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庄大队土壤改良的经验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旱改水调查队

孟庄大队现有耕地 4 20 5亩
,

1 7 6 0 人
,

每人平均耕地 2
.

5 亩左右
。

该大队地处废黄河

南岸的冲积平原上
,

受多次泛滥影响
,

地形平坦而稍有起伏
;
北部为傍 (背 )河洼地

,

东部 系

一槽形洼地
,

中西部为龟背状高地
,

根据地形不同可分成三种土地类型
:

下河 (湖 )地—
低洼易涝

,

地下水埋深在 1一 1
.

5米之间
,

以盐碱土
、

飞砂土
* *

为主
;上岗地

-

— 地形较高
,

地下水埋深在 2一 2
.

5 米之间
,

以砂土
、

青砂土为主
。

两者之间为二坡地一一地下水埋深

在 1
.

5一 2 米之间
,

以泡砂为主
,

也有部分盐碱地
。

地下水矿化度在 0
.

3一 0
.

7 克 /升之间
,

属重碳酸盐氯化物镁钠质水
、

或重碳酸盐氯化物钠镁质水
。

由于土壤有夜潮性
,

盐分在干

早季节易于累积于地表
,

发生不 同程度的盐渍化
。

在 旧社会
,

孟庄周围系有名的
“

东大荒
” ,

早涝盐碱风砂危害严重
,

春天一片白茫茫
,

夏

季一片水汪汪
。

长期以来
,

生产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
。

解放后劳动人 民翻身作了主人
,

决

心改造一穷二白的低产面貌
。

在大寨精神鼓舞下
,

大队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
,

于 1 9 6 4年开

始
,

围绕排涝防渍
、

固砂治碱打响了改造自然的翻身仗
,

先后共挖土 28 万方
,

实现了条田

化
。

经过十来年的艰苦奋战
,

影响生产低而不稳的涝渍风砂盐碱诸因素已经基本克服
,

粮

食产量逐步上升
。

内涝严重的 1 9 6 3 年
,

粮食总产仅 1 6
.

3 万斤
, 19 7 。年突破百万斤关

, 1 9 7 1

年达到 12 6
.

6 万斤
,

19 7 2 年 7 月份雨量大于 19 6 3 年
,

基本上没有受灾
,

粮食总产持续上

升到 1 56 万斤
,

1 9 7 3 年总产达 Z n 万斤
,

十年期间粮食总产增长 12
.

9 倍
,

为改造砂碱薄

地创出了经验
。

一
、

土壤改良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几年来
,

孟庄大队在改造砂碱薄地的过程中采取了以水带头
,

水土肥林综合治理的方

针
,

狠抓重大改造措施
,

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
,

除涝固砂 ( 1 9 6 4一 1 9 6 6年 )阶段
;
第二

,

绿肥改碱培肥 ( 1 9 66 一 19 6 8年 )阶段
;
第三

,

种稻改碱 ( 1 9 6 9一现在 )阶段
。

孟庄过去是怕水
,

现在是想水
。

经过几年来的水利建设
,

灌溉面积逐年扩大
, 19 7 2 年

种水稻达 1 3 5 。 亩
,

一半以上的早地已经灌溉
,

同时排涝能力明显提高
。

例如
,

1 9 72年 7 月

份降水量与降水强度均大于 1 9 6 3 年
,

可是 1 9 6 3 年是重灾年
,

而 1 9 7 2 年则是丰收年
。

1 9 6 3

年 7 月降水量为 4 1 5
.

9 毫米
, 7 月 6 日 s 小时降水 1 1 5

.

3 毫米
; 1 9 7 2 年 7 月份降水 J 6 4

毫米
, 7 月 2 日 6 小时降水 2 38 毫米

。

1 9 63 年受涝无收面积高达 1 9 9 6 亩
,

占土地 43 %
,

而 1 9 7 2年只 37 亩
,

占土地面积 0
.

8 % ; 196 3 年未受涝面积只 39 1 亩
,

占土地面积 8
.

5 %
,

而 2 9 7 2 年增加到 2 ,
5 5 3 亩

,

占土地面积 5 5
.

5 % ; 受渍面积 1 9 6 3 年为 z
,

o :3 0 亩
,

占土地

22 %
,

而 1 9 7 2 年仅 28 1亩
,

占 6
.

