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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秧又称耘田
、

耘输
、

跺 田
,

是水稻本田管理中一项重要的丰产技术措施
。

水稻本田管理是由

施肥
、

拔草
、

灭虫
、

挠秧和水浆管理等措施所粗成
。

这些措施之简是密切联系
、

相互影响的
,

其中挠殃

又是直接促进肥效
、

增温
、

分粟
、

发根的积极措施
,

它大大增弦了施肥
、

水浆管理等其他措施的效果
。

因为挠秧是在浸水条件下的中耕措施
,

它与旱 田中耕相比较
,

虽然起着类似的增产作用
,

但是

在引起土壤条件变化上和植株生理作用方面
,

却有着一系列的不同
。

总桔擎众对挠秧的舞价
,

探

封挠秧所引起的土壤肥力因素的变化及其对植株生育的影响
,

无疑的将会对痊制 (别造和抑制 )水

稻生育所要求的土壤条件起着积极的作用
。

从而进一步揭发水田中耕作用的实盾
,

这一理希上的

意义也是不可忽砚的
。

挠秧的增产效果是众所告知的事实
,

但是如何提高挠秧的效率
,

找出适合的挠秧时期
、

挠秧次

数和挠秧的深度
,

做到握济劳力
,

提高田咫管理工效
,

不与其他作物争工
,

是有实践意义的
,

亦是本

文所要追述的重要目的
。

1 9 6 0 年
,

我们下放京郊大兴县垫上大队
,

一面在大队技术具
、

三十多年种稻老农张万清同志

协助下
,

在新垦稻区大面积生产田中布置了一些小块贰验
,

配合一些项 目的室内分析和 田简侧定 ;

一面稠查动周了京郊鹅房
、

芦城
、

海淀
、

六郎庄等地新老稻 区的摹众握输
。

现将这些初步精果
,

整

理成文
,

以供参考
。

一
、

挠 秧 的 作 用

我国农民在水稻本 田管理中十分重视挠秧的作用
,

一般在分集初期至拔节前进行 3一 4 次
。

草
众流传着爵多芯藉来表达挠秧的好处

,

他们税
: “
挠一次秧

,

顶一茬粪
” , “
一把草

,

一把粪
” , “

一次

摸
,

一次岛” 多耘多榆长得好
,

发棵多来谷子鲍
”
,t’ 稻耘三次米无糠

,

,,’’ 早挠还要早
,

晚挠不得了
” ,

“
及时耘草赛追肥

” , “
掌握时机巧耘草

,

手指底下出肥料
, ,

等等… …
。

不仅表明挠秧对于提高肥力
、

促进生长以及产量和品质有显著影响
,

而且指出
,

要收到挠秧的效果
,

必须掌握挠秧的技术
。

不同时期进行挠秧
,

其作用和效果均不相同
。

第一次挠秧在返青后进行
,

作用在于提高土温
,

加速肥料分解
,

并为提前第二次挠秧 lBJ 造条件
,

所以要达到浅挠 ( 1寸左右 )
、

密封苗眼 (根土密接 )

的规格要求
。
第二次挠秧在擂秧后 巧一20 天进行

,

这时株高不过 5 寸
,

四外黄叶
,

心叶青碌
、

挺

立
,

分粟刚刚开始
。

有握验的老农非常重砚二次挠秧的作用
,

这时稻苗郎将进入分集盛期
,

要求松

秋的土层和充足的养分
,

因此挠秧精合重施追肥
,

抓住早挠
、

深挠
、

狠挠
,

达到土层煊软
,

水
、

肥
、

土融

和
,

促进换根
,

加快开墩
,

提早分集
,

灭草尽 田的 目的
。

第三次挠秧在苗长 1 尺左有
,

这时已处在分

.

