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郊区砂碱地水稻榷苗的原因及其防治
*

黄照愿 顾新逗

北京郊区大兴具的芦城生产大队
、

鹅房生产小队
、

团和农锡等地的水稻 田
,

年年有发生水稻俯

苗的现象
,

尤其是新垦的稻田区
,

如孙村
、

西芦堡
、

后苑等地
, 1 9 6 。年水稻田发生精苗的面积豹占

总稻 田面积 15 一2 0多
。

水稻棺苗主要发生在砂碱地或沙性」…习支土壤板拮
、

土壤肥力成的膺薄土壤
_

卜
,

在水稻插殃后 20 一30 天 内发生
。

发生精苗现象后
,

秧苗生长迟援
,

发育不良
,

严重者甚至萎缩

枯死
,

对水稻的产量影响极大
。

.

如安定公社魏善庄大队 1 96 0 年种稻 14
,

50 0 亩
,

其中发生精苗白勺

稻 田面积
,

就有 3
, 0 00 一 4

,

00 0 亩
,

一般产量每亩几十斤
,

最高的产量也仅 1 00 少礼左右
。
因此

,

水稻

精苗是当前水稻生产上一个急待解决的简题
。

为此我所于 1 96 0 年 7 月与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共 同在大兴县安定公淤瑰善庄大队西芦

垫村水稻田进行拭脆研究
,

现将初步桔果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

(一 ) 砂碱地水稻榷苗的特征

水稻精苗发生于水稻郎将分集或分集初期
,

这时叶片上有棕褐 色的斑点
,

叶色变淡发黄
,

随病

害的严重而褐斑的面积逐渐增加以至枯黄
,

稻根韧弱
,

新根少
,

根部大部分变黑
,

有臭味及发生腐

烂的现象
。

植株生长迟援
,

严重的最后干黄枯死
。

。
(二 ) 砂碱地水稻藕苗发生的原因

根据我俩拭髓研究的桔果
,

水稻精苗主要是由于不 良的土壤物理性状 (如土壤的紧实板拮
、

通

气性差等 )所引起的
。

根据水稻精苗地的土壤机械粗成分析拮果 :大于 .0 25 毫米的土粒为 .0 79 拓
,

0
.

2 弓一 0
.

0 , 毫米为 2斗
.

5 1多
, 0

.

0 5一 0
.

0 1 毫来为 5 7
.

0 务
,
0

.

0 1一 0
.

0 0 5 毫米为 3
.

5%
,

0
.

0 0 ,一。
.

0 0 1毫

米为 .2 6多
,

小于 0
.

0 01 毫米土粒为 n
.

。多
。

从分析桔果来看
,

土壤的粒极主要为韧砂及粉砂
,

因

此
,

在水的分选作用 F
,

容易形成颗粒均匀
、

粗搬致密及通透性不良的土层
。

由于士壤紧实发板
,

不能很好的稠节土壤水分和空气之简的矛盾
,

加之长期受水浸泡
,

生壤处于嫌气状态
,

空气缺乏
,

二氧化碳增加
,

严重地影响水稻根系的呼吸作角
,

与此同时
,

嫌气性微生物活动破坏了根系的部分

粗搬翩胞并产生为害的还原物厦
,

从而抑制水稻根系的伸展
,

甚至腐烂
,

因此发生水稻缩苗现象
。

在研究引起水和精苗的原因付
,

我们也曾考虑过土壤盐分
、

p H 值及养分缺乏等因素对水稻

掀苗影响的可能性
,

但根据土壤盐分分析的拮果 (表 1 )
,

就明无萧是在水稻箱苗地块 (施用化肥和

不施肥者 )或是在精苗已翘消除的地块中 (施用有机肥料
一

者 )
,

士壤表层 (0 一 2 0厘米 )全盐及氯根的

合量均未达到为害水稻正常生长的程度
。
由表 1还可看出

,

施用有机肥料后水稻精苗已握消除的

地块之表层含盐量反较华然存在精苗的地块为高
。

由此可 昆
。

水稻髓苗并非 因土壤盐分的影 响
。

握过一系列土壤养分 (着重于有效性氮 )与水稻生长关系的此较研究
,

靓明水稻精苗现象也不

是导源于养分缺乏
:

1
.

