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改 红 黄 壤 水 田 的 土 壤 耕 性

和 水 稻 黑 根 黄 叶 问 题

浙江农业大学红壤调查研究组

红黄壤早地改水 田是六十年代以来在浙江
、

广东等地发展较快的重要农业增产措施
。

一般红黄壤改为水田后
,

产量多成倍增长
,

例如浙江衡县 团石农场
,

73 年就在当年开发的

红壤水田上
,

创造了早稻一季超《纲要》
,

早晚二季亩产达 1 5 0 0斤的丰产典型
。

为什么早地

红壤改成水田以后会有这样良好的效果 ? 这主要是由于
: ( 1) 从根本上解决了危害最大

的水土流失问题
,

为土壤培肥创造了良好条件
。

( 2) 由于土壤通气状况改变
,

有机质比较

容易积累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土壤的基本性质
。

( 3) 在泡水与施肥 (包括石灰等 ) 的

影响下
,

土壤里原来有害的活性铝起了变化
,

一般盐基物质也逐渐增多
,

所以过酸 的情况

相对地得到改善
。

红黄壤改水田以后
,

虽然土性有了很大改善
,

但原来的缺点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

变
。

比较突 出的就是耕性不 良以及出现与耕性有关的水稻黑根黄叶问题
。

(一 )

不少地方的群众反映红黄壤上新改的稻田土壤耕性不良
,

插秧后秧苗会向土内下沉
。

田内填土处稻秧下沉最多
,

有时可下沉四至五节
,

深达半尺之多 , 挖土处沉得少些
,

但也

常有一至二节
。

堆土愈深 的或耕后插秧过早的
,

沉苗愈厉 害
。

据各地反映
,

当土壤逐渐

熟化以后或是施肥较足 的地方
,

就下沉得少
。

新改水田稻苗下沉与土质的关系很密切
。

例如浙江江 山勤俭大队与姗二都公社没有

或很少出现稻秧下沉现象
。

据观察
,

那里是红黄壤与紫色土 (浙江一般称
“

紫砂土
”
)混杂的

地区
,

有时上面看去象是红黄壤
,

而下面是紫砂土层
,

这种土壤都不是典型的低丘红黄壤

(浙江一般称
“

低丘黄筋泥
”
)

。

由于土质不粘
,

土壤下沉不多
。

至于红黄壤底土层 ( 即网纹

红土 ) 已暴露在地面 的地区
,

如浙江衙县十里丰农场的一些土壤 (夹生泥 )不 易与水混和
,

虽土层不会下沉
,

但改水田以后 易漏水漏肥
,

也很难种好水稻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

我们粉事情必须要粉它的实质
,

而把它的现象只 , 作入 门的向

导
” 。

新改
、

田为什么会出现稻苗下沉的现象呢 ? 根据我们的调查认为
,

可能是由于红黄壤

土质粘
,

缺少盐基物质
,

有机质又少
,

没有良好的结构
,

所以堆起的松土泡水后容易分散悬

浮
,

土粒不会很快下沉
,

因此插秧后会
“

下坐
” ,

而且扎根也不容易
。

红黄壤在改水田之前

过分板结
,

而改水 田后又过分糊烂
,

这是由于土壤瘦瘩与粘重所造成
。

浙江各地针对稻苗下沉采取的措施有
:

( 1) 耕抄以后放置一段时间插秧
,

使 田水澄

清
。

填土愈多的
,

澄清放置的时间应愈长
。

一般从 1一 2天至 6一 7天 (甚至更长 )不等
。

( 2) 推

迟耘田
,

因为多耘一次
,

稻苗会多下沉一回
,

十里丰农场六队认为
:

可以在插秧 20 天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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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
。

( ) 3施大量化肥
,

促使秧苗扎根生长
,

或用过磷酸钙拌土塞秧根
,

促使发根
,

可 以使沉

苗现象好转
。

( 4) 新改水田
.

