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效碳酸氢按在水稻上应用试验初报
’

江 苏省盐城地区长效肥试验协作小组

碳酸氢按 ( 以下简称碳按 ) 的生产工艺简单
、

基建投资少
、

建厂快
、

成本低
,

有利于化肥

生产快速上马
、

遍地开花
。

这种氮素化肥
,

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贯彻执行党的社

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
“

两条腿走路
”

的方针
,

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
,

制造成

功的一种新品种
,

在我国化肥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lt,
2〕

碳按是盐城地区各化肥厂最主要的产品
,

也是盐城地 区农村中目前主要的氮肥品种
。

但是
,

碳按存在着较大缺点
,

即容易吸潮结块
,

施用不当还会发生烧苗
,

并且在运输
、

贮存

和施用过程中极易挥发损失
,

致其肥效短暂
,

利用率低
,

远 不如其它氮肥品种
。

因此
,

对于

碳按
,

积极克服其缺点
, 、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产作用
,

是十分迫切的
。

近几年来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针对碳按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

用机械将其压

成粒状
,

外包以钙镁磷肥膜壳
,

另涂石腊沥青以封闭包膜的大部分孔隙
,

试制成一种能够

显著抑制挥发并具有不 同释放速率的长效碳按 3t,
4〕 。

施用时将不同释放率的长效碳按按

一定比例搭配
,

可以一次基肥代替分次施肥
。

为了探讨长效碳按在盐城地区稻田施用时的养分释放规律及其对水稻的生育影响和

增产效果
,

1 9 7 4年在盐城地区科技组的领导下
,

组织了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
、

盐城地

区农科所
、

盐城县五
·

七干校
、

射阳县农科所
、

建湖县农技站
、

盐城县南洋公社农技站
、

响

水县康庄公社康庄大队科学实验站等单位
,

采取领导
、

贫下中农和科技人员三结合的方

式
,

分别进行了长效碳按在水稻 (中釉稻 )上的应用试验
,

本文综合报告各基点试验取得的

结果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试验应用的几种碳馁
,

除粉剂碳按外
,

均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提供
。

长效碳

按有
:
长效肥一快和长效肥一慢两个不同释放速率的品种

,

肥料粒重约。
.

5克
。

其组成包

括碳酸氢按 75 一 80 %
、

钙镁磷肥膜壳15 一 18 %
、

石腊沥青封面料 3一 5%
、

以及作调理剂用

的钙镁磷肥粉 2一 3%
。

两种长效碳馁含氮率分别为 1 3
.

6%和 1 3
.

5% 〔们
。

与长效碳按搭配

使用的粒肥系纯碳按经加压成粒
,

含氮率 1 7
.

2%
。

对照是采用当地供应的一般商品粉剂

碳按
,

含氮率 1 6
.

7%
。

各基点试验方案均统一设计
,

处理有五种
,

如表 1
。

小区面积 。
.

1亩
,

重复三次
。

水稻栽插规格
:
穴距为 5 寸 x 3 寸

,

每穴 5一 6苗
。

基肥

在栽秧前撤施并随即翻入土 中
,

深约2一 3寸 , 追肥在抽穗前 25 天左右撒施
。

各点试验田

情况如表 2
。

* 本 项试脸有盐城地区 新洋农业试验站钱卫 民
、

顾泰江
,

盐城地 区 农科 所秦 毓芬
,

盐城 县五七 千校叶永芳
,

射阳 县

农科所 李长湛
,

建湖 县农技 站殷 仁孝
,

盐城 县南洋公社农技站 刘跃
,

响水县康庄公社康庄大队科学实验站张广 东等同

志参 加
。

本文由钱卫民 同志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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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 验 设 计 方 案

一片月川
施 用 方 法

墓 肥

基 肥

一一一威
-

一盯
一
1

万一 }一面百一…
2

压一… 二 一

花
-

对 照 I{ 普 通粉 , 碳 。
} 晚奎照漂嘿’讯 ` { 目 一

, .“
, . “

一 } (按当地施肥 习惯 ,

对 照 ! … 普通 粉剂碳 , … ; 肥

注 : 各处理的施肥量均 以每亩施用 50 斤粉荆碳按计算
,

长效肥的三种组合分 别 按上述 含氮率进行 等氮 狱

折算
。

各处理均另加一定数量钙镁礴肥进行调整
,
以消除礴素 的影响

。

表 2 各 试 验 点 土 壤 肥 力 情 况

试 验 地 点

盐城地 区 新洋农业 试验站

射 阳县农科所

盐城地 区 农科所
盐城县南 洋公社农技 站

盐 城县五
.