土壤微生物测定由曾雯英
、

郑迟生同学担任 ; E h 值测定由陈建成先生抓任 ;参加其他部分速测者有陈治中
、

李惠兰
、

张元

正
、

丁济弦
、

刘效敏等同学
。



蜒末期
,

吸收根星罗密布
,

不宜深挠伤根
,

以浅挠拔草为 目的
。

通常在操作上
,

挠秧前排水
,

保持汪

泥汪水 (刮反水 )
,

然后追肥
、

侥秧
,

挠秧后拮合晾田半天
,

用以加孩土壤对肥料的吸收
、

提高地温和

促进养分分解
。

在精度上
,

要搜墩过墩
,

翻泥浮草
。

挠秧不足
,

分集减少
,

产量下降 ;延迟挠秧
,

新

根大量喳发时期推迟
,

喷发力诚弱
。

同时后期揖伤吸收根
,

亦会导致吸收能力减弱
,

抽穗不齐
,

空壳

率增大
。

所以
,

倘若增加挠秧次数
,

挠秧期应恢次往前挪动
,

才有利于稻根生长
。

挠秧的全部作用的基础
,

在于引起土壤理化性状的变化
。

二
、

挠秧引起的土攘理化性状变化

挠秧后道接引起了土壤的理化生物性状的变化
。

围揍潭众的握喻我们作了一些主婴理化性

状 iljjJ 定
。

(一 ) 土典起煊 挠秧后道接引起土壤起煊
,

表现出松欺
、

柔和
、

泥烂成粥
,

土块融化
,

没有坷

垃
,

脚下有棉软弹性的威党
,

用手捏起浓泥浆沿指键外流
。

草众视
: “
不怕不发根

,

只怕土不煊
” , “
土

增开大墩
” ,

斋明了土煊对于发根
、

长案的重要意义
。

我俩在挠秧前后
,

速擅侧定了土壤浸水容重
、

含水率和松紧度等
,

获得了一些黄料 (图 1
,

2 )
。

胶泥土 砂碱土

舍水量

l 挽秩含水%
’

·

吐厂:丈
二
一

容 L 20 丫 \ 、

对照容重 世些赞飞
_ _ - - - - - - -

一
~

二二琪s0

一 ~
月

. .

- 一 , . , . . . 口 . , . . . 叼
.

,
.
. . . . . . . . . . 勺

.
. 广、 一产稗壑

重 l
·

10

1.O
猛磊护

之丁硫抉容澎
一~

·

忍几井二二
二旨贾

~ ~

55
·

令
夕界

50 量 二二
: …:蟹竺

井

一 对照含水%
2

35

%

州幼i.2招

重容

3 /7 5 / 7 7 / 7 9 17 11 17

日期 ( 日/月)

图 1
`

挠秧后浸水容重变化

45

% 舒犷一
`

淮万一而下
.

97/ 11/ 7

日期 ( 日/月 )

图 2 挠侠后浸水容重变化

由图 1 及图 2 可以看出
,

挠秧后土壤浸水容重急剧下降
,

含水率值拔上升
,

土壤趋向发煊
,

其

后随时简的延疲
,

含水率逐渐降低
,

浸水容重又慢慢增加
,

土壤又渐次发板
。

但是
,

不同土壤上变

化有大有小
,

挠秧后胶泥土比砂碱土的浸水容重小
,

而合水率大
,

所以变动的幅度也大
,

起煊的程

度也大
,

持擅的时简也长
。

同样
,

我们以体积 21
.

5立方厘米
、

20 0 克重的物体
,

使士壤荷重后 自动下陷
,

rpjJ 其深度
,

来衡

量侥秧后土壤松紧度的变化 (表 1 )
。

表 i 胶泥土上松聚度的变化

日期 (日 /月 ) 1 , / 7 1 1 /7 12 / 7 1 3 /7

挠袂 (厘来 )

对照 (厘米 )

挠秧后影响土壤起煊的主要因素有三
:
一是土壤粗相 ;二是土壤有机厦舍量 ;三是土壤水分鲍

和状况
。

胶泥土土粒翎小
,

表面积增大
,

吸水性增弦
,

在清水状态下
,

土粒外围为厚水膜所包被
,

而

粒延增大
,

因而合水率增高
,

土壤起煊的程度大
,

时简长
。

砂碱土 lHJ 恰好相反
,

一握落干
,

合水率很

快下降
,

土拉之简又紧棺一起
,

土壤又趋向发板
。

有机厦舍量高的土壤
,

土粒四周为高分子有机物



所包围
,

土粒简隙为有机物填塞
,

弹性增大
,

使土检在浅水或落干状态下
,

削弱了土粒分子简的引

力
,

也不会桔成大土块而粘拮一起
。

同时舍水能力也增加
。

所以高度熟化的水稻土
,

因为有机盾

舍量很高
,

因而具有煊
、

黑
、

滑
、

暖的重要标志
。

应敲指出
,

土煊井非在任何时候对水稻生长都是需要的
。

处在分案末期和灌浆期
,

为了抑制

晚 分莫和促进根系下扎
,

往往还要配合落干
,

使土壤紧实一些才更为理想
。

(二 )土性变暖 侥秧后土温普通增高 1一 1
.