如水源充足
,

水浆管理可采用干干湿湿
,

不灌层水
,

效果很好
。

( 5) 新改水田采用秧苗带土移栽或直播特别适合
,

主要是解决浅栽问题
。

红黄壤新改水田质地粘重
,

比较糊烂
,

以致秧苗常常迟发
。

按常理说
,

搁田 (烤田
,

晒

田 )工作应该更加重要
,

但不少地方反映
: 通常不进行搁田

。

原因是
: ( 1) 搁干 以后

,

不易回

软
,

会造成耘田困难
; ( 2) 搁千容易开裂

,

裂后容易漏水或伤根
; ( 3) 有时因水源困难

,

也不

进行搁田
。

这是红黄壤 的特殊性
。

新改田不能搁田 的原 因在于红黄壤的瘦瘩和粘重
,

这种

情况将在以后 的熟化过程中
,

逐渐得到解决
。

但如在有水源 的地区
,

尚未充分熟化的红黄

壤水田
,

并非不能搁田
。

例如广东徐闻县在高台地砖红壤上开辟的水田
,

近年来通过晒田
,

增产十分显著
;
浙江衡县团石农场 19 7 3年红壤 山垅田在种稻 20 天后即行重搁的

,

比延迟搁

田 的每亩增产 1 00 多斤
; 又如湖南湘潭韶山公社在红壤性水田里晒田已成为固定的制度

,

增产效果很好
,

该处72 年由于夭早少水
,

有些早稻田里未敢及时放水搁田
,

产量就受到明

显的影响
。

因此必须根据红黄壤瘦
、

粘的特殊性
,

掌握搁田的程度与时间
,

搁田过头会走

向反面
,

产生不良结果
。

衙县团石农场的新改红黄壤水田比较糊烂
,

搁 田宜早
。

一则可及

早通气
、

利于发根
;
二则避免后期搁田开裂

,

会对稻根有更大 的伤害
。

现在华南各地有一

些红黄壤改成的水田
,

完全取消了搁 田
,

甚至在夏收夏种期间
,

田间也不断水
,

如广东湛

江
、

浙江诸暨等处都有
,

这样必然会引起土壤内部还原性过强
,

显然不是妥当的办法
。

浙江

江山老虎 山农场
,

70 年有两块大 田比较试验
,

晚稻都采用二九南一号早翻早
,

秧苗带土移

栽
,

前熟都是珍珠早
,

两块田施肥管理完全一样
,

但一块田在插秧前未放水排干
,

于 8 月 4

日插秧
,

另一块田在早稻收割前 15 天左右放水
,

把田面晒白
,

延迟至 8 月 7一 8 日插秧
,

9 月

1 日
,

观察后者生长良好
,

平均株高超过前者两寸左右
,

这说明干 田晒白有明显的效果
。

晒田也要根据田块的土质
、

排 水等情况
,

掌握合适的程度
,

有的还要考虑栽培方法
、

品种及

前作的影响
。

在江山县五七干校新改红黄壤水田上
,

由于水源不足
,

69 年晚季没能完全种稻
。

70

年看到
,

凡是 69 年秋种早作的田
,

早稻都生长较好
。

这说明新改水田存在着土壤还原性过

强的问题
,

水早轮作可以加强通气性
,

所以有良好的作用
。

红黄壤新改水田 的耕作方法也有其特殊性
。

十里丰农场曾采用的方法是
:

先 干 耕
,

再灌水湿抄
,

接着断水干 至田面裂开
,

再放水耕 3一 4次
,

耙平落干
,

在插秧前二 日将栏粪匀

铺 田面
,

用木滚滚一次使肥料入土
,

便可插秧
。

第一次耕抄后断水是为了使土层变实
,

以

后多次耕耙是为了防止漏水与破碎僵块
。

据称这样能使土壤过糊的现象大大好转
。

金华

老虎 山农场反映
,

这种田里绿肥翻耕后
,

应该人 工锄一次
,

如立即耙平
,

会将土压实
,

绿肥

不 易腐烂
。

江 山勤俭大队认为红黄壤旱地改水田
,

可以先晒干土块
,

再放一次跑马水
,

能

提高耕作质量
,

这些都是针对土壤瘦
、

粘的特点所采用的措施
,

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

不同质的矛后
,

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 。

还有些农场反映
:
这种新改水 田头两年

太糊
,

几年后又耕不动
,

一定要泡水一夜才好耕一些
,

耕耙也要多次才能使土块破碎
。

土

壤太硬难耕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

还是要提高有机质含量
,

改善土壤结构
;
同时

,

必须掌

握在合适 的含水量 的条件下耕作
。

此外
,

国内外已在研究土壤结构改良剂的效果
,

设想今

后在红黄壤耕性的改良中
,

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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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红黄壤新改水 田上
,

