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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徐州地区分布着较大面积的砂板土
,

这种土壤粘粒含量很低
,

缺乏有机质
,

土

壤结构性很差
,

早改水后土壤极易淀浆板结
,

漏水漏肥
,

直接影响水稻产量的提高
。

因此

改良这种土壤的砂板性状
,

创造良好的土壤结构
,

是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产量的一个关键

问题
。

土壤结构的改善需要创造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
,

当然施用有机肥和种植绿肥是一个

有效措施
,

除此而外应用土壤结构改良剂也有一定的效果
。

在国外对土壤结构改良剂的

工作曾作过一些研究和报导
,

但对施用在砂性水稻土方面的研究尚少
。

我们试图选用一

种土壤结构改 良剂一一聚 乙烯醇对徐州铜 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的砂板性水稻土进行改

良试验
。

一
、

聚乙烯醇改良土壤板结的效果

试验用的聚乙烯醇系徐州电解化工厂生产聚乙烯醇的废品
,

它是聚乙烯基乙酸的水

解化合物
,

是含有经基 (一 O H )的高分子化合物
,

亲水性强
,

易溶于水
,

化学性质比较稳

定
,

并具有抗微生物侵袭的能力
,

是一种良好的土壤结构改良剂
。

砂性土壤遇水极易分散
,

而后淀浆板结
,

土壤结构很差
。

施用聚 乙烯醇 (用量为耕层

o一20 厘米土重的 0
.

05 肠 )后可将分散的土粒胶结成为蜂窝状结构 (图 1 )
。

水稳性团粒也

未施聚乙场醇 施用梁 乙烯醉 (蜂窝状 结构 )

图 1 策乙烯醉对土堆结构的影响

* 田间试脸在徐州孟庄 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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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显著地增加 (表 1 )
。

在。一 10 厘米的土层中
,

施用改良剂后水稳性团粒总量为 3 8
.

的%
,

表 1 施 用 聚 乙 烯 醇 对 土 壤 结 构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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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施的为 7
.

36 %
,

水稳性团粒提高31 % , 在 10 一 20 厘米土层中
,

施用聚 乙烯醇后水稳性团

粒总量为 1 7
.

62 %
,

未处理的为 4
.

32 %
,

水稳性团粒提高 13 %
。

徐州砂板土施用聚 乙烯醇后
,

除增加水稳性团粒外
,

还降低了容重
,

增加空隙度 (表

2 )
。

容重由原来的 1
.

54 克 /立方厘米降低到 1
.

30 克 /立方厘米
; 总孔隙度由4 2

.

1 %增加到

5 1
.

2 % ; 浸水容重 由原来的 1
.

08 克 /毫升
,

下降为 0
.

83 克 /毫升
,

土壤板结度得到改善
,

使

表 2 施用 0
.

肠写 聚乙烯醇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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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发暄变软
。

为了进一步说明砂板水稻 田板结度的改善
,

我们仿效水田的情况
,

先使土

壤浸水
,

然后搅动
,

静置使其淀浆
,

在不同时间的淀架情况下
,

用仿制的瑞典落锥仪测定其

板结度
,

使落锥仪的锥体在无外加作用下刺入土壤中
,

刺入越深表示土壤板结度越小
,

板

结度测定结果如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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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浆时间 (小时 )

几图 2 不同淀浆时间的土壤板结度

1 对照 2 聚乙烯醇处理

由图 2可 以看 出
,

淀浆的时间越长
,

板结度则越大
。

施用聚乙烯醉后
,

土壤板结度减

轻
,

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的板结度也较小
, 反之

,

未经聚 乙烯醇处理的土壤
,

板结度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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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延长而增加的板结度较大
,

如淀浆 48 小时
,

锥体下降 1 厘米需 5
.

8克的重量
。

所以当

地群众常采用灌水后随耙随插秧的办法
,

否则淀浆板结
,

不易插秧
。

采用聚乙烯醉可以改

善土壤结构
,

克服土壤板结和插秧困难的缺点
。

二
、

施用聚乙烯醉后作物生长的情况
{ }

为了阐明聚乙烯醇的施用对作物生长和产量的效果
,

我们进行了盆栽和小面积的田

间试验
。

先将聚 乙烯醉水解
,

其法是将聚 乙稀醉先用 45
。

一 50
O

c 的水漂洗三次
,

以洗去芒

硝
,

然后再放入 10 0
0

C 的沸水中溶解
,

即为黄棕色的稠状液体
,

再加水稀释即可施用
。

聚乙

烯醇按0
.

