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当务之急
。

根据初步试验结果
,

千层状淤土和马肝淤土打鼠道式暗洞排水效果良好〔幻
。

采取浅明沟
、

深暗洞相配合的方式 (透水性差的田区除纵明沟外
,

尚应挖适量的横沟或斜

沟
,

以加速地表水的排除 )
,

既能解决排水问题
,

也不妨碍田间机械通行
。

至于细砂土
、

面

砂土及砂底乌肝淤土
,

因暗洞洞壁浸水极易酥塌
,

目前只能依靠开挖三沟 (纵沟
、

横沟
、

边

沟 )排水
。

( 3) 把料规划设想 农场大量施用有机肥暂不可能
。

土壤有机质的补充只能依靠轮

种绿肥和桔秆还田
。

因此必须坚持三年轮种绿肥一次
,

并进一步开展桔秆还田工作
。

化肥 ( 目前主要是氮化肥 )在机械化条件下如何合理施用以减少损失和提高肥效
,

尚

有许多问题待试验解决
。

目前只能根据已经布置的肥料试验的初步结果及对农场各种土

城养分状况
、

供肥特点的粗浅认识来提出农场用肥规划设想
。

通过今后进一步的试验
、

测

定和大田生产实践的检验
,

对规划设想再进行修正与补充
,

以便逐步建立与轮作制相适应

的农场施肥制度
。

今 考 文 献

〔1〕 席承落等
,

人 民公社土壤制 图与农业发展规划
,

土维学报
,
1 3

,
2期

,
1 96 5

.

〔幻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城西诩工作组等
,

暗洞在土坡排水中的效果
,

土维
,
4

,
1 9 7 4

。

华中丘陵区红壤中微且元素的供给情况

以及与作物生长的关系

刘 铮 欧阳洗 朱其清 孙秀廷 徐俊祥 邢光熹
*

(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坡 研究所 )

华中丘陇区红壤分布得很广
,

成土母质的种类也很多
,

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在一定程

度上继承了成土母质的特性
。

本工作的目的在于初步了解华中丘陇区主要成土母质所发

育的红城的微量元素供给情况
,

并观察与农作物生长的关系
,

探索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提高

农作物产量的途径
。

一
、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供给情况

分析标本包括浙江西部
、

江西中部
、

福建北部的浙赣铁路和鹰厦铁路沿线各种成土母

* 参加试验工作的还有唐 丽华和王 国良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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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发育的红壤
。

成土母质有花岗岩
、

石灰岩
、

千枚岩
、

第三纪红砂岩和紫砂岩
、

第四纪红色

粘土等
,

包括早地
、

未垦地和水稻土的剖面标本
。

分析方法见另文 c1 〕
。

(一 ) 钥

本工作所分析的土壤的全铂含量为 0
.

36 一 3
.

8 6 p p m
,

平均含量是 1
.

36 p p m
,

稍低于

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Z p p m ) 如表 1 所示
。

表中所列的数值是各种成土母质发育的土壤

剖面 的微量元素含量和平均值
。

分析结果说明土壤的微量元素含量因成土母质不同而有

显著的差异
。

花岗岩和石灰岩发育的红壤含铂最多
,

千枚岩
、

红砂岩和紫砂岩发育的最

少
,

按成土母质排列的顺序如下
:

花岗岩 > 石灰岩 > 红色粘土 > 千枚岩 > 砂岩
。

红壤性

水稻土的含铂量与红壤早地无明显差异
。

土壤中对植物有效态铂的含量为。一 0
.

6 5 p p m ,

平均含量为 o
.

1 5 p p m
,

其中以砂岩和

石炭岩发育的红壤的含量最低
,

常在缺钥临界值 ( 0
.

15 一。
.

2 o p p m ) 以下
,

按成土母质可排

列成如下的顺序
:
花岗岩 > 红色粘土 > 千枚岩 > 砂岩及石灰岩

。

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中的

有效态钥含量最高
,

在 0
.

15 一。
.

5 2 p p m 之间
,

平均含量为 o
.

4 5 p p m
。

有效态铂与全铂比率

也说明了同一趋势
:
花岗岩

、

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为 0
.

05 一。
.

29 ; 其他母质发育的红壤
0

.

01 一。
.

19 %
。

石灰岩发育的仅为 。
.

01 一 0
.