由于耕性不 良造成的另一现象是水稻黑根黄叶问题
。

据我们调

查
,

南方各省这一现象非常普遍
。

例如广东广宁县近年来在红壤新开 田上有 70 一 80 % 的

田块发生黑根黄叶现象
;
浙江衙县团石农场 ” 年在当年新开 田上也有 50 %以上 的田块发

生黑根黄叶现象
;
海南岛澹县 70 年在八个公社调查

,

红壤新开 田上稻苗几乎都有一些黑根

黄叶
。

广东等地贫下中农把这种专出现在
“

黄泥土
”

上的问题
,

称 做
“

黄泥瘟
” 。

各地出现的

症状基本上是一样的
,

即稻苗叶色从绿转黄
,

进而变金黄
,

严重的微带褐色
。

病叶发黄的次

序
: 从老叶开始依次向上

;
在一片叶上则从尖端逐渐向下

。

发病后长出的新叶常有 2一 3

张保持绿色
,

但叶色也有所减褪
,

常以黄绿为主
,

病叶后期自黄色推向绿色部分逐渐枯死
。

病株茎 的基部周围变黑
,

根全部或部分变黑
,

先变黑的常是根系中部
,

病株缺少白色新根
,

根有时有不同程度的 H
:
S臭味

,

植株容易拔动
。

发病严重的稻不抽头
,

一般能抽头但造成

低产
。

黑根黄叶一般发生在水稻生育中期
,

多在分雍盛期以后
,

直至抽穗期前后
,

早稻与晚

稻两季都有
,

这些情况在各省都很少例外
。

据浙江金华七一农场反映
,

晚稻 比早稻发生的

可能性更大
,

衙县团石农场
,

73 年也主要 出现在晚稻田里
。

黑根黄叶发生的田里
,

常有一

个 中心
,

并向四周扩大
,

但显然与某些病害 (如黄矮病之类 )有区别
,

因为不仅病征不同
,

而

且也找不 出有关病源 的传播因素
。

黑根黄叶也与一般所说的
“

僵苗
”

不同
,

因秧苗未出现

早期不发的现象
。

黑根黄叶的发生原因在各地可能不一样
,

但看来多半是由于土壤结构不良
.

通气性

差
,

加上微生物在分解土壤有机质的过程中
,

夺取氧气
,

从而造成根系强烈的厌气环境
。

而

根部表面的黑色物质主要是低价铁的硫化物
。

通过试验发黑的稻根如放在空气里或氧化

条件好的土壤中
,

经过一段时间
,

黑色物质可以经氧化
、

分解而消失
。

如将发黑 的稻根洗

净
,

在空气里也不再会变黑
。

这也说明黑色物质不是来自稻根内部而常与根系环境有关
。

下列一些情况可 以说明水稻黑根黄叶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
:

1
.

一般在造田 的填方部分容易发生水稻黑根黄叶
,

尤其是平整较差
、

秒田后浮土集

中的低地最多
,

这无论在浙江等地 的红壤上或是广东南部的砖红壤上都一样
; 反之

,

在砂

石夹杂或红壤下层暴碍出网纹红土的地方
,

虽然瘦窄一些
,

但土块硬
,

不糊烂
,

黑根黄叶较

少
。

此外
,

凡有
“

紫砂土
”

或
“

红砂土
”

夹杂的低丘红壤
,

因为通气好
,

黑根黄叶也很少
。

2
.

在浙江与湖南等地发现
,

凡稻苗下沉较多的地区
,

黑根黄叶现象也很严重
; 反之

,

浅插的苗
、

带土移栽或穴直播的苗
,

由于根系浅
,

通气好
,

黑根黄叶都发生较少
。

3
。

广东湛江与湖南韶山等地凡在造 田时注意夯实土层
,

做好底塌
;
种稻时注意搁田

、

烤田
,

都能减少土壤糊烂
,

黑根黄叶也大大减轻
。

反之
,

如广西阳朔城关公社大村门二队
,

73 年在新平整的水 田上
,

犁耕次数较邻队为多
,

造成土性过糊
,

结果水稻黑根黄叶也较多
。

4
.