1 %
。

受渍程度也显著减轻
。

目前该队排涝能力已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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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日降雨 25。毫米不受涝的标准
。

过去
,

孟庄没有种植绿肥的习惯
,

肥源以土杂肥为主
,

数量少
,

质量低
。

所以
,

土镶中

有机质及养分含量甚低
,

不但容易引起土壤返盐
,

而且土壤严重板结
。

自从 1 9 6 4年起开始

试种着子
,

翌年试种田背
,

由于抓住以磷增氮这一关键措施
,

绿肥试种成功
,

并且逐年发

展
。

重碱地种田著后
,

三麦面积扩大
,

轻碱地套种若子
,

秋熟作物产量提高
。

从 1 9 6 6 年到

1 9 7 0 年四年中绿肥面积都在 2 ,

5 00 亩以上
,

占耕地面积的 比 例 高达 5 7
.

5一 6 7
.

8 % (表

1 )
。

近年来随着水稻面积的扩大田著面积迅速减少
,

绿肥面积有所下降
。

目前稻茬着子

试种成功
,

绿肥面积又形回升
。

表 1 孟 庄 历 年 绿 肥 面 积 变 化

冬绿 肥 + X 绿肥
年 份 卜笋答护

X 味 犯 《田 份 )

(亩 ) ( % ) (亩 ) ( % )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1 9 6 9

19 7 0

19 7 1

1 9 7 2

1 9 7 3

2 0

3 7 3

2 5 9 1

3 0 5 0

2 8 4 0

2 6 9 0

18 6 5

14 8 8

未统计

0
。

4 4

8
。

2 0

5 7
。

5

6 7
。 8

6 3
。

1

5 9
。

8

4 1 。
4

3 4
。

6

2 0

1 2

57 0

1 27 0

1 9 8 0

1 10 0

1 3 00

1 1 5 8

1 8 0 0

0
。

4 4

0
。

2 0

12
。

5 0

2 8
。

2 0

4 4
。

0

3 5
。

3

2 9
。

0

26
。

9

4 2
。

2

3 6 1

2 02 1

1 78 0

8 6 0

1 5 9 0

56 5

3 3 0

8
。

0

4 5
。

0

3 9 。
6

19
。

1

2 4
。

5

12
.

4

7
。

7
.月 ,

未统计

绿肥掩青除补充土壤氮素外
,

尚有大量有机物质掩入土中
,

如每亩鲜草是以 2 0 0 0 斤

计算
,

无疑对改善土壤结构防止返盐起显著作用
。

根据群众经验
,

在有一定的排水条件

下
,

一般重碱地连种三年田著即可变成轻碱地
。

在大种绿肥的同时
,

养猪造肥方面也有所发展
,

施肥水平有显著提高
,

肥料组成有显

著改善
,

这可以第四生产队为例加以说明
。

表 2 第四生产队施肥水平和肥料组成特点 ( 1 3 71 年 )

肥肥 料 种 类类 化 肥肥 有 机 肥肥

硫硫硫 按按 尿 素素 抓化按按 绿 肥 {土杂 肥 ! 棉 饼
`

豆 饼饼 我 干干

年年 用 盘 (万斤 ))) …
。

.

3 1 666 0
。

2 6 444 0
。

2 1 666 6 000 10 555 0
。

5 9 999 1 0
.

` 2 555 0
。

2777

含含 氮 量 ( % ))) 一 “ ““ 4 666 2 555 0
。

5 444 0 。
444 3 。

4 111 7
。

000 1
。

000

总总 氮 盈 ( 斤 ))) {
” 3 222 1 2 1 444 5 4000 3 24 000 4 2 0 000 2 0 444 29 000 2 777

总 笼 量 小 计 (斤 )

总 氮 量 合 计 ( 斤 )

年施 氮水平 (斤 /亩 )

无 机 有 机 氮 比

10 3 4 7

19

7 6
。

9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目前孟庄施肥水平以纯氮计每亩约为 19 斤
,

而在肥料组成上以

有机氮肥为主
,

占 7 6
.

9 %
,

化学氮肥只占 23
.