弓℃
,

一般在 1 度左右
。

表 : 2 挽秧后土沮变1七

日期 ( 日 /月 ) 1 深度(厘米 ) } 浅侥 l 寸 (℃ ) l 架挠 2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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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温增高对于促进返青
、

释放养分
、

发根长桑均有重要的意义
。

尤其在北方意义更大
。

据前

人研究
,

水稻在分集期中
,

温度低于 ” ℃ ,

分雍停业
,

在 26 ℃ 以下分桑援慢
,

在 30 一 3 4℃ 最适
。
北

京地区这个时期的气温变化范围多在 20 一30 ℃ 之简
,

因之
,

温度上升有助于分巢生长
。

挠秧后土温增加多少取决于挠秧的深度和排水落干的程度
,

排水愈多
,

增温愈快
,

由表 2 看

出
,

在一定深度内
,

深挠 2 寸的比浅挠 1 寸的普遍要增温 0
.

,一 1℃
,

尤其在表层更为明显
。

所以

有握瀚的老农常靓
: “
挠秧后土性发暖

,

,.o

(三 ) 土维养分变化 挠秧后土壤养分变化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

工
.

土壤有机质的膊化
: 用 0

.

I N N
a O H提取活性腐殖盾

,

分析桔果表明
,

挠秧后 2斗小时之内话

性腐殖厦含量迅速增加
,

24 小时以后又趋于下降
,

随后又慢慢上升
。
引起活性腐殖盾合量变化

,

主要由于土壤物理性盾得到改善
,

通气性加孩
,

土温升高
,

微生物活动剧增所引起的
。

因之
,

我俩同时侧定了士壤微生物总数的变化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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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变化曲袋

2
.

土壤中水解氮和速效磷的变化
:

显著增长 (
_

见表 斗一 6 )
。

由胶泥士上测定的微生物的数量变化
,

也得到

类似的桔果
。

接近表层的氧气洪拾条件远被下层为

嘘
,

所以 O一 , 厘米 内微生物总数成百倍地剧增 : 其

次由所侧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
,

也足以税明活性腐

殖盾舍量变化是与好气微生物活动息息相关的
。

对

照图 3
,

斗可以看出
,

当 E h 值上升
,

氧化势坳强
,

活

性腐殖质合量增加
,

当 E h 值降落
,

还原势增恢
,

好气

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
,

活性腐殖质含量 lnJ 相对诚小
。

根据前人研究
,

水稻土的氧化还原 电 位 ( E ll) 低 于
2卯 m V 时就有强烈的还原作用

。

很明显
,

找们测定

侥秧后 2 4一铭 小时内
,

E h 值自 3知 m v 一值降落到

低于 10 o m v
,

这时活性腐殖质舍量由 .0 03 拓 降到
O

,

0 1 5沁左右
。

由图 4 还可看出
,

挠秧后 1一多厘米深度的 E h依

总是略高于 0一 1厘米土层的 E h 值
。

应孩指 出
,

这

一现象并非是正常的
,

主要由于挠秧前追施过量的

大粪干影响的拮果
。

虽然挠秧深度在 6 厘米左右
,

由于
一

上层大粪干舍量多于下层
,

因而粪干分解过程

中表层消耗的氧气也就过多
,

引起 E h 值略为偏低
。

当然
。

无填视明影响土壤 E h值变化的其他 因素
,

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扒为大粪千的影响总是主要

的
。

据分析桔果
,

挠秧后土壤中水解氮含量和有效磷合量均有

表 4 境秧后水解妞含盈分析 (境前追施大滋千 ) (单位 :毫克 /百克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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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用无机氮肥后 (每亩 相 斤硫酸按 )
,

发现深挠比浅挠的土壤吸收量大
,

测定桔果
,

土壤中

水解氮含量也高
。

`

在淹水条件下
,

有机氮化物的斡化仍以按化作用为主
。

我们侧定耕层 。一 5 厘米和 5一 10 厘

米土壤稍化扣菌反应极为微弱
,

由此可知
,

水解氮素的增加
,

主要还是由于合氮有机物被按化栩菌

作用的拮果
。

挠秧后土壤有效磷舍量也显著地不断释放
,

其后随作物大量吸收
,

和水解氮一样又

趋于诚少
。

表 6 揍秧后土妞中速效麟变化 (单位 :毫克 /百克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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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水
、