七干校

建 湖县 农技站

响水县康庄公社康庄 大队
科 学实验站

土 城 类 型 及 肥 力 水

沿 海棉区种稻第三年
,

粉砂坡质脱盐土
,

肥力水平 中等
。

沿海棉区种稻第一年
,

粉砂集质重盐土
,

肥力水平低
。

沿海棉区种稻多年
,

城质脱盐土
,

肥力水平 中等
。

平 { 前茬 中袖稻 品种

绿肥

冬闲

小麦

南京 1 2 }̀

南京 1 1 修

金刚 30 号

里下河湖荡地 区粘质草渣土
,

肥力水平高
。

里下河稻麦 区粘质 白脚土
,

肥力水平较 高
。

渠北早粮仄种稻多年
,

粘质脱盆土
,

肥 力水平 中等
。

…大麦 {

! 大麦
{ 绿肥 }

南京 1 5吁

南京 11 号

南 京 1 1号

二
、

试验结果和讨论

(一 )长效碳按对中釉稻的增产效果

据六点试验结果综合
,

长效肥处理平均比对照增产稻谷 1 0
.

2%
。

三组长效肥处理 中
,

长
。
产量最高

,

除建湖县农技站一 点居第二位外
,

其他五点均居首位
,

亩产 5 5 4
.

6一 9 3 5
.

0

斤
,

平均 8 0 0
.

5斤
,

比对照 I 增产 3
.

1一 2 7
.

7%
,

平均 1 3
.

3%
,

比对照 I 增产 2
.

4一 2 3
.

9%
,

平

均 1 1
.

8% ;
长

2

产量次之
,

亩产 5 4 8
.

2一 9 2 8
.

3斤
,

平均 7 7 8
.

6斤
,

比对照 I 增产 2
.

4一 1 9
.

6%
,

平均 1 0
.

2%
,

比对照 l 增产 0
.

4一 1 6
.

2%
,

平均 8
.

8% ;
长

;
产量略低于长

2 ,

亩 产 51 0
.

5一

91 6
.

1斤
,

平均 7 7 3
.

0 斤
,

比对照 I 增产
一 0

.

9一 2 5
.

0 %
,

平均 8
.

6%
,

比对照 I 增产 0
.

7一

21
.

5 %
,

平均 8
.

0% (表 3 )o

长效肥对中釉稻的增产幅度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很大
。

渠北早粮区 (响水县康庄 公 社

康庄大队科学实验站 ) 的增产效果显著
,

平均比对照增产 2 2
.

3%
。

沿海棉区 (盐城地区新

洋农业试验站
、

射阳县农科所和南洋公社农技站 ) 的增产效果也较明显
,

平均比对照增产

9
.

6%
。

里下河稻麦区 (盐城县五
·

七干校及建湖县农技站 )的增产效果较小
,

平均 比对照

增产 5
.

5%
。

长效肥对中釉稻的增产作用与土壤性质有密切关系
。

土壤砂性重
,

保蓄性差
,

增产效

果大 , 反之
,

土壤粘性重
,

保蓄性强
,

土壤肥力水平高
,

则增产效果较小
。

碱改水的盐城地

区新洋农业试验站和射阳县农科所
,

种稻年限很短
,

粉砂壤土的渗透性强
,

保水保肥性能

差
,

长
。

的增产作用显著
,

比两种对照分别增产 9
.

0一 1 8
.

7%和 8
.

5一 20
.