06 %
。

这种情况说明不同母质发育的红壤

中钥的可给性不同
,

有时全铝含量虽然很高
,

有效态铝不一定相应的也会很多如表 2 所

示
。

土壤中铂的供给情况与土壤酸度有密切关系
。

酸性土壤中铂的可给性较低
,

铂的供

给常感不足
。

施用石灰后
,

酸度降低
,

土壤中的铂的可给性相应提高 (表 3 )
,

有时会满

足或部分满足作物对铂的需要
。

所以在考虑土壤中铂的供给情况时有必要同时注意土壤

酸度
。

表 3 石 灰 对 土 壤 中 钥 的 有 效 性 的 影 响
*

抚
。

… :!:
0

。

0 3 0 一 6
。

8

0
.

0 6 0 1 7
.

0

0
。

1 2 0
1

7
。

6

0
.

2 4 0 一 7
.

8

* 第 四纪红 色粘土发育 的水稻土 (江西进资 )
,

每个处理用土 2 5 克
。

有有 效 态 相 ( P Pm )))

000
。

0 3 666

000
。

0 3 999

000
。

0 4 888

000
。

0 5 333

000
。

0 6 777

000
。

0 6 555

(二 ) 硼

本工作所分析的红壤的全硼的含量范围为 < 4一 1 4 5 p p m ,

平均含量是 62P p m (表 1 )
,

较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l o p p m ) 为高
。

分析结果说明全 硼含量与成土母质有密切关系
,

红壤全硼含量
,

按成土母质可排列成下列的顺序
:
石灰岩> 红色粘土 > 紫 砂 岩> 红 砂

岩 > 千枚岩 > 花岗岩
。

有效态硼含量范围为。一。
.

5 8 p p m
,

平均含量为 o
.

1 4PP m
。

除个别



土坡以外都低于缺翻临界值 ( 。
.

s p p m)
,

其中以花岗岩和千枚岩母质发育的红城为 最 突

出
,

不论全翻和有效态翻都很低
。

就有效态硼与全硼的比例而论
,

一般都小于百分之一
,

并且可以按成土母质区分成两组
:
一组的全硼含量很高

,

但有效态硼很低
,

红色粘土和石

灰岩发育的红壤属于这一类型
,

有效态翻与全硼含量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
r = + 0

.

40 4 )
,

另一组为其他母质发育的红壤
,

有效态翻与全硼含量间的相关关系显著 (
r 二 + 0

.

79 7 )
。

这

种情况显然与成土母质的性质有关〔幻 。

(三 ) 锌

本工作所分析的红壤的全锌含量在 22 一 1 7 2 p p m之间
,

平均含量为 7 9 p p m (表 1) 高于

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s o p p m )
。

其中以红砂岩发育的红壤含锌最少
,

石炭岩和花岗岩发

育的红壤最多
。

有效态锌含量在 0
.

3一1 3
.

s p p m 之间
,

平均含量为 3
.

6 p p m
,

红砂岩和红色

粘土发育的红壤含量最低
,

一般都少于 l p p m
,

低于缺锌临界值 (1 一 1
.

s p p m )
。

野外观察

也证实红砂岩和红色枯土发育的红壤上
,

柑橘
、

油桐
、

乌柏和杨树经常发生缺锌症状
。

对

于农作物的缺锌情况还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
。

水稻土中有效态锌含量除了花岗岩和石灰

岩母质发育的以外常低于临界值
,

值得注意
。

(四 ) 铜

本工作所分析的红壤中全铜含量在 6一 3 8PP m之 间
,

平均含量是 2 1 p pm
,

与一般土壤

的平均含量 ( Zo p p m ) 相当 (表 1 )
。

有效态铜含量在。一14
.

o p p m之间
,

平 均含 量 为

2
.

l p p m
。

红砂岩发育的红壤含铜量很低
,

全铜含量常少于 l o p p m
,

有效态铜均少于 l p p m ,

都低于缺铜临界值 ( 1
.

g p p m )
,

对农作物的缺铜症状未进行调查研究
。

(五 ) 锰

本工作所分析的红壤的全锰含量是 47 一2 2 70P pm
,

平均含量是 6 4 Op p m (表 1 )
,

比

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8 5 o p p m ) 稍低
,

其中以红砂岩和石灰岩发育的红壤为最少
。

全锰

含量不适于作为判断土壤中锰 的供给情况的指标
。

酸性土壤中易还原态 锰 若 少 于 10 一

2 5 p p m
,

植物生长不正常
,

在少于 2 5 p p m 的情况下
,

施用石灰可能引起植物的缺锰现象〔” 〕
。

在所分析的红壤中
,

代换态锰以石灰岩和千枚岩发育的为最少
,

常在 l p p m 以下
,

易还原态

锰以上述母质发育的水稻土为最少
,

常在 2
.