1 %
。

这对提高肥料利用率
,

防止养分流失以

及增肥 改碱都十分有利
。

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
,

土壤不断改良
,

作物难立苗的盐碱地大面积缩小
,

飞砂土已经固

定
,

而肥力较高的青砂土和砂土则逐年增加
。

图 1一 2是 1 9 6 3年与 1 9 7 2年土壤分布情况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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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比中可以着到
,

卤碱与盆碱土面积显著减少
,

而适子种植各种作物的青砂土与砂土则

相应增加
。

孟庄近几年的经验证明
,

种稻改良盐碱是一项收效迅速的措施
。

盐碱重而易涝的湖洼

地
,

种稻之后不但提高抗涝能力
,

而且改良了盐碱土
,

复种指数与粮食产量均有十分明显

的增加
。

如果把水稻面积占耕地%与水稻总产占粮食总产%比较一下 (见表 3 )
,

不难看

出水稻是高产作物
,

其增产潜力是比较大的
.

该大队于 1 9 6 9 年开始种稻
,

当年粮食总产

7 5
.

7 万斤
,

由于仅改稻 50 亩
,

占耕地 1
.

1 %
,

稻谷在粮食总产中的比重较小 , 1 9 7 0年以

后水稻在粮食总产 中的比重都较大
,

而且均大于水稻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数
。

随着水稻

面积扩大
,

单产稍有下降
,

其他早作
,

特别三麦近年来增产幅度较大
,

所以水稻总产在粮食

总产中的比重有缩小的趋势
。

如果考虑到改种水稻的地大都是盐碱地
,

过去不能种植粮

食作物
,

那么
,

水稻在提高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就非一般作物可比了
。

表 3 粮食总产与种稻面积的关系

年 份
粮食总产

(万斤 )

水稻面积
(亩 )

水稻 总产
(万斤 )

水稻面积
占耕地%

水稻总产占
粮食总产%

水稻单产
(斤 /亩 )

19 6 9

1 9 7 0

1 9 7 1

1 9 7 2

5 0

3 9 1

9 9 3

1 3 5 0

2
。 1

18
。

6

4 5
。

0

5 5
。

6

1
。

1 2 。
8

8
。

5 1 7
。

8

23
。

1

3 1 。
8

35
。

5

3 5
。

6

4 18

4 76

4 5 7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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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未改良的盐碱土的盐分分析 (孟庄二队教育田
,

徐铜 14 号 )

深 度

(厘米 )

全 盐
阴 离 子 毫克当量 / 1 0 0克上 阳离 子 雍克 当 t / 10 0克土

%
e o

3一 …
1

.

3 9 0 }

H C O
3 -

C I
-

5 0 `一 C a + 十

M g
+ 今 K

+ + N a 李

(差数 )

州值

0一 1

0一 1 0

1 0一 2 1

2 1一 4 3

4 3一 5 7

5 7一 8 9

8 9一 10 0

1 0 0一 1 5 0

1 50一 1 9 0

1 0
。

4

1 0
。

3

1 0
。

1

9
。

9

9
.

7

9
.

6

9
。

7

9
。

4

9
。

5

2
。

9 7 1

0
。

4 5 0

0
。

0 7 9

0
。

0 3 9

0
.

0 3 9

0
。

0 6 2

0
。

0 3 3

0
。

0 3 5

0
。

0 4 2

0
。

2 7 5

0
。

] 2 9

0
。

0 40

0

0

0

0

0

0
。

39 6

0
。

3 35

0
。

32 7

0
。

32 3

0
。

37 6

0
.

3 39

0
.

2 6 3

0
。

2 9 1

0
。

2 5 1

14
。

0 3 5

3
。

7 17

0
。

5 5 1

0
。

2 12

0
。

1 7 1

0
。

1 7 1

0
。

0 7 3

0
。

0 4 9

0
。

10 2

2 7
。

3 16

2
。

4 5 5

0
。

18 4

0
。

12 0

0
。

16 2

0
。

2 4 8

0
。

1 17

0
。

10 5

0
。

14 3

0
`

2 56

0
。

0 6 0

0
。

0 3 4

0
。

0 5 3

0 。 0 4 1

0
。

1 1 3

0
。

1 2 4

0
。

1 1 3

0
.