8% ;
老稻区的盐城

、、
,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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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长 效 碳 铁 组 合 对 水 稻 的 增 产 效 果

试 验 地 点
产

理
lllll mmm 平 均均 比对对

照照照照照III

粗一 |厅ō

1 8 8
· ,

…” 3 3

0
。 4 一8 8 4

8
。
5 }1 0 2 2

{。 2 5

」, 3 2

9 6 4 811 1 6 8
。
2 7

。
4

0 }1 0 5 9 9 4 2
。
5

1 8 90 3

8 4 9

9 3 2

1{1 1 6 2

8 0 2

9 9 2

10 2 2
。

9 6 1
。

10 2 9
。

8 5 6
。

9 5 2
。

!

洲叫
!

…
|
l

一 |到川181 |川UJ |
.

引
01
一

…

…
l一

||l
一

…
.

引引|引
J一

l一川
l

列
l

州
1̀11
.

1曰ul引
.

州||
|
.

一川川引
.

妇

…
一创|日川J到

.

引局州i

…射阳县农科所

对 照 I

对照 l

5 6 5

6 6 3

7 4 8

6 6 7

5 9 1

一 O,几血̀血口长长长

盐城地 区农科

所盆城 县南洋

公 社 农 技 站
对照 I

对照l

5 0 9
。

5 1 7
。

5 2 3 。

4 3 9
。

5 0 8
。

一

厂…
一

于六…

娜习
石秘下下」
5 3 5

…
“ 9 5

…
” 9 8

{
5 4 8

】“
0 4 } “ 3 3

{
5 ` 8

{
” 2 7 } ” 8 ,

{
50 6 }

4 7 6
· ” 2 4 !

…{…:{……{{
:
{………{
:
{…

…{…
一

…{…`{……………

1 2 。

1 4
。

7 80

79 5

90 5

7 17

7 5 1

8 0 9
。
8

8 9 8
。
2

7 3 3
。
0

6 3 0
。
6

7 4 2
。
6

76 6
。
0

66 0
。
2

88 5
。
9

7 1 0
。
6

7 6 6
。
6

7 8 5 。
7

7 8 4
。
7

8 4 1 。 3

6 8 6 。
2

7 5 3
。 4

1115
。
555

1114
。
444

严严
.666

,压26甘长长长

9 3 5

9 4 0

9 6 0

9 2 0

8 7 0

0
。
4

2
。
4

n,,音翻O命U肠Dóó̀U斑DQ甘JóO八O0U10了̀ó吕

建湖县 农技站

对照工

对照l

8 15

8 4 2

9 0 1

8 0 5

7 4 6

8 1 5

9 64

8 2 8

7 55

9 19

9 1 9

9 1 5

8 6 9

8 10

8 7 3

14

4 8 0

5 6 0

6 2 1

5 60

4 8 0

5 7 0

5 8 0

5 1 0

4 60

6 1 0

5 4 5

69 4

7 0 3

6 10

67 0

5 3 2

6 1 1

6 1 2

54 3

58 7

213长长长

恕酬
响 水 县 康 庄

公社康庄大队

科 学 实 脸 站 对照 l

对照丑

9 4 0

8 9 3

8 8 8

7 0 0

7 2 0

89 3

7 9 1

7 8 7

6 5 3

7 0 6

7 9 2

8 2 6

10 0 8

7 4 9

7 3 9

8 7 5
。

8 3 8
。

8 9 4
。

7 0 0
。

7 2 1
。

2 5

1 6

…
…、:::
} 12

。
7

{

…

… 勺

,`2OU长长长

县五
·

七干校和建湖县农技站
,

土壤粘性大
,

有机质含量高
,

种稻多年所形成的犁底层渗

透性很弱
,

故土壤保蓄性强
,

肥力水平高
,

增产效果较小
。

稻草产量的增产规律与稻谷相

似
,

但平均增产率略高于稻谷 (表 3 )

(二 )长效碳按对中釉稻生育的影响

1
.

水稻前期生长情况 长效肥的三种不同组合处理间的稻苗生长情况差异不大
,

但

显著好于对照 I
,

接近对照 I
。

据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在 7月 3 日 ( 即栽插后 18 天 )

田间调查结果
,

三组长效肥处理的株高均在 42 一 43 厘米左右
,

比对照 I 高 4
.

