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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生态系统氮素循环》

内容概要

《土壤生态系统氮素循环》以四川盆地的主要土壤类型紫色土、水稻土为对象，系统阐述了不同自然
环境及耕作栽培条件下，氮素在土壤-植物-大气中的循环特征及其调控措施。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地膜
覆盖、秸秆覆盖、氮肥施用量对旱作水稻与小麦的氮素吸收利用、化肥氮去向、作物产量状况的影响
，垄作表施、垄作中施、垄作底施和平作表施对小麦地上部生长发育、氮素营养、氮肥施用率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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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N循环与作物生态适应性　1.1 N素的功效与N素循环N素是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基本成分，它存在
于许多有机分子中。而且，它是氨基酸的一个基本组分，氨基酸是所有蛋白质，包括酶、核酸的基本
元素。N能刺激根系生长和作物发育，增加蛋白质含量，并促进其它基本植物营养元素的吸收。除可
通过共生生物从大气中固N的豆科植物外，其它作物对施N反应迅速。缺N的主要症状是老叶叶色变黄
、植株矮小，严重缺N会导致作物产量下降，蛋白质含量降低。在作物生长过程中，作物对N的需要
量较大，土壤供N不足是引起农产品产量下降和品质降低的主要限制因子。N是肥料消费中最重要的
营养元素，N肥的合理施用可提高土壤肥力，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相反，一
旦N肥管理不当，N肥的施用就将引发一系列与环境和人类健康相关的负面影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作物产量和收获物中蛋白质含量下降、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侵蚀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土壤荒漠化
等。过剩的硝酸盐可能转移至地下水和饮用水源，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地表水的富营养化与含N
养分施用的日益增加有关，富营养化引发生态退化和资源消耗。在大气中，含N氧化物和微粒物质引
发哮喘、心脏疾病等严重的人类健康问题。大气中N2O浓度的日益增加加剧了全球变暖趋势。N从土
壤转移到植物体，再从植物到土壤，这一过程的中间体主要是由动物或人类来充当的。由于含N化合
物在土壤中要经历矿化、固定、硝化和反硝化等一系列转化，并在土壤和空气之间产生挥发、反硝化
、生物固N、大气沉降，以及土壤圈和水圈之间发生淋溶、径流、灌溉等交换过程。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这一循环或多或少是封闭的，N的输入和N的损失是平衡的。然而，绝大多数自然生态系统中N迁
移的小规模性限制了生物产量。在农业体系中，N素的这一循环被收获产品中大量N的移出所扰乱。N
肥的施用在平衡投入产出、保持或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业生产率等方面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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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壤生态系统氮素循环》可供从事土壤科学、作物栽培学、植物营养学、农业生态学、环境科学研
究的科技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的师生以及农业农业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Page 5



《土壤生态系统氮素循环》

精彩书评

1、总体印象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叙述的那样，全书的内容是攻读学位时所做的研究，因此，书中的内
容并不是全面系统的对土壤氮素循环的展开，而是研究的一个方向一个点，论述的更多的是试验结果
，想要系统了解氮素迁移转换，氮素相关的动力学，氮素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等等，这本书并不是很
适合。所以，书名覆盖面较大，内容和书名相差较远。内容书中的内容通过目录可以一目了然，更像
一个博士论文的框架，前两章相当于综述和国内外研究进展，未去查阅作者的博士论文，但从写作方
法看，应该不少是引用的。从第三章开始到最后是全书的主体，11个试验，11个章节，一句话概况：
不同旱作和覆盖方式对第一年稻田氮素影响，对第一年麦田氮素影响，对第二年稻田氮素影响，对第
二年麦田氮素影响，对第三年稻田氮素影响，对第三年麦田氮素影响，三年后农田氮素平衡状况，对
田间杂草的调查，不同施肥方式对氮肥利用的影响及不同施肥方式下的氮素平衡。每一章节写作方法
保持一致，从全书内容中可以看出作者确实花了很长时间，系统的研究了一个问题。从书中我们可以
学习到不同农业措施条件下氮素在作物和土壤中的去向（分析角度：作物总氮含量，作物吸收的当季
施肥中的氮含量，氮素在植物体中的分布，铵态氮在土壤中的分布，硝态氮在土壤中的分布），不仅
有定量的结果还有部分定性的解释，尽管章节结构的重复在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解释理论的重
复，从某个角度来说，可以加深一些理论解释的印象。每一个章节的格式更像一篇中文期刊上的论文
，也许就是从论文改写过来的，引言，试验材料与方法，试验结果与分析，结论与讨论，对于很少以
论文写作练手的人，是不是看书的同时可以学一学论文的写法。心得本书的价格高得离奇，本想从这
本书中得到一些更深入的知识，但书中的结论多是比较大小，对影响因素并没有深入研究，比如土壤
水分是影响硝态氮分布的因素，在不同旱作或覆盖处理条件下土壤水分有何差异，水分和养分之间相
关关系如何，书中将氮素独立出来分析，借用文献的观点解释，或许是对的，或许是不完全的。在阅
读本书中，意外的对水稻旱作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然书中并没有对水稻在不同处理不同氮素状
况下的生理生态变化进行观测，但从产量的角度做了简单的结果分析，而水稻旱作，覆膜，覆秸等或
许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可能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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