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一克 )
,

每亩种植 2 5 0 0株玉米
,

相当于每亩地施用硫酸锌 0
.

5 斤
。

其他管理与对照完全一

样
。

6 月 20 日播种
,

10 月 6 日收获
,

试验结果见表 5
。

从联合大队的两块地试验中皆看出
,

施硫酸锌后有防止倒伏