SP p m 以下
。

在所分析的红壤中锰的含量和形态的差异较其他微量元素大
,

主要是受土壤条件
,

尤

其是酸度的影响
。

以水稻土进行培育试验
,

加入不同量的石灰调节土壤酸度
,

在 p H 6
.

5以

上代换态锰迅速减少
, p H 7

.

5以上代换态锰近于零
,

同时易还原态锰在 p H 6
.

5以上开始增

多 (图 )
。

在施用不 同量石灰的试验田取样分析也说明了同一趋势 (表 4 )
。

在温室栽培中
,

观察到施用石灰后对水稻生长的抑制现象
,

并且在水稻叶片上出现与叶脉平行的褐色斑

纹
,

喷施硫酸锰溶液后生长抑制现象消失
,

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石灰引起的
“

诱 发 性 缺

锰
” 。

至于施用石灰较多的
“

石灰板结田
”

上是否存在着
“

诱发性缺锰
”

有待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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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对土壤中锰的有效性的影响图

(江西进资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水稻土 》

表 4 施用石灰对红壤性水稻土中锰的影响 (江西进贤 )

代 换 态 锰 ( p pm )

…
一

…
试验 1

。

试 验 . 2

施 石 灰 前

施 石 灰 后

施 石 灰 前

施 石 灰 后

::; … :::

::; …
’

:::

易 还原态锰 ( p pm )

2
。

9

4
。

7

5
。

0

1 3
。

0

二
、

微量元素与作物生长的关系

(一 )硼

1 9 65一 1 9 6 6年在江西余江与刘家垦殖场合作进行了硼肥试验
,

土壤为第四纪红色粘

土发育的红壤及红壤性水稻土
,

供试作物为水稻
、

大豆和花生
,

分 述如下
。

1
。

水稻

硼肥以种子处理 (浸种 )方式施用
。

试验结果说明硼肥对水稻生长和产量有良好的作

用
,

插秧后硼处理提前返青 3一 5天
,

成熟期相应的提前
。

孕穗初期植株高度出现显著差异
,

处理与对照相差 7一 8厘米
。

随机取样观察
,

发现硼处理使根系特别发达
,

重量成倍增加

(照片 1
、

表 5 )
。

收获时考种结果说明千粒重增加
,

空瘪率降低
、

产量亦有所增加 (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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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处理 ( 品种 : 雨特 ) C K— 对照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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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翻肥对早稻生长的作用 (田间试验
,

孕稼期
,

1 96 5年 )

表 5 硼 肥 对 水 稻 生 长 的 作 用 (田间试验 1 96 5 年 )

云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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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重 t 一 (如 ! 千 二 t (克 ) 一

种 处试 脸 号 品

}
. _

月 投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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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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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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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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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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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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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确 肥 对 水 稻 产 t 的 作 用

品品 种种 处 理理 有效分策策 千 粒 重重 空 雍 率率 产 ttt 相对产 ttt
(((((((((克 ))) (% ))) (斤 /亩 ))) (% )))

11111 南 特特 及 种种 1
。
4 555 2 7

。
111

:)))
4 8 555 10 777

((( 1 9 65 年 ))))) 对 照照 1
。
2 666 2 6

。
55555 4 5 222 10 000

22222 农 垦 5 888 浸 种种 2
。
3 444 2 8

。
999

;:::
4 2000 10 888

((( r 9 65 年 ))))) 对 照照 1
。
4 888 2 6

。
88888 } 3 9 000 10 000

33333 资 禾 子子 投 种种 l
。
5 444 1 9

。
999 2 ggg 4 1 000 10 555 小区试脸脸

((( 1 9 6 5 年 ))))) 对 愿愿 1
。
0 666 1 9

。
999 4 222 3 9000 10 00000

44444 农 垦 5 888 授 种种 艺
。
8 888 30

。
444

_

9999999 大 田对 比比

((( 1 9 6 5 年 ))))) 对 照照 1
。
5 888 2名

。
999 1 666666666

55555 黄 禾 子子 没 种种 1
。
6 777 2 0

。
777

;:::::::
大 田对 比比

((( 1 9 6 5 年 ))))) 对 照照 1。 0 444 2 0
。
555555555 小区试驻驻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 T9 6 6 年 ))) 江 矮 2 号号 杖 种种种种种 6 3 888 1 0 44444