05 %的用量
,

喷施在土壤上
,

然后耙匀
,

使与土壤充分混合
。

用这种方法处理的

土壤进行盆栽和田间试验
,

试验结果是
,

砂板土施用聚乙烯醉后
,

不仅促进水稻的分集和

发棵
,

还提高了水稻产量 (图 3 , 4: )
。

图 3 和表 5 很清楚地指明
,

施用聚乙烯醉的田块其水

图 3 斑乙烯醉的大田试验

木 尺左 ` 施 用聚乙 烯醉的水稻

木尺右
: 对 照

图 4

左
:

根系生长情况的比较 图 5 聚乙烯醉的盆栽试验

对服 右
:

改良荆
(

左
:

改 良荆和 着子 中 :

着子

右
:

对职

稻的生长情况远比对照茂盛
。

由图 4 和表 4 可以看到地下部根系生长的不同
,

施改良剂

比不施的根系要发达得多
。

图 5 和表 6 说明单压若子绿肥的水稻比对照的长势好
,

但压

菩子绿肥又同时施聚 乙烯醇的又比单压若子的水稻长势好
。

无论从田间或盆栽试验的结

果都说明聚乙烯醉可以改良砂板土壤并能提高作物的产量
。

但目前这种高分子聚合物的

价格过贵
,

不宜大田施用
,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
,

尤其是石油化工的发展
,

土壤结构改良剂

的应用
,

前途是广阔的
。

所以
,

事前进行一些试验
,

摸索施用方法还是有必要的
。

表 4 施用 0
.

05 % 聚乙烯醉对水稻根系和分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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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施用聚艺烯醇对水稻生长及产最的影响

株 高

(厘米 )

剑叶长

(厘米 )

梅 长

(厘米 )
小穗数

每 穆

总粒 数

每 穗

实 粒数

空疙率

( % )

千粒重

(克 )

测 产

( 斤 /亩 )

穴数每铭

777 3
。

8 3 3
。

999 1 7
。

666 5
。

999 6 9
。

555

999 3 。
0 3 2

。

111 1 8
。

111 7
。 333 9 5

。
111

2 5
。

2 6

施 聚 乙 烯 醉 2 4
。

6 8

7 10
。

1 0 1 ( )
。

水稻品种农垦 5 7

表 6 施用聚乙烯醇对盆栽水稻的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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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对花生的增产作用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微量元素组

江 苏 省 铜 山 县 张 集 公 社 孟 庄 大 队

江苏省徐州
、

淮阴地区大部分为黄河淮河冲积物发育的石灰性土壤
,

土壤质地较轻
,

通透性 良好
,

呈碱性反应
,

微量元素的供给可能不足
。

针对这种情况
,

以微量元素需要量

较大的豆科作物一
一花生作为供试作物进行了 田间试验

,

观察对微量元素肥料的反应
,

探

索通过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
,

同时搜集土壤标本
,

测定有关元素的含

量
,

明确有关元素的供给情况
,

对可能推广的地区作出初步的估计
。

一
、

铂
、

锰
、

硼肥料的增产作用

田间试验是于 1 9 7 3年与徐州地区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合作进行的
。

施用的微量

元素肥料为翎
、

锰
、

硼三种
,

以0
.

1 %的相酸钠
、

硫酸锰
、

硼酸溶液分别浸种 12小时
,

苗期再

喷施二次
。

小区面积为半分地
,

重复三次
。

试验结果证明
:
微量元素肥料能提高花生的出

苗率
、

单株结荚数
、

百果重和百仁重
、

降低空瘪率
,

使产量大幅度提高
,

现分述如下
。

飞
.

提离出苗率 出苗后就各小区的出苗总数进行统计
,

结果表明铂
、

锰
、

硼处理都能

提高花生的出苗率
:

对照为 6 5
.

5 %
,

铂酸钠处理 8 7
.

8 %
,

硫酸锰处理 8 4
.

2 %
,

硼酸处理

8 6
.

1 %
。

2
.

提高单株结英数
、

百果孟和百仁贡
,

降低空方率 铂
、

锰
、

硼都能提高单株的平均

结荚数
,

其中以铂和硼最为显著
,

提高切 %以上
。

同时百果重和百仁重都有所增加
,

空瘪

率降低
,

其中以硼最为突出
,

空瘪率降低近 30 %
。

3
。

提高产量 铂
、

锰
、

硼都能提高花生的产量
,

其中以铂的增产幅度最大
,

达 4 4
.

6叮
,

锰次之
,

为 3 3
,

2 %
。

统计处理都达到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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