素 鱼 定 ， 信 分析 过 各 种 植物 在 夏季 期 间 的 “ 
Sia ik, PRAISE SPIER 2 中 〈 科 无 里 斯 基 和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 
Wi, 1945—1947), | | “a 

MBE He MLA FEB), RH AEA SK, HARA POE 
Z AAR HONS EES RE GOH 24 一 52 E/E, RA 
HILT IS RE Bh 8 一 26 微克 / 百 克 ( 艾 为 估 于 物质 的 ). 各 种 杂 类 是 

| EAA TIER AAA, AE 
HF OSs Hn PI RE hk CS ldo, AE A.M. 德 
米 特 里 也 夫 1912 EMG LER, 伏尔加 河 于 谷地 有 豆 科 植物 40—00.26, © 
FAHY) 30 一 40 上 5、 杂 类 章 10 一 20% , THRE FA Hh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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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5 蚀 料 和 林 充 辆 料 内 的 钙 含 量 
GZ B.B. BAA B.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的 资料 ,1946 一 1949 年 ) 7 

结 含量 ， 微 
条 禅 时 间 和 pe oy tes 
9 abhi nen eT : 

DOE |e EREREREM WR, 5H 干草 25.9.| 52.0 rea 让 ea 

194756 | Aap a 一 | 23.9 | fab pees, S528 Pot ery 
5B | monn r a 同 £ 
Wee We RAPE ee 

二 | 强 章 原 的 干草 , 淋 游 土 的 
村 

SS ee 

aS ae Pie SER AAA LA) 

| 大 田 干草 

FH ATI 

2 | ET RAM HEUTE. BP 
外 羊 图 
同 eres 

ae DBM” EAA EE , BPt 2 

EAI 二 区 
_ 胜 利 集体 农庄 ， 茜 外 羊 图 

“RL 原 地 带 人 ， 集体 农庄 

1946 生 顽皮 17.2 | 20.9 9 | 机， 

194628 | AA —> | 33.91 fa 上 
8 月 | 豆饼 — | 55.7 | 同 fk 

194742 | #2 17.8] 同 上 

ee YEAH 8.1] 9.4] fl 上 

eae Inet ;欧洲 山 杨 ，| 16.9 | 19.8] 同 S 

干草 恨 ( 车 轴 草 的 )# 一 |120.0 | 同 上 

腕 脂 乳 0.6 | 79.9 gs me 

‘ga Sane 
SA | 饲 用 甜 荣 ( 洗 滔 的 ) 微量 — “TL amb 柴 体 农庄 ， 野 

RLAHAR (DEVI) 人 于 二 外 二 Se 

194678 | aay 第 十 六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国营 农场 ， 5 月 ”| 骨粉 一 | 无 | seine ea 
* FAY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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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2 一 5 中 、 条 本科 植物 10—2026, 422 60-8025), 所 以 只 有 
根据 羊 所 吃 的 植物 是 含 外 丰富 BOARDS EAS HOE BE 

ERRBHEK BAUME. BERND HEAT ORAS AD 

丰富 的 上 属于 和 谷地 放牧 场 与 含 氏 很 少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估 优势 ( 达 90%%) 

By fA DS kK EH IR, BIEN RVR. EFM 

Hh AS BH ik BZ (2—8 % MFR EMA BAARARM ASK 

(3480 26 ), 莽 且 根 据 植 物种 类 的 成 份 可 具 有 不 同 的 铬 营养 价值 (例如 ， 

羊 很 乐意 吃 的 母 草 花 完 人 至 不 含有 钻 , 而 千 时 着 章 含 儿 25 微克 / Ase, 

其 他 某 些 菊 科 植物 的 钴 含量 则 可 达 34 微克 / 百 克 )。 
根据 各 种 放牧 声 在 这 个 或 那个 农场 中 的 比例 和 在 放 禾 羊 时 筷 们 

的 利用 性 时 ， 可 确定 羊 的 外 营养 的 特点 。 肚 殖 罗 曼 度 夫 羊 的 地 区 不 

能 认为 是 钻 贫乏 的 典型 的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 这 些 边疆 地 区 ， 如 果 善 
于 运用 它 的 放牧 场 的 话 ， 也 能 够 从 这 些 放 牧场 获得 为 羊 所 需 的 分 人 

滴 章 的 鳍 营养 ;但 是 如 果 在 不 户 的 条 件 下 ,这 里 就 会 有 佑 不 足 的 典型 

HEA GE, SME aH PAL ceS Ghar ee 

或 豆饼 ) PP SAREE FLARAN SMB), 

在 蚀 料 和 补充 蚀 料 中 含有 下 列 数量 的 钴 素 ( 按 M. HE A 
AK, 1949): ; 

felt SAE ,微克 / 百 克 
车 才 粉 和 19.9 

C5 ae vos cect ne tec tact eeresreceeg Desrasrecrecresresresresresresnes 19.8 

车 翰 草 于 章 ovooeovesovoooioeovooeooseooooooossosoieoossosgsoseioesees 23:8 

GECBE BE nov ecveneeceneneevecneenecseeneenersecneenersesnseneanennaeten 9.8 

Ae ve eteereevecteevecressesvectecrectestestasnesroeresrectessectes 2.5 

FETC -+-tsereereevcenecnceveenecnessserscnesseetecnactensscneseaenas 22.3 

SEF VITEGTE PR ooo ecteeeeeneetecreeeceneeneetsnneenenneceesneenesneetes 13.8 

Pe A janeee seedeevecvecrecrectecnecrectoeseedectssteseus tecreeresees 9.2 

Fa geese at oesveereetecvactocreerecsscrastacrectactesstsctastasreeres 9.4 

仍 粉 0 0.02 

FB RFL seer accent eerecvectectecrssresveeressestesrestestastosBeerns piiie 

seh He “ERAN G6 ASC HaR HP LO PAR AT 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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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土 璨 中 佑 的 含量 是 不 能 确定 生物 地 质 化 学 区 的 存在 与 否 的 。 在 土 
吏 中 佑 的 各 种 含量 下 ,在 农 表 中 均 可 能 发 生 特 有 的 外 疾病 ,这 是 因为 
植物 对 估 的 吸收 也 要 看 土壤 中 是 否 存在 其 他 物质 。 例 如 ， 痊 土壤 施 
上 丰富 的 石灰 时 会 阻碍 植物 对 土壤 中 甸 的 吸收 ， 而 施 上 丰富 的 过 磷 
酸 石灰 时 则 可 促进 植物 对 外 的 吸收 。 一 些 学 者 指出 ， 在 苏格兰 士 壤 
中 锋 的 含量 低 于 5*10-4%， 个 别 地 区 低 达 1.10-486 时 ， 可 出 现 羊 特 
有 的 疾病 ; 而 其 他 一 些 研究 者 认为 对 新 西戎 来 设 在 土壤 中 钻 的 含量 
低 于 2.10-426 时 就 会 出 现 羊 特 有 的 疾病 是 已 沟 确 定 了 的 。 “ 

同时， 关于 放牧 场 牧草 中 能 满足 羊 所 需 的 钴 的 含量 的 资料 也 是 
有 了 矛盾 的 。 根 据 一 些 资 料 ， 在 牧草 中 含 外 40 微克 / 百 克 和 更 低 -- 些 
时 羊 就 会 唱 受 到 钴 的 不 足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羊 可 以 出 现 特有 的 疾病 的 
征 候 。 而 根据 另 一 些 春 料 ， 含 钴 相当 低 的 放牧 场 牧草 还 是 有 完 人 至 营 
养 价值 的 牧草 。 

在 钴 不 足 时 ,于 土壤 中 施 大 能 使 放牧 场 植物 富 含 钴 素 的 销 肥 料 、 
PES IES SHEE HY fd BS A FOES) AEE ES 
Bosh HST DAES eB SHEE CA TIE). | 

”在 雅 罗斯 拉夫 省 和 繁殖 罗曼 讲 夫 羊 的 地 区 ,正如 我 们 所 诈 明 的 ， 
可 以 看 到 土壤 和 鲁 料 中 钴 的 缺乏 现象 。 在 雅 罗 斯 拉夫 省 的 许多 地 区 
可 过 到 羊 由 于 全 的 不 足 而 发 生 的 贫血 症 。 但 是 那里 的 羊 的 这 种 贫血 
症 表现 得 没有 和 像 其 他 省 份 〈 如 拉 觅 蕉 亚 苏 蕉 埃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内 的 
SHS) 的 那样 剧烈 。 根 据 T.B. 高 尔 布 (Top6) 的 研究 ， 光 用 正确 的 刨 
养 而 不 估计 到 佑 的 缺乏 情况 是 不 能 达到 消灭 罗曼 诺 夫 羊 的 从 血 症 和 
跟着 而 来 的 各 种 铂 发 性 肺病 的 。 

BB. 科 无 里 斯 基 和 B.C. HE WEE, OF Bae 
ROSE AGEPC tL, SE, AER AR A fe th 
FL SS AVAL BRB PE, BT as EE, 
6S FE ASSETS EEL) ET DA BAUER SBI AS (GEAR 4B 
AMR aAMLEE 5 一 7 22 5a, BER 7 一 10 毫克 )。 

罗曼 雍 夫 羊 由 于 外 不 足 致使 有 机 体 训 弱 时 ， 即 发 展 着 签发 性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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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一 一 肺炎 和 能 够 使 养 羊 业 唱 受 很 大 损害 的 其 他 肺病 。 佑 的 补充 合 ， 
料 可 以 沽 少 肺病 的 发 病 率 和 由 肺病 所 引起 的 死亡 。 例 如 ， 在 获得 销 “ 
间 喂 的 试验 母 羊 中 , 患 肺炎 和 其 他 肺病 的 有 7.5%, 死 志 5.52( 枯 试 
验 组 羊 的 总 数 的 );, 而 在 没有 获得 饥 加 喂 的 对 照 母 羊 中 ， 患 肺炎 和 其 
他 肺病 的 有 27 .3 26 , PETS 21.5% | 1 

拉 脱 蕉 亚 共 和 国 ， 在 实 跤 中 广泛 地 实行 以 钴 型 喂 来 对 牲 表 进行， 
保健 ,但 在 它 的 羊 . 牛 及 其 他 农 青 中 也 尼 现 了 由 于 铬 不 足 所 引起 的 疾 
病 ( 具 尔 金 什 ,1952)。 

苏联 科学 院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实验 室 的 郑 绕 队 在 卡 查 赫 共 和 国 对 含 
外 和 争 丰 富 的 矿区 的 农 尼 进 行 过 研究 ， 这 一 研究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我 
(ASS EBK EWE BERL T SE ef HSK UALR, DR 
牛 的 眼角 膜 病 的 散 售 ( 高 洛 洛 波 天 ,1952)。 

对 销 生 物 地 质 化 学 区 的 研究 肯定 地 指明 ， 在 土壤 和 炸 物 性 独 料 ， 
中 销 的 含量 (这 是 一 方面 ) 与 动物 有 机 体 的 生物 学 状态 这 是 务 一 方 ” 
面 ) 之 问 是 存在 着 关系 的 。 这 就 使 得 首先 必 有 融 研究 在 降低 和 提高 食 
料 日 粮 中 甸 含 量 的 情况 下 狂 纯 和 器 官 内 外 的 部 位 记载 学 。 狗 斯 兰 德 ， 
(Hocrarm)、 阿 斯 蜗 夫 (AckeB) 等 的 著作 就 是 属于 这 个 问题 。 

UMASS HF 1946 一 1949 年 期 间 已 进行 了 特别 彰 致 的 研究 
分 析 ( 分 析 1,000 次 以 上 上 )。 了 

ESCA B.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媳 (1949) 诈 明 , SEI 
DURCH 10 SLAB DUE 2 He, ARMAS 5 AEB) TERE 3 
中 沉积 ( 表 4 )。 

WHA 中 可 以 看 到 ,短期 间 内 在 各 种 器 官 和 钥 稀 ， 特别 是 在 肝 内 
就 已 储存 了 大 量 的 外 ， 

作者 不 止 一 次 地 指出 过 ， 在 测定 狂人 稀 库 时 光 计 算 该 元 素 在 器 官 ， 
或 组 织 内 的 百分比 含量 是 有 缺点 的 ,因为 按 器 官 重 量 来 比 的 元 素 (其 

”可 变态 ) 的 用 对 蓄积 量 是 具有 生 到 学 上 的 作用 的 ; BOBS 5 的 材料 就 
可 以 说 明 ， 钻 在 器 官 内 的 百分比 含量 和 总 著 积 量 是 不 一 致 到 何 种 程 : 

ee a ae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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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4 结 在 羔羊 做 官 和 组 积 内 的 含量 

羡 羊 器 官 内 的 钴 含量 ( 微 苑 / 百 死 ) 

intel TET ik CE ee 

肝 90.5 dN a 

es 说 8.6 

胰腺 57.7 30.3 
肺 10.0 5.8 
iit | . 3.6 i 2.7 

表 5 罗曼 诸 夫 羊 的 器 官 和 钥 织 僵 存 然 的 情况 

( 按 B.B. 科 瓦 里 斯 基 和 B，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嫣 的 效 料 ,1947 年 ) 

5 ke A EM BMF 
aa ‘EX FU A Ae 

Sho fx, 器 官 或 钥 织 的 平均 重量 | 猎 在 器 官 内 的 总 含量 
(firs / A he ) (oo) (微克 ) 

肝 26.0 700 182.0 

He 7.3 60 4.4 

ea 12.6 30 3.8 

HTK | 52.0 20 10:4 

PF LTR 12.0 5 0.6 

村 5.1 100 i al 
肺 21.8 1,000 218.0 

心肌 2.5 140 5.2 
aL 12.5 23,000 2,875.0 
FEW 10.5 33 3.5 

i 6.8 2,100 143.0 

胆汁 5.7 10 0.6 
116 16.0 —_ + 

Sp i 163.0 2.3 3.7 

— Wasa ae 1.9 一 二 

LAR GRE 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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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i a ee Sy #6 PBR ae Seen er a Ot ty (5/38) 

(22M. 巧 . 甫 修 基 共 的 资料 ,1949 年 ) 
ie 

>. 

年 we . 
pei TON | Ss ye | ee 

| 4 小 时 | 第 4 天 | 第 4 天 

性 ao | a2 | 2 | @ | @ | @ | 

属 学 时 活 重 (公斤 | a7 | de | 2.4 | 16.5 | 18.9 

ih 9.9 9.2 5.9 0.3 

fis 80 50.5 59.9 Ane 

肝 3 14.6 11.8 10.9 1.3 

Biii( 44) 24.6 15 .4 142 3.9 

肺 上 部 27.4 22.5 19.5 Ane 

肺 下 部 21.9 4.5 9.2 3.9 

sige aM A an 1.1 
ge 10 11.4 9.13 微量 

Be LAR. 115.5 200 150 + <0. 95 

子宫 一 Sa Su 1.4 
Anz 35.0 43.4 42.4 13.4 
晶 兰 13.1 4.8 3.1 4.3 

ak <r a = 3.2 
Gaus 24.8 132 155 11.3 

FAK RR . 49.8 91 75 13.3 

He Bt 34.3 264 253 2.5 

FE AS : - 0.6 1.3 0.9 Su 

NS 1.3 0.68 一 一 

AKPRAS i 微量 微量 2.5 

AAS PRK 0.7 2.8 2.4 a: 

TE fh 89.4 28 18 250 

皮下 脂 see atk fe 

Alia scolaire GR pak pila me 
毛 72.4 169 172 Re 了 



钴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作用 431 

WRK RES THe BAM SSRI Me, BARES 

| FE PREV : SHH, HRA APR SE Bs AE; 但 实际 上 

Sg EPES REET REA WL, ih FARA, BREA RE 

AA tit DAS SK, 

FRM Rie SC PMT TER SNR a eA BI, Ba 

出 生 至 6 月 龄 的 羔 羊 以 及 成 ERE “ER AE 年 龄 的 改变 

(#2 6 FIFE 7 )。 

从 表 6 可 以 看 出 ， 在 出 生 后 4 小 时 售 鱼 丰富 的 主要 是 是 腺 器 官 

一 一 角 上 腺 , 脾 ,. 甲 状 腺 、 胸 腺 、 垂 体 和 胰腺 。 我 们 ( 科 无 里 斯 基 和 切 

巴 也 夫 期 卡 娅 ，19495 ) 也 发 现 了 同样 的 规律 性 。 

羔羊 到 了 6 月 龄 时 腺 器 官 即 在 各 种 程度 上 减少 已 在 其 中 沉积 的 

钻 量 。 羔 羊 血 液 内 的 钴 含量 随 着 它 的 生长 也 有 所 降低 。 而 垂体 和 网 
腺 则 是 例 耸 的 : 随 着 缺 钴 的 加 强 , 垂体 内 全 的 沉积 可 增加 , 这 显然 是 

eet Hh Sh; 到 了 盖 羊 出 生 后 第 4 SE ORNS 

量 显 著 地 增加 。 

HMA Y4H, BARA ERMA EASY RK EA 

成 年 羊 ， 其 垂体 内 外 的 含量 能 保持 在 相当 高 的 水 平 上 <。 不 和 久 以 前 

(1946), C. A. RE HE tEAM A. O. KAA (Bottnap) 已 指出 了 人 的 

ERAGE et, MSL Be ee ey ht BY PE eS 85 AK 

PENRAY, THA aS ES AAR RI SRE AHIR, 

ARDS PT BEAT RET, i 了 关于 外 对 垂体 和 胸 PAS PPA AL 

能 作用 的 问题 。 和 

.对 食用 仿 外 贫乏 的 饲料 的 和 获得 钻 补 充 蚀 料 的 母音 和 公 羊 的 有 
BURA a AS Hoe AS, GEASS LI ERR OP Eee 

(#7). 