浸浸浸浸种 + 喷施施施施施 6选888 10 55555

对对对对 照照照照照 6 1 666 1如如如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77777 珍 珠 矮矮 对 照照照照照

::::: :;:::
小区试验验

((( 19 6 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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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硼的供给情况受土壤酸度的影响
,

施用石灰是酸性土壤上重要的技术措施
,

它

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

对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可给性有一定的影响
。

施用石灰后
,

土壤中的有

效态硼减少
,

过量的施用石灰会引起
“

诱发性缺硼
” 。

水稻的温室试验复演了田间试验的结

果
,

并且证实了土壤酸度与硼肥肥效的关系
。

供试土壤用氧化钙调节酸度使 p H值分高低

两个水平
,

即 p H 6
.

5
,

和 p H S
.

。 ,

前者是各种养分离子都比较活跃的酸度
,

后者是土壤中硼

的可给性已经下降的酸度
。

试验结果说明
,

在 p H S
.

0时硼肥有良好作用
,

水稻植株尤其是

根系发育特别良好
,

重现了田间的试验情况
。 p H 6

.

5时硼肥无效 (照片 2 )
。

这种情况说

明了土壤酸度对硼肥肥效的影响
。

在田间条件下
,

施用石灰后的一定时间内
,

局部土壤

五C K

— 对照 ( P H 8
.

0 )

I B

—
翩处理 ( p H 8

.

0 )

1 C K— 对照 ( PH 6
。
5 )

I B— 栩处理 ( p H 6
。
5 )

I CK— 对 照 ( p H s
.

o )

I B— 翻处理 ( p H 5
.

0 )

照片 2 硼肥对水稻生长的作用 (盆栽试验
,

19 6 6年 )

p H值过高是可能存在的
。

对双季早稻来说
,

提前成熟有重要意义
。

双季晚稻生长后期光

照减弱温度下降
,

硼肥能增强光合作用
,

使空瘪率降低也有一定的意义
。

但是试验次数不

多
,

试验田面积不大
,

结果只是初步的
,

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

有关单位最近的试验也获得

了相似的结果 〔`
, 5〕

。

2
.

大豆
、

花生和紫云英

硼肥以根外追肥和基肥两种方式施入
,

盆栽试验证实了硼的良好作用 (表 7 )
。

田间试

验结果说明硼肥在红壤上使大豆增产 (表 8 )
。

喷施硼酸溶液使产量提高 15 %
。

将硼酸作

为基肥时大豆生长有抑制现象
,

这可能是由于用量过大
。

用含翻的工业废渣作基肥时有

良好的反应
,

产量提高最多时可达 43 %
。

含硼废渣是化工厂制造硼酸时的下脚料
,

是廉价

的硼肥肥源
。

表 7 硼肥对紫云英和大豆生长的作用 (盆栽试验 1 96 4一 1 96 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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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硼 肥 对 大 豆 与 花 生 产 l的 作 用

产 皿

伙斤/ 亩 )

O

对 产
(% )

6 9

翻 01勺n 甘 d .几 .五ùn ō月且
d

l,i

相一

Oùē匕̀咬
舀“ù八UOUJ.人,且

介O的91J八U,曰̀qnUó11ó,人. .二̀.孟, .ù

作作 物物 处 理理

大大 豆豆 羞 肥肥

羞羞羞 肥 ( 翻 + 铂 )))

喷喷喷 施施

对对对 照照

大大 豆豆 羞 肥
:::

含含含 翻 废 渣 20 斤 /亩亩

33333 0 斤 /亩亩

55555 0 斤 /亩亩

对对对 照照

:::

46483534一7360

注 : 试脸号 i

试脸号 2

试脸号 3

为小 区试脸 ( 19 6 5 年 )

种植在摘园 中 (栩树行间 ) ( 19 6 6 年 )

为对 比试脸 ( 1 96 5 年 )