在观察研究地区的
,

未趣施肥处理的水稻精苗地块先
,

速效氮的含量为 5
.

91 毫克当量 / 1 0 。

克士 (0一
。 厦米的土层

,

以下同 )
,

施过有机肥料
,

而精苗已拯消除的地块为 .8 22 毫克当量 / I
_

00

克土
,

施过化肥
,

但水稻仍
`

然缩苗的地块为 7
.

昭 毫克当 量八 00 克土
。

由此看出
,

施过化肥的地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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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 施 肥 处 理 下 土 坡 盐 分 肤 况 (北京农业大学土壤欲化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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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速效氮的合量比不施肥者要高
,

但水稻精苗并未因此消除 ; 而施过有机肥料的地块与施过化肥

者的土壤速效氮含量相差不大
,

但前者的水稻精苗现象却已消除
。

如果水和掀苗是 由于缺乏养分
「 .

所引起的
,

则化肥 (硫酸按 )对消除精苗的效果
,

应较有机肥料显著
,

至少也应与有机肥料的效果相
. `

近 ;但事实上并不如此
。

2
.

从图 1
、
2 中可以看出

,

在分桑时期
,

水稻均呈精苗情况
`

下
,

施过化肥与不施肥小区的植株较

其他小区的植株高
,

但从披节期开始
,

施过肴机肥料小区的水稻精苗现象消除
,

生长迅速
,

株高及

分集曲袋呈上升状态 ;而施化肥与不施肥的小区
,

水稻仍处于精苗状态
,

生长极其援慢
,

甚至有死苗

现象
。

这靛明在土壤紧实板桔
、

通气性极差的情况
一

F
,

虽然施用化肥
,

井不能消除水稻柿苗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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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朽期 {
.

抽德明 {!苗浆期瞬熟

不同施肥处理对核物生长的影响

分桑叫 括节期 { 抽穗期 降浆明成塑
图 2 不同施肥处理对分桑的影响 (图例同图 l)

、

3
.

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产量影响的研究拮果 〔表 2 )表明
,

产生精苗的水稻翘施用速效性化肥

或胡敏酸后
,

由子精苗现象并未消除
,

其产量与不施肥的小区 同样是处于极低的水平
,

最高产量为

24
.

3 斤 /亩
,

最低产量为 9
.

6 斤 /亩
,

而施过有机肥料的小区
,

由于消除了赫苗
,

水稻产量平均为

4 84
.

7 斤 /亩
,

其中尤以有机肥料作为底肥施用者的产量最高
,

平均达 6竹
.

8 斤 /亩
。

粽上所述
,

显

然不能以土壤中缺乏养分为理由
,

来阐明水稻的缩苗现象
。

被研究的土壤 p H 值为 7
.

8一 8
.

3
,

决不至于妨碍水稻正常生长
,

因此也不是水稻精苗的原因
。

研究桔果表明
,

施用有机肥料对消除水稻精苗病害具有极明显的效果
。
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

化系在柏各庄农锡 ; 利用有机肥料 (思粪
、

圈粪 )及其他有机物盾 (稻草
、

稻谷
、

黄须草笋)防治水稻

精苗病害的截脸
,

同样获得良好的效果
。

他们在水稻精苗地上施用稻草
、

黄须草
,

精苗病害寒
,

能



表 2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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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弦植株生长势
,

产量亦较高 ;施用踢粪
、

圈粪
,

其缩苗病虽稍重
,

但植株生长势仍较弦
,

产量也比

较高 ;施用稻壳
,

精苗病虽较轻
,

但生长势比较差
,

产量不很高 ; 而施用化肥效果很差
。

由此看来
,

有机肥料在消除水稻精苗方面的意义
,

与其挽宅提供了作物所需的养分
,

使水稻恢复了正常生长
,

不如沈宅是士壤改良剂更为恰当
。

(三 ) 有机肥料对消除水稻缩苗的作用

1
.