施用多量未腐熟的有机肥
,

特别是新鲜绿肥用量过多
、

施用过迟或不 匀
,

在肥料集

中的局部
,

水稻最容易产生黑根黄叶
。

例如江西彭泽县杨梓公社在红壤新改水 田上
,

74 年

因春旱
,

推迟了紫云英耕翻时间以致黑根黄叶较往年发生更多
。

又如广东檐县那大公社

群众把水稻黑根黄叶称做
“

多肥病
” ,

因为经常发现在含有机质多的
“

肥土
”

上
。

该公社地

下水位高的山坑田较多
,

有机质在分解时需要大量氧气
,

因而造成还原性环境
。

这里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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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肥土
”

与一般所指结构性好
,

养分充足的肥沃土壤显然不同
。

5
.

江西泰和与浙江金华等地反映
,

釉稻容易受害
,

梗稻
、

糯稻较好
,

这可能与梗
、

糯

稻根部输氧组织健全
,

更能抵抗还原性环境的特性有关
。

然而
,

根据另外一些现象来看
,

水稻黑根黄叶的发生与土壤养分也有一定的关系
:

1
.

浙江衡县十里丰农场农科所 70 年 的分析结果表明发生黑根黄叶 的地方
,

土壤中速

效的馁态氮含量明显较低
。

2
.

在浙江衡县团石农场
,

凡施用腐熟有机肥充足的田块
,

黑根黄叶少
;
而土地平整工

作中抽去表土的部分 田块
,

则发生较多
。

湖南衡阳
、

广东广宁等地都有类似的情况
。

3
.

广西琶宁县明阳农场与容县
、

柳州等地
,

红壤新改水田上近年来都有中期黑根黄

叶现象
,

据当地试验
,

施 K
Z
S O

;

或草木灰后能迅速好转
。

4
.

浙江农科院在金华秋滨公社的试验表明
,

追施过磷酸钙20 斤或硫酸钾 10 斤的
,

都

能减少黑根黄叶的发生
。

5
.

74 年 6 月中旬
,

我们在江西泰和农场田间看到正在圆杆拔节的水稻
,

凡施磷肥的

苗色都正常
,

而场旁未施磷肥的
,

则普遍发生黄化
,

根部部分变黑
,

二者植株高度也相差约

二寸左右
,

其品种都是广陆矮 4 号
,

插秧时间与管理情况基本相同
。

6
.

我们调查到的南方各省很多地方都认为
,

速效性肥料施用充足
,

可以减少黑根黄

叶的发生
。

前面提到浙江一些地方
,

黑根黄叶在晚稻田里发生较多
,

从养分观点来看
,

这

与浙江一带晚稻田里施肥较少
,

也可能有一定关系
。

我们的初步看法是
:

由于红黄壤新改水田酸
、

瘦
、

粘等缺点一时未能克服
,

因而引起

土壤结构不 良
,

通气差
,

这是主要方面 ; 而另一方面
,

在通气性差的情况下
,

稻根的吸收力

变弱
,

土内速效养分释放减少
,

又会使原来酸性与瘦瘩的缺点加剧
,

结构与养分两者之间

是互相影响的
,

在不 同的条件下
,

表现突出的可 以是不同的方面
。

根据以上情况
,

目前防治水稻黑根黄叶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土坡与稻苗的通气状况
。

即

必须注意在造 田时平整土地与夯实土层等工程质量
;
土壤内掺加砂性客土 , 注意搁田

,
注

意浅灌
、

勤灌 , 秧苗浅栽以防止下沉 , 在冬季实行绿肥与春茬作物轮作
。

浙江各地还总

结出肥料面施 (把肥料施入土的深度尽可能控制在 2一 3寸以内 ) 与控制绿肥用量 (以每

亩不超过 2 5 0 0一 3。。。斤鲜草为宜 ) 的办法
,

以防止肥料在土中分解时有夺取氧气的不利

影响
。

此外
,

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
,

酌量追施肥料
。

各地的经验是
:
追肥要早

,

以防为

主
。

水稻黑根黄叶发生以后
,

如能采取各项挽救措施
,

病状可以消除或得到改善
。

据海南

岛澹县科技局调查
,

70 年该县洛基公社坡塘大队
,

在红壤新造田上 出现黑根黄叶后
,

不作

处理
,

亩产仅几十斤或颗粒无收 , 那大公社红南大队
,

在发病后立即排干田水
,

再亩施磷

肥 30 一 40 斤及屁肥 50 一 60 担
,

施后并中耕除草
、

重晒田
,

平均亩产达 4 00 一 50 0斤
,

而同一大

队的另些田块
,

在发病较严重后方采取同样措施 ; 其中除少数失收的以外
,

平均亩产仍有

3 00 一 4 00 斤
。

因此在相当严重的情况下
,

只要及时采取措施
,

仍可有一定程度的挽回
。

此外
,

黑根黄叶的发生与秧苗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
。

据各地观察
.

瘦弱或受伤的稻

苗
,

更易发病
。

常常一丛稻苗里
,

发生黑根的只是一部分
,

这显然表明
,

在抵抗恶劣环境的

能力上稻苗间存在着差异
。

所以育好壮苗也可减少黑根黄叶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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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为了进一步弄清水稻黑根黄叶问题
,

我们广泛收集并比较了各省发生水稻黑根黄叶

的情况 (见表 )
,

从表内的资料可以看出下列一些问题
:

各 地 水 稻 黑 根 黄 叶 发 生 情 况 比 较 表

常常年平平 土 坡坡 发生 在在 现象 发发 稻 苗苗
均均温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新开 田田 生时 间间 下 沉沉
(((

“

C ))) 类 型型 母 质质 质 地地 酸 度度 地形形 或老 田田田 情 况况
((((((((((( P H )))))))))))

111 6
。
888 红 集集 第四纪纪 粘壤土土 6

.

0一 6
。 222 坡地地 新开 田田 孕撼到到 常有有

红红红红土 等等 粘壤土土土土 较 多多 抽 撼撼撼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城 粘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江江 西西 18

。
777 红 壤壤 第四纪纪纪 5

。
0一 5

。
555 缓坡坡 新 田 及及 分菜完完完

泰泰 和和和和 红 土土土土土 部分老田田 毕以后后后

广广 西西 18
。
999 红 壤壤 石灰岩岩 集 粘土土 7

。
5一 8

。
000 山间间 新 田田 生长初初 常有有

阳阳 朔朔朔朔朔 一粘土土土 小小 为 主主 期或 中中中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原原原 期开 始始始

广广 东东 2 1
。

111 红 壤壤 花 岗岗 枯坡土土 5
。
5左右右 坡地地 新田 及及 分票盛盛盛

郁郁 南南南南 岩 等等 一坡粘土土 5
。
0一 5

。 555 或或 部 分分 期以后后后
广广 东东东东东东东 冲 田田 老 田田 分栗盛盛盛

洪洪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期以后后后

22222 2
。

777 砖红壤壤 玄武岩岩 粘壤土土土 缓 坡坡 新老田田田田
或或或或红城城 及浅海海 一枯土土土 或或 均 有有有有

沉沉沉沉沉积物物物物 山坑坑坑坑坑
222 3

。
777 砖红壤壤 玄武岩岩 重粘土土 4 。

8一 5
。

222 缓坡坡 新开 田田 分 策 至至至
为为为为为为为为 主主 幼撼分化化化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严 重重重

222 3
。 222 红 城城 云 母母 粘坡土土 6

。
0一 6

。 555 坡地地 新 田田 分策 中中 有时有有

片片片片 岩岩岩岩 或或 较 多多 后 期期期
山山山山山山山坑坑坑 开 始始始

222 4
。
666 砖 红壤壤 花岗岩岩 城土土 5 。

5一 6
。
000 平缓缓 老 田田 分粟至至至

111 7
。
3一一 性土壤壤 坡积物物 一砂城土土 5

。

O一 5
。
555 凹 地地 为 主主 抽 穗穗穗

111 7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红红红 坡坡 第 四纪纪 坡粘土土土 缓坡坡 新开 田田 分菜盛盛 常有有
红红红红 土土 一粘土土土土 为 主主 期以后后后

1
.

水稻发生黑根黄叶的土壤酸度范围较广
,

自p H S
.

O或更低至 7
.

5以上
,

但多数是在

6
.