(二 ) 钥

铂肥试验的地点和供试作物与硼肥试验相同
。

铂肥以基肥和浸种两种方式施用
,

都

证实了铂肥的良好作用
。

铂酸钠溶液浸种使大豆增产23 %
,

铂酸钠作基肥时增产28 % (表

9 )
。

花生的钥肥试验结果与翻肥相似
。

表 9 钥 肥 对 大 豆 与 花 生 产 里 的 作 用

tl留矛
、J.一ó吕几b八甘n.n幼̀兮丹Uó11ùl介舀八U相

一

试 脸 号 物 } 处
盆 }

(斤 / 亩 ) }
1 2 0

10 9

9 4

9680
ǔ
334133一8060

…一!一…一」( 翻 + 铝 )

肥肥照基蕃对

肥照甚对

种 ( + 碑 1 )

种 《 + 碑 2 )

服 ( + 确 1 )

畏浸对

照肥羞对

注 :

试脸号 l

试脸号 2

试脸号 3

试验号 5

为小 区试脸 ( 1 9 6 5 年 )

种植在梨园 中 (梨树行间 ) ( 1 9 6 5 年 》

种植在栩园 中 (橄树行 间 ) ( 1 9“ 年 》

礴 1 为过确吐钙 20 斤 /亩 , 碑 2 为过礴吸钙 40 斤 /亩
。

为对比试 验 ( 19 6 5 年 )

三
、

摘 要

测定了华中丘陵地区主要成土母质发育的红城中的微量元素含量
,

成土母质为花岗

岩
、

石灰岩
、

千枚岩
、

第三纪红砂岩和紫砂岩
、

第四纪红色粘土
。

土壤标本包括红壤早地
、

8 4



未垦地和水稻土
,

全部为剖面标本
。

分析结果说明红壤中微量元素含量和可给性与成土母质有密切关系
。

全硼含量以石

灰岩发育的红壤为最多
,

花岗岩发育的最少
。

有效态硼除个别土壤以外
,

都低于缺硼临界

值
,

其中以花岗岩母质发育的红壤为最突出
。

在我国南方 (例如福建
、

广东和江西南部 )花

岗岩分布得相当广泛
,

土壤中硼的供给情况值得注意
,

硼肥可能获得良好的反应
。

全铂含

量则以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为最高
,

砂岩发育的最低
。

砂岩和石灰岩发育的红壤中有效态

铂含量最低
,

常低于缺铂临界值
。

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中有效态相虽然较多
,

但豆科植物

对钥肥仍然表现了良好的反应
,

这意味着在铂的供给情况更差的其他土壤上
,

相肥的预期

效果可能也是很好的
。

红色粘土和砂岩发育的红壤中有效态锌一般都低于缺锌临界值
,

一些树木上存在着缺锌症状
。

水稻土中的有效态锌常低于临界值
。

红砂岩发育的红壤中

的有效态铜也很少
,

常低于缺铜临界值
。

田间试验证实了水稻对硼肥的反应良好
。

在施用石灰的条件下
,

以硼肥浸种使水稻

生长茁壮
、

根系特别发达
、

千粒重增加
、

空瘪率降低
,

产量也有所增加
,

返青与成熟期提前
。

温室试验证实
,

硼肥的效果与石灰施用水平有关
。

硼肥和铂肥都能使大豆和花生的产量提高
。

含硼工业废渣是廉价的硼肥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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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杨林下土壤条件与林木生长的关系
林伯群 祝宁 关继义

*

(东 北林 学院 )

山杨由于适应能力强
,

是我国北方分布最广 的树种之一
。

黑龙江省林区
,

山杨常与

锻
、

桦
、

柞
、

榆
、

水曲柳
、

黄菠萝等树种混交
,

构成各种类型的山杨林
。

山杨生长较快并具广泛的用途
,

除作民用材
、

火柴杆
、

板箱等外
,

还是良好的纤维用

材
,

并为造纸工业
、

人造纤维的优良原料〔幻
。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

山杨的营林和利

用必将更加受到重视
。

本文着重讨论山杨林下土壤条件与林木生长的关系
,

所用资料系在东北林学院帽儿

山实验林场山杨林下定位研究的结果
。

一
、

山 杨 林 下 的 土 壤

松嫩平原向张广才岭山区过渡的低山丘陵地区
,

是以山杨为主的块状天然次生林与

* 参加工作的尚有抽永贵
、

赵惠助
、

陈喜全
、

杨 以慎
、

高爱廉
、

金永岩 等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