施用有机肥料首先改善了原有不 良的土壤物理性状
:
正如前述

,

产生精苗的砂碱地的机械

粗成
,

在水的分选作用 下
,

极易形成颗粒均 匀
、

排列致密及通透性不良的土层
,

不能很好地雨节土

壤水分和室气的矛盾
,

影响根系及植株的正常生长
。

施用有机肥科后
,

改善了土壤粗棍的致密性

状
,

大孔陈数量增多
,

土壤容重和土壤紧实度减小
,

使土壤疏松发喧
。

从衣 3 看 出
,

施用有机肥料后耕层 ( 0一 12 厘米 )的土壤容重 为 1
.

斗8 ; 施用化肥与不施肥者 几

乎相向
,

分别为 1
.

0 7 和 1
.

5 8 ,

也就是挽
,

施用有机肥料使土壤容重减小 6 % 左右
。

土壤 紧实 度也

有相应的变化 (表 4 )
,

有机肥料作底肥施用者
,

由于耕翻把肥料翻入土中的桔果
,

整个耕层的土壤

紧实度普遍减小
,

尤其以 3一 6厘米深度的土层减小最甚
,

仅达 0
.

92 公斤 /厘米
2
;有机肥料作为追吧

施用者
,

由于肥料施于地表
,

仅握耕耙
,

因此只能改变土壤表层 ( 0一 3 厘米 )的紧实度 ( 1
.

()6 公斤 /

厘米
2

)
,

其下部的土壤紧实度改变不显著
。

但两者与施用化肥及不施肥者比较
,

同样深 度土层的土

壤紧实度减小是极其明显的
。

表 3所列土壤合水率的桔果表 明
,

有机肥料作底肥
,

耕作层的大孔

隙的数量增加
,

使土壤含水率较施用化肥及不施肥者增高 n
.

5形
。

在施用有机肥料墓本上改善了

表 3 不同施肥处理下的土侄容重及含水率 表 4 不同施肥处理下的土簇聚奕度 (单位 :公斤 /厘来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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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壤物理性状情况下
,

土壤合水率的增高并不影 响解决土壤水分和空气的矛盾
,

因此是有利于作

物生长的
。

相反
,

在不 良的土壤物理性状情况
一

斌施用化肥及不施肥者 )
,

土壤含水率虽然较低
,

但

土壤孔隙 几乎尽为水所鲍和
。

缺乏空气
,

对植物来羡
,

、

是近乎处于窒息状态
,

因此是极不利于作物

生长的
。

此外
,

施用有机肥料后
,

大大地改善了土壤透水性
,

渗透率为 ”
·

4 6 厘米 /昼夜
,

而不施肥

者为
,

3
.

72 厘来 /昼夜
,

尤其是灌水后半小时内
,

两者的渗透率相差将近一倍左右
。
由于土壤透水

性得到了改善
,

就能够更好地稠节土壤水分与空气的关系
,

有利根系生长
。

因此在精苗地区
,

施用

有机肥料具有改善不良的土壤水分物理性状的优越性
,

化肥是不具备的
。

2
.

施用有机肥料改善了土壤物理性状
,
、

特别是通透性改善后使王壤氧化
一
还原电位由原来的

舰 0毫伏特增高到 5 13 毫伏特
,

还原性物盾总量由 .0 0蛇 毫克当量 / 1 0。克土 降低到 。
,

02 5 毫克当

量 / 1 。。克土
,

这些条件的改变
,

可促进和加弦作物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

.3 施用有机肥料后
,

改善了土壤微生物的生活环境
,

因而增弦了微生物的活动
。

根据北京农
业大学土壤关化系分析的桔孚(表 5 )

,

看出 。一 6 厘米土层以内
,

施用有机肥料比施用化肥与不施

表 5 不 同施肥处理下耕层中各种微生物的徽量 (单位 :个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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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的初菌总量增加 0
.

