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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全书以农业各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设卷。
卷由条目组成。
  二、条目按条题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第一字同音时，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声调顺序排列；同音同调时，按笔画的多少排列；音、
调、笔画数相同时，按起笔笔形顺序排列。
第一字相同时，按第二字的音、调、笔画数和起笔形顺序排列，余类推。
条题由拉丁字母、俄文字母、希腊字母或数码开头的，排在末尾。
  三、绝大多数条题后附有对应的英文。
  四、各卷正文前设本卷条目的分类目录，供读者了解内容全貌或查阅一个分支或一个大主题的有关
条目之用。
为了保持学科或分支学科体系的完整并便于检索，有些条目可能在几个分类标题下出现。
  五、有些条目的释文后附有参考书目，供读者选读。
  六、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到其他条目，需由其他条目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方式。
  七、条目释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外国组织机构名，一般用汉语译名，名附原文。
  八、一部分条目在释文中配有必要的插图。
  九、正文书眉标明双页码第一个条目及单码页最后一个条目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和汉字。
  十、各卷正文后均附该卷全部条目的汉字笔画索引、外文索引和内容索引。
  十一、本书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或尚未统一的，从习惯。
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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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氨化作用（ammonification） 微生物分解含氮有机物释放氨的过程。
主要发生于土壤、池沼、堆肥、沤肥中，是自然界氮循环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使有机态氮转变为植
物有效态氮的生物学过程。
 作用机制和参与的微生物氨化作用分两步完成。
第一步，含氮有机化合物（腐殖质、蛋白质和核酸等）在微生物水解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为多肽、
氨基酸、氨基醣、嘌呤和嘧啶碱等较简单的含氮化合物；第二步，上述降解产物在微生物的脱氨基过
程中转变为NH。
。
除谷氨酸外，存在于土壤中的大部分氨基酸都能迅速地为微生物利用而形成氨和相应的有机酸。
但是，苏氨酸、赖氨酸、蛋氨酸以及氨基糖等形成氨的速度缓慢，因为它们较难被微生物利用。
参与氨化作用的微生物种类很多，所有的异养菌均起氨化作用，可分为好气氨化菌和嫌气氨化菌两大
类。
据测定，在条件适宜时，每克土壤有105～107个氨化细菌。
其中包括分解有机含氮化合物能力较强的芽孢杆菌属（Bacillu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梭
菌属（Clostridium），沙雷氏菌属（Serratia）和微球菌属（MicrocDccus）等。
在中性及微碱性土壤中以细菌为主，真菌和放线菌次之；在碱性土壤中以节细菌属（Arthrobacter）为
主；在酸性土壤中则以真菌为主；在缺氧环境中又以嫌气细菌占优势。
 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条件和被分解有机质的C／N比等。
 水分最适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50％～75％。
但是，在渍水或低温的水稻土中氨化作用仍能进行。
周期性的土壤干湿交替有利于氨化作用的进行，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壤的氨化作用常在降水后有
所增长。
在田问，由于土壤水分变化较快，并受温度、风速、灌溉等因素的影响，要准确地估计水分对氨化作
用的影响是困难的。
 温度最适温度为25～35℃。
低于或高于此范围，氨化作用虽仍能进行，但速率减缓。
 pH在中性环境里较为强烈，若酸性土添加石灰提高其pH值，也可增强氨化作用。
 通气 蛋白质在有氧或无氧条件下都可能被分解生成氨，因此通气状况不致影响氨化作用的进行。
在通气良好的环境中氨将进一步转化为硝酸盐。
在嫌气条件下，氨不转化为硝酸盐，或转化极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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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土壤卷》的主要读者是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农业大专院校师生、具有高中或相
当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业干部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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