肥
、

土相混相融 有握验的老农特别张翎挠秧后水肥土相混相融的作用
。
田简观察

赶明
,

施用有机肥料后
,

由于挠秧授件
,

肥料融化
,

土肥相融
、

渗吸
。

肥料加入的深度决定于挠秧时

对士壤翻动的深度 ;肥料施入土中
,

不挠秧粪土不能相融
,

在土壤表面上停落有大大小小的粪块
,

在

排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流失
。

翘验征明施肥在根系主要分布区
,

肥料效果最大
。

第二次挠

秧深度一般在 斗一 6 厘米
,

而插秧深度仅在 3 厘米以内
,

显然挠秧深度大于插秧深度
,

在这样范围

内
,

水肥土融和
,

正好满足这时根系扩展对养分的要求
。

肥料与根系接触面增大
,

可以防止根的偏

向发展
。

实践征明
,

稻 田追施化肥多数是硫按或碳酸氢按
,

因此这些水溶性的养分
,

在挠秧后也会

加速土粒对鼓离子的吸收
,

据 日本东条健等研究
:
水 田表层有一薄薄的氧化层

,

倘若按离子存在就

可能被氧化成硝态氮
,

同时氧化层中也局部地呈现还原状态
,

当 N O孚一N 与之接触
,

又可能被还

原成游离氮素
,

而造成脱氮损失的危险
。
因之

,

浅水施肥后
,

紧接挠秧
,

使按离子与土壤充分橙件
,

被吸附在较深的根部区域
,

这对于保肥和供肥都具有积极作用
。

三
、

挠秧对水稻生理
、

生态的影响

因为挠秧使得土壤环境得到更新
、

肥沃
,

刽造了水稻分桑期良好的营养条件和居住条件
。

所

以直接带来了稻株生理
、

生态的变化—
引起换老根

、

喷新根
、

开墩发苗
、

长根长粟
、

叶色变扁
,

并

且最怒获得籽粒鲍满
、

皮壳双薄
、

产量增高的效果
。

(一 ) 换老根
,

喳新根

因为挠秧值接引起了稻苗根系部分的机械捐伤
,

激发新根的再生能力 (表 7
,

8 )
。

表 7 大张本庄境秧后第四天观察 表 8 境映对促退新银登生的效果 (佳术斯繁殖站 )

处 理

}
新根长 (厘、 )

i
新、 数 (个 )

{
新、 、、 处 理 每栋根数

(个 )
每株白色
根数 (个 )

新根增加%

挠 秧
{

3
·

7

{
、

3
·

“

{ 。 ,、

““
{

2
·

,

}
2

·

,

{
_

` , ””

挠 秧 1
: 4

}
8

{
对 照

}
2

分 } 寻 {
’ 1“

.

从表 7及表 8 可以看出
,

挠秧对于新根喷发的数量
、

长度
、

壮弱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在挠秧

后第 15 夭测定解根重为 7
.

2 克 l/ o株
,

比不挠秧的增长了 7
.

2务
。

同样根冠比值也有显著的变化
,



在胶泥土上挠秧后 4 天侧定
,

根冠比 由原来的 .0 49 下降到 0
.

38
,

比对照诚少了 25 多
,

而挠秧后第

10 天侧得根冠比却上升到 .0 60
,

这时比对照反而增加了 18 多
。

同样
,

在砂碱地上也获得类似的效

果
。

挠秧后根冠比先下降而后迅速上升
,

靓明了新根大量 l喊发
,

孩大的根系活力
,

不断地向外界摄

取水分与矿质养分
,

以满足分桌盛期对养分的需要
。

草众挺睑指出
,

挠秧后老根逐步下扎
,

新根迅速上翻
。

所稠上翻是指新根的喷发部位沿分禁

节上移靠近地表
。
田简观察也进一步征明

,

新根喳 出后
,

先横向生长
,

长达 2一 3 厘米后
,

根尖再弯

曲向下
,

显然
。

这种新根上翻和横向伸长是由于挠秧后耕层良好的土壤环境所引起的
。

实践征朋
:

凡是烧秧盾量愈高
,

耕层愈是松软
、

油挡
、

肥沃
,

这种上翻能力愈张
,

喷发新根数也愈多
、

愈快
,

横向

生长能力也愈大
。

这对于因为挠侠后老根机械伤亡而带来的早期根冠此下降
、

吸收根数量诚少的
一

下利情况下
,

充分发挥每个新根的吸收作用
,

大量吸收养分
,

才有利于进一步大量啃发新根
,

并为

后期根系下扎和促进开墩发苗
,

打下了物厦基础
。

应鼓指出
,

过分深饶
,

折断老根过多
。

也会导致植株黄化
。

特别是第一次烧秧更不宜过深过

狠
,

这时稻苗刚刚返青
,

根系还未老健
,

新根啃发能力较弱
。

第三次挠秧
,

多半处在分孽末期
,

根系

再生能力诚弱
,

此时气温很高
,

容易造成披叶徒长
,

为了防止无效分集发生和后期倒伏危险
,

此 时

也不宜深挠
。

只有二次挠秧
,

正处在分莫盛期刚刚开始
,

发根力最弦
,

氮素代榭最旺
,

养分需要量

最大的时期
,

要抓紧早挠
、

深挠
、

狠挠
,

可以收到迅速长根长案的效果
。

(二 ) 促进早分莫
、

多分莫
,

开墩长高
“
根深叶茂

,

本固枝荣
, , ,

这是 自然的因果关系
。

挠秧之后
,

不仅klJ 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
,

并且

换了老根
,

喷发了新根
,

大大地加弦了植株的吸收能力
,

必然会加速地上部分的生长
。

据 田周戏

察
,

突出的表现在分靡提早
、

分集增多
、

发根
、

长叶等几个方面 (兑表 9 ,

10 和图 , )
:

表 9 不同土吸上分幕数比较 (平均值 : 个 /单株 )

~
一~

_

日期 (日 /月 )

处 理 一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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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挠 秧 } 0
.

2 0

} 对 照 ! 。
.

2。
!

。
.

。、 {0
·

5 4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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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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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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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一l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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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泥地
挠 秧 { 0

.

1 0

注 二次挠袂时尚已比实际时简晚了一周
。

又据密 朱JJ农锡拭毓
,

挠秧对分集的影响也获得近似的效果
。

表 10 拢 映 对 分 架 的 影 响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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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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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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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样
,

挠秧所引起的植株高度的增长
,

在前期并不显著
,

特别在等量施肥的条件下更不易区

别
。

一旦到大量喷发新根以后 (大的在挠秧后 8一 15 天 )
。

株高确有显著的差异
。

据此
,

我佣在 7

月 之 日挠秧
,

分别在 7 月 6 日
、

12 日
、

18 日做株高增长的比较观察
,

群见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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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有关图表可以看出
,

无萧在砂碱地上或胶泥地
一

L
,

分案期提早
、

分案数增多
、

株高增长

等方面均获得一致的效果
。

但在不同土厦上
一
,

效果又有大有小
。
一般表现胶泥地上增长幅度较

大
,

砂碱地上增长幅度较小 ;施了底肥的增长幅度较大
,

白地的变幅较小
。

所以靓
,

挠秧固然是分

龚期稠节耕层肥力的重要措施
,

但是增施有机肥料
,

稠动土壤水分合量
,

仍然是稠节肥力的基础
。

田简观察表明
,

挠秧的植株发墩大
,

墩散开
。

在挠后 15 天观察
,

不挠秧的植株有叶黄干尖的象征
,

而挠秧的集硬
,

叶碌能多持糟一周多时简
。

显然
,

这足以羡明挠秧后土壤肥力持久的作用
。

(三 ) 叶色发岛

挠秧的效果
,

不仅表现在长根长集上
,

而且叶色也显著的由黄变撇
,

摹众称之为
: “
一次摸

,

一

次高
” , “
叶色发岛起大墩

” 。

稻株颜色发扁是由于挠秧后植株吸收力增弦
,

体内氮素代榭旺盛的表

现
。

我们测定功能叶片中主要含氮物质的变化 (觅表 1 1 , 1 2 )
。

表 n 境秧后梢株体内含妞物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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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n及表 1 2可以看出
,

挠秧后功能叶片 内全氮
、

全磷和叶碌素的合量均大大增加
,

叶色迅

渐 吏浓
,

干物盾累积也逐步增多 ;按态氮和速效磷逐渐减少
,

稍态氮迅速增加
,

所有这些变化
,

正说

明植株体内含氮物质代榭加弦
,

稻株生育旺盛
,

叶片
、

叶鞘等同化器官迅速生长
,

水稻从士壤里吸

收营养物质也最盛
。

据研究青料指出
:
水稻 自出苗到分集开始

,

氮素吸收量要占全生长期氮素总

需要量的 2 ,
.