0以下
,

这与酸性还未得到改善的红黄壤新垦水田的 p H 值是相当的
。

为何酸性土壤上

容易发生黑根黄叶 ? 从理论上讲
,

一方面因为盐基物质缺乏
,

养分供应较差
,

同时某些养

分如磷素的有效性
,

在酸性土中较低
;
另方面

,

假如说在还原性的土壤环境中 F 。 ` +

与 11
2
5

的毒害都是引起水稻黑根的因素
,

那末 F e 十 `

与H
Z
S 也都是在酸性条件下容易出现并 产

生为害 〔 1, “ ,
3 〕 。

浙江与广东有些地方认为
,

施用石灰或草木灰等碱性物质和少用酸性肥

料
,

可以减少水稻黑根黄叶
。

又如海南岛澄迈大拉农场反映
,

对黑根黄叶有时单用过磷酸

钙
,

反而会加速稻苗死亡
,

这很 可能就是酸性过强所造成
,

而同时追施石灰的效果良好
。

2
.

从表内材料看
,

土壤质地多半偏粘
,

可以推想粘性土壤在尚未耕种熟化时
,

易糊易

硬
,

通气不 良
,

这是易产生水稻黑根黄叶的原因
。

我们 发现华南各地发生黑根黄叶的土

镶
,

有时表现为过分糊烂
,

这与浙江的多数情况相似
,
但有时也可表现僵硬板结

。

例如海

南岛澄迈大拉农场的水田 (砖红壤
_

L发育的水稻土 )
,

在泡水时间较长的情况 卜
,

手指能插

入的深度只有二寸左右
; 又如江西泰和农场的新垦红壤水 田

.

也有类似情况
。

又据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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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调查
,

在红坡新垦田里
,

有些含粉砂较多的板结土壤
,

也易产生黑根黄叶
。

这些都

说明了板结土壤同样是通气很差
,

有明显的不良作用
。

3
.

过去我们曾推测
,

当温度升高时
,

促进了土 内有机质的分解
,

会夺取氧气
,

从而产

生黑根黄叶
。

也有人认为 23
O

C 以上
,

特别是 25 一28
O

C 左右水稻最易受还原性环境的为

害引起黑根黄叶
。

现在看来这些论点可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

表中资料说明
,

发生黑根

黄叶的各地气温可以相差很远
。

例如 2 3
O

C 的温度
,

在海南岛陵水县除了冬季以外
,

几乎

每月都可达到或大大超过
; 而在浙江

、

湖南等地
,

能达到这一温度的时间就很少
。

尽管如

此
,

在高温 的低纬度地区黑根黄叶并不表现得特别严重
。

就同一地点来说
,

常常前后两季

水稻都有相似程度的黑根黄叶问题
,

而前后两季的气温可以相差很 远
,

各省都是这样
。

这

些都说明了温度的高低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水稻生育过程中
,

温度变

化对黑根黄叶的发生
,

会有影响
,

例如突然低温要抑制养分释放与根系吸收等等
,

但这些

影响看来都有一定的限度
。

4
.

到 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
,

在红黄壤地带以外的水田中有典型的水稻中期黑根黄

叶现象
。

从表内的成土母质来看
,

以发育于第四纪红色粘土或砖红壤上的水田为最多
,

这

些似乎都说明
,

黑根黄叶确与红壤的特性有密切关系
。

从排水条件来看
,

虽然发生黑根黄

叶的地方不限于积水土壤
,

但积水的土壤更易发生黑根黄叶
。

例如在广东陵水县的砖红

壤性土壤上
,

耕种熟化较好
,

土壤质地不粘
,

但排水不良
,

在那里可以普遍看到相当典型的

水稻中期黑根黄叶
。

5
.

最值得注意的是
,

调查地点在南北地理差异上如此之大
,

土壤性质以及水稻品种

等的变化也很多
,

但产生黑根黄叶的时间几乎全部在水稻生育中期
,

即分萦盛期以后直至

抽穗的一段时期里
,

例如江西泰和农场第四队74 年早稻种植了井农 5 号
、

广解 9 号
、

广陆

矮 4 号等三个品种
,

成熟期依次推迟
,

黑根黄叶发生时间也依次推迟
,

都在分萦盛期以后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 … …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 ”