4一 1 倍
。

如果与施用化肥与不施肥相此较
,

施用有机肥料小区表层 ( 。一书 厘

米 )的稍化韧菌数有显著增加
,

反稍化机菌却械少了爵多
,

氮化翩菌也有增加的趋势
。

在各个不同

施肥处理小区的土层 (匕一 12 厘米 )中
,

硝化翩菌数都有显著减少
,

尤以不施肥者最显著 ; 反硝化胭

菌及氨化韧菌的数量
,

在施用有机肥料情况下
,

有显著增加
,

在施化肥及不施肥情况 下
,

其数量变

化不显著
9
土壤微生物有如上所述的这种分布趋势

,

主要是决定于土壤通活性
。

施用有机肥料通

括性好
,

因此耕层上部 (0 一 6 厘米 )以好气性微生物居 多
,

耕层
’

F部 ( 6一儿 厄乳米 )
,

好气性微生物减

少而嫌气性微生物却有显著增加 ; 施用化肥殊不施肥者通透性差
,

因此在耕层上部好气性微生物

数量已显著减少 (与施有机肥料者比校 )
,

嫌气性微生物却很多
,

耕层下部的不仅好勺性微生物减
少

,

而
_

且嫌气性的微生物数量也在减少
。

因此施用有机肥料是乐合土壤微生物蒯造 良好的生活环

境
,

促进和加弦微生物的活动
,

从币有利于有机物盾的分解与合成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斗
.

施用有机肥料使耕层变得疏松
,

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
,

解决了土壤中水分与空气的矛盾
,

从

而拾水稻根系的正常发育剧瘴了良好的条件
。

根据田简测定
,

施用有机肥料 ( 3
,
0 00 斤 /亩 ) 以后

,

植株根系普遍都有增加
。

施过焉粪后 加 天观察
,

20 株水稻根系平均由原来 盯 根增加到 7 9 根
,

增

加了 6s 多 左右 ;施化肥的小区水稻根索增加 .15 5 多左右 ; 不施肥的小区水稻根系 由原来 22 根浓

少到 : 1根
,

减少 4
.

。务左右
。

再从植株的鲜重上看
,

差别更为显著
。

施过有机肥料的小区
,

在芬集

期 20 柳杭株平均解重由原来的 9
.

0 克增加到 15
.

3克
,

增加了一倍左右 ;施化肥与不施肥者的植株

( 20 株 )平均解重增加不多
,

由原来的 .6 。 和 4
.

、 克增至 。
.

8和 .7 5 克
,

增加了 4 7一 7。并左右
。

5
.

有机肥料中合有的胡敏酸物质
,

对植株根系有刺激作用
,

、

能够促进根系生长
。 ·

我们曾进

行这一方面的水培贰阶
。

将精苗的稻根浸在不同肥料的溶液里 (浓度相同 )
,

观察根系生长的情

况
。

就脆桔果表明
,

浸在有机肥料 (猪粪 )溶液里
,

植株根系的长度平均每天增长 .0 7 厘米 ; 新根平



均每天增加 2根
,

生长势可以持擅 8 天左右
。

浸在化肥 (硫酸按 )溶液里
,

植株根系的长度平均 每

天只伸长 0
.

2 厘米
,

新根的生长平均每天增加 .0 5根
,

生长势只能持擅 3 天
。

(四 ) 桔 盖

根据我们研究的拮果
,

初步查明
,

不良的土壤物理性状是引起京郊水稻精苗的主要原 因
。

要

消除水稻赫苗病害
,

首先必须想尽办法改善精苗地区 的不良的土壤物理性状
,

也就是靓
,

把 目前的

颗粒均匀
、

排列致密
、

通透性极差的板拮土层改良成疏松发煊的土层
。
因此

,

凡是有利于达到此 目

的之措施都应收到良好的效果
。

例如施用各种的有机肥料
:
椽肥

、

稻壳
、

切碎握福制的稍杆
、

麦楷

或其他作物的藻禅
、

杂草
、

城市垃级
、

煤煊及坑土等
,

再拮合精耕扣作
。

消除水稻掀苗的最胳 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的收成
,

因此在消除水稻精苗过程中
,

对精苗地施

用的改良剂
,

最好是既能改良土壤又有肥效
。

所以
,

首先应孩考虑
.