1 47

0
。

7 4 1

0
。

0 6 4

0
。

0 2 3

0
。

0 3 4

0
。

0 6 4

0
。

1 24

O
。

0 7 9

0
。 0 9 4

0
。

14 7

4 2
。

1 4 1

6
。

6 5 8

1
。

13 5

0
。

6 10

0
。

6 0 4

0 。 5 2 2

0
。

2 5 0

0
。 2 3 8

0
。

2 0 2

表 5 盐碱土种稻一年后的盐分分析 (孟庄三队看溪河西 19 米
,

徐铜 巧 号 )

碱度化%深 度
·

p H 全盐
阴 离 子
毫克当量 / 1 00克土

阳 离 子
毫克 当量 / 10 0克上

代 换 量 代 换 性 钠

克一毫一(厘米 ) 值 % }C o
“ 一 }I IC O

3
C I

一 1
5 0 4一

’

C a + +

入19
` 十 K

子
+ N a 十

(差数 ) {毫 克当剑
`。 。克土 毫克当量八 0 0克

_

l

0一 1

0一 1 5

15一3 0

3 0一 6 0

10
.

4 1 0

10
.

3{ o

。 2 0 3

。

1 5 4

l
。

5 1 5

0
.

8 3 9

0 7 5

Qé八UO自,d
.

…
.01口̀丹b己J内bo翻叮̀

一

!
一

嗯̀̀J任nJ一O内亡nùn内叨七
.

…
IJC``弓.J,工Q曰J组OJ八D0乃J只ù,妇

.

…
,妇,曰̀qób0 8 3 0

10
。

1 0
。

。 1 0
.

13 2 1 0 0 9 0 10

2
,

0 0 7 0

。

4 9 3

。

4 8 5

。

9 7 8

。

3 23

。

2 7 5

0
。

3 8 4

0
。

4 6 5

0
。

3 5 2

0
。

3 4 3

0
。

5 9 8

·

9 4 7 {
.

6 3 2 1

.

3 10

。

13 1

0
。

2 3 7

0
。

1 13 0 6 8

。

0 2 6

.

0 5 3

。

0 3 4

。

0 0 8

一
!

妇óó阳
l

阮阮ó
l门
es

lo

6 0一 1 0 0} 10
·

2 0
。

1 0 8 { 0
·

18 4 { o
·

3 9 9 0
· 0 8 7 J0 ·

0 5 3 {

3
。

2 3 7

2
。

2 8 5

l
。

7 5 2

0
.

8 3 5

1
。

3 16

注
:

代换 t 用醋酸按离心法 ( PH 7) 测定
。

代换性钠用醋酸钱淋洗法 (P H 1 1) 测定 ,

4



种稻改良盐碱的效果十分明显
,

以教育田为例 (表 4 ), 这类地盐碱重
,

一向种田普不

立苗
,

但同样类型的盐碱地种稻后 (表 5 )
,

当年水稻亩产即达 3 00 斤左右
,

翌年三麦亦收

到 1 50 一2 00 斤
。

土壤中的盐分亦显著地下降
,

由重盐碱地变成轻盐碱地
。

如连续种稻两

年
,

土壤中的盐碱更可下降
,

变成轻盐碱地
,

可以稻麦两熟
。

二
、

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土壤问题

孟庄大队通过十年来的艰苦奋斗
,

早涝盐碱风砂等低产因素已基本克服
,

农业生产不

断跃进
,

但是为了持续发展生产
,

目前还存在着不利的因素 ;如盐碱未彻底消除
,

尚有少量

的盐碱土和盐碱化的威胁
;土壤肥力较低

,

水肥条件尚不能满足高产更高产的要求
,

作物

布局犹待进一步改善
。

(一 ) 土壤肥力较低
,

碱根尚未消除
:

孟庄土壤约有九种
,

性质虽各有不同
,

但总的来

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表 6
、

7 ) :
第一

,

土壤质地为砂质或砂壤质
,

除小面积的两合土
,

耕层质地为砂壤土 ( < 。
.

01 毫米颗粒在 25 %左右 )外
,

其余土壤都为砂性土
,

砂土 耕 层

< 0
.

01 毫米颗粒含量在 10 %左右
。

泡砂土与飞砂土耕层质地更轻
。

前者 < 0
.

01 毫米颗粒

含量高于 5 %
,

多在 6一 8 %之间
; 后者耕层 < 0

.