3一 5
.

3厘米
,

比对照 I 低 2
.

5一 3
.

5 厘米
;
长效肥处理的分集率为 5 0

.

1一 5 2
.

9%
,

比对照 I 高 1 3
.

7一

1 6
.

5%
,

比对照 I 低 1
.

0一 3
.

8% (表 4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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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长效碳铁组合对水稻前期生长的影响

润 查 口 期川一川州刃洲川叫…
雍%分高)

米厘
株(

试 验 地 点 处 理

7 月 3 日

(擂秧后 1 8天 )

..

…
勺白nó11月O几」ùó一勺.On西曰亡4 1 。

8

盛U工匕

…
,口O自口了J,月任nJ

,`23长长长

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

对照 I

对照皿 4 5
。
3

7 月 16 日

(擂秧后 27天 )

..

…
nJ而O品Jlb11介JnJ叹U口̀nJOùO臼Où台洲

.

…
J比月任八舀ó”UJ, J兮月协j任,`2品0长长长

壤

盐城地区农科所盐城县南

洋公社 农技 站

土

对照 I

对照卫 4 4
。
4

ùó几乙一ónJ咬U
..

…
UO.̀二浦啥九舀内己J任月兮.勺n舀目匕,叼0

0̀O自,自

..

…
一匕,
.,̀O甘O即月兮J咭孟

ó,.J,

!2̀

州刚
长对对长长

粘

上一一一

响水 县康庄 公社康庄大队

科学实 验站

7 月 2 日

(抽秧后 17夭 )

土

2
.

成熟期植株性状 长效肥各处理系由不同释放速率的长效肥品种所组成
,

因而肥

效长
,

养分供应条件较好
,

水稻生育良好
,

植株健壮
,

穗多穗大
,

粒多粒重
。

据盐城地区农科

所和南洋公社农技站测定
:

长
3

剑叶宽度为 1
.

41 厘米
,

长
2 、

长
;
分别为 1

.

33 厘米和 1
.

29 厘米
,

两种对照则仅为 1
.

03 厘米和 1
.

09 厘米
。

据盐城县五七干校测定
:

长
3

成穗率高达 5 8
.

7%
,

表 5 不同长效碳按组合对水稻植株性状的影响

试 脸 地 点
剑 叶
最大宽度
(厘米 )

每 亩
总鹅数
(万个 )

成穆率

(% )

秘 长

(厘米 )

2 2
。
9

2 3
。
9

2 3
。

0

2 0
。
4

2 0
。
5

1 9
。
2

1 9
。
3

1 9
。
0

1 9
。
4

1 8
。
8

1 6
。
7

1 6
。
7

17
。
1

1 5
。
2

1 5
。
4

2 0 。
6

1 8
。
2

2 0
。
7

2 1
。
4

1 8
。
2

每 往

粒 数

疙谷率

(% )

千粒重

(克 )

…万件
…{…
:……

’

…:…………
:…

……{
:……{{

:……{…
:…

…
,

{…:…………
:
{………

:…

no八性月̀

…
O甘nù,自J经一óJl从曰2 6

。
5 9

2 4
。
9 0

27
。
1 9

2 3
。 8 3

2 5
。
6 6

月兮ùó印̀几”óù匕óó月任介̀
.

…
.̀二,二

d.几Jl,`23

处理一长长长

盐城地 区 新洋农业试 验站

对 照 I

对 照l 1
。
3 4

4 6
。
3

4 7
。
2

呼奋̀IJ借n”
.咭

..

…
月了曰了n七,曰印f月O月O口勺月ORù8

1.几.二Où.0
..

…
月O魂ot了
.丹匕̀任,上,几,么,二,1...血山3长长长卜

射阳县农科所

对 照 I

对 照l

J任丹己n.魂O吸U
. .

…
R一O弓自甘ùóùó月0.七月̀盛O几匕1̀O甘,二J吸, .O甘nJù趁一己舟O

. .

…
月00臼O甘J怪眨口弓̀q̀Ò口̀,自O曰心d.1nJOU,曰几舀J叹ǐn

ùō”仙
..