9%
,

P 20 ,

要占到 1
.

2% ; 自开始分巢到开花期
,

氮素吸收却 占到总氮量的 7 2
.

8% (主

要集中在前期分粟阶段 )
,

巧。 ,

要占到总量的 邹 % (主要集中在后期开花壮籽阶段 )
。

显然
,

第

二次挠秧配合重施追肥
,

正符合水稻生理的要求
。

(四 ) 粒鲍
,

壳薄
,

产量高

早众普遍流传
: “
稻耘三次米无糠

” , “ 多耘多输长得好
,

发棵多来谷子鲍
” … …等等恙藉

。

视明

了侥秧引起的土壤条件和植株生理生态的变化
,

最修要影响到产量和品盾
,

带来籽粒鲍满
、

皮壳双

油
一

、

产员增高的效果
。

据田简观察表明
,

挠快处理者
,

复白变小
,

出米率可提高到 80 %
,

大张本庄

小区武吩籍果
,

挠秧在胶泥地上增产 32 拓
,

在砂碱地上增产 料多
。

据 1 9 59 年北京郊区黄村公社

芦城大队鹅房生产队试验
,

早挠的比晚挠的也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表 1 3 )
。

表 13 揍 秧 增 崖 效 果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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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桔 输

挠换是水稻本 田管理
卜

卜一项重要的作业
,

是水稻分 夔期稠节耕层土壤肥 力条件的重要措施
。

挠秧的重大作用在于
:

1
.

活化耕层土壤肥 力
。

挠秧后土温提高
,

空气通踢
,

好气微生物活动加张
,

使土凑变得煊
、

软 、

柔
、

滑
,

土壤浸水容重和松紧度降低
,

氧化还原电位 ( E h 值 )和水解氮舍量有显著的增加
。

2
.

充分发挥了肥料效能
。

挠秧后有机肥料与水
、

土能够相混相融
。

土肥相融
,

不仅改善了士壤物

理性盾
,

防止肥料自身流失
,

而且提高了对无机肥料的吸收能力
,

扩大了肥料与根系的接触面积
。

3
.

挠秧后断老根
,

喷新根
,

促进了根系生长
,

大大提高了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能力
,

满足分孽

盛期对养分的需要
,

从而加强了体内的氮素代榭过程
。

4
.

挠秧道接引起了稻株早分秦
、

多分桑
、

增加有效分冀
,

提高植株休内叶释素的含量
,

加嗤了

功能叶片的作用
,

因而能够开墩发苗
,

长高关穗
,

最后获得仔位鲍满
、

皮壳双薄
、

产量增加的效果
。

应献指出
:
要收到良好的挠秧效果

,

必须掌握好挠秧的技术
。

挠秧次数要看 田
、

着苗
、

看草而

定
,

根据水稻一般生长规律
,

可以全面耘 田三次
。

第一遍浅挠
,

在返青后分集前期
,

作用是提高地

温
,

加速肥料分解
,

促进返青和根系老健
,

苗壮苗旺
: 第二遍深挠

、

狠挠
,

在分豪盛期刚刚开始
,

目的

是增根
、

增秦
,

促进氮素代谢
,

增加有效分集 ;第三遍鲤侥拔草
,

在分集末期
,

目的是促进根系深扎
,

保征穗长粒大
。

必须弦稠指出
,

在不同情况下
,

挠秧必须紧密配合土
、

肥
、

水
、

密四个因素
,

因地因时制宜的掌

握耘 田原则
,

做到
:
施肥后要抢先挠秧

,

施肥后 四
、

五天作物正在吸肥长根
,

要严忌挠秧 ; 高 田
、

砂

田
、

缺水田要拾先挠秧
,

严忌放深水耘 田和搁 田挠秧 ;返青以后和孕穗抽穗以前要扮先挠秧
,

返青

前和孕穗抽穗期中要严忌挠秧
。

这样
,

就可能收到拿众所歌唱的那样好处—
一 “
肥前

、

肥后浅浅

水 赶潮抢火莫挨延
,

看水 (汪泥汪水 )挠秧 田土好
,

看肥挠秧节节长
” 。

呼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