01 毫米颗粒含量不足 5 %
,

并且在一米甚

至二米土层内质地均一
,

没有可供翻淤压砂改良土壤质地的淤土层
。

因土壤砂性重
,

肥力

低
,

干时容易起砂
,

湿时容易板结
,

漏水漏肥
。

第二
,

有机质及养分含量低
:
有机质含量虽

表 6 土 壤 的 一 般 化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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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土 堆 的 机 械 组 成

田 间 !土 坡 }深 度
土 粒 部 分 (粒径

,

毫米 ) %

{ { 一…
< 。

一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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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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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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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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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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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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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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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6

·

“

…
1 1

· 。

::

然各种土壤间有差异
,

但均属极低范围
,

耕层有机质含量最高的两合土也不过 1 %
,

砂土

与青砂土只有 0
.

7一0
.

8 %
,

泡砂土与飞砂土多不足 0
.

5 %
,

有的低达 0
.

3 %
。

由于有机质

与粘粒含量低
,

土壤代换量一般在 3一4 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保肥能力弱
,

养分易于流失
,

土壤底子薄
。

耕层的含氮量与有机质含量一致
,

耕层含氮量最高的两合土也不过。
.

05 %
,

砂土与青砂土只在 0
.

04 %上下
,

泡砂土与飞砂土更低
,

后者仅含氮 0
.

0 06 %
。

全 磷 在

。
.

1一0
.

18 %之间
,

有效磷量低
,

是严重缺磷的土壤
,

所以磷肥肥效显著
。

含钾量属于较

高水平
,

在 1
.

5一 2
.

0 %之间
,

速效钾量最高的达到 1 00 克土 20 毫克
,

一般都在 6一7毫克

之间
。

第三
,

土壤碱性大
,

有一定面积的盐碱土 (表 8 )
,

该队盐碱土的总特点是
:
盐分集

中于耕层上部
,

同时含碱比重大 ( N a Z C O
3

与N a H C O
。

)
,

对作物的危害性严重
。

根据其

盐分含量与组成
,

可分成三个类型
:

卤碱 (氯化物盐土 )面积不大
,

只有 50 亩
。

结皮层盐分

含量高达 1
.

3 %
,

以氯化物为主
,

其次是硫酸盐
,

含碱量较少
。

尽管结皮层 以下盐分减少
,

但结皮层含盐量高
,

作物不能立苗
。

目前多为撩荒地
,

生长卷地穷等耐盐作物
。

盐碱土有

6 17 亩
,

结皮层盐分含量降到 0
.

4一0
.

5 %之间
,

耕层 以下盐分逐渐减少
,

以硫酸盐与氯化

物为主
,

碱分含量较高
,

并向下逐步增加
,

作物严重缺苗
。

瓦碱土有 1 0 53 亩
,

结皮层盐分

含量较低
,

一般小于 0
.

2 %
,

耕层含盐量尤低
,

但盐分组成以碳酸氢钠与碳酸钠为主
,

代换

性钠含量较高
,

土壤碱性重
,

易形成结皮
,

雨后
“

闷苗
” ,

如能拿住苗
,

作物可得到较好的收
成

。



土壤中普遍含有碱的原 因
,

尚不十分明眯
,

可能是一米土层内质地均一
,

有利于盐分

的频繁升降
,

在脱盐过程中造成了苏打形成条件
,

引起苏打累积
,

使土壤表层有较明显

的碱化特征
。

在早改水过程中
,

随着盐分迅速减少
,

是否也引起苏打累积
,

尚需进一步

研究
。

表 8 土 壤 的 盐 分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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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肥水平低
,

不能满足作物再高产的要求
: 目前施肥水平 比过去虽有提高

,

但仍

不能满足再高产要求
。

根据先进社队经验
,

小麦亩产超过 5 00 斤
,

水稻亩产超过千斤
,

一

般土杂肥用量都在 5 方以上
,

甚至达到 10 方左右
,

或者每亩掩绿肥 (若子 ) 3 千斤上下
,

每季每亩施氮肥在 20 斤左右
。

目前该队土杂肥施用水平不过 2 方
,

绿肥掩青量每亩不过

1 0 0 0斤
,

化肥用量在 20 斤上下
,

不能满足更高产要求
。

(三 )灌排条件与作物布局不够合理
:
由于水源较缺

,

部分土地尚未全部平整
,

灌排尚

未严格分开
,

有碍于土壤淋盐
; 早地尚未全部灌溉

。

同时近年来早改水面积大
,

步子快
,

水

田周围截渗沟尚未完善
,

局部地区存在旱包水和水包早现象
,

造成早地盐斑面积扩大
。

例

如第三生产队稻田边的一方二坡地
,

过去盐斑面积只占 5 %
,

改稻后盐斑面积达到 50 %
,

影响水早双丰收
。

为了争取水早双丰收粮棉双高产
,

今后必需狠抓以下几项措施
:

第一
,

平整土地
,

发展灌溉
,

彻底改良盐碱地
:
平整土地是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基本

措施之一
,

土地平整才能实现早地灌溉与防止土壤返盐
,

水稻田才能达到浅水勤灌要求
。

近几年来平整土地 已经取得显著成绩
,

水稻田一般已经达到一级提水灌溉到田的标准
。

但

咨咨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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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尚不够平整
,

应继续挑高垫低
,

进一步平整达到灌溉水层均匀
,

防止发生盐斑
,

促进水

稻高产
。

旱地应大力扩大平整面积
,

发展灌溉
。

灌溉试验证明
,

三麦等早作灌概有成倍的

增产效果
,

过去认为夜潮土不要灌溉的看法是不对的
。

第二
,

狠抓种养
,

增辟肥源
;
种植绿肥已有基础

,

今后应在 已有基础上
,

大力发展稻若

轮作与早地套种绿肥
,

现已种紫穗槐 3 80 亩
。

紫穗槐是优质肥料
,

也是副业原料
,

今后应

利用十边隙地扩大种植
。

随着生产发展
,

为大力发展养猪创造 了条件
,

走猪多肥多
、

肥多

粮多的路子
。

第三
,

合理布局
,

达到水早双丰收
:

孟庄大队有三种土地类型
,

对水早合理布局十分

有利
。

下湖地以发展水稻为主
,

既有利于改良盐碱地
,

又有利于防涝
。

上岗地 以发展水浇

早作为主
,

提高早作单产水平
,

确保稳收高产
。

唯二坡地
,

必须挖掘截渗沟
,

防止盐分爬

岗
,

保护果树不受盐害与早作增产 ( 图 3 )
。

早稻苗期缺磷发值的化学诊断

浙江农业大学土壤教研组

1 9了l年
,

我们在丽水地区调查早稻苗期缺磷发僵问题
,

发现发僵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下

面几种
:

( 1) 土壤中有效磷的供应不足 ; (2 ) 受山泉或冷水影响
,

水温土温过低 ; ( 3) 土

壤中硫化物对根系的毒害
,

使根部发黑
,

严重的甚至霉烂发臭 , ( 4) 有机质 (如绿肥等 )

在其分解过程中
,

在土壤里所产生的某些有机酸浓度过高
,

影响根系发育和吸收作用 ,

( 5) 一般的缺肥 (特别是氮肥 )
,

表现为稻苗普遍黄瘦矮小
,

坐苗不发 , 《
.

6) 耕作粗放
,

例如没有把绿肥或厩肥等耙散摊匀
,

翻入土中
,

致使插秧时秧根就直接插在未腐熟的肥

料堆里 , 也有的由于田糊泥浮
,

或插秧技术上存在问题
,

致使插秧过深
,

阻碍了稻株的发

棵和根系的发育
。

在调查中
,

为了查明发僵原因
,

我们除对僵苗作了一般的形态观察
,

以及对成土条件
、

土壤类型
、

耕作制度
、

栽培施肥和僵苗发展过程等进行了考查分析外
,

还试用 了一些简单易

行的化学手段
,

来进行田间诊断
。

诊断结果
,

发现上述各种原因中
,

缺磷发僵是相当普遍

的
。

早稻苗期发僵是我省生产上早已存在的问题
,

磷肥对早稻生长的重要性在不少地区

的群众和科技人员中也早有所认识
,

但由于对缺磷与早稻苗期发僵病象的具体关系
,

在我

省过去还很少报导
,

特别是 由于对缺磷僵苗的诊断还缺乏一套简单易行的可靠办法
,

所以

不少地区在对僵苗采取措施时
,

往往对缺磷的因素考虑得很少
,

以致所用办法缺乏针对

性
.

收效往往不 大
。

为此
,

我们在71 年调查的基础上
,

72 年又到金华等地对早稻苗期缺磷

发僵问题作进一步调查
,

其主要的 目的是想通过调查试验
,

明确一些有关缺磷发僵的问

题
,

并在这基础上提出僵苗缺磷及发僵田土壤速效磷供应状况的诊断方法和诊断标准
。

现

将主要结果总结于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