FE ARS SAS RE Ts Ot RAR ED Te hl BEY HAE, FEELERS 

FUP RAY 9 Se a PT Se eh ee hs FE RP BY) 2 一 10 FS, FEN AS 

MBH 10 FFE _LWRA—2—8 们 ,在 甲状 腺 内 一 2 一 10 倍 , 在 胸腺 
内 一 10 倍 ,在 垂体 内 一 4 倍 ,在 毛 内 一 2 一 3 fH. ETE A ARS 



* 从 1948 年 1 月 工 日 起 至 8 月 1 日 止 每 肖 获 得 氟 化 结 20 毫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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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曼 弈 夫 品 种 母 羊 和 公 羊 的 器 官 和 组 积 内 针 的 含量 (微克 / 百 克 ) 
( 按 M. 五. 甫 修 基 赫 的 资料 ，1949 年 ) 

Fy: 羊 Bs =F 

a mae | os Roa | ake | SR 
器 官 和 粗粮 ee : * 

aot. | 406 | 405° | 404 | 1408 | 1844 | 447 

I; Mi ed tee SS a 
| 42 | 45 | 43 | 39 32 57} 4 

ii 3.5 3.2 1.54) 2.4 1.3 5.9 1.2 
ig 1.9 | 2.5 fe | Si Si 2.4 | SE 
Hin 3.2 5.5 SE 微量 ANE 1.3. | 微量 

夏 肺 (平均 ) 3.5 4.3 int 1.4 Aine 9.7 “Smt: 

肺 上 部 1.5 3.2 vt Snr An 5.15 | Se 
肺 下 部 5.8 5.5 int 4.4 Age 29 aie 

it: SE SE fn 1.34 | 4. 9.4.11 5. eat 

骨骼 肌 1.9 0.96 | ”和 手 4 Aine 1.4 | 微量 
& 5.1 7.4 | 微量 0.34 | He 7.3 | 微量 
By LAR 39 33.3 13 15.9 25 100 — 52.4 

子宫 4k Aa ‘a 0.62 | ” 纸 5 r= 
5p) 4.9 6.2 Sine AN ME ae 9% 
A, = 2 Le 一 ae 3 Sa ah 

haze 48.3 66.6 file 16.3 13.5 42.2 | 28 

胆 汗 AE bis Ant 1.3 i 30 Ee 

PAE AR 3.4 | 10 6.1 0.3 3 3.3 14 

胰腺 40.8 | 32.3 5.7 3.5 7.3 | 84 11.9 

HU DR 34.3 | 39.4 15.4 20 2.4 | 94.8 | 12.4 

HBR 一 14.5 一 一 一 aa oe 

延 觅 微量 一 — 一 9.5 1.4- 
i is a 一 -一 一 1.9 | 微量 

ARS PRS ss pe ae ad oF 43 aT 
ADS PRRIR 4:2 9.1 -一 一 — 12.6 5.2 

垂体 450 434 133 266 333 833 200 
皮下 脂肪 2.5 1.8 Se | = 1,34 | fe. 4 Se” 

Wels 49.5 | 50 15.4 | 49.3 5.5 |) 218 Oe 
毛 162 154 49.4 | 162 52 264 |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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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9 人 胎儿 的 钥 积 内 的 外 含量 

( 按 B. B. 科 瓦 里 斯 基 和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的 资料 ,1950 年 ) 

as 官 和 tH mm. 

SWE I} HATE 

Ra ie 

12 3 

钥 织 内 的 钴 含量 

〈 微 殉 / 百 死 ) 

28.8 (?) 

微量 
451 

微量 
46.4 
25.4 

微量 
17.7 
24.8 
7.7 

184.5 
13.0 
7.9 
微量 

55.7 一 46.8 
54.4 

121.0 
265.0 
微量 
5.7 

i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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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E (LF ee RT SER ARE AES OL, TFB 

” 合 补 充 蚀 料 时 外 也 能 大 量 地 集 积 。 在 测定 钴 佑 器 官 总 量 的 纸 对 含量 

时 ， 发 现 外 的 沉积 特别 显著 。 根 据 我 们 实 愉 室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的 杜 料 
( 表 8 ) ,肌肉 、 肺 、 血 液 和 肝 是 编 羊 有 机 体 的 主要 钙 库 。 正 如 前 面 所 

表明 ， 就 是 在 匾 羊 的 日 粮 不 用 人 工 去 丰富 钻 副 的 情况 下 这 些 器 官 也 

能 积存 着 大 部 分 的 钻 。 

所 列举 的 比较 材料 和 关于 外 相当 饥饿 时 器 官 失 钴 的 资料 ， 都 使 
BRR EM RARE: 编 羊 的 骨骼 肌 ,血液 , 肺 和 肝 具 有 有 机 体 钴 库 的 
实际 作用 。 目 前 遗 憾 的 ， 是 告 缺乏 关于 动物 各 种 钥 线 储存 钴 的 情况 
的 重要 资料 。 我 们 几乎 没有 关于 人 和 各 种 牲 冀 的 器 官 及 组 积 内 佑 含 

量 的 比较 资料 ， 以 及 关于 各 种 钥 织 储存 能 力 按 个 体 发 育 而 改变 的 比 

较 资 料 。 最 近期 闫 我们 已 获得 一 些 关 于 人 胎儿 的 器 官 seat elas a 

” 量 的 材料 ( 表 9 )。 

| 人 胎儿 (第 12 8) Eb SE Se FB BS 23 SEEN AS 

ie aint, 2s) 2AM BES, MEW - Baw, eee 

SRBSH, MRP TET Fase es T ETS eR 

(#10). ~ 

B10 BHAA AUR ILA ASS - 
(根据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嫣 的 资料 ) 

were Cee 
第 1 号 | 第 2 号 | 第 5 号 -| wee | OR 

肝 6.1 二 50.0 一 9.2 

肺 一 rR, et Ga 一 26.0 

AR 54.8 47.5 117.0 80.7 5.5 

Bate sli az 4.1 = = 

FEB) BH , 它 的 脾 也 是 含 钴 丰富 的 。 

根据 这 些 分 析 观 察 ， 可 以 提出 关于 胎儿 期 的 脾 在 储存 对 造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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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SEAM AESK Be 中 的 可 能 作用 的 问题 。 ie 
PENAEUS LOS AIM EAESEAG SEI, LENE TE ROA 
FALMER AB ITIL TINE GE BALE, EE 4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 q 

可 以 的 定 , HE CE TT ARTES JE 4 A 
充 库 ,但 到 了 第 23 VERVE EERE LIE APLAR, HA HS 
可 能 也 是 Shee. 

FEAR BH Ds, 
MIR, fe Wes S ARSE a, ATE: SFR IRE 

TESS 6 ANA DART, tee RRA LAB TEE a COT A 
i HME PE) LSERSH, HARE KLER BRIER 
EMR HO Hi OU EY 所 以 使 得 在 许多 情况 下 确定 销 的 机 
能 作用 发 生 困难 。 

对 不 同 动物 的 器 官 和 组 继 内 钻 的 部 位 到 载 学 的 比较 研究 ， 以 及 
对 个 体 发 育 (包括 胎儿 发 育 ) 的 各 个 时 期 中 钴 库 机 能 作用 的 改变 的 龙 
较 研 究 , 是 生物 学 和 生理 学 的 当前 任务 之 一 。 

演 年 来 ,全 而 究 过 外 对 动物 有 机 体 许 多 生理 机 能 4 影响 ,现在 已 
径 可 靠 地 确定 了 钻 作为 与 生长 , 演 殖 , 造 丰 和 代谢 机 和 能 有 关 的 物质 的 是 
作用 。 在 最 近 15 年 来 , 在 我 国 和 外 国学 者 的 工作 中 , CT 量 
影响 动物 有 机 体 的 生长 与 发 育 。 | 

作者 和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于 1946 一 1947 年 在 第 于 到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国营 农场 做 了 用 外 加 银 绵 羊 的 试验 。 供 观察 用 的 编 羊 共有 了 
200 头 (羔羊 与 母 羊 的 数目 大 和 致 相等 )。1946 年 夏季 在 104 天 的 过 程 “ 
rh OE INA ULS, SKIS IPR RULSS 1 一 2 毫克 ;在 这 种 情况 “ 

下 轻 确 定 ,试验 期 间 试 双 组 母 羊 的 增 重 县 平均 每 头 为 7.1 公 斤 , 而 对 
WMI RAEI 3.5 AT, WHERE 
EIS AG 200% , BARGE BRD, -但 仍然 获得 子 如 此 显著 和 

OSCR, Oe RAL AR SEA BSE RE) AS PT Ze 
Wd, Fe Sh AR EAs AR REI DA RAE 107 BES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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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 sce OAR -KI RAR 
| 蓄 个 数量 使 在 42 天 的 过 程 中 对 增 重 量 产 生 显著 的 影响 是 足够 了 的 。 
应 访 指 出 ， 试 验 组 母 羊 是 在 比较 不 利 的 条 件 下 创 养 的 。 因 为 试验 租 
的 每 一 头 母 羊 所 胎 育 出 的 善 羊 的 体重 都 比 对 照 组 母 羊 所 胎 育 出 的 要 
KARR EAE 15.3 公斤 ,对 照 组 母 羊 的 为 11 公斤 )。 

， 研究 分 析 表明 ， 在 编 羊 日 粮 内 这 样 低 的 钻 含量 的 情况 下 坛 双 钥 
编 羊 所 获得 的 铬 的 补充 并 不 能 使 篇 蔷 乳 内 外 含量 的 培 加 (对 照 组 母 
MAM PASSED 7 E/E, Ree MI AE ELD 
32/3). SALAM SMBH OLA RRMA TE 
致 的 。 
SERRE EO, SUT ETE 

值 的 蚀 养 条 件 下 才能 产生 的 。 而 在 相当 饥 艇 的 情况 下 ， 钻 会 促使 性 
冀 更 多 的 诚 轻 体 重 ， 因 为 外 可 以 加 强 物质 代谢 。1946 年 春季 , 我 们 

二 对 所 刨 养 的 获得 不 足 营养 的 母 羊 ( 仅 获得 42 上 的 伺 料 单位 和 37 26 

蛋 自 营养 ) 进 行 子 分 组 的 观察 。 我 们 的 观 给 表明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获得 
句 的 补充 铺 料 的 编 羊 其 在 均 叫 夜 体重 的 减轻 比 对 照 组 编 羊 减轻 的 多 
《试验 粗纺 羊 平 均 每 画 夜 减轻 410 克 , 对 照 组 绵羊 一 340 克 )。 

而 在 以 后 改善 了 营养 的 时 期 ， 试 验 组 母 羊 在 增 重 方面 很 快 就 超 
过 了 对 照 组 母 羊 。 

在 1946 年 放牧 期 间 对 罗曼 诺 夫 半 母 羊 另 一 分 组 的 观察 中 ,也 产 
上 生 了 类 仆 的 情况 。 在 放牧 贫 侯 的 情况 下 ， 对 照 组 和 试验 组 母 羊 的 平 
均 画 夜 境 重量 都 全 显著 地 下 降 , 竺 别 是 对 照 组 母 羊 下 降 得 更 显著 (在 
7 月 25 日 至 ?月 15 日 期 间 对 照 钥 母 羊 的 平均 画 夜 过 重量 等 TS, 

试 骏 钥 母 羊 的 平均 为 40 克 )。 在 用 含 外 丰富 的 豆饼 实行 加 银 以 后 (每 
日 每 头 轴 银 豆饼 200 克 , 其 中 含 处 在 未 知 有 机 糙 合 体 状 态 的 外 0.112 
毫克 净 对 照 组 母 羊 在 平均 画 夜 坛 重量 方面 即 开始 迅速 赶 上 试验 粗 母 
羊 ( 在 9 月 15 日 至 10 月 15 日 期 间 , 对 照 组 母 羊 的 平均 必 夜 洽 重 时 达 

到 了 77 克 , 坛 验 组 母 羊 的 为 96 克 )。 
对 羔羊 加 银 外 的 两 个 分 租 哉 验 的 烙 果 ， 是 征 有 意义 的 ( 表 1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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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 在 两 个 分 组 (羔羊 共 为 63 XK) +, RRM EBB 

重量 都 比 对 照 组 羔羊 的 高 (高 出 51 一 58%%)。 

Ze 11 加 鳗 结 时 羔羊 体重 的 改变 情况 

(根据 B. B. 科 瓦 里 斯 基 和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的 资料 ,1946 年 ) 

六 | 7 | 平均 体 重 (公斤 ) [RCE | ER Ceo pe) | 
zxzm_y | t | ela | & S| | || 98 | eas 

xR le | Al le lee m la lan 
目 日 Ep of Je: 3 S| 时 | 时 | seme | 结 前 | 结 问 | 重 奴 | eae | ote | O 

对 照 组 10| 61| 2.3 | 9.1] 13.2] 110] 99 |-10 | 38.7] 43 |443 
试验 组 ( 莱 羊 获 

(55%) | 42! 5712.3 | 6.4| 13.01 72 | 157 | 上 +118| 37-0] 48 1430 
AGA (FRR ‘ 

有 获得 结 ,但 它们 

sel RAMS ek 的 , 

母 羊 的 乳 ) 12 | 59|2.418.9 |115.0| 110 | 98 |-10 | 40.3] 45 |-+13 | 
DASE: 试验 期 是 自 5 月 20 日 至 4 月 20 Ao GRABS 16 E0F CRUSHER, BD 

isi 4 EH a 

才 12 ”各 鳗 结 时 羔羊 体重 的 改变 情况 
(根据 B. B. 科 瓦 里 斯 基 和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士 的 碍 料 ,1947 年 ) 

ren oS ae x | a | 平均 体重 (公斤 ) TREC) Rt fore 

he: 22. 2— HA 别 年 | 出 供 | ake | 加 以 | oe | ek 加 以 | 即 期 

目 | S| 时 | ae | 竹 时 | 全 前 | 外间 | 重 只 | gems | gay 

对 照 钥 18 | 56 | 2.7 hades 110 | 104|-6 | — | 48 

ar bp eh (SE7ESRIBGE) | 111 57 | 2.41 9.1] 16.0] 117 | 157 1434] 一 | 55 

UARRE: BAMROUILEE 1947 年 5 月 15 日 至 4 月 45 He BILE 15 2 RULER 4 
iin» Rie 5 日 2.5 Bode : 

在 第 一 个 分 组 ( 表 11 ) 中 表明 ,在 30 FRAGT EAT 3 
的 体 生 平均 夫 加 了 4.1 OF, BURR ASR RES IT 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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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 

AERA SESE , 3S HEALS AF 7B Ee HS AS EYE, Tid 
PURSE ei ERE ee ET 118% Tek 
试验 钥 羔 羊 在 试验 开始 前 及 试验 烙 束 后 的 平均 画 夜 增 重 量 时 ， 也 可 
发 现 铝 的 补充 甸 料 同样 良好 的 影响 : 在 观察 开始 前 试验 组 落 羊 的 平 

均 增 重量 平均 比 对 照 组 羔羊 的 小 52% ,而 在 加 在 钴 的 时 期 烙 束 后 相 
反 地 试验 钥 羔羊 的 平均 画 夜 境 重 量 平均 比 对 照 组 羔羊 的 高 出 58%。 

在 第 一 个 观察 分 组 中 ， 第 三 狂 羔 羊 所 获得 的 糙 果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产 这 些 羔羊 的 母 羊 在 泌乳 期 间 获 得 钴 加 包 , 按 小 的 用 量 ， 每 头 人 每 天 
IERAUCE 2 训 克 )。 根 据 这 些 羔羊 在 试验 期 间 的 生长 情况 可 以 训 
A, Reyes is be AAS AFL iB. 这 样 的 灶 

， 葵 与 上 面 已 提 过 的 筷 含 钴 量 的 分 析 材 料 是 一 致 的 。 
第 二 个 观察 分 组 ( 表 12 ) 诈 明了 第 一 个 分 组 的 糙 杂 。 在 第 二 个 
分 组 中 表明 ,在 30 天 期 间 对 照 组 羔羊 体重 平均 增加 4.8 公斤 的 情况 
下 ， 试 愉 组 羔羊 的 体重 再 均 境 加 了 6.9 公斤 。 对 照 组 羔羊 的 平均 尾 
夜 境 重 量 在 观察 期 内 几乎 是 没有 改变 (下 降 了 6 %)， 而 试验 组 羔羊 

MAE See BE Ae RT 34 % 。 情形 和 在 第 一 个 分 租 
i vcnsaonanace wumeauwen 
比较 时 , SF FE HE AS EE REA (RGSS 

7B eo Et SETH 6, ASSAD 
51%. 

