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灭冬麦黄弱苗培育壮苗

趋扳达
、

江盏夏 傅猜平 赵淑真

培育壮苗是冬前麦田管理的中心
,

一

亦是小麦丰产

酌基础
。

因此
,

稍防和消灭黄弱苗
,

是具有生产意义

的
。

现将北京郊区麦田所发砚的黄弱苗特征
、

产生黄

躬苗的原因及其防治的办法分述如后
:

一
、

小麦黄弱苗的特微

小麦黄弱苗的特点是 :麦苗颜色发黄
,

植株矮小瘦

弱
,

生矢援馒
,

板系不发达
,
多分布于麦层

,

吸收养分能
力差

,

体内含氮量小于 2 %
,

磷小于 。 .

耳% ,

分桑又少又

娩
,

发育不良
,

甚至有枯死的现象
。

` _

==
、

浩成 ,J黄费弱苗的原因
1

.

.

由于
“
刁讨已

, ,

造成的 : “水托
”
郎是地下水位过高

。

多去生在地势低洼
,

土盾粘重
,

水夯冠多
,

通气不良的

土壤上
,

晕众称之为
“ 口寒” 。

这与地下水位及土理襄田

简持水量密切相关
。

根据在中德人民公社楼梓庄大队

观凰叮透播种至冬前阶段
,

地下水位不能超挂 知 厘

米
,

杯
2。 厘米土层内水分含量不能超耸田简持水劲勺

8 。% ,

否则将发生不同程度的黄弱苗
。

水分趁多
,

土壤

沮度降低
,

有签微生软话动受到抑制
,

士 j襄中的有效养

分得不到释放 (表 功
,
因而滞足不了幼苗对养分的要

乘
,

使扣髦株生长瘦弱
,
叶袖长而薄

,

根系短小
,

甚至有烂

根的现象 (呈锈色 )
。 飞

2
,

土攘肥力低
,

施肥不足或不句而引起的黄弱苗 :

种现象在各种士壤上都有发砚
,

根据北京郊区各地
J

稠查和盆栽款髓的桔果 `表 幻
,

初步熟为
,

在一股

耕性下
,

大田全氮 的含 量在 。
.

0 6一 0
.

。夕%
、

全 磷 在
。

.

13 一。
。

巧 % 时
,

麦苗生长良好
,

全氮量小于 。
.

。多%

就会产生黄弱苗
,

植株生长充爱慢
,

分靡力弱
,

叶袖长呈

黄徐色
,

植株体内含氮量小于 2 %
。 、 、

3
.

由于耕作盾量差造成的 : 整地不袖
,

地里坷垃
、

茬头和杂草多
,

幼苗被压得不能出士
,

或
“
窝脖

,牡后出
,

或因整地厦量差
,

王地漏风
、

跑墒
,

影响了土壤的自

含水量和出苗的整齐度 `表 3 夕
。 「 _

从表 3可以看出
,

士通基毒耕作盾量差者
,

虽能 出苗但
、

生长短小瘦弱
,

植株发黄
,

分粟少而晚
。 -

。 `

盐分的影响 :
北京的大兴县

、

朝阳区及通县南
一

部一带地势低平
,

地下水位在 1
来左右

,

矿化度 1一 :

表 1 不同程度
“
水托

为

她的土鉴环境条件及多苗生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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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由于缺乏底肥或施肥不匀造成的黄弱苗他株及土壤养分对比

采集 地 点 及 造 成 的原 因 榷株生长情况
土壤养分含量 (% ) 植株养分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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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 /升
,

水质为氯化物箱茗碳酸盐型及重不淡酸
一

硫 酸盐

型
,

地裘价霜 (1 厘米 )含盆量在 1一2 %
,
工厘米似下含

盐量为 0
.

1一 。 .