…
,上,上1几1上,孟1`么3长长长

盐 城地 区农科所盐城县南洋

公社农技站
对 照 I

对 照卫

株 高

(厘米 )

9 2
。
6

9 4
。
3

9 1
。
3

8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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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洲万井
一

…科非
一

;
一

龚
’

毓如
科一

淞价)
一

下
一

口
一

戮
一

’

分别比两种对照高8
.

7 %和1 5
.

1 %
。

据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测定
:

长
。

和长
,

水稻生育

良好
,

与对照 I 比较
,

每亩总穗数多 2
.

76 一 3
.

36 万个
,

穗长长 2
.

5一 2
.

6 厘米
,

每穗粒数多

30
.

4一 3 7
.

0粒
,

千粒重高 1
.

6一 1
.

9克
,

与对照 l 比较
,

每亩总穗数多 0
.

93 一 1
.

53 万个
,

穗

长
、

每穗粒数和千粒重则分别增加 2
.

4一 2
.

5厘米
、

1 9
.

7一 2 6
.

3粒和 1
.

1一 1
.

4克
;
长

:

由于中

期养分集中
,

促进幼穗分化发育
,

穗长和每穗粒数各达 2 3
.

9厘米和 1 2 6
.

8粒
,

比长
3

和长
,

好
,

但因后期养分不足而脱力早衰
,

瘪谷率高
,

谷粒不饱满
,

千粒重低
,

远不及其他两组长

效肥处理
。

但里下河稻麦区两点
,

可能由于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

保蓄性强
,

肥力水平高
,

与沿海砂质土不同
,

只要在水稻生长前期分菜阶段和 中期幼穗分化阶段养分供应充足
,

后

期穗粒营养积累阶段即可利用土坡潜在肥力而不致脱力早衰
,

故长
2

表现较好 (表 5 )
。

(三 )长效碳铁的肥效及其与水稻生长过程中叶色变化的关系

叶色变化能较好地反映不同处理的肥效长短
。

在试验过程中
,

长效肥处理的叶色转

黑迟
,

落黄慢
,

与对照叶色黑得早
,

黄得快正好相反
。

说明了长效肥的肥效比粉剂碳按见效

迟
,

持续长
。

据建湖县农技站用前农科院江苏分院所制的水稻叶色比色卡测定
:

栽插后 20

天 内
,

长
3
叶色仅 1

.

5级
,

而对照 I 已达 5级
; 至栽插后 42 天

,

长
3

叶色上升为 4
.

5级
,

而两种

对照均已降至 1 级
;
对照 I 在八月上旬追肥后四

、

五夭
,

叶色再度上升至 4 级
。

据盐城地区

新洋农业试验站和盐城地区农科所南洋蹲点组目测
:

三组长效肥处理中
,

长
,

和长
。
叶色转

黑迟缓
,

特别长
3

黑得最迟
,

比对照迟三夭
,

在水稻生长前期
,

长
;

和长
。

一直保持深绿
,

至七

月底叶色稍见转淡
,

但仍为绿色
,

及至收获时叶色仍略带青
;
长

2

叶色黑得较早
,

与对照相

近
,

其叶色在前期与其他两组长效肥相同
,

至七月下旬才开始转淡
,

但落黄缓慢
,

转折不明

显
,

与对照 I 以及对照 I 的前期骤然落黄不同
,

在收获时叶色已近似对照 I
;
对照 I由于粉

剂碳按基肥量多
,

黑得最早
,

但随着养分快速消耗而在七月中旬开始骤然落黄 , 对照 I 由

于前期养分不足
,

在六月底七月初即开始落黄
,

而且转折明显
,

至七月
_

L旬已完全落黄
,

以

后由于追肥
,

在七月下旬叶色再度转深绿
,

超过其他处理
,

直到收获时叶色仍然保持绿色
。

三
、

结 语

以钙镁磷肥包被并用石腊沥青封面所制备的长效碳按
,

明显地改善了粉剂碳按的容

易挥发损失
、

肥效短暂和利用率低的这些缺点
。

在使用于水田时
,

表现了肥效期长
、

利用

率高
。

这次试验中
,

获得了平均增产稻谷及增产稻草都在一成左右的结果
。

长
3

处理的

肥料组合为粒状碳馁占20 %
, “

长效肥
一

快
”