FE BE PY A a ae PERS SE 120 SK) op, ERATE SES 
的 母 羊 所 产 的 羔羊 进行 过 观察 CREE FE RWG KREG 
1 一 2 党 克 一 一 小 的 用 量 )。 母 羊 在 怀孕 期 获得 钴 加 银 时 ,其 羔羊 (第 
二 胎 和 第 三 胎 ) 的 体重 平均 比 在 没有 获得 销 加 猿 时 的 羔羊 的 体重 高 
出 2455( 对 照 钥 羔羊 的 体重 平均 为 2.5 公斤 ,试验 的 为 3.1 公斤 ), 同 
时 在 断 忽 期 间 也 能 保持 较 大 的 体重 。 根 据 这 些 观 峙 ， 可 以 提出 这 样 
一 种 见解 : 钴 ( 钴 路 或 在 母体 中 合成 的 钴 有 机 化 合 物 ) 有 可 能 由 母体 
St a RA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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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结论 与 科 久 尔 (Comar) 的 壮 料 是 一 致 的 。 他 证 明 ， 在 对 
HORII HAN Hi ARLES SESS AS a EE I 
ASRS 

fa, 2 244 ANGE PD AS AR, AB 
(eee PES CEE — A RALLY 58.6 % 发 情 ， 试验 钥 母 羊 
有 :74 2%) 
“为 了 检查 所 获得 关于 钴 补充 铜 料 对 罗曼 诺 夫 羊 生长 的 县 好 影响 
PORE BEAM bry BE (MA. 甫 修 基 赫 ) 在 至 苏 冀 牧 研 究 所 生理 学 过 
舍 的 条 件 下 作 了 试验 。 供 试验 用 的 是 4 头 公 羊 ,9 头 母 羊 和 18 Shae 
羊 。 所 有 试 台 组 和 对 照 组 的 性 冀 都 是 用 特定 的 日 粮 求 蚀 养 ， 旦 灯 的 “ 
成 份 按照 4. C， 波 波 夫 的 标准 包括 有 下 列 含 结 贫乏 的 蚀 料 (各 种 个 。 
OSS Bd 3 Bia): OAs HBR, AL, 
FRSRUE SL, 2 FS ey PLES BS OP 
AO, FOIL, RBM; Va eRe 
(O5 BI), HEBO.3 公斤 )、 肉 骨粉 (0.01 公斤 )， 于 的 酸 凝 乳 ” 
(0.01 AT), BB C10 克 ) ,白垩 粉 (随意 吃 ) 。 IRA Se 
Ph wes T MEAL SE A AUD, Ma PERS DISH ADE OS ER RH 
Sh TUS , AACS IGLOS : 2 头 公 羊 人 每 头 每 通 20 FEL, 5 TA 
每 头 每 明 14 毫克 ,8 ARIE 12 毫克 。 在 供 试 三 用 的 18 冻 “ 
羔羊 中 ,于 试验 开始 后 20 天 ,对 照 钥 的 羔羊 有 6 头 因 患 肺病 而 死亡 ， 
TRE ASAD Te Fal BHR LA SL TET, Pt 
ie ANB ACAD, BURSA A, PR 
明 特别 选用 的 日 粮 实 际 上 是 含 钴 贫乏 到 了 什么 程度 。 根 据 计算 可 以 
断定 ,每 头 羔羊 每 天 从 饲料 中 是 得 到 了 0.16 毫克 的 钴 ， 也 就 是 说 比 ， 
第 十 大 次 党 代表 大 会 国营 农场 的 罗曼 鞠 夫 羔羊 (前 面 已 叙述 过 在 这 ， 
个 农场 的 观 袋 ) 所 获得 的 铺 要 少 好 玫 笠 。 很 可 能 , 供 试验 用 的 羔羊 的 : 
高 度 死亡 李 是 由 于 它们 十 分 饥 俄 钴 所 和 致 。 获 得 所 化 钴 加 银 的 那些 羔 ， 
羊 ， 每 头 每 天 是 额外 获得 0.7 尝 克 的 铬 。 这 些 关 羊 在 起 又 期 间 基 本 
上 都 能 保存 。 



外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作用 441 

ce Se See Stee ee ae 
ey Cesta ret ah eS : 

Ze 15 INARSHRYZS=FAR TAUB i 

《根据 M. H. HEL MEE, 1948 年 ) 

. $ 3 试验 期 间 | 平均 画 夜 本 ther AEE: mit 
S&S = HH FI i 7 | ey 试 时 | 试问 

数 ae ee ee 险 本 
ss liga - as 4S Fr % 千古 BBs: 

i ; 时 已 | elt BU | 

对 照 组 2 | 10PABAIK | 56.2 | 48.2 12.0 33 5 70 

RRB AS aa | 
* 45s) 2 104A SISK | 56.1 | 67.2 | 21.1 | 68 | 157° | 124— 

DAF: BRBRIUIALEL 1 月 5 日 至 6 月 26 Fle SR ALSALHIA 20 ATE AAR 

Ze 14 Dileesaiy AAU a 

(根据 M. M1. HE SERA EEEH, 1948 年 ) 

: «= | ABD | FBR 
i, s Fo) PR es ie He | a 重重 
mh: Mw i pe | att | atm | atl 

; 数 年 试 公 | 鸣 iy | 
Bp gis | 公斤 | % | gore | Bie 

日 Ke Le alt Ls ae Eo 时 丘 HS K~ | 而 

对 照 组 4 | 1832 69 天 | 58.4 | 42.81 4.4] 13 | 140} 38 

RBH AE aR | 
48S) 5 1B 66 天 | 86 Fi} 46. S10 902 is 25 160 | 83 

Bit: aAbEH 5 月 28 11289 A 15 Ho FA SHER A IN 14 RR 

根据 上 列 3 PAK ET A BR BE, SD FE aS AF 

UF abe SE He ES he FE te A 

Ae , io RH SY igeinsepinaneen 76% AAS HY 109 % ,羔羊 的 高 出 

37 冰 。 在 钴 加寿 期 间 牲 冀 增 重量 的 增加 ， 主 要 是 由 于 须 肉 量 的 夫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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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NGseek BY RAE iA EARS DE 

(根据 M. VW. HAVA}, 1948 年 ) 

2s 由 平均 体重 (公斤 ) HERAT) een 

人 供出 Ir | aR | BAL | REO | BL | See 
| SESE AB 3 Ee 
ioe’ A we | he | 2 | S| ay | a | ey | 2 

Beas | a= By” 时 期 于 | BA | RR 
B 时 | 时 天 | 个 月 | 时 | BT | GSR | ARTES | SSRI 

SS HAA 4 123 A—28H|1.98] 3.1] 11.9 118.7 8.8 18.6 2.8 5.0 

武 验 组 ( 莱 
羊 获得 钻 ) 2 月 6 日 一 28 有 日 1.69j 2.6 | 13.6 |23.0] 11.0] 21.4] 4.2] 7.8 

Pak: 试验 期 是 目 1948 年 2 月 至 当年 8 月 底 。 氟 化 钴 是 稼 每 头 每 通 12 Sie 。 

而 得 来 的 。 
在 加 假 钴 的 情况 下 增加 了 农 青 的 境 重 量 这 方面 ， 拉 肌 礁 亚 苏 灯 

埃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 的 具 尔 金 什 以 及 新 西 兰 ,美国 ,苏格兰 等 地 的 学 者 。 
HAE T REE, PRAHA: GSES “ 
此 动物 的 发 育 , 而 特别 是 家 更 的 发 育 。IT. C. BAER (Potaman, 
1952) 找 出 了 能 刺激 家 更 生长 的 最 适宜 的 外 用 量 。 在 每 头 家 更 每 通 儿 
给 氧化 侍 0.7 训 克 的 情况 下 ( 狼 3 一 4 个 月 ), 能 使 其 载重 量 提高 了 80 
100%, RE HIM T 40—80 %, | : 
wee, SEAT DIMER SLA AST SL, M. . Bp 

(1949) 45S, FEGESD TE BARU BS RETA 

为 提高 一 -提高 了 5.3 %( 在 2.5 A SSR EA OE 
$i 14 2255). 

MRI, TERI E LRAT EGLO RAIL 
在 1.05 至 2.5 微 克 / 百 克 的 范围 内 (以 乳 的 于 有 牺 质 计算 时 则 为 5.5 至 
16.5 微 克 / 百 克 )。M. Hi. 甫 修 基 赫 在 我 们 的 实 台 室 里 确定 ,在 作料 ， 
内 丛 乏 外 时 ,到 人 峡 羊 泌乳 的 第 2 一 3 个 月 它 的 分 里 面 只 能 发 现 微量 的 “ 
钴 。 光 确定 ,在 日 粮 内 外 含量 低 的 情况 下 每 头 俘 画 夜 补充 估 0,9 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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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用 氧化 外 ,不 能 境 加 乳 里 面 的 外 含量 。M. 1. TEMES IEC 1949 

红 过 罗曼 请 夫 母 羊 泌乳 期 间 已 六 的 钴 含量 ， 并 和 贿 定 了 下 列 Dd FECA 
16)。 

He 16 FSR RAWAL sh CE: PE / ae) 

羊 a ow UF Fi a BF 日 期 

m2: py | OM | or | ae | | 第 | 第 ss | At 
六 | tah | oe 过 | 2 | 2 | tae] 2 5 

天 时 | 天 时 1% | 夜 | ve | 月 时 上 | 月 时 | 月 各 

对 照 组 1 |41:58 | 1.97 | 2.31 | 0.97 | 1.72 | 0.89 | 微量 | it 

2 | 2.54] 2.47 | 2.49 | 1.52 | 2.04 | 1.53 | Gib | Gee 

AY 48g) a eh Os Ae keds |e Of Aca he, a Lie 

aera (aig: | 5 | 2.12 | 4.71 | 5.87 | 4.81 | 4.29 | 3.64 | 2.47 | 2.03 

KPMG th $4 2 4 |1.98 | 2.88 | 3.64 | 3.46 | 3.24 | 3.18 | 1.98 | 2.13 

ain ) , | 

RY | | 2.o4[ 3.7] 4.7] 4.2] 3.7] 3.4] 2.2 | 2.08 

We LAT, TEER EF tbe PAT DA AL 
SAF Sh HVE I 1 一 3 1). bil ARAL AGE (Apan6aren) 证 明 ， 在 
Ff fg hh AAA SE 500 EA FEM FL Bi Make 
nF 240 Hee / PT SE, WAFL LIT SETS SAG A, FLEE SH 
育 羔羊 的 1B. TEDDIES PES th AE EB 
律 性 。 

根据 UW. U. BEKELE (Heriokog,， 1949 ) 的 资料 , 在 母 牛 ( 伏 罗 高 

KRG) 的 初 怨 (第 一 次 斥 乳 ) 内 个 的 含量 达到 最 高 程度 
狗 8 微克 / 百 克 ， 而 在 泌乳 期 的 上 件 期 乳 内 的 外 含量 在 3.5 一 7.2 
微克 / 百 克 的 范围 内 。 

作者 和 B.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1950) 对 妇女 则 确定 了 另 一 种 替 
律 性 : 泌 扎 的 第 1 天 在 初 乳 里 面 未 发 现 有 外 ,到 泌乳 的 第 3 KALB 
Shee | 微克 / 百 克 ,而 到 第 8 天 则 达到 了 25.6 微克 / 百 克 。 

应 该 认为 下 列 事实 是 确定 了 的 : 在 化 学 上 所 测定 的 铬 是 篇 什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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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性 尼 的 分 以 及 人 殷 的 组 成 部 分 ， 怨 内 的 钴 含量 依 食 料 内 药 鱼 含 
量 为 转移 。, 同 时 ， 甚 至 在 食料 内 铬 含量 极 低 的 情况 下 在 洲 乳 的 头 下 
个 月 仍 能 由 乳 排 出 不 少 的 外 ,这 一 事实 也 是 极其 重要 的 。 显 然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乳 里 面 的 锋 是 依靠 母体 的 希 库 而 得 来 的 。 可 以 设想 ， 急 内 
的 钻 含 量 是 可 以 根据 新 生 儿 出 生 后 的 头 几 天 生理 上 对 外 的 需要 而 得 
到 调 汗 的 。 

BLAS Ax , ROME PBR KK x (Davis Taylor, 1946) 及 其 他 研究 者 
SG1H , TUBRSHARNAG SLUR, DEA ARDEMI ADIL, (RATA, FLA 
胞 具有 一 种 对 待 钴 放射 性 同位 素 的 防御 机 能 。 

外 可 以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代谢 机 能 产生 重大 的 影响 。 戈 弗 (Tob) 
和 @. A. BP OEE Seah 差不多 在 同时 (1935) FH, 
外 可 以 影响 牙 类 代谢 ， 在 钴 小 用 量 的 影响 下 可 发 现 家 更 血糖 过 少 。 
在 增加 外 用 量 时 可 发 现 血 糖 过 多 ， | HiRISE Pe, Fe 
ULF , 4G FH SBA SAE RES AEN, FED AOR , 
Te Ra BEI, ESR, ESHA TER ROOT 
FE RW DLE ER ARR ECO OVATE 
AAT Die BS PEEL), T-Sh 
ASU AL Ce ee ee aoe 
题 之 一 。 在 这 一 后 域 中 研究 的 途径 之 一 ， 是 研究 钻 在 等 力 肽 酶 形成 
中 的 作用 以 及 外 参加 等 力 肽 酶 的 机 能 作用 的 情况 。 4 

M. H. Hee A. B. 莫 江 谐 夫 (Monson) 在 研究 钴 对 篇 
羊 有 机 体 代谢 机 能 的 影响 时 ， LE TRADE RB 
fry SE Bil LER WB RES (G17), RE eS a PSS 
SE SB RL EA FB BEBE TANS IIA BOS 
Py ay ERE), MESH , CEREMONIES Aa, RS Re 
的 排泄 则 可 以 加 强 。 

症 在 钻 加 假 ( 狂 常 地 每 头 每 明 加 仿 氨 化 外 14 毫 克 ) 影 响 下 的 基础 
代谢 ,在 固定 普通 蚀 料 情况 下 ,可 显著 地 加 强 。 : 

M. H. 甫 修 基 赫 和 A，B. 莫 江 诸 夫 用 密闭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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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名 绵羊 尿 小 内 碳 与 氮 的 比例 (根据 M. H. 甫 修 基 赫 的 资料 ，1949 年) 

BAMA Gt) | 氨 素 的 含量 Gt) | MR + MR 

“ee at 对 照 3 

第 | 第 

HEA 4 
| 

| 2 

4A REY 2.12|2.33/0.39|\0.56/1.6511.64/1. Ue 76|1.2811.42! 0.209,0.31 

对 照 羊 | BAGRE ， 

Lik | 第 
A 
oe 

FLIES AFR 1.76|2.33|1.741.4212.81/2.74'3.92 

SSE: BRESCIA RRL SS 14 毫克 。 

ete ee Ff: 2K A XS ERI FS 2227 I, BRASSERIE 
SMe, HREATIAMEA, HOARE ERP EA 

4.445 公升 ,而 以 每 平方 米 表面 计算 时 平均 为 180.6 公升 , MARRS 
羊 〈 没 有 获得 钴 补充 铺 料 ) 其 与 上 述 条 件 相 应 的 二 氧化 碳 的 数 字 为 

3.835 公升 和 153.06 公升 。 由 此 可 见 ， 试 验 绵 羊 二 氧化 碟 的 产生 量 
下 对 照 纺 羊 的 要 境 加 多 得 多 ( 按 人 每 公斤 医 重 的 几乎 增加 1656 , 按 每 平 
方 米 表面 的 则 增加 185 )。 

FER AS AR EDT EKG AR , 拉 马 连 斯 及 其 他 学 者 的 工作 中 , 用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炉 大 示 踪 钴 的 方法 痒 普 地 研究 了 佑 的 代谢 。 轻 研究 表 
DY ,在 示 踪 镍 沟 口 腔 进 太 时 ,其 大 部 分 (80%% ) 很 快 即 由 北 便 排出 ;而 

FPR IE ASE AT (65% ) 则 电 尿 液 排出 。 同 时 在 静 有 版 注射 的 情 
况 下 有 10 上 的 示 踪 外 停滞 在 组 织 内 ， 这 部 分 的 示 踪 钴 、 排 出 得 相当 
慢 。 到 第 15 天 在 血液 内 淋 含 有 用 量 的 1 26 HAR BRSE. | 

在 我 们 的 实验 室 用 普通 钴 所 进行 的 观 赛 ， 则 产生 了 另 一 种 千 果 
(#18), 

BES RAE RE , TE 10 KA SEROUS 
进 太 的 外 有 70% 以 上 沉积 在 有 机 体内 。 这 些 试验 指出 了 动物 有 机 体 

4.08|0.62|0.85| 0.44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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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 ELEC Mae: 
RIN AST RESEDA EERE BLA WASHES STE HEM FRAN ABS, PIRATES TREE ASTER 7 SECC A pp . tH (Baparion) , HUGH hE (Hecrenosa) AnigGy Ye sk], PME HCL RGN REMI, LT teak reapers TRUM Bt, 8, Se canteen Glass nyyeey TL ERE SOAs EH aC a ese A SUAS PERUSE DAVEE EOP ULAL AEH KEI, Fae sey x PGi FE til SERIE Fey PIL, AEE D 新 的 实验 来 加 以 检查 ,因为 大 家 都 ASE Bi A CAE LC ALCAN CANT BR Gg, WEVESE-5 IO.M. PBK (1950) FERRE, FRE AL SE CEA AS UE RES 100,200,300 BEEBE) DAHE AM BE AIR ADI Ik stats ersten SARE REG 040.26, A oT Se ma MASH 后 是 人 和 动物 的 血液 的 固定 狂 成 部 分 . 关于 外 在 血液 内 各 部 分 _ 关 分 仿 的 资料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表 19)， 这 个 瑞 题 在 我 们 的 试验 室 已 砍 胖 灶 地 研究 过 (1948 一 1950 年 ) RE BP TRE DH , 血 流 的 一 些 部 分 是 含 SSSA, Bild, PAF ES fin SOME Eas: 155 一 520 微克 / 百 克 ,而 TSF hi WOMEN BET 980 微克 / Fisd. (RAAB, FEMME NEI sx ee Nt AVR SK i RE PB  BB-aeae He apap 明 这 一 点 )。 
如 果 把 100 到 血 流 中 的 血 纳 黎 鹏 的 外 含量 作 一 个 计算 的 语 ， BB ALE th SOME Re UL Ay 2 一 3 (35 Be, 
US eM UAL Mn RAN, ZS Bh Be Ae BRP pe KGh. PEE TAL i SR SH te $3 CAs eRe Bete He 我 een | FAT SAE ELBA, BCI FHS SSA eee as IRA (BSB 1330 微克 / 百 克 ， 后 者 仿 钴 107 微克 / 百 克 ) 所 进行 过 的 研究 辣 可 以 提出 这 样 一 种 见解 : 在 狗 的 条 血球 内 存在 iid Let ae Pet eee 量 C30 微 克 / 百 克 )， 民 汪 他 我 们 研究 过 的 动物 和 人 的 血液 内 所 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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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罗曼 鳍 天 羊 的 血 该 内 各 部 分 的 钻 食量 (微克 / 百 克 ) 
(根据 B. B. Si Hi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的 资料 ， 1948 一 1950 年 ) 

| 第 :| 第 

挤 | 第 | 第 | 第 | 小 第 | 第 | 第 | 第 | 第 | 第 | 第 | 第 
Pd]. 2.48 1A Tel 2) Se ee ee 
Ee ae eae ae ae: % | 3a. er ‘ 

eal Spear es peers $5 == 一 | 一 

RSA | 一 | 一 | 一] 一] 59 —-|—|—|—] 4,4 =) fae 
imge Heh: 

RF 51 | — | — | §)0) 520) 478) 155| 一 | 一 | 二 | 一 | 三 | 一 

铬 对 于 的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980| 550| — | 948 342 

ATLMERGGS) — | 4.2) 2.3] —| — | 6.4 feet, 3.2) 6.9) 7.1) 7.4] — | 5.0 

nee 一 17.7| 一 1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19.6|18.111.0| 一 

FR Dt | 5 

风干 的 51 140 | 一 | 一 |150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FEW FAY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194 176| — | — | — | 101) — | — 

“Fit: 

风干 的 = 116.3) =") — 425 | — |||) = 9 ee 
狠 对 干 的 Sanr tens Hes =) | See eee 

不 稳定 的 血 的 血清 一 — | 1.3] 4.6] 6.4} 2.2] 1.8 2.2| 2.0) 2.0] 1.6] 1.6) — 

‘ian STS 一 103} 230] = | 123) —| 一 | 一 | 40 | — | — | x1 36 
PUTS A . 