2 5 %
。

在盐碱地上有不同不库度的黄弱

苗出现
,

麦苗呈黄紫色
、

须根少
,

严重者根系腐烂
,

致使

淤苗枯死
,

造成严重的缺苗现象
,

缺苗的 :{攀度决定于盐

她獭
及碱

。

土壤盐分含量过渗时
,

土壤溶液浓度增加
,

阻碍了

髓物根系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
。

各种盐碱地的含盐量

不同
,

其祖成成分亦有差异
,

因而刘麦苗生长影响也不
,

一
(表 封 ? 白砂碱和青碱地表土含盐量蛟低

,

黄弱苗

蛟少
,

死苗豹占 20 %
。

一般多在初冬及小麦灌浆期返

盐
。

缸瓦碱呈斑状分布
,

音写妞三含盐量较高
,

有盐精皮
,

表士板桔
,

易起坷垃
,
影响幼苗生长

,

死苗豹在 3Q一

, %
。

砂碱地肥力低
,

表土盐霜参
,

对小麦生长危害

大
,

麦苗矮粼死苗达 奋。书
。 %

。

油腻姗
、

派到副录躁呈斑

状分布
,

老乡称“ 云彩瓣
, 。

土邃潮湿陷脚 ;油腻碱
、 `

畴尿

&)] 表层 3 。厘米土体平均的含 盐量为 。
.

乡一1
。 o % 之

多
,

对麦苗危害甚大
,

出苗率极低
,

死尼i攀率竟达 7。 %
。

小麦苗期阶段的耐盐极限是 :表层 2 。 厘米全盐量

大于 0
.

5 % 左右时
,

小麦枯萎死亡 ; 全粼量为认 2一。
.

斗

%
,

麦苗生长受到抑制
,

缺苗死苗达知 % 以上 ;含盐量

小于 。
.

2 % 时
,

麦苗一般生长正常
。

盐分化学祖成的不同
,

对小麦生长影响亦很大
,

当

表层 2 0 厘米土壤盐分以氯化物为主时
,

小麦 生长不

良
,

危害程度大
,

含氯量大子 0
.

1 % 时
,

小麦植株枯死
,

而士壤表层 Z Q厘米硫酸盐含量为 0 .

, % ,

氯化物含量

小于 。
.

1 % ,

小麦苗期一般生长正常
。

5
.

由于播种期包晚所引起的
:小麦播种过晚

,

气谧

逐渐下降
,

影响麦苗生长
,

因为参前小麦生长目数短
,

所以小麦一般生长比较矮小
。

同时晚播小麦
,

常因搪

种
,

整地盾量较差
,

底肥不足
,

施吧又不均匀
,

似致造成

小麦的黄弱苗
。
所以凯 : “ 早黍晚麦

,

不收莫怪
”
这句农

纂是有道理的
。

兰
、

防治黄弱苗的办法

培育壮苗消灭黄弱苗应以预防为主
,

治疗为攀甫
,

在

不同地区及不同的条件下 `土壤类型
、

管理措施等 )
,

找

出产生黄弱苗的主要因素
,

对症下衡
。

`

二
.

精耕袖作
,

晒垫取暖
,

融士播种
。

在地势低淦
、

水分过蛋
、

疲气不良的 ` 口寒
”
士壤上

,

应特别强稠
“
耕

三耙四
,

晒垫取暖…
’ ,

达到融士后再播种
。

达样使过多

的水分蒸发
,

诚少有害物盾
,

土壁{滋润柔和
、

松散釉碎
、

发垃
、

无坷垃
, ’

小麦可提前 ; 天出苗
,

抖可以发捧土维

潜在肥力 (表 习
。

表 3 不同整地质量对保墒及寥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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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已握发生黄弱苗的
“
水托

`

撇上
,

施用坑士
、

尿

素
、

硫酸按都有不向程度的效果
。

坑土有
“
暴劲

, ` ,

在水

劳多的土壤上除供拾氮素外
,

对土壤还有
“
拔干

”
的作

用
,

诚少表层土壤水分
。

根外喷施尿素
,

植株可以从叶

面直接吸收肥料
,

使黄弱苗很快蒋变
。

硫酸谷为含氮

量校高的氮素肥料
,

亦有明显效果
,

尽管施用方式不

佩都能墉加植株体内含氮量 (兑表 6 )
,

氮素的士含加又

促使对磷的吸收
,

因而苗色很快褥禄
。

3
.