的是施入物对土壤改良的作用
,

只有当土壤物理性状得到基本改善后
,

施入物的肥料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

从这个意义上羲
,

前面所列举的施入物中
,

以各种农家有机肥料及椽肥为最好
,

其次是各种含

植物养分较少的有机物质 (如谷壳
、

箕程
、

杂草及垃级等 )
,

最后是煤渣
。
因此在施用谷壳

、

箕程
、

杂

草及垃圾时
,

应桔合追施所需要的各种化肥
。
当然施用的有机物质

,

如有可能事先握过漏制就更

好了
。

在施用煤渣及坑土的同时
,

最好施入一定量的有机肥料作底肥和一定量的化肥作搜肥
,

方

能达到消除水稻漏苗病害和获得高额产量的双重 目的
。

我俐的贰敏桔果表明
,

具有肥料和土壤改良剂双重意义的有机肥料
,

如能与一定量的化肥沉

合使用 ,,则在消除水稻柿苗病害
、

恢复植株正常生长方面
,

有着最显著的效果 (兑图 1 及 2 )
。

在提
高产量方面

,

也具有显著的效果
,

如表 2 中所列施用混合肥抖的小区产量
,

_

较单施同样数量的再

粪及猪粪的小区产量分别高出 7
.

8 形及 23 .4 形
。
因此品盾优良的有机肥料如能混以适量的化肥

,

在消除水稻掀苗和获得高额产量双重 目的方面
,

具有最好的效果
。

企图单耗使用化学肥料消除水

稻精苗病害
,

均未获得成效
。

就脸研究表明
,

化肥不具有土壤改良剂的作用
。 只有采取其他措施

改善了掀苗地的不 良的土壤物理性状后
,

化肥才能显示出宅的最大效盘
。

.` . , ` . , .口 , `叮 , 山夕 , `口 、 . 口 , 曰r . 目『 1 `口 , `口 ,肠口 , . 口 , . 口 , ` 口 , ` 口

高安地区杠砂土的发育与演变

古国栽 范成萍
.

裴德安
(江 酉 省 农 业 科 李 研 先 所 )

一
、

杠砂土利用状况

杠砂士是杠砂岩发育的杠壤早地
。

在江西除杠土

层发育的杠肢土 (粘盾杠绒 )外
,

杠砂土分布蚊厂
,

其中

以高安等地利用时简蚊矢
,

摹众的径脸也最丰富
。

高安县位于江西南昌以西豹 的 公里之处
,

髯境丘

陵起伏
,

从西北向东南降低
,

娜河横育其中
。

地形
、

地

盾虽蛟复杂
,

但大部分属杠壤丘陵
,

相对高度在 30 一

扣 米之朋
,

坡度在 ,一 1。 “

左右
,

其成土母盾主耍有第

三尼杠砂岩和第四耙杠色士层
,

西北部丘陵地区有花

崩岩
、

石灰岩分布
,

前者士层跪薄
,

盾地较砂
,

地形蛟

陡
,

冲刷严重
,

常显露出杠砂盾母盾
,

后者土层深达 1

米以上
,

质地蛟粘
,

多分布于平援坡地上
,

冲刷校翅
。

各种早地在目前利用上差异不大
,

一般种植作物
,

过去常年平均亩产小麦为 35 一朽 斤
,

皮棉 20 一 30 斤
,

早大豆 5 0一 6 0 斤
,

花生 1 5 0一 2 0 0 斤
,

芝麻 2 0一3 0 斤
,

杠薯 5 0 0一 i犷0 0 0 斤
。

过去一年三熟制较普湿
,

近年来多实行小麦
、

棉花

换茬制度
。

耕作一般精韧
,

但施肥水平校低
,

除棉花地

外
,

旅肥很少
。

常用肥料以火土灰
、

塘泥
、

人粪尿为主
。

杠砂土在高安地区夯布颇广
,

为主要耕地
,

作物产

量比耗胶士为低 (表 l )
。

二
、

杠砂土的分布和一般性态

在稠查过程中
,

根据拿众的命名
,

杠砂==f 可釉分为

杠砂土
、

夹砂土
、

走砂土
、

朋砂土等四种
。

它佣的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