泪液 — | 0.0} 0.9! — | 0.0) — | —| — |.0.2] — | satan 

PRS dh MLR SA 200 foe / FT EA FS) oN ESE 

些 情况 下 ,从 猪 的 红血球 中 分 离 出 的 血红 素 售 仿 钴 达 1350 茹 克 / 百 克 
《和合 移 对 于 物质 的 )。 很 可 能 ， 血 红 素 内 这 样 高 的 钴 含量 是 决定 于 红 

措 球 中 含 钴 丰富 的 蛋白 混合 物 的 。 在 目前 可 以 肯定 地 训 ， 血 维和 维 肝 “ 

和 血红 素 是 含 钴 丰富 的 蛋白 质 ， 而 球 肝 和 清 鹏 也 与 铬 化合。 我 们 在 

独 的 红血球 内 所 发 现 的 钴 蛋白 使 人 感到 特别 有 趣 。 癸 在 猪 的 血液 内 
BAYS RAW PE 数字 (在 100 克 血 液 中 各 部 分 的 。 
Si Pe): MMM RCS ASE 0.6 HCE, BREA ASH 7.4 微克 

AUDERA ASE 6 微克 ， Te ae a eee 

ASK 20 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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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S AE MLA BAS Hb hy She, | ANE ALA AC WE JE BS 
AE AE SB ESHA RD BS, FER HA hE RT 
常 的 工作 。 

在 研究 钴 的 生理 学 作用 时 ， 要 重视 竹 血 球形 成 和 血红 素 合 成 的 
问题 。 狩 许多 研究 者 指出 , 借 在 近年 来 经 作者 和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1945 一 1948)、M. 瑟 Apes pA A.M. 具 尔 金 什 人 1949) FES, FE 

HHL AE SA BLAIR ASA, ETS MEPS AC ER Be A 
和 血 征 素 在 红血球 内 的 含量 均 可 增加 。 按 照 我 们 的 碍 料 ,在 30 天 过 
程 中 答 羔 羊 加 银 外 (每 头 每 过 加 外 氧化 钴 4 毫克 ) 的 情况 下 ， 与 加 候 
鳍 以 前 相 上 比较 可 以 把 它 倍 血 液 丙 的 血红 素 含 量 增 加 30%。 而 没有 
获得 锁 补 充 甸 料 的 对 照 羊 在 此 期 间 其 血液 内 的 LR SE EM 增加 

13%。 在 另 一 个 试验 分 组 中 ,在 同样 的 情况 下 ,获得 钴 的 羔羊 其 血液 
内 的 血 和 机 素 含 量 比 对 照 羊 的 高 出 10.5%( 供 试验 的 羔羊 共 为 62 5k), 

MLW. 甫 修 基 赫 在 用 氧化 外 劝 任 泌乳 母 羊 (每 头 每 通 加 银 14 训 

eS, BEE A PS ASEH IT 15.526, 而 对 照 组 母 羊 血液 内 
的 血红 素 含 量 则 减少 了 13.5%%( 在 稍为 亿 俄 外 的 情况 下 )。 她 在 用 氧 

MOSER EEK AI 20 Seed ) 时 也 获得 了 相似 的 烙 果 : 试 欢 公 羊 

备 六 两 的 血红 束 含 量 差不多 增加 了 2026 ,而 在 此 同时 对 照 公 羊 血 液 
闪 药 面 和 红 素 含 量 则 相反 地 降低 了 20.4% CEL RAH HOE) 

在 研究 试验 组 性 音 和 对 照 钥 性 畜 血 液 内 的 含 锋 量 时 ，M. . TB 
MRA TRAE MGR, FERGIE RAM WANE MS 
SEA VS ASEH By Td A, WAR GE Bt FH 6. 6— 6. Tig / Eye 

(ABI A 3 MF) 7.7 一 9.4 Boe/ A RI), MEDEA 
i, BARE MET RMSE eM Ee 6.5— 
6.9 微克 / 百 克 〔 试 验 开 始 时 ) 降低 到 4.4 一 3.0 微克 / 百 克 ( Ble 
束 时 )。 

根据 作者 与 B, C. 切 巴 也 夫 斯 卡 娅 共同 进行 的 观察 ， 在 104 天 
EEE AAR SACS 1 一 2 毫克 的 母 羊 ,其 血液 内 和 红 租 球 的 数 
BREST PKS 830 万 增加 到 950 万 ,而 对 照 组 母 羊 在 此 期 闻 的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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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球 数目 则 由 每 立方 台 米 的 820 FFG INF] 860 万 。 WER 
AF THEE: MA ERA SRL ERAS Se A RAG 

Biri, Fae h, Wee Sl T SHA A ee AL 

其 腿 好 的 影响 (在 夏季 放牧 期 间 )。 在 M,. M. HE ie PR 

得 了 类 似 的 苦果 :在 给 泌乳 母 壮 和 公 羊 加 候 外 时 ,其 白血球 的 数目 变 

动 很 少 ( 由 试验 开始 时 每 立方 坚 米 的 6,800 一 8,800 eB HMR 

时 的 :7,800 一 7,300)， 而 在 对 照 钥 性 冀 则 发 现 白 血球 数目 显著 增加 

〈 由 试验 开始 时 每 立方 毫米 的 7,400 一 8,400 增 加 到 试验 FER 时 的 

11,200—11,000), 

具 尔 ( Boll, 1937 RRA SBA Wy RA ME AC TE A 
研究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这 位 学 者 指出 ， 蚀 料 中 的 外 与 牧羊 血液 内 秆 血 
球 数目 之 关 的 比例 疹 不 是 稳 对 的 ， 而 贫血 的 出 现 是 以 一 年 当中 的 时 

期 为 转移 。 例 如 ,在 12 月 他 发 现 病 羔 羊 和 健康 羔羊 血 波 内 的 血红 素 

BALMER FFA EEL C MALE A 80—82 % , 一 立方 对 米 血液 

内 的 红血球 为 1160 万 一 980 77); fe 2 AAMT RY ae 

血 征 状 (血液 内 的 血红 素 仅 为 30 一 405%， 一 立方 豪 米 血液 内 的 条 血 

球 狗 为 630 万 一 880 D7), 而 在 这 个 时 候 健 康 羊 和 OR SADIE 

羊 其 血红 素 及 红血球 的 含量 都 没有 降低 。 在 钴 缺乏 的 情况 下 贫血 出 

更 的 季节 性 的 资料 ,应 当 引 起 研究 者 的 注意 , 因为 正 是 在 疾病 季节 性 

all SUL te ESA EMA BIE 

应 当 指 出 ,按照 各 个 学 者 所 指出 的 资料 ， exaeat 

FASE Bee iy Sh Bs Ht BOAR TS BS EEA, FS FS 

VEAP SES; AR BSH RZ ; Be, Oa AER, AE 

理学 上 的 和 红血球 过 多 症 ; 在 条 ,其 生长 加 强 [ 别 连 什 捷 英 , 吉 申 科 (CTr=- 

TeHgo)、 什 克 略 尔 CHIerap),1935], 和 在 血红 素 保 持 不 变 的 恋 度 下 首 

血球 的 数目 下 降 。 对 这 些 比 较 观 人 罕 的 正确 性 是 可 以 存在 怀疑 的 ， 因 

为 要 做 出 最 后 的 论断 还 必须 对 不 同 的 希 用 量 对 造血 作用 的 影响 进行 

更 深 太 的 研究 。 IT. UW. 罗 依 兹 曼 (1952 ) 确 定 ， 对 履 贞 动物 可 以 选择 

示 会 引起 条 血球 过 多 症 的 外 的 HELE HR AGRE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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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头 每 肖 用 氧化 外 0.7 毫克 一 一 按 每 头 活 重 2.5 一 3.0 公斤 计算 )。 

狂 血 球形 成 和 血红 素 合成 的 主要 因素 之 一 ， 礁 目前 可 以 认为 是 

WEHESE Bie ,这 种 蕉 生 表 为 斯 黎 特 (CSmith 1951) 和 里 克 斯 (1948) 所 

HALLER TSB, MBE, 牙 生 素 Bi LEASH 
移 4%%' 的 复杂 有 机 总 合体 。 儿 色 针 状 晶体 状态 的 结晶 维生素 By 是 

JIT FUSER (Streptomyces griseus) 的 一 些 系 的 培 TIEN 分 离 出 

的 。 

根据 共生 素 Bi 中 的 钴 含量 和 沸点 上 升 测定 法 ， 有 人 认为 其 

分 子 量 近 于 1300. WAS Bi, 的 元 素 成 分 符合 于 这 样 的 化 学 式 : 
C6s 了 ss Nyg O13 PCo, 

MEZESE Bi 的 化 学 特性 还 没有 微 底 地 查 明 。 目前 已 分 析出 蕉 生 
SH By 的 一 些 和 车 本 成 份 : 5,6-xHMeTHTI-6eHsHMHHasor、1-aTPb 中 a-C- 

pH6o 中 ypaHosHEo-5 ,6-KXHMeTHI-6eHsSHMHHaso SEAL WE, INGE IEIEVE 

”用 的 (磷酸 化 作用 的 ) 1-anpha-d-pu6opypanosugo-5 , 6-qumMerum—6e- 

HsMMMHAsON, IEA, SHAE, BERR RAM, TOE 

Hi MEE SE Bi* 的 化 学 式 : 

一 

| | 
i CN 

CazHsseNsO， a 
4+- 2CH,-CH-OH-CH,-NH, 

CoHseNs04 的 残 基 还 未 能 徽 底 解释 ,同时 2CH,* CHOH*CH,NH, 
的 化 合 点 也 没有 天 清楚 。 很 可 能 ， 胞 体 紫 摘 的 千 构 是 未 能 解 傣 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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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 AR, SEPT PPE ARES, FETE AMY, BITE Bea 

EER EA, 

维生素 Bye 水 溶液 的 吸收 光 革 具有 三 个 具有 代表 性 的 RIK 

SEE :2 =2780 , 361041155004, 

ME AES By, 在 还 原 时 变 为 维生素 By, 。 用 色 层 分 离 吸附 法 从 用 

的 证 出 波 中 分 析出 了 看 来 与 维生素 BL, 相同 的 维生素 Byod 。 

BSE ASHE ES By PRA SR” CKo6anamun”), F£ER TA 

Th, HE ESE Bl* WAZA AG (umano-xobanamuy) , Tif By, 可 以 
PZ BRS A (ruapoxcuxobanamun )。 | 

JA Sis EAP ADF LT id or hs ES ——HEAE SE Banc 和 Basa . HE 

生 素 Bio 似乎 是 共生 素 B,, SIAM EN REIL AIA, He 
HES Bog 可 以 用 排除 亚 硝 酸 的 方法 (例如 ， FRIES RRR ADEE Ae 

生 素 Pio PIRE Bt AW HEBER By, 和 Byyi, Bare ites 的 不 

同 点 是 已 被 证 实 了 的 。 

HE HE SE By» JE Sabie EL rb REBUN 

FEA REE FY , FE EE FA 25 —5 微克 这 样 小 的 共生 过 By 

用 量 ( 上 肌肉 注射 ) 也 能 显著 地 减轻 病状 。 使 用 大 的 剂量 时 ， SAGER 

(2 ats eR PERE PEE RRR AEE By, 莽 同 时 服 

PF RERE ABS SB WI, PY DA aE 4E Se PL 的 抗 贫血 作用 ， 这 是 由 于 在 

HEME fn ES 5 FS PSE ESE Bh HG HH hl ME AE SE By, 作用 的 WEE 

JERR iC, 

GHEAESE Bi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活动 性 有 关 的 生 物 学 过 程 ， 现 在 
ISDE RABI, WOR, HEAR By 是 作为 辅 贱 去 参加 能 
从 嗓 哈 合成 核 昔 的 重 族 的 - 维生素 By, 可 以 促进 &- 毛 基 酸 的 氧化 和 
叶酸 的 合成 ， 叶 酸 也 是 积极 的 抗 贫血 的 物质 。 在 锥 生 素 Bi 与 叶酸 
共同 使 用 时 ,其 作用 可 以 相互 地 加强 。 | 

维生素 Vy. SE WERE AT IK AUR RA FLIER (Lactobacil/us lactls) iy 
ERAS, (RAAB, HERE By -S LIMA; RRS me Pe 
RAROREFME PARI we, Abe tals, ADE, HESS 

at 



SR at 外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作用 453 

By, 与 “动物 性 蛋 自 因素 ”以 及 与 很 长 时 期 仍 未 型 清楚 的 乳 的 “X 因 
素 " 也 是 相同 的 。 
共生 素 Blt 厅 仅 可 在 反 锅 动物 ,而 且 可 在 单 胃 动物 的 有 惕 胃 道 中 合 

RM, CBB PARE Bi 时 ， 瘤 胃 和 其 他 部 分 的 组 菌 起 有 一 、 

定 的 作用 。 
根据 这 些 有 意义 的 关于 礁 生 素 By 的 本 性 和 生物 学 作 用 的 研 

帘 , 那 未 以 钴 作为 编 羊 及 其 他 农 青 的 食物 的 意义 是 很 清楚 的 了 , 它 可 
以 防治 性 青 以 在 刨 料 中 缺乏 钴 素 所 引起 的 贫血 状态 作为 基础 的 各 种 
疾病 。 可 能 ,在 钴 的 影响 下 炉 羊 和 牛 的 境 重 量 之 提高 ,也 决定 于 性 次 
ABR PSR A ORME ARSE Be 的 作用 。 摆 在 研究 者 面前 的 迫切 而 重 
大 的 任务 之 一 ,就 是 弄 清 楚 动物 有 机 体内 合 MEAS By ARF, LA 
及 在 这 种 合成 作用 中 矿物 外 的 利用 情况 。 

在 研究 钴 的 生物 学 作用 的 问题 面前 ,已 开辟 了 广 阅 的 道路 ,这 些 
道路 是 :研究 分 析 希 的 有 机 烷 合 体 , RBA MSA, PEERED 
肉 蛋 自 合成 中 的 作用 ,深入 研究 农 表 由 于 缺 钴 所 引起 的 丛 血 症 ， 
太 究 不 仅 在 土壤 和 植物 内 钴 含量 不 足 的 地 区 而 且 在 食料 内 钴 命 
et tessa 
学 对 它们 还 是 研究 得 不 够 的 ， 而 且 也 还 没有 引起 医学 工作 者 和 兽医 - 
学 工作 者 对 这 些 问 题 的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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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 和 铜 在 农 冀 阐 养 中 的 意义 
A.M. 具 尔 爹 

在 拉 股 厅 亚 苏区 埃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土 壤 为 砂 质 壤 士 , 灰 化 士 \ 泥 
LAA A I a SOE SE 
[OF RBI ORIG, THIOL BUR le a A 
CAAA BIATEN. “WE RAEI BIE OR UE 
“pgs | | 
KAGE AREITBA, LRP MEE BE 

”来 的 。 
对 这 种 疾病 感染 率 最 大 的 ,是 炉 羊 和 山羊 ,其 次 是 牛 。 兆 其 是 怀 

孕 母 牛 和 高 产 乳 牛 更 容易 感染 于 网 病 。 而 猪 和 已 感 染 这 种 疾病 的 比 
BD, ; 

“在 各 种 性 畜 , 病 征 的 出 现 是 在 11 月 一 12 A, WS AES 
于 内 病 的 普 吉 出 现 是 从 3 月 一 .4 月 和 在 放牧 场 主要 植物 开 始 开花 
前 。 根据 当地 条 件 和 性 冀 本 身 的 特性 ， 其 中 有 些 性 畜 在 一 年 中 的 任 
何 时 期 都 可 以 患 这 种 病 。 1 
HATE UES, Mb PSM 

DBORGBTAIE, TE—2ERIB, MSH A fa a SS 
份 息 好 的 其 他 农场 去 进行 放牧 1 5—2 4A, MEAT DG UR 
这 种 疾病 。 

在 这 种 地 带 ,小 牛 一 般 也 不 能 青 成 的 ;从 外 地 运 丰 的 牛 在 农场 里 
最 多 也 不 过 能 养活 两 年 。 

猎 我 们 确定 ,在 发 病 率 方面 恶劣 的 地 带 , 牲 冀 对 感染 这 种 疾病 的 
Sebi AMES, ASSEN IE LA FSR,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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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时 性 冀 栋 不 乐意 吃 在 当地 栽培 的 蚀 料 ， 以 后 则 完 至 不 吃 当 地 条 ， 
ee, WMS EM REET OMT, 
LAE GMMR, ABCA SRR, MED 
‘EMU BASES RAR ETE MRE 
iA ERIE A A EE, | | 

Ext — BEATIN DUG, WSS ASHE I Pe PS 
Fike AS BAH, FES BNE OLE SBS SPE RS BPRS i 
a B-MU AD Bit, MEF Te: 48 Re PERS OR A AB 

SSL ORES SC FTE; WRC: DUR IOREES, TIL 
RE HN ROA BO: TERA Se a 
BUFR ES EPEPE TIE , WIS Te BE BO SFR, EA 
apie pk) wee, (LPS AAR, De LIER PSL AR 
完 至 。 

患 过 这 种 病 的 泌乳 性 冀 , 其 泌 怨 量 下 降 , 甚至 完 人 至 停 目 泌乳。 
病 间 的 皮 良 要 弯 于 燥 , URED, RIE HE EBERLE, ETE, MRE 

在 趴 病 初 期 其 毛 脂 汗 具 有 和 红 褐 色 , 而 随后 则 几乎 完 至 消失, CREM 
曲 性 , 变 为 棉絮 似 的 死 毛 ,不 经 拉 , 易于 觅 落 ,而 在 拉 紧 皮 计时 表皮 易 
于 破裂 。 