和
“

长效肥
一

慢
”

各占40 %
,

试验表明
,

这种组

(下转第 2 1 1 页 )

18 2



土和土体中的盐分逐步带到较深土层部位
,

提高灌水淋盐 的效果
,

使表土和耕层的土壤较

快地脱盐
。

井灌井排可以加速土壤脱盐
,

但要巩固土壤脱盐的效果
,

还必须与施肥
、

种植绿肥
、

平

整土地
、

耕耙等农业技术措施密切配合
。

(四 )井灌井排为什么能排除浅层矿化度较高的地下水

灌排结合的机井抽水时
,

不仅抽出深层优质 的地下水也抽出浅层矿化度较高的地下

水
,

浅层的
“

苦水
”

和深层的
“

甜水
”

在机井内混合
。

但是一般说
,

浅层的
“

苦水
”

水量较小
,

深层的
“

甜水
”

水量较大
,

所以
,

两种水混合后
,

井水的矿化度仍大大低于浅层
“

苦水
”

的矿

化度
,

可用来进行灌溉和洗盐
。

机井经过长期抽水
,

浅层矿化度较高的
“

苦水
”

将逐步被排

除
、

淡化
。

但如两种水混合后 的矿化度仍较高
,

不宜用来灌概
,

则机井应以排为主
,

也就是

说应集中力量从机井内抽出高矿化度的地下水
,

通过排水沟或排水管道排 出区外
,

同时从

区外引入淡水或在区内打深机井抽出深层的
“

甜水
”

来进行灌溉
,

补给浅层地下水
,

取代被

抽出的高矿化度地下水
,

这种措施也叫
“

抽咸换淡
” 。

当浅层地下水 淡化到可用来灌溉时
,

就可在同一井内把井排和井灌结合起来
。

如上所述
,

井灌井排的作用是多方面 的
。

井灌井排一般适用于我国北方低洼易涝的

盐碱地区
,

但要有丰富的低矿化度地下水源才能实现
。

井灌井排具有工程小
、

投资少
、

见

效快的优点
。

近十年来
,

井灌井排在河南
、

山东
、

河北
、

新疆等省
、

自治区有了很 大的发展
,

并已在综合治理早
、

涝
、

盐碱灾害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上接第 1 8 2 页 )

合对水稻的养分供应条件较好
;
长

:

处理的肥料组合中偏重于前
、

中期养分
,

由于没有
“

长

效肥慢
” ,

形成后期脱力
;
而长

:

处理 则因养分释放过程中偏于平均分配
,

未能符合中釉稻

生长过程中的需肥特性
,

故此两组长效肥的增产效果均不及长
。 。

长效碳馁在砂质土
、

保

蓄性差
、

容易漏水漏肥 的地区使用
,

增产效果明显
。

长效碳按虽能显著抑制碳按的挥发
,

但并未根本改变碳馁易于挥发的特性
,

其养分释放途径仍系气相外渗方式 〔魂〕 ,

故在深施

条件下更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

长效碳馁由于石腊沥青封面料用量不同而能制成多种不同释放速率的品种
,

可以进

行多品种组合搭配作为基肥一次施用
,

肥效基本上可 以持续到中釉稻的收获
。

这样
,

既

可节省分次施肥用工
,

又可达到经济用肥
,

更有利于水 田施肥作业机械化
。

长效碳按并不能代替有机肥料
,

如在绿肥的基础上与农家肥料配合使用
,

将能更好地

发挥其增产作用
。

此外
,

根据作物需肥特性
,

长效碳按有时尚需与其他普通氮肥配合使用
。

长效碳按确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化肥新品种
。

在这次试验过程中
,

普遍受到贫下

中农的欢迎
,

他们反映说
: “

长效肥
,

真正好
。

一次施
,

用工省
;
肥效长

、

损失少
;
稻苗壮

、

产

量高
。

碳按换新貌
,

科学实验就是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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