对蒯巴不足或者施肥不均匀以及整地不抽所产

生的黄苗
:

应龙施
“
偏心肥

, , ,

玖速效氮肥 (粪稀
、

硫酸

敛
、

尿素等 ) 的效果好
。 :最蓦六的办法是播前精耕袖

作
,

施足底肥来消灭黄弱苗
。

“
.

盐碱地上的黄弱黄
,

主要是防止盐分上升
,

在秋

末初春时
,

可用大水压盐
,

以防止盐分迅速丰升
口

中拼

耙地切断毛釉管
,

诚少水分蒸军
,
防止盐分上升

。

施用

有机肥料
,

可以增加麦苗的抗盐性
。

地表有精皮的地

区
,

可采用刮盐
、

灌水压盐等办法
,

诚鲤盐分对麦苗的
、

危害
。

蹄砂盖粪亦可减鲤盐分上升
。

在低洼过湿的盐

碱地
,

返淮豪时有积水现象
,

可挖临时排水沟
,

排除社多

的水分
。

、

5
.

适时
.

播种
,

对悄灭黄弱苗
。
培育壮苗

,

是有积极

意义的
。

华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农蒸
: “
白露早

,

兽
露迟

,

秋分麦子正当时
” ,

、

就明了毅期播种的好处
。

如

果因为某些条件的阻制
,

不能适时播种而已趣产生黄

弱苗
,

应当加强 田筒管理
,

及早追肥
、

灌水
,

以促进渗分

蔡
,

保征冬前有足够的夔数和根系的正常发育
。

表 6 栋苗黄弱苗及加措施后体内养分含量变化

全氮 (% ) 全磷 (%) l麦
`

苗证复情况 平均叶厚度 (毫米 ) 叶脉简距离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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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黄弱苗加硫酸敛后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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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浸地分布在河南省西南部南阳地区
,

以南阳
、

邓

县
、

方城
、

唐河
、

泌阳
、

镇平
、

新野
、

内乡等县为多
,

估舒

面积钓外。 万亩
,

豹占融区总耕地面积 穷 % 似
一

E
。

由

于雨量多 (年平均雨量在 9 。。一几 00 。毫米简 )而袋中
,

夕
、

8
、

9 月份钓占年降雨量 6。 %以上
,

井咨级暴雨形式

峰下
,

过多的雨水产生地表水
、

径流水
、

土壤层简水和

侧流水等上浸水
,

使有不透水层的土壤形成上浸灿
。

_

.1t 浸地一般年产量 即一 90 斤 /亩
,
上浸程度鲤的

诚产 3 。一 40 % ,

重的诚产 7 。一 80 % ,

因此上浸地大面

积低产是熟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重大阴题
。

在党提出

以农亚为基础
,

保靓粮
、

棉过关的今天
,

彻底改良上浸

地
,

提高作物产量
,

争取大幅度高产
,

有重大现实意义
。

土
、

稀屎土
、

鸭子泥
,

井且包括黄揭土类的黄懈土
、

黄粘

王和懈白散土鬓葬
,

归硒起来可分为黑懈土
、

黄懈土及懈

白散土三类
。

都是黄褐土 (俗称黄粘土少樱受上浸水影

响的不同发育阶段
。

黄懈土内排水不良
,

但外拼水好
,

上浸时简短
,

受上浸水的影响弱 ;黑解土所处地形部位
,

低
,

地下水位高
,

士壤内外排水不良
,

受水作用强烈 ;懈

白散七则是在侧流水作用下形成的
,

泥粒 (郎粘粒 ) 流

失
,

粉砂粒残存
,

土粒简粘着力小
,

遇水容易分散
。

上浸地心土层普湿存在坚 硬的 不遥 水层 `粘 盘

层 )
,

在频繁的干湿作用交替下
,

土壤湿胀干摊
,

形成特

有的片状和核状构造
。

部分地区土壤因俱师水带未大
量泥粒

,

使机械
二

阻成发生变化
,

大大改变了土通襄的水分
·

一
、

上浸地的特性及其成因
冬 参加工作的有河南省唐河县科委会翟凤华等 六 位 同

上浸地土壤包括脱沼泽黄褐土类的黑懈土
、

黑粘 志
。

1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