在 解剖 死 的 或 展 宰 的 病 青 尾 体 时 ,可 发 现 以 亏 虚 为 特征 的 变化 、 
肠 卡 他 、 胃 卡 他 ,如 为 反 锡 动物 则 可 发 现 趴 胃 卡 他 和 肝 变 性 等 。 病 咨 

是 迟钝 的 ,对 刺激 的 反应 很 弱 , 有 时 叶 牙 。 在 许多 病 青 中 都 发 现 有 天 
眼 和 多 证 现象。 这 种 病 猎 常 都 与 贫血 合 代 发 生 。 

烃 我 们 的 研究 确定 ,在 拉 肌 蕉 亚 苏 蕉 埃 社 会 主义 共和 国 , 农 畜 患 
于 益 病 是 由 于 蚀 料 内 铝 的 含量 较 低 所 引起 的 。 根 据 现 有 材料 可 以 知 
道 ， 这 种 病 在 立陶宛 和 和 白俄罗斯 苏 蕉 埃 和 社会 主义 共和 国 ， 在 饥 克 兰 
的 低 密 多 林地 带 及 在 苏联 其 他 地 区 均 可 遇 到 。 在 许多 国家 里 亦 可 遇 
到 农 畜 的 这 逢 相似 的 疾病 ,但 病名 的 呀 法 各 有 不 同 。 

eerie, FEAL ME MME RELATE MSE A SL BEA 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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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e 1, 5 MEI TED 的 地 区 , PB, 尤其 是 反 锡 的 农 冀 几乎 至 部 
都 要 感染 于 网 病 。 在 这 些 地 带 患 这 种 病 的 编 羊 ,山羊 和 牛 ,都 要 死亡 ， 
荐 且 不 得 不 把 病 冀 履 室 或 运 到 其 他 地 区 。 在 土壤 含 估 至 1.5 一 2 
毫克 /千克 的 地 区 也 发 现 有 性 瘟 患 此 病 以 求 死 世 的 情况 。 在 土壤 内 
Sify rik) 2.0 至 2.3 毫克 /千克 的 地 区 性 瘟 患 此 病 较 少 ,并且 病情 
AH HE 

MRR, PASTEL A YEE WE & Sh eh 2.3 2.5 
See We Pe a BE} LEH , RE, SPIE LAL, 

rd ME He HME Bet SAE SE AA ER AS es, | Sy RA SE 

fib HK eA A. ESA AERA ZS HK Sas 

0.3 一 1.5 2 /T). WNL AVR LHESHAS I, PEK 
Ph SEs HOR , PERS BRR SEER i Bo aE AT, 
HEL, GOL TE) HE - A O AL , 最 能 保证 可 溶性 
BEC BE 2.5 —4 0 毫克 /千克 )。 在 大 部 分 为 这 些 种 类 十 壤 的 地 带 ， 

不 会 感到 刨 料 内 外 的 不 足 。 
为 了 要 研究 出 防治 于 只 病 的 措施 ,我 们 用 牛 ， 绵羊 、 猪 和 纵 絮 进 

行 了 19 次 科学 - 狼 济 试验 和 实验 室 的 研究 分 析 。 我 们 是 研究 用 钴 莉 
和 铜 是 作为 预防 和 治疗 这 种 疾病 的 莉 剂 的 。 

所 有 科学 - 沟 济 试验 ,都 是 用 选择 尽 可 能 相似 的 性 这 作 为 对 照 组 
和 哉 骏 钥 的 分 粗 方 法 来 进行 的 。 各 狂 性 瘟 的 蚀 养 管理 和 保 理 条 什 都 
相同 。 在 放牧 季节 是 把 性 次 放 在 普通 冀 琴 内 放牧 。 

在 1947 年 秋 邓 前 进行 的 试验 中 ， 外 路 和 贷 临 是 银 和 给 溢 于 水 的 ; 

而 以 后 则 外 答 以 食 咯 为 基础 的 加 太 氯 化 钴 或 硫酸 铜 所 制 成 的 克 重 负 
Fil, MRE ARSE TIN EI SE ID BUC TE I Dae, HB ee BED ae 
Sh MBL OAR, 
FEAT BL ER A EEE 2 TI, PEE AB 

APB RG PM ARPES HET T ALA SEIN AGERE, THAT SM aS 
SU JAF BI, 

我 们 在 下 面 举 出 最 能 代表 研究 分 析 的 千 果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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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DAF KBAR MET TH 
年 一 - 自 1947 年 2 月 5 日 至 1949 年 1 月 13 日 , 芽 旦 是 在 土壤 耕作 属 
TAPES 0.6—0.8 坚 克 /千克 和 其 于 章 的 于 物质 含 钴 0.05 一 0.06 

襄 克 /千克 的 农 扬 里 进行 的 。 所 提出 的 任务 如 下 :研究 和 试 避 钴 中 和 

令 确 的 预防 特性 及 治疗 特性 ; TE FETA AT EA FB ， 

ES FB BAPE HY in PERS Bid ES AER TR SEB, A 健康 的 ” 

地 方 运 来 了 8—9 Ai MRB DAHL, Rib =ERER T RAN & 

处 理 以 后 ,把 它们 分 为 三 组 。 试 验 是 按 下 列 方 案 进 行 : 
第 一 组 一 一 对 照 组 ,去 世 小 公 羊 4 头 , 不 给 制剂 ; 

第 二 钥 一 一 试验 组, 去 势 小 公 羊 4 Sh, HAUSE, 用 量 为 每 头 每 

atte 1.1 一 2.5 毫克 ; 

第 三 组 一 一 试验 组 ,去 势 小 公 羊 5 头 ,在 整个 喜欢 期 间 每 式 每 画 
夜 狂 硫酸 钢 5 毫克 ， 从 1947 年 2 月 5 日 至 1948 年 1 月 6 日 期 间 每 
头 每 画 夜 给 毛 化 外 1.1 训 克 ,从 1948 年 7 月 25 AE 1949 42 1 13 

日 期 间 每 头 每 画 夜 欠 毛 化 外 2.5 毫克 。 

在 试验 千 束 时 ,也 就 是 至 1949 4214 138, POMPE 

落得 铬 荔 的 ) 平 均 每 头 具 有 28. 2A HR, B= MAS ERR 

硫酸 铜 ,而 毛 化 铺 佛 中 断 的 ) 平 均 每 头 具有 27.9 IF 
这 两 组 去 势 小 公 羊 都 上 共有 正常 的 剪 毛 量 。 

对 照 组 的 去 劳 小 公 羊 在 试 愉 的 头 8 个 月 过 程 中 , 也 就 是 在 1947 

年 10 月 10 日 以 前 人 至 部 死亡 。 哉 验 钥 的 去 势 小 公 羊 在 此 期 间 乞 至 健 

康 , 同 时 第 二 钥 去 势 小 公 羊 每 头 增 重 15.2 AT, BHM EK HE 

18.4 公斤 (平均 )。 

现在 把 去 势 小 公 羊 在 整个 试 避 期间 的 活 重 动态 用 赂 1 表 示 当 

Ko 

FEAR AES E51: WL BSB, 皮下 脂肪 全 部 消失 ,及 上 面 已 

府 过 的 在 患 这 种 病 时 其 他 的 嵌 型 变化 。 

在 1947 年 10 月 10 日 属 室 的 对 照 组 的 第 9 SRA 小 公 羊 的 血 

液 内 ， 在 不 完 公 可靠 的 状态 下 公立 方 毫米 血液 含有 血 秆 素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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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第 一 组 《对 照 的 ) 
一 :一 -第 二 得 人/ 毫克 CoClz6H;0 175 毫克 Coflz'6H?0 2.5 毫克 Cofl76H20 

apie ME BKC, 6H,0+ | 5% Cus0,-5H,0 25 VIHCocn, -5H20+ aR a ‘ + 毫克 CuS0u'5H?0 +556 CuS0,: 54,0 
en Seg 

rag per Gud 

50 

0 

190 200 JOG 400 500 600 

SD OW RW OR 1031947 6. /4  2UML 1948 195494 

fal 1 去 势 小 公 羊 体重 动态 。 试 验 在 1949 年 1 月 15 ARH 

一 一 第 一 宜 (对 照 的 ) 
-一 - 第 二 组 /1 毫克 Coflz6H?0 [LFS BHCOCL-6H,0 2SHCOCL, GHA0 | 

Oy ---- 第 三 组 11 BH Coll, 6H, 50% CuS0,-SH,0 25 HCO, BHO 
60 - +50 36 CuSO, 54,0 +5035 Cu80,- 54,0 0 

0 100 200 300 400 $00 600g 
SH ICH OM INIT 11 19¢7% EL 6K 2OT ak FAsrisesh, 

2 去 势 小 公 革 血液 内 血红 素 的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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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 ER 587 万 和 上 白血球 5800, 

Ce Me a PS ASE EB OT DAT] 2 中 看 到 。 
在 图 3 中 ,中 间 的 是 对 照 钥 的 第 9 SDE, MEME 

AGRA BI BOD AE mee 

图 S “中间 是 第 9 Fe Wace BESSA hae 

根据 这 个 试验 益 料 可 以 作出 下 列 的 基本 和 烙 论 : 

1 .在 蚀 料 内 钴 素 不 足 的 地 方 , 用 毛 化 钴 按 每 头 每 画 夜 1.1 一 2.5 

”区 克 的 用 量 能 预防 和 治 郊 纺 羊 的 于 兽 病 ， 保 证 其 正常 的 发 育 和 生产 

性 能 。 
2 .在 获得 钙 卖 的 去 势 小 公 羊 的 血液 内 , 血 轩 素 ,和 红血球 和 白血球 

的 数量 均 为 正 Bo 人 " 

3 MIE TERE EY DOA AULSI, TIN ARK AREER 
用 硫酸 钢 5 ETE, Je NLRC AR | i 

A. {EF S40 381 Ze | ES HT Oe A A LSS ATE 
BERG UMWD, BA , ANA TA EP A, 
Wi A ACT SP RE | 

5 EASES , AT LAL TE ER BAR > 9 w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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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GLER AG ,要 正常 地 创 养 繁殖 绵羊 是 不 可 能 的 。 
对 种 午 的 试验 竺 牛 的 试验 是 从 1947 年 2 月 5 日 至 5 月 30 日 ， 

地 点 也 是 .在 进行 去 势 小 公 羊 试 台 的 农场。 

试 艇 的 目的 是 研究 以 钴 作为 预防 和 褒 疗 特 牛 于 内 病 的 莉 剂 。 为 

mae , eee T FATA) sews PEAR , 但 对 照 组 的 竺 和 牛 是 健康 的 、 增 重 本 来 

正常 的 ,而 试验 组 的 竺 牛 是 叫 于 痊 病 的 ,因而 是 发 育 落 后 的 。 

试 怠 是 按 下 列 方案 处 理 : 

第 一 组 一 一 对 照 组 ,不 给 钴 制剂 ; 

试验 组 ,给 氧化 钴 ,每 头 每 画 夜 10 毫克 。 

对 照 组 以后 从 春天 快 到 时 起 ， 就 吃 不 完 规定 的 刨 料 量 。 RHPA 

Hf REACH F BE, 特别 是 在 3 一 4 月 : (EE EP AS AE 

也 吃 不 完 。 试 验 钥 等 牛 能 吃 完 至 部 蚀 料 ， 一 点 也 没有 剩 下 。 试 验 期 

间 竺 牛 活 重 的 变动 情况 可 从 图 4 中 清楚 地 看 到 。 

在 整个 试验 期 114 天 内 ， 和 平均 对 照 钥 每 头 竺 牛 的 活 重 减轻 了 
18.8 公斤 , 而 试 台 组 竺 后 的 活 重 平均 每 头 则 增加 了 38.4 公斤 。 

到 试验 车 束 时 ， 获 得 钻 夷 的 丢 牛 的 状况 已 大 大 改变 一 一 看 样子 

公斤 
159 r 
oa ee —— SARA 

10 139.6, --- 试验 组 

Ieee 26 129.6 127, 2G Gs Tens 

120. Pea 
| Sa 

ep - 

110 Po ae 

100 99.87 

| — i 
90 BY 一 

Ls es Pers) eee ee oe ee 
6 WW @ WH YO 50 bo kW 8 90 WO ER 
47 10. ID oP IOV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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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SZSES, WMH, SRAM RFE RAB BARA, 

着 有 死 的 可 能 Hao 

图 5 所 sai Ls 1 REECE HR LAS Tk 

ial 9 ”第 17 ROIS 15 #4981948 42 6 3 BD 

FS EH LBA LRA RES, LOR AUR 

血液 内 的 多 的 多 。 - 

a] 6 是 表示 血红 素 的 动态 。 

责 个 组 竺 后 的 骨骼 内 的 后 和 磷 合 量 ， 都 在 标准 量 的 范围 和 内。 这 

一 事实 表明 ， 寺 和 久生 的 武 胡 以 及 在 去 势 小 公 羊 的 武 验 中 所 研究 的 这 

种 于 岂 病 ， 莽 没有 与 骨 款 化 病 合 儒 发 生 。 

- 根据 试验 车 果 可 作出 下 列 车 葵 : 
1 .在 于 章 内 含 钳 量 为 0.05 一 0.06 毫克 /千克 的 地 方 ， 小 后 是 要 “ 

患 于 瘤 病 而 且 是 不 能 养活 的 。 

2 .人 小生 每 头 每 画 夜 加 银 所 化 钴 10 毫克 ,是 完全 是 以 预防 或 治 癌 

Fi HES ELS . 
对 育 成 雁 咎 及 初 产 母 千 pac Hi BORLA RP EEA ae 

BA 1948 48 | 月 10 日 至 11 月 z "AG BEAT, ANSE TE Bi i S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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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0 IO 7) 50 60 20 EY) GEER 

IZ 27 IP QV 1947 ¥ 

图 6 SEMA hmTRSRIS 

进行 的 。 Bia, Bost A—PAteMA ARES hE 

| PRRAZE EA EAE, ERDAR OO RE Sale 
ma, 

wien Aimer: 

— HM Al —A1—_ ABA, 每 组 性 畜 为 6 头 ; H-MRS, 
第 二 狂 获 得 钴 十 钢 ; 

第 三 硼 一 一 对 照 钥 ,性 冀 为 6 头 ,不 输 制 剂 。 
众 工 月 10 日 至 5 月 25 日 ,第 一 组 特 责 每 头 每 画 夜 候 和 给 AIH 

15 毫 克 , 第 二 和 组 每 头 人 每 画 夜 候 答 所 化 钴 5 毫克 。 从 5 月 25 RET A 

24 日 不 输 性 将 亿 用 制剂 。 从 7 月 24 日 至 11 月 30H, PAL PE 

PARE KR AICE 10 毫克 , HEA ALA ES A ESE 

Aa} icin Gees 150 2258, 

STR APES I CR Sci BAS ee, FP St ete ALPES 

吃 的 少 。 | 
FE ae il ,第 一 组 每 头 性 背 的 平均 尽 夜 增 重 量 为 397 FE, 

组 一 一 363 克 , 第 三 组 (对 照 组 ) 一 一 267 Be, A, RRB RR 

是 第 一 和 组 的 性 瘟 ( 每 头 每 尽 夜 候 和 给 氯 化 钴 15 一 10 训 克 )。 

性 和 冀 的 活 重 动态 如 图 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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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秆 三 组 RAD) 
2 eet cunt weet ae 全 全 村 第 一 姐 15 BE aC Ly GHG il ge ae lio See Coll. oP 

公斤 ~~~ BAA FSCO, 54,0 (OS RCOCL,6t-0+ 
¥00 +150 BS 5e0uS0y°5ii.6 

350 

7 

so ad 
250728 

0 50 100 150 L0G. 250 I00 ER 
1o1 : 25L 24.7 JOM IGE SE 。 

图 7 ME OT BAP es) 

使 用 制剂 ， 对 初 产 母 牛 的 繁殖 产生 了 有 效 的 影响 。 

在 试验 期 间 , 第 一 组 的 6 头 育 成 姓 生 中 有 4 Sk Ti, SEG 2 头 

仍 在 怀孕 。 这 一 组 的 类 牛 出 生 时 的 活 重 为 25 一 32 公斤 ( 笠 均 为 28.7 

公斤 )。 第 二 组 的 6 头 育 成 媳 牛 中 也 是 有 二 Sk Th, 1 SRS, I 

头 仍 在 怀孕 。 这 一 组 的 竺 牛 出 生 时 的 活 重 为 25 一 31 公斤 〈 平 均 为 28 

公斤 ), 其 中 有 1 头等 牛 于 5 日 龄 时 死 世 。 对 照 组 所 获得 的 糙 果 最 坏 。 
这 一 组 的 6 头 育 成 克 牛 中 顺利 地 分 娩 的 只 有 3 头 ，! 头 流 产 , 2 KG 

在 怀孕 。 特 和 牛 死 亡 了 2 头 一 一 在 8 日 龄 和 20 ARH; ARH 

Af 13k, PREM EW TS 20—27.5 BI (EBA 22.347). 