前述温度
、

湿度与土壤的理化性质等等均属于外部条件
,

这些还都要通过水稻本身的内部

因素来起作用
,

黑根黄叶这一矛盾发生在水稻生育中期
,

正反映了在这一生理阶段上
,

内

因起着较大的作用
。

据植物生理方面 的研究
,

水稻生育中期这阶段上正是进入了光合作用盛期 〔连〕
,

新根

大量生长
,

呼吸作用旺盛
。

体内新陈代谢中的氧化作用逐渐加强
,

为了要取得迅速生长与

加强养分与水分吸收中所需的巨大能量 , 同时还要形成一些氧化程度较高的有机酸与酮

酸等
,

以便进行氨基化
,

进而合成蛋白质
。

由于体内氧气的大量消耗
,

地上部分向根部输

送的氧气必然减少
,

于是形成稻根与土壤之间电位差的缩小
,

这时如果土壤的通气性差
,

则会产生较多的 F e + 十

或 H : S 等还原性物质
,

为害稻根
。

另一方面
,

由于分萦盛期以后
,

在旺盛的光合作用中
,

对于各种养分 的要求也最强烈
,

所 以这阶段上也最易出现养分不足

的矛盾
。

氏 从各地贫下中农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来看
,

水稻黑根黄叶发生后
,

无论具体情况

怎样
,

在防治措施上几乎一致地提出了
: 晒田 (搁 田

、

烤田 )与追施肥料同时进行 (见表 )
,

这也说明
,

黑根黄叶牵涉到土壤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两个方面
,

并说明两项措施密切相

关
。

7
.

各地所用追肥的种类
,

都是磷素与氮素相结合 (见表 )
,

这与浙江衡县农科所的试

1 1 8



验结果是一致的
,

他们的试验证明
,

在晒 田的同时
,

以氮磷配合追肥的效果为最好
,

可很快

使稻苗叶色恢复正常
,

促进生长
。

此外
,

不少地方均提到钾肥有良好的效果
。

值得注意的

是
,

无论南方的云南
、

广东或长江流域的湖南
、

江西各地几乎一致认为单施氮肥只会发生

更坏的结果
。

为什么磷
、

钾在防治水稻黑根黄叶时常有突出的效果 ? 除 因红壤本身缺少

磷
、

钾素以外
,

据水稻生理学研究
,

还 因为在还原性土壤环境里
,

二价铁离子 与 H
:
S 等阻

碍稻根吸收各种无机营养物质
,

都以对磷
、

钾的阻碍为最强
。

如前述分析
,

水稻黑根黄叶

常发生于通气性差 的土壤里
,

因而对磷
、

钾的吸收也受到阻碍
。

同样在田间也可观察到
,

还原性强的土壤上水稻缺钾症状愈明显
,

也更易产生黑根
。

广东湛江与檐县等地认为人尿或牛尿对防治黑根黄叶有良好作用
,

看来不仅因为其

中含有速效养分
,

还可能含有利于水稻恢复生机的刺激素
,

这可在生产中进一步研究
。

8
.

有人认为水稻黑根黄叶的发生与离子态铝或锰的毒害有关
,

或是与新改水 田里厌

气微生物的区系尚未形成有关
。

但是发生黑根黄叶的水稻植株没有全身性的毒害症 状
,

而且仅在水稻一定的生育阶段上呈现
,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
。

全国范围内红黄壤上的造田运动正一浪高过一浪地不断前进
,

新改水 田的种植管理

经验也在不断发展
,

本文所做的经验总结
,

必然是不完全的
,

尤其是水稻黑根黄叶问题
,

目

前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

它还需配合一系列科学试验
,

方可阐明问题的本质
,

这些都有

待在今后的实践中加 以检验
、

修改与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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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不同土壤上钾肥肥效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钾肥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
,

我国钾肥的施用和研究近年来有

了很大的发展
。

随着氮磷肥用量的增加
,

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

口前在某些缺

钾地区
,

施用钾肥 已成为夺取高产稳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

江苏省钾肥肥效的研究工作
,

过去开展得很少
,

钾肥效果不够明确
。

为了适应农业生

产不断发展的需要
,

我们对江苏省土壤钾素含量状态和钾肥的有效条件进行了试验研究
.

现就 1 9 7 3年以来某些土壤钾肥肥效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供 试 土 壤

在江苏部分地区
,

我们与当地有关单位协作和贫下中农结合进行了田间试验
,

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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