BURGE ET EL FE SSG 
1 .在 上 平年 , 即 自 1 月 10 日 至 5 月 25 A, Cer eee ere 

1495. Sh 4g SEG BAS GEA 15 毫克 的 情况 下 获得 了 很 大 的 效果 。 

=> 

2.72 F424, BIS 7H 24 日 至 11 胃 30H, LAR RB 

BEE FES EEK ALI ACG 10 SHEP RAST A i 的 藉 

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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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 SiS GHEE Sl I Oe J OO Sh Bh BA, 
SD BREA RE, 

4, FEAL HO PIE My HAS, FEE IN IN ET PES A ERIN, 性 
将 的 状况 ,不 使 用 钻 制剂 也 可 以 得 到 显著 的 改善 。 
对 及 后 的 试 骏 ”母后 的 试验 也 和 育成 放 咎 的 试验 一 样 ， 是 从 

1948 年 1 月 10 日 至 11 月 30 日 在 同一 个 农场 进行 。 试验 的 目的 ,是 
研究 氧化 钻 、 破 酸 铜 的 不 同 用 量 及 氧化 外 与 硫酸 钢 共 同 使 用 对 母 牛 
活 重 ,生产 牵 及 繁殖 的 影响 。 

试验 是 按照 下 列 方 案 进行 : 
第 -组 和 第 二 组 一 一 试验 组 , 每 组 母后 为 6 头 ; 第 一 组 获得 钻 ， 
FAR BH + Hd; 

”第 三 钥 一 一 对 照 组 , 母 牛 为 6 头 ,不 和 给 制剂 。 

体重 的 变动 ， 以 及 外 题 和 贫 趾 的 给 与 量 和 银 蚀 的 规定 如 图 8 所 
7B o 

一 -一 第 三 相 (对 照 的 ) 

一 一 -第 -- 相 10H Fob RABE 2500s 6H,0 

50 / : | 5H20 +500 毫克 CuS04 5H2z0 456.0 

+50 ee f 
LA 

¢40 》 9,8 

50 100 150 200 250 II EER 
, oe at 25.7 24 FOL I9YE FB 

图 8 母 牛 的 活 重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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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 据 母 牛 锋 重 的 增加 速度 、 挤 乳 量 及 乳脂 含量 的 动态 可 以 作出 

千 花 疏 ， 在 把 所 化 外 和 大 酸 铀 共同 全 业 母 牛 的 情况 下 所 获得 的 效果 

fr BS AE fe FA SB ASS , SAE AT ye TOR eg: 

pa BEE PEPE TG EE 34. 1—35.3 公斤 ,而 对 照 钥 母后 所 产 

矢 千 的 活 重 仅 为 31.1 公斤 。 

Gi LASALLE RP 

FT BS eA Be 

arsine ad eee 

1 BAP SAE RRA AICS 10 一 20 SE FR Te, FT 

He Ha AE OT ER BD FL RE 4S th hy 

2. AGA AA, BUTE AP Ree De 09 ne RA 

fa] 2 eh 32 FA BL EE JS, 

3 AcE TRI HE 68 54a HUM URS BERS 300 BES OLAS 

活 重 产生 了 良好 的 影响 ， 但 没有 发 现 铜 的 良好 后 作用 。 

a heats a ea seas ke 

任用 从 外 地 运 大 的 精 独 料 可 部 分 地 预防 母 牛 的 干 殉 病 。 

和 仔猪 的 试验 是 从 1950 年 1 月 6 日 起 在 拉 觅 蕉 

We SBE A RB RBEAH. XP Re IRIE, 

Fi 0 一 28 KALB SHE 1.9 毫克 /千克 。 CRIB 这 个 农 

瘟 的 饲料 的 农 瘟 患 了 于 网 病 。 
作 试 台 的 目的 ， 是 研究 氮 化 外 作为 猪 抵抗 干 岂 病 的 预防 剂 的 作 

Kio 

为 了 试验 ， 从 1949 42 11 A 26 Aa 27 A 1H 2 AP AP IEP Be 

择 了 作 试 验 用 的 仔猪 。 

试验 是 按照 下 列 方案 进行 : 

第 一 狂 一 一 试验 组 ,仔猪 5 头 ; 在 试验 初期 , 即 自 1 月 6 日 至 2 

月 15 日 ,每 头 每 尽 夜 人猿 和 给 氧化 外 5 毫克 ， 而 自 2 月 15 日 到 4 月 6 日 

FEE 1K ein BACHE 1028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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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钥 一 对照 组 ， 仔 猪 6 5k, 
试验 狂 仔 猪 到 4 月 6 日 的 增 重 量 , 比 对 照 组 的 高 出 23%6 。 
在 氮 化 锋 用 量 自 每 头 每 尽 夜 5 毫克 增加 到 10 毫克 以 后 ,仔猪 活 

RAPS RIM, CUE, TE REA Ra 具有 长 时 期 
的 后 作用 。 

根据 这 个 试验 的 结果 可 作出 下 列车 葵 

1 Ade Eo IRR, FP BG RAS a Ee 

用 。 

2. 候 用 氧化 钴 可 提高 猪 的 血液 内 血红 素 和 和 用 血球 的 含量 。 

3. 对 具有 活 重 20 AAAS, ER ER FAA 化 铬 10 See He 

fie 5 Seve RA, 

毛 化 钴 大 剂量 对 动物 有 机 体 的 影响 ”为 了 研究 钴 的 毒性 ， 生 理 
学 等 了 肚 和 机 械 作用 对 和 性 冀 和 禽类 有 机 体 的 影响 ， 我 们 进行 了 用 氧化 

Si AFAR FLAP PA A SERS OU, Fel ES J OOO KE. 
Poe te Fe AL HE cae A PL Se) Dh FES) HE TS TS 

实验 基地 进行 。 该 实 砍 基地 的 土壤 含 外 是 充足 的 一 2.6 著 克 / 千 克 以 

上 ,这 个 农场 的 性 音 不 感染 于 奖 病 。 

SAFE TCT Ai ESS SIT. 

ATA ASA Ge 3X Peat e A2—3 FRE, Wize a 

194948 9 A 22 日 至 1950481 8 14 A, 用 淘汰 的 小 公 后 Hae 两 个 

狂 : 武 验 钥 (获得 锌 ) 和 对 照 组 。 

试验 狂 小 公牛 除了 基本 日 独 久 外 着 获得 氛 化 全 (次 于 Wit PLB 

Pk P tik) Aen F: 8 9A 22 HH 11 O18 Ae KEE ER 

WANG 1 HE, 11 A 18 HAE 12 月 13 HARM 1.5 克 。 
从 12 月 13 日 至 试验 结束 ,试验 组 的 小 公牛 吉 科 尔 斯 EE 夜 获 

得 所 化 外 1.5 Fe, Th AE FE SE ZR IEG 3 EO 

在 试 台 期 内 增 重 量 较 高 的 是 获得 外 的 试验 组 牲 畜 : se 

AS PE ie He 818 Fe, SER AL PRE 的 为 773 克 。 应 该 指出 这 

梯 一 个 事实 :小 公牛 托 姆 斯 从 出 生 直 到 在 全 试验 期 间 具 有 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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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879 克 ) 是 在 属 宰 前 30 KALE HARES 3 克 的 时 期 ,这 种 

郑 量 超过 了 矫 牛 一 般 使 用 剂量 的 300 一 600 倍 。 

在 试验 期 间 所 有 和 性 冀 艾 极为 健康 。 

不 同 的 ,是 自 11 月 18 日 起 当 小 公牛 托 姆 斯 开始 每 BK REA 

化 猪 不 是 工 克 而 是 1.5 EAR, Eas TG Be ee EE BS BE, 

在 12 月 13 日 起 把 氧化 铬 画 夜 用 量 增加 到 3 克 以 后 ,在 头 10 天 这 头 

丢 千 的 增长 则 草 时 停止 ,但 在 以 后 其 次 重 速度 双开 始 贡 速 。 这 样 看 

来 ,所 化 钴 这 样 的 大 剂量 在 初期 会 抑制 生长 ,但 在 以 后 性 冀 有 机 体 即 

BI Be SPREE A CAR FEL i Bt BRR SEP | 

eer FAA 
公斤 -一 一 拉 依 吉 斯 一 对 照 组 

190 1 FE Coll, 15 580001, 30 克 Foft 186.0 
BL B03 

150 

| BH 
BH IX WS 2 IM iM 20 FMD 1240 23019961 MX 

fal 9 氧化 个 大 剂量 对 小 公牛 托 姆 斯 活 重 的 影响 

” 血 流 学士 的 研究 分 析 材 料 表 明 , 试 验 狂 升 牛 血液 六 的 血 竹 素 ,用 

血球 和 自 血 球 的 数量 已 大 大 地 卉 加 。 与 其 他 犊 牛 相 比较 ， 在 试 台 和 藉 

束 时 小 公 生 托 姆 斯 血液 内 的 租 疆 素数 量 最 大 ( 达 87 郊 )。 

la] 10 所 示 ， 为 喜 验 期 内 小 公 生 托 姆 斯 与 对 照 租 中 的 小 公牛 拉 估 

吉 斯 相 比 较 的 血 流 成 份 的 变动 情况 。 . 

指出 这 样 一 个 事实 是 有 意义 的 : BABES MA MRAZ 

症 表 现 得 如 此 明显 而 着 沟 有 影响 到 其 血液 内 的 色 指 标 (UBeTES 首 mo- 

gasaTeJip )。 这 是 由 于 血液 内 红血球 的 数量 增加 时 , 血红 素 也 网 时 坎 



上 站 和 铀 在 农 击 伺 养 中 的 意义 469 

-.-.- 托 姆 斯 一 试验 组 
—— po ie ph ed 

80 b1— —--82--.8j—" ~ 

8347 
23.B ZU 了 2I11 13X07 23X17 141 

IYI 1950 

10 ASA DAA RK 

Dns, (AAT ARE, FEU ARS A SLE As 
HELMBA, FEU, AUASE ER A os EA 
PPARZE RE SRYL A BE HR 

” 沟 依 定 , 试 验 组 犊 牛 肝 内 的 蕉 生 素 \`E 和 C BAA Mem, R 

UE fs LAD LS POE AE SE C Se ES, TERS 
Ry HEAR SE C HIF, LEER ARR A, ES ER RULE 3 克 
Bab SAF FEU AS PS _E RPS BEST MEE ME C REICHEL, 
LEO E , RRMA PLIAGE BAK, 



470 SMARTS TCH 

RIN FERBIRE HEE ALAN EHS EEE. Vita 

AHL REES Bt, AP HLARPS SAG SRE EK BF She Re E 

BMH, BBL, AA RRA HRS, 

FE RIE ALT AINE PS, 25 RL AL, tT 
ZW, 

各 竺 后 的 大 豚 骨 内 和 下、 磷 和 灰分 在 含量 上 是 否 有 重大 的 差别 ,未 

WE. : 
ey HERE AS 对 詹 鹅 的 试验 ， 是 在 多 层 育 钴 器 的 管理 条 件 下 

进行 了 两 个 短期 的 定向 试验 。 

第 一 个 试验 是 从 1949 年 5 月 20 日 至 6 月 20 日 进行 的 。 

对 照 组 和 试 辟 组 都 是 各 为 5 只 40 日 龄 的 线 舌 。 

Dey SEES: 1 公斤 活 重 获得 气 化 铬 的 数量 如 于: 40 一 50 

日 龄 时 为 0.5 毫克 ,51 一 60 有 日 龄 时 为 0.68 毫 克 ,61 一 70 日 龄 时 为 1.32 

22 bho 3 

在 试验 期 间 , AHS AL SESS ZEST BE I T 10526, BURRALMER 
By An 116.5%, 

血液 学 于 的 研究 分 析 表 明 ， 1. $e Pt CSE AA 

PROG Ek LBA SERS th I BED 
第 二 个 起 验 的 目的 ， 是 研究 氧化 钴 大 剂量 对 多 条 活 重 、 血 液 成 

分 ,血液 内 和 一 些 器 官 内 蕉 生 素 C 含 量 的 影响 。 试 验 用 的 雏 籍 均 为 25 

日 龄 ,对 照 钥 和 证 验 组 各 为 5 只 。 试 验 钥 飚 条 在 头 5 天 每 1 公斤 活 重 

$e SALE 15 毫克 ,在 后 5 天 每 1 公斤 活 重 获 BA 化 钴 30 SH. 

在 这 10 天 内 ,对照 组 每 冻 詹 牲 的 活 重 平均 培 加 了 21.4%， 试 验 钥 的 

STi T 30.2%, 

Besar mig UAT fn PRAY BCE I LAPS MEE SE 

含量 ,都 比武 验 狂 欠条 的 少 。 a 

pete , RUA SEIS Gein BAAR 

的 。 

““ 哉 验 表明 ,动物 有 机 体内 在 钴 申 的 影响 下 可 以 加 强 合 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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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的 组 线 的 代谢 产物 的 活动 性 ， 而 共生 素 可 以 改善 造血 器 官 的 

作用 、 耐 强 肌 肉 蛋白 的 和 酶 的 合成 作用 及 促进 基础 代谢 。 在 有 机 体 

内 进行 氧化 过 程 时 , 蕉 生 素 “ 的 作用 特别 大 。 

狂 有 机 体 丰 富 锥 生 素 和 上 E 和 C, 可 提高 动物 对 传染 的 抵抗 力 \ 刘 

强 其 发 情 和 改进 其 受精 牵 。 

BA ES ASE i FA SH RESET IAT KA DZS AF A/D AEA 

第 一 批 试验 分 析 确定 ， 钙 曙 和 部 分 铜 路 是 防治 农 畜 干 岂 病 的 有 效 获 

” 剂 。 因 此 在 扩大 实 避 工作 的 同时 ， 我 们 已 着 手 普 通 检验 对 主要 的 按 

年 龄 分 的 农 音 狂 使 用 钙 烧 和 人 钢 晶 的 技术 和 剂量 。 此 外 , 产 旦 对 由 于 刨 

料 内 缺乏 外 而 引起 性 冀 疾 病 传 播 的 地 区 ,进行 了 调查 工作 。 

fi VERS is FA A ACE GE , PEM ELBE Ain TE :成 年 后 

分 为 10 2232.20 S50 A 40 S52, bE A A 5 E10 SA 

202538 36-4 5 毫克 、10 SA 20 , 编 羊 或 山 羊 分 为 1.5 训 

克 ,2.5 毫克 和 5 ESE, MAH 20 和 40 Bese, HN, APA ASE 
制剂 是 每 隔 1 一 2 日 候 一 火 ， 给 编 羊 和 山羊 是 每 隔 3 日 4 日 或 5 日 

iR—-K. 

Ofc ES iil FA RFE FS Bh ek FF T RR, FAAP ER ee as 

头 每 画 夜 的 剂量 不 超过 300 BEE, hE ESKER 75 一 150 毫克 ,篇 

羊 5 一 10 毫克 。 

FEE FR SE FS 4 It , PS-EY 15—60 BER (ok UE) A Ae 

药剂 15 一 30 日 。 | 
FERRE EASA INA TT AE AS a Be TR AS ERE RE 

Ht, got ASM RR ARES aie Sh 7 HBR 

Bh, FEI—1 5-7 A PES ER, EPG AR US ESE 
APH EI eae EAA ETRE, PSS BAP EAE 

党 的 状态 。 
现在 我 们 举 出 使 用 个 制 草 进 行 普通 从 朋 中 的 一 此 比较 上 有 具有 代表 

性 的 例子 来 。 

里 芭 区 拉 加 条 也 姆 斯 镇 的 一 冻 母 咎 在 1946 年 开始 患 于 次 病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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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母 后 于 1947 年 2 月 流产 ， 再 不 发 情 。 虽 然 是 在 十 分 良好 的 放牧 场 

上 ,但 至 1947 年 9 月 1 日 它 已 消瘦 到 不 能 跟 上 SA. wi 11 所 示 为 

og aah Sana 月 1 日 时 的 鸭 态 。 

图 11， 拉 加 条 也 姆 斯 佣 的 病 母 牛 (1947 年 9 月 1 日 ) 

从 1947 年 9 月 1 日 起 开始 以 毛 化 钼 假 给 这 头 母 牛 ， 剂 量 为 每 画 
夜 20 毫克 ,至 同年 10 月 5 日 母 牛 即 显著 地 复元 了 。 图 12 所 示 为 这 

头 母 和 牛 复元 后 的 状态 ;照片 摄 于 1947 年 10 月 5 日 。 

1947 年 冬季 ; 由 ”健康 的 "地方 把 一 头 种 公牛 运 到 了 同一 个 镇 的 

国营 了 忠 种 站 。 夏 季 , 这 头 公 牛 即 开始 食欲 不振 ,至 9 月 工 日 表现 了 平 

PF 703 FES AL iE AR C tial] 13) 

”从 1947 年 9 月 1 ARIF RRA IEA, AOE 

夜 20 毫克 ,至 10 月 5 日 公牛 的 状况 获得 了 显著 的 改善 ,这 可 在 图 14 

中 明显 地 看 出 来 。 

1946 年 4 月 图 库 姆 斯 区 阿 普 条 也 姆 斯 镇 运 太 了 一 头 健 康 的 母 

后。 这 头 母 牛 从 1947 年 1 月 起 即 开始 食 俭 不振， 而 在 同年 3 月 分 娩 

后 表现 出 于 内阁 叫 的 髓 型 征 状 。 至 9 月 1 日 母 牛 已 处 在 极其 亏 虞 的 

状态 (图 15 )， 画 夜 产 乳 量 仅 为 2 一 3 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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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12 ”同一 头 母 牛 在 治 省 后 的 状态 (1947 年 10 月 5 日 ) 

PINAR MH MWA 4A ( 194748 9 A 1 A) RN EE =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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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体重 已 显著 地 增加 (1947 年 10 月 5 日 ) 公牛 - 头 M14 同 

母后 (1947 年 9 月 站 日 ) 的 病 eR 15 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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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 A 1 omega es 49-287 20 毫克 。 

LAP 

16 sR is taped 194058 5 5 月 月 19 日 ) 

同时 ,在 两 个 月 过 程 中 停止 作 答 匀 时 这 头 母 牛 的 于 吏 病 莽 迅速 

发 展 , 这 一 囊 实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1944 年 春季 ， 有 -一头 母 后 从 健康 的 地 方 运 到 了 斯 洛 卡 城 。 1945 

SSAA LEA a FF he BI, TAFE 1945 年 夏 邓 已 复元 ， 而 在 

ni y fis nae woe. 

这 头 母 牛 于 分 娩 后 自 1946 年 秋季 又 最 后 一 RIB FBI. ‘BARK 

BS Rea Fh CA SS A PE AS PR RD ROK, 

iin BK BE, ee a en, Ee 

P17 PSI, 

这 买 母后 的 预产期 是 1948 年 5 月 25 日 而 实际 上 在 6 月 16 日 分 

We, FRR ARS, DEM ES 3 天 在 各 方面 的 帮助 下 和 它 才 能 站 

WAG, PPM BUA OS 2 天 的 活 重 为 18.4 公 斤 。 母 牛 的 产 乳 量 不 能 

We AAP FL 

母 牛 自 1948 年 6 月 3 ARIF RERG SM, APM T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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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46 6 A134 卡 城 的 病 牛 (1 斯 次 fal 17 

图 18 WSR AMER aS (194956 8 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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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迅速 复元 。 
1948 年 6 月 20 日 从 这 头 母 后 已 能 挤 乳 6 AUT, 7H 6 HES 

FF BW KA, VEER, M9494 4 Al 日 已 变 成 完全 两 
样 的 了 (图 18)。 
母 牛 在 1949 年 4 月 25 日 停 乳 ,于 预定 产 期 一 1949 年 6 月 工 日 分 

i, RUE AAS 2 天 的 活 重 为 32 BS; EAGLE, 6 月 28 日 

为 18.5 人 公升 ,从 8 月 10 日 起 每 画 夜 为 16 公升 ， 从 8 月 27 日 起 为 11 

公升 ,乳脂 牵 为 4.2 一 4.526。 
”里 男 区 卡特 尔 肯 竹 '“ 斯 塔 岛 梅 的 月 亮 ?集体 农庄 ,在 1949 年 春季 

有 10 头 母 后 患 于 响 病 。 图 19 所 示 的 乳牛 节 尔 捷 是 病 千 之 一 ， 那 是 

在 1949 年 5 月 27 日 时 的 状态 。 艾 尔 捷 是 1949 年 5 月 工 日 分 娩 , 5 

月 25 日 仅 产 乳 | 公升 。 

Bal 19 “其 弄 骗 梅 的 月 亮 2 集体 农庄 的 渍 峡 牛 (1949 年 5 月 27 日 ) 

自 5 月 27 日 起 每 头 病 母 牛 开 始 租 画 夜 获得 氧化 外 20 毫克 ， 到 
第 5 一 第 7 画 夜 它们 即 开始 正常 地 吃 料 ， 随 后 即 子 复元 。 到 8 月 20 

日 ,母后 蓝 尔 捷 每 画 夜 产 乳 10.5 公 升 。 图 20 所 示 为 这 头 母 牛 于 同年 
8 月 日 时 的 状态 。 



418 Shhh ALTA PA es ICH 

20 fF MOKA (1949 8 A 1H) 

Rh, Shall Gace ERMA, 
Bee HAA ALL BS ERS , FETE OAR SH HK 3 一 5 a 

#2 AU AE REE 
Bik, CPUS 2-3 天 即 可 恢复 元 气 。 

在 那些 至 目前 为 止 稿 羊 和 山羊 一 般 都 要 死亡 的 地 方 ， 如 果 在 它 
们 的 刨 料 中 使 用 钴 熙 是 可 以 蚀 养 它们 的 。 这 可 以 为 土壤 肉 缺 钴 的 地 
方 胜利 地 繁殖 绵羊 和 山羊 创造 条 件 。 

外 制剂 的 普 沁 使 用 ,对 患 于 响 病 的 , 马 和 猪 也 产生 了 有 效 的 影响 。 

re ning 

1. FERRET HEIL SHE MEM DLL, RIL WE 
+ AER AMMWE , RES RAR AIRED, SHE RRL 

BE A REO, RNG, PE a PAT ES, TH 

GELS SBSH RAL IT LA DEANS EH. 
2. Feast A ARETE LIES AES 1.5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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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的 ) 以 下 的 地 区 ,发现 有 牛 , 编 羊 和 上 山羊 PES BOW, FEES 
人 1.5 一 2.0 毫克 /千克 的 地 方 性 冀 也 时 常 患 病 ， 而 在 土壤 内 合 钴 达 
2.0 一 2 .3 毫克 /千克 的 农场 性 冀 患 病 比 较 少 ,情况 也 没有 那么 严重 。 

3 . 生 章 - 含 碳酸 粘 淋 溶 土 和 重 坏 土 ,最 能 保证 鱼 素 。 在 大 部 分 为 
MERE RIS, A BE SEAR 

“4 FELREN SES BR BA 2B, WSS AS RE SEER 
BoE BE 8 Hs FEE A Po , DA Be HE A FR RE 
含 钴 充 是 的 土壤 的 刨 料 的 农场 , 牲 冀 患 病 较 少 ,而 且 病 情 也 较 轻 。 

PEPER AP BER SHOE, 预防 这 种 病 的 可 靠 方 法 ,是 经 党 给 性 冀 
急用 weracca ,欧洲 山 杨 的 树 皮 或 树枝 和 木炭 。 在 一 年 当 中 把 PES 
POUT REAR ASE SERS LSE 1.5 一 2 个 月 ,也 可 以 预防 这 种 疾病 。 

5 . 狼 羊 ,山羊 ,小 牛 ,以 及 高 产 乳 牛 和 在 怀孕 末期 的 母 冀 , 对 但 料 
USER AGRO RIT, TEAS EF AED 

6. HESERIL(EASEERAER, 4B BRULEE EOD th Fe ad BY 
Wt BPM ARE EIB IEA, TGR AS PERS OT ATA 
BITE. 

AL SAY BLE VE PB PIL: 
C1 iA ERS, FETE AGAR ASEM 57 天 内 即 恢复 ; 
(2 )PERATE FER ESO , PRUE In, HP 

4efiE BLYE 25 Be RE FE30—45 RAIA; 
(3 AFH ER BAAD: 
C4 )WALPER GRRE FLEE; 
(5 AEA CRB, BYE AA B38 In; 
(6 SBA ETC AVE RA AER ERS; 
(7 ) 沟 党 获得 外 制剂 的 性 冀 感 染 传染 病 较 少 。 
7. 狩 确定 ,土壤 内 缺 钢 的 地 区 ,氧化 钴 和 硫酸 铜 配合 来 仍 用 可 对 

纺 羊 和 搞 乳 牛 产 生 更 有 效 的 作用 。 
8. 氨 化 铬 具有 这 样 的 特性 ， 即 在 停止 使 用 它 以 后 仍 可 对 牧 毅 发 

生长 时 间 (15 一 60 天 ) 的 和 和 良好 的 后 作用 ; 硫酸 铜 只 能 在 用 它 来 加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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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癌 的 时 期 发 生 作 用 。 
9 . 午 能 在 焰 攻 不 断 的 蚀 养 过 程 中 经 受 大 量 的 所 化 钴 ， 但 是 氧化 

佑 的 伺候 量 在 每 百 公斤 活 重 每 画 夜 超过 | SRR sl 
作用 。 极 滤 的 毛 化 钻 水 洲 液 能 引起 小 肠 充 血 、 发 炎 和 腹 注 。 

10 . 猎 确 定 , 在 加 仙 毛 化 希 的 情况 下 牛 和 雏 短 血液 内 血红 志和 形 : 

成 要 素 的 数量 可 增 , 而 器 官 和 狂笑 内 砍 生 素 A\E\C 和 铁 的 数量 可 
vz Di, 

BY DATARS, BEAR HEHE SE By, LU Hh 1 OB, HA BURT fil REE. 
PES BLARNEY 24 AB INR PESSYAIT EERE tn AS HE ESS 
By 的 合成 作用 。 ee 

11 SEE DUP PS AMEE SE ASE ALC, PTA I GBB N UOT Mes 
FLDOD) , Dn gL Be le ACHE Se hs 8, 

12. UM HSLRNOEEL, te B. B. BEC AUEEeMS TEE 
RGR MISED REE ESE A ETS, MF TID 
PEGE TIE SER AR TABLE ATE ZA, 

13. $83 th ASAT ASAT Es EPS RE ST a SS 
MOAR, HEAR SUK AEH BRR AS AS BR 的 所” 
[到 

IJo 

COREE HP HE 



REE paren 
用 锋 监 的 治疗 

HA. ERLICH 

RSM T ATV PRR ES a ei, FOR RARE 
PSR TEE T WE RCO, SHOR, SR A 
HEE) DL, BEAT WEB, RRL LAER. 
开始 被 研究 的 。 基 病因 目前 还 只 是 被 局 部 地 和 不 完整 地 确定 出 来 。 
属于 这 种 病 的 ,有 由 于 微量 元 素 一 - 
秘 疾 病 。 大 们 首先 是 开始 研究 上 述 微 量 元 素 对 植物 的 作用 ; 而 在 这 
条 研究 中 首先 是 确定 了 这 些 物 质 对 谷类 作 胸 的 生理 学 作用 和 需要 。 
KEIR PATE IST Steen HAE Sh ny IE Bd TBD SUAS EI 
; ene 

FE PRE SC SERS TB LAE CS UES, EBD 
Fe Mis AN UD PAE Se SR ATE au 3 2S He 
渍 。 

由 于 沼泽 地 的 开 旦 和 在 这 种 土地 上 建立 农场， 在 发 展 畜 牧 业 上 ， 
特别 是 在 生 的 繁殖 上 发 生 了 一 些 困难 〈 牛 出 现 有 食 丛 下降、 姨 食 侨 
i, YE AFL TSO; 往往 有 因 鹿 虚 而 死记 的 现象 )。 由 于 
发 更 了 这 种 到 目前 为 止 还 了 解 得 不 够 而 又 会 给 音 牧 业 带 来 巨大 损失 

的 疾病 ， 记 以 有 必要 候 快 地 去 弄 清 楚 这 种 疾病 发 生 的 原因 和 特性 。 
为 了 进行 研究 , 于 1937 HMM —-7> BBS, 委员 会 是 由 塔 尔 图 其 
克 大 学 着 医学 系 和 农学 系 的 代表 和 国立 血清 学 研究 所 的 代表 所 狂 成 
的 。 在 委员 会 的 工作 计划 中 包括 有 下 列 诸 问题 : 1) 弄 清楚 沼泽 地 病 
的 获知 情 况 ;2) 了 解 性 冀 的 炙 养 管理 条 件 ;3) 研 究 土壤 的 成 份 及 在 这 
种 土壤 上 生长 的 蚀 料 的 成 份 ; 4) 卉 清楚 沼泽 地 病 的 临床 状况 及 有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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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与 这 种 疾病 有 关 的 病理 解剖 学 上 的 变化 。 所 进行 的 试 双 ， 是 用 酒 
22H 0) FBR ARES 7 SH ERAS, 

Fi 7 FR BI BS BM ee BE 1937 FARA R FBR (A) AS 

3 Hee ECR AGT BE GT POWER, SRM, 
HERR REA, BMWA Le, be—Se 
AB 1938 年 和 1939 年 各 和 藉 进 行 。 在 某 些 地 区 ， 每 年 都 发 现 有 这 

种 病 患 。 
散 优 沼 泽 地 病 的 地 区 的 土壤 种 类 有 两 种 。 在 妈 基 和 已 排水 的 沼 

VELMREVRL, VERE 1.52.25 Ki ERA 

— JEM KB + , 厚 狗 30 EK Mw HLA ESw BE 
+B, TEMES RIBERA +, 825% 的 农场 其 土壤 为 纯 泥 痰 土 : 
有 35% 其 土壤 为 沙土 ,有 40% 其 土壤 为 泥 央 和 沙土 的 混合 主 。 

患 沼泽 地 病 的 母 牛 的 临床 状况 ”沼泽 地 病 相应 征 候 的 痊 料 ， 是 

在 当地 (农场 ) 久 病 冀 临 床 研究 的 方法 和 在 塔 尔 图 斯 克 大 学 善 医学 系 
研究 三 头 供 试验 用 的 母后 的 情况 下 所 获得 的 。 

各 农场 现 有 的 母后 ,大 部 分 是 胭 自 外 地 的 ， 而 只 有 小 郑 分 是 在 当 
地 培 至 出 来 的 。 

性 冀 发 病 是 在 冬季 含 馈 时 期 。 在 2 ,3 、4 月 ， 病 的 征 候 才 现 得 
特别 剧烈 ; 7 RE RS aah. 孕 牛 ,尤其 是 产 筷 量 高 的 
孕 牛 患 病 更 严重 。 

患 沼泽 地 病 的 牛 具 有 极为 不 良 的 营养 状况 : AHO MLFORANLER HR: 

RFE ORESKED, KTR, BOA ; 换 毛 延迟 ,在 夏 中 
莫 至 夏 未 于 开 始 。 能 见 粘膜 淡 折 色 ,有 时 是 储 白 色 ,而 一 部 分 性 畜生 
ARM MAM TK, FESR, SMS TERE SS 
APB EL AUREL HS BR, EIA A PE LS) pT OS RR 

Matt FAME, 
CL 恢复 得 也 很 

慢 。 所 有 病 畜 都 公 出 现 有 味 赏 倒 错 的 现象 :普通 刨 料 它 们 不 乐意 吃 ， 
Foe rc SER I a SHEN, — see ee EEE MNRAS, 



We FOREN Be PRI RS 

sk, BR, MAA. LORRI Ss, 在 短期 
内 即 死亡 了 。 

前 胃 的 运动 活动 便 低 于 中 等 标准 ， 瘤 胃 运 动 在 5 分 链 内 为 2 一 
10 次 。 大 便 一 般 都 具有 较 硬 的 硬度 。 

PAGAN, WA 25% 的 新 生 竺 牛 体质 很 弱 , 很 长 时 间 都 
不 能 站 起 来 ,但 死亡 的 却 很 少 。 

患 沼泽 地 病 的 母 牛 的 产 我 量 很 低 , 最 高 为 每 天 5 一 6 升 ,在 长 期 
患 病 时 划 降 低 到 每 天 | 升 。 

运动 器 官 未 发 现 有 显著 的 变化 : 运动 、 站 起 和 艇 下 都 相当 自如 ， 
而 共有 长 期 患 病 和 恶 病 质 的 性 冀 站 起 来 时 是 很 费力 的 ， 或 站 不 起 来 
只 好 办 着 。 狗 有 芭 的 性 畜 , 其 末梢 尾 椎 出 现 软 化 ;而 其 余 那 些 获得 足 
ED HA ( 8 SARE) MES, KEEGAN. 
EAZHSHN SEMA, SBMA PSK EEE 

i258 , TH GRASSES A HA 
RMN HARSH LBS, 便 确 定 了 血红 素 的 含量, 血 

和 素数 量 是 在 28% 一 59%( 按 萨 里 氏 ) 的 范围 内 移动 , 而 患 病 较 重 的 
爸 备 的 牲畜 其 血 季 素 数量 较 低 。 其 余 的 实验 室 众 断 学 研究, 是 用 那 
买 来 喜 供 试验 研究 用 的 患 沼泽 地 病 的 3 头 母 牛 来 进行 的 。 对 血液 的 
形态 学 研究 表明 , 病 冀 的 征 血球 数 稍 低 于 正常 数 ,而 嗜 伊 红 白血球 的 
含量 则 高 于 一 般 含 量 (1026)。 

备 清 内 的 伤 售 ivi eesNaiuaemANaeee 
稍 高 于 正常 量 (15.7 毫克 / 百 克 )。 对 尿 波 的 质量 分 析 ， 没 表现 有 和 蛋 
白质 , 血 季 素 , 胆 色素 , 糖 和 丙 铀 含量 方面 的 病理 学 变化 。3 头 供 试验 
研究 用 的 母后 除了 1 头 以 外 ,其 尿 液 中 都 发 现 有 微量 磷酸 五 。 

在 研究 美 便 时 ,在 所 有 3 头 母后 都 发 现 有 毛 状 线虫 卵 。 
供 试验 用 的 病 尼 的 解剖 奏 料 “在 塔 图 尔 斯 克 大 学 兽医 病理 学 院 

用 患 沼 涯 地 病 的 3 头 母后 进行 了 病理 解剖 学 和 和 组 颖 学 的 研究 ， 厦 确 
定 了 下 列 的 病理 解剖 学 变化 :营养 状况 不 良 , 皮 下 钥 缕 和 肋 系 膜 的 脂 
GRRE, RB MBSR TRO REAMRSE, IF 

沼泽 地 病 一 一 及 其 用 钻 订 的 治疗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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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A IZEPE, BORA ER GREE), west, 在 2 BF 了 8 

ARWRZE HE 

26 Ty wT AOE, BE, BS PES tsps 
的 塔 养 基 进行 了 培养 ， Sac Be HELE, , 

EEN RIER-Y Sh, MERBACREHK, EHEC 

BER Ti BE AEG 

OCH A Be Sih 7s Sh AP AS Ba FEAR PE 除了 一 个 农场 外 ， 各 处 都 是 

‘DSO RARE, 5 月 到 晚秋 ， 母 后 是 在 放牧 地 或 制 章 
Sit, WIE a A FER EF Eee, FER a BS AR 

Fe TP RES, FEAL ERA A EL RE KAEKO 5 — 2B), BA 

RUBE ASD DBAs AS; we CESS, PAR 

灰 ) 给 得 不 沟 常 ,给 与 量 世 不 大 (每 天 每 头 一 食 匙 )。 

在 泥 关 二 地 区 ,冬季 每 天 每 头 性 音 任 给 的 鲁 料 量 为 :栽培 的 沼泽 

FR MRIS), HA 3 一 4 公斤 ， 马 锡 蔓 2 一 2.5 公 斤 ， 黑 考 粉 

0.5 一 1 工 公 厅 ; Ve AD Wale ss i) penitent 

ARRAS, 

在 沙 王 地 区 每 天 每 冻 所 银 的 刨 料 量 为 : 春 麦 向 (随意 吃 ) ,天 然 的 

沼 漂 士 干 章 村 一 5 公斤 ; ERA ABRAM TAA aR ee A 

甜 某 1 一 3 公斤 ( 当 这 种 狮 料 用 完 时 划 用 马 验 蔓 2—5 BIT), 而 作 

为 精 料 的 为 第 麦 粉 、 混 合 粉 料 或 黑 麦 粉 0.5 一 1.5 BI; 作息 于 和 

的 为 食 引 和 磷酸 钙 ( 用 量 同 前 )。 

在 一 个 大 型 农场 里 , 合 对 一 个 生 重 进行 过 检查 观 纤 , 牛 是 获得 标 

HEE, KAA RIS FARA, teeehZ Hid 

PEK EAA LS REE 6.5 BIT, KRMEREAKAMAH RSA 

粉 、 大 豆 和 亚麻 人 饼 共 4 BI, DWARF eRe APIA 

《每 天 每 头 三 食 匙 ) :骨粉 120  , CERES 30. 份 ,磷酸 全 20 份 , 食 喇 30 

份 , 胆 攀 和 烁 攀 各 0.3 份 ,碘化钾 0.25 份 , 莒 销 根 革 粉 0.2 份 。 
FED MRE aE A RL, 应 该 认为 是 童 方 面 的 和 不 是 的 ,尤其 是 

， 精 料 和 矿物 赌 方面 更 是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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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ma AF sme、 

FEM RAN LEI, IIE SU RS LDS PRE 
于 章 ( 9 个 品 样 )、 天然 草 地 干 章 ( 8 MARE ATSRESERS (5 SAVED HE 
行 了 矿 胸 万 含量 的 分 析 。 对 在 不 同 地 区 的 上 述 农 场 采 集 的 馈 料 所 进 
行 的 钙 , 磷 、 钾 、 负 ,全 , 砂 , 铁 , 毛 和 碘 含 量 的 分 析 确 定 ,这些 物 质 在 各 
家 场 的 饲料 内 的 含量 是 相同 的 。 这 些 蚀 料 在 矿物 质 钥 成 份 方面 ， 与 
FEM A HAE SHH TRING ERE BENE ILA, ODE 
PY eC Se Gd FEY 23 HA EF SE, 

Alii, SYA eae Bal PS PSC Be I) BS 5 AP Bie SG HB A in BE 

和 此 的 关系 。 

为 了 确定 牛人 饮用 水 的 质量 ， 在 当地 进行 了 水 井 的 导 查 观 仁 及 水 

的 竹 菌 学 和 化 学 分 析 ( 9 个 唱 样 )。 在 大 部 分 农场 ， 其 水 并 里 都 是 用 

本 围 的 ， 所 以 土壤 表层 的 水 随时 有 可 能 滩 活 到 水 井中 。 6 个 井 水 的 

五 官 感 觉 狠 定 是 和 良好 的 ，18 PRIA AK ,着 且 是 软水 ; 3 个 农 

声 的 井 水 被 认为 是 不 腿 的 。 

根据 条 菌 学 分 析 ， 所 有 的 水 品 样 在 入 生 方面 都 是 良好 的 。 化 学 

分 析 表 明 , 有 两 个 地 方 的 水 具有 很 高 的 硬度 (17 一 25"” ) 而 其 余 品 样 的 

硬度 则 很 低 《6 一 8.7")。 大 部 分 品 样 的 气 含 量 都 很 高 20 一 30 

毫克 / 升 为 有 3 个 品 样 达到 .56.7 一 59 毫克 / 升 ,这 襄 明 水 井 是 被 积 水 

WT, TEA EP RM ERS BAR ALA, St ， 

是 被 染 愉 了 的 。 

对 水 井 及 它 的 水 的 研究 ， 莽 没有 表明 使 用 这 种 水 来 僚 饮 牛 对 沼 

PHAN Se ESR ABATED, 

Fit As tal) Ge AC 3) 0 Be] FE AS Pee Bil Fee ER Ay Fete 

ela FOF 4 AP i I A VP i, 对 3 头 供 试验 研 

窑 用 的 母 生 进行 了 相应 的 试验 。 日 粮 是 由 下 列 甸 料 组 成 : PEP 

EL 10 一 12 公斤 ( 在 依 这 种 干草 时 竹 畜 从 患 过 病 ), 泣 麦 粉 或 混合 粉 料 

《 精 料 ) 0.6 一 1.6 BT, AE 0.4 47, fa Hal 20-25 BI. FEF 

Shit 3 7 A RRS, BU AR ARS AH ae 
AAAS, CFE EEF RIE KAA TE ISH, FA BCS , 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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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 了 32 公斤 ,40 公斤 和 AT OP AMF 
量 在 泌 忽 期 内 仍然 是 稳定 的 。 
ee Me ee ee eg ee 

Pa ETE AIS aL, JR 8 ae PP 
LSU JB OSB ORR ALB Pe RDS AHO ONE BB 齐 克 国立 

农时 科学 研究 所 ) 2 TFPI BRS SR TEJA, Sais Ta 
FPS A ROS UR: TER i I A a FEU, 

FER AS He A A FTO ESS, TEAS 
Bit hs AT Sth Je TRAC , MUP ie LIE | BFA, 

1 

| axon wee | ene | BR + 
na oe: Lf” Le 

| 公斤 /公顷 

荐 | 草场 150 100 200 

EBAD 200 200 一 

Bee | 300 350 = 

除了 这 些 主要 肥料 以 外 ， 在 各 个 试验 地 的 三 分 之 一 面积 上 每 公 : 
项 加 施 了 胆 攀 35 公斤 ,在 另 三 分 之 一 面积 上 每 公 项 加 施 了 胆 攀 35 公 
TARE 3 公斤 。 在 最 后 的 三 分 之 一 面积 上 不 另外 加 施肥 料 。 分 
作 三 部 分 的 试验 面积 的 刨 料 ， 是 单独 地 收获 和 分 别 地 储存 在 刻 狐 的 
房屋 内 。 

然后 ,用 试验 区 收获 的 刨 料 对 三 组 母 千 进行 位 养 试验 ;每 硼 为 雨 
头 爱沙尼亚 黑 班 种 母 牛 ,其 年 龄 ,体重 ,营养 状况 , 产 扎 量 和 怀孕 期 均 
大 致 相同 。 每 组 母 牛 是 狠 纵 施用 不 同 肥 料 的 而 相同 种 类 的 各 种 但 料 : 
栽培 的 沼泽 二 干草 、 混 播 谷物 的 蔓 释 、 混 播 谷物 粉 料 和 马 丛 蔓 ; TH 
OS, HRT 7A SA, ee mee TP 
Juri. 

TRE (BEBE RH PE, ZEB 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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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A IR: RAS ER T is FASE AES A ESE I Hit DES Bh HP 

母 牛 ， 特 别 表现 出 对 粉 料 和 对 和 栽培 的 沼泽 土 于 草食 丛 不 振 。 到 试验 

糙 束 时 ,这 两 组 母 牛 大 大 地 减轻 了 体重 ( 诚 轻 了 10.0 公斤 ; 45.7 公 
厅 ;58.3 公 斤 和 61.5 公 斤 ), 其 毛 被 已 变 为 蓬松 的 和 无 光泽 的 ， Fe ek 
He, MLTR SP ALB Mh ERP (10.626 —14.32% ), ; 

BREA FE hes A SEEM EE LAST RAS BEE, ANSE TRE 

SAE AER, BUR I EA REF BS In 24 328 Fr 

53.7 公斤 MwA SAL A ER EE HA (626 FU 5 4.26, 

PET LE AS I AY DAE esate at : Dee ce He FEE Cn AEE 

料 和 胆 攀 中 ) A TA A A mY ERE BREE 

发 展 将 笋 业 的 可 能 性 。 

在 有 患 沼 漂 地 病 ere Tate Coe MLB abe 与 党 

泽 地 病 相 伺 的 物质 代谢 病 中 的 良好 作用 的 文献 资料 ， 委员 会 认为 试 

验 用 这 种 物质 来 作为 抗 沼泽 地 病 的 殉 剂 是 合理 的 。 在 两 个 农场 对 患 

有 和 典型 病 的 母 牛 进行 了 试验 , PE REE ARI Ae FR, PR, 

HRSA TRE, WELT OSE AE, TEER KAY 

Wk , FERGIE IM A— Rei RE 4:1000 BO 1EShR MR, FECL 

BEG , TREE AS PERS ULAR SB PE FZ, 

FE 1 PARE? , TRIATHEGEA TS, MBS, hh 

FATE TRMARGHSR, ASMA eT, CREEK 

适 于 食用 的 东西 , "SRR EIR ; SAME Be, Flee 

也 提高 了 。 

经 用 人 进行 预防 处 理 的 性 次 ,在 长 时 期 (冬季 和 春季 ) 内 没有 出 

Sh ee Hh Fg A FE A IE AK, 

FELSEHWAMR, theta TSE ayy athe, Ie te 

Rew, ERA, 4S aeeuRR, HARTMR A 

fr) , Ae SEEM 1 个 月 后 看 起 来 性 畜 已 完全 健康 了 ;它们 的 粘膜 已 具有 

正 癌 色 疡 ,营养 状况 和 产 乳 量 都 已 完 至 分 人 滑 意 。 

在 获 估 有 这 种 疾病 的 地 区 ， 养 冀 者 根据 所 获得 的 资料 已 独自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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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对 项 次 进行 名 治疗 ,并且 到 处 都 疾 得 了 良好 的 效果 。 

a 58 

SEES BET EY i ES ERE, TOPEKA th 

能 起 作用 。 

在 开明 以 扩大 集体 家 庄 。 农 业 生 产 合作 往 和 国营 安 声 的 闸 料 基 

地 为 月 的 的 沼泽 地 时 ,应 该 使 用 合 污 作为 肥料 ， 国 为 种 本 入 征 革 六 球 

AA he, 

A SRB, BR ya A ae A 

SEES ORME PERS, EET OEE Be ENR 

和 进一步 的 发 展 。 

CRS Be AT 

po ee ee 

和 i. ‘ep ete ee 



关于 售 在 动物 体 和 人 体内 的 存在 
及 其 作用 

A. Q. KKK 

SEES RA RSFETE, BA BY I RPE AE HE SD KT 

AE. | 
互 . 工 . 利 普 斯 卡 娅 (JIanckax) 借助 于 A. O. RRR ARISE HAS 

SMES {oh Le UE AN ESM Fl RE EAE BBE, SIE TERT 
BA FE HATES) Dw PAS 7A CAE, PL) 以 及 
人 的 代表 机 体内 可 以 沟 常 过 到 的 微量 元 素 。 

人 和 哺乳 动物 的 肝 曦 和 去 及 可 在 最 大 程度 上 、 而 两 楼 动物 的 肝 
BAAN PEE LAGAN PARED, Me oh 牺 
Chelonia AY /T BRE PSR ASHE DAA ; MS) Sauria AAA ITH 
WT 5 A SEAR ER iD 4. | 

根据 E.T, 利 普 斯 卡 娅 的 资料 ， 肝 聘 内 的 合 是 包含 在 易 离 解 的 金 
属 蛋白 的 粽 合体 的 成 份 中 的 。 

H. BE。 和 镭 谢 里 斯 基 (HacerscgrmiD) 在 我 们 的 实验 室 进行 了 人 胎 
儿 在 各 个 胎儿 期 和 人 在 出 生 后 各 生活 期 体内 颌 含量 按 年 龄 而 变化 的 
信 究 ， 这 种 仿 完 给予 了 确定 铺 按 年 龄 分 伤 的 一 定 规律 的 可 能 性 。 

现在 把 人 胎儿 各 器 官 内 售 含 量 的 大 料 列 在 表 1 中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在 胎儿 发 育 早期 胎儿 大 部 分 器 官 内 合 的 含量 

都 很 大 ,到 了 5 PABST BK, QW 双 有 增加 ， 至 6 一 7 个 月 即 

达到 最 高 含量 ， 而 至 出 生 时 又 重新 下 降 。 
现在 把 人 出 上 生 后 各 时 期 馈 在 其 器 官 和 粗 答 内 的 分 佑 情况 列 在 表 

2 中 。 
WH 2 中 可 以 看 到 ,在 肝 , 凤 和 脾 内 傅 的 含量 是 随 着 年 龄 的 夫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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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1 VER RNA SRT alt | 
‘¢ |e ml> wim wl i | 皮 上 胎儿 年 天 

Shi | Rai TRA NED 

4 1176 470 1282 1247 277 471 

5 289 42 695 219 74 62 

6 1648 641 199 74 58 476 

7 619 134 687 334 268 354 

8 468 583 5 413 264 > 

9 | 295 344 mt, 411 65 79 

表 2 在 不 同年 龄 时 期 人 体 器 官 和 粗 织 内 的 馈 含 量 
“，( 按 茧 通 的 光 错 分 析 )( 每 百 克 灰分 内 的 毫克 数 ) 

| 人 的 #8 i | BEAR Lee BIB) 
ae BAAR [SS a 

| 42 | ise | soy | ory | Bart 

Ate | 36 | 10° } 46 | 16 0.748 
FS hey | 0.5 8 | 20 20 0.369 

2 5u 0.3 0.5 1.0 0.5 一 

ATK AE | 0.5 1.0 1.0 1.0 -一 

RR gli 1.5 1.6 一 0.285 
ia 0.3 0.3 1.0 1.5. 0.303 

生殖 肌 1.0 3.0 3.0 3.0 0.405 «. 

Fea 1.0 1.0 1.0 1.0 一 

BALA) 1.0 1.0 1.0 1.0 一 

OB 2.0 |. 3.0 3.0 3.0 |. 0.623 

Rig bose 0.3 | O05 | — 0.304 
Retna 0.2 0.3 0.3 一 由 微量 至 0.051 

Ah 一 0.2 0.2 一 0.168 

而 显著 地 卉 加 的 。 

H. 5. 儿 谢 里 斯 基 对 售 化 物 生 物 学 活动 性 的 态 究 ， 使 得 能 确定 

ST TUBA. 

FE AGS) ORE REE, PRED) T 1 et BE FBT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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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在 用 0.25% Att sity LV Ge wi cin FH 4 2 SESE) AR 

RAP URTE STI , 7 STH AA 2b A A ELS 

$5 FY DA ie 35 Hh Hi oe FE Fe Te IN eH TEAS Pb RS BE 

多 的 效应 。 

fe AES AIT RGA OTR GM LR a PEASE Cin, EgES 

TREHDOH ARAMA, Mile, BELUSHI a Ie TA 

Bl Ax LAE (Mephysar) AAG BEAT EER, TT PF LBS Se PA 
FES PRUE EE Hs ACS Md BS SS PGS SR SS, 

PS _L WARE Ei TRS PERS EER PIES IRA NR 

度 而 改变 的 : 

使 合 量 (毫克 / 训 升 ) 糖 原 分 解 塌 加 (6 ) 

0.0001 32 

0.001 20 

0.1 11 

FER AS PBS, BEE EAT I SR BE A Fae 9s Td BS ET 

RBM METS HAN, MTC EMER RHEeS 

PES, FEST, SR ASTE FA fhe BS Se Fy EF all FRE AG DY 

AT PHA Sa SR STRIPES EAHA, BRA A Tbe 

切片 和 离 体 横 隔 肌 进行 过 试验 。 信 人 包 究 了 不 同 饮 用量 对 上 述 家 鼠 体 

狂 生 糖 诛 分 解 过 程 和 利用 葡萄 糖 过 程 的 影响 。 

在 表 3 中 ， 列 举 出 在 含 私 萄 糖 的 培养 基 内 没有 人 馈 和 有 不 同 淄 度 

的 后 时 家 电离 体 横 隔 肌 内 糖 原 含 量 动态 的 资料 。 

从 表 3 可 以 看 出 ， 离 体 横 隔 肌 狂 线 内 的 糖 原 分 解 作 用 是 会 受到 

Heil A, 

Ee Bi tise FE BS G1C hy AB MY LA Be itil HS ES SE AS HAT i AE 1 VE 

(#4), a, 

HY Dag ae , $8 BY DA Be BE All FA Ai 2d EAS SSR Ss Se AS Ce 

ACHAT BR 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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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SNATKNRSMRNRAM KAR SEs 
(为 糖 原 原 含量 的 % 

EFANABN CRE 为 毫克 /全 升 ) 有 届时 
0.01 0.001 0.0001 - | 0.00001 

糖 FR B&B 8&8. ARSENY) 

139.1 110.9 i 2 pe 
193.4 452.5 3 二 is 
421.3 36516 «| = ar: | + 
508.9 435.8 = fe | ae 
517.6 300.0 ae oe | Be 
145.6 128.3 hs Ss = 
309.0 230.3 mn = | 2 
503.6 106.0 237 .0 244.6 | 237.4 
209.6 184.6 188.5 207.7 到 
148.5 142.5 | 137.4 93.8 111.3 

#4 VGH LMAMEERARSR+KRIREOM 
: 52 GLK BRS ULAR Sah 

培养 基 办 没 | 培养 基 内 有 .| 培养 基 内 有 胰岛 素 +4 (S/S a 
7 I Eb He | TR 0.01. | 0.0001 | io 

“ @ K&B (为 原 含量 的 %》 29. 

517.6 417.6 870.6 | 一 es 

145.6 $19.6 184.6 — ti 4 二 

509.0 684.8 266.7 一 有 二 

209.6 261.5 238.5 211.5 二 107.7 

197.6 | 504.8 “一 | 292.9 1356 ..7. 

H. B. Ait BE Re Be PPE TR fs RRA 

RIN Mews, SBR T AD RT A Pe RE 

Fe iil SP GRDTESE AY BLGB, EAHA FE MT (LAO ES RAS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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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的 显著 降低 上 。 
使 化 物 可 对 动物 体内 的 氧化 过 程 产生 显著 的 影响 ， 这 可 以 根据 、 

PRAM HAIL 
对 家 更 的 试验 表明 ， 用 2 TESS METAIRIE TT ie AA 

化 条 件 和 急剧 恶化 。 排 出 未 氧化 的 酚 的 平均 量 为 9.5% ; FETE SA 
未 氧化 酚 的 数量 增加 到 37 一 48%% 。 

铺 可 以 影响 某 些 酷 系 的 活动 性 ,使 逐 畴 和 精 氨 酸 酶 活动 化 , 可 加 
大 精 气 酸 酶 成 份 中 或 代 蔡 其 天 然 金属 成 员 (A， 0. PRAHA, 

根据 H. 6. 精 谢 里 斯 基 的 资料 , 领 不 能 影响 碳酸 酝 晤 的 活动 性 ， 
不 加 不 酶 纯化 剂 的 成 份 。 僻 也 不 影响 肝 曦 磷酸 酶 的 活动 性 。 

同时 ， 僵 对 钥 生 膨 且 过 程 也 不 发 生 影 响 。 只 有 溃 度 很 大 的 颌 才 
能 减轻 觅 丹 和 肌肉 爵 体 的 膨 腊 ,显然 ,这 是 由 于 僻 对 租 贸 蛋白 质 的 北 
固 作用 所 致 的 。 

[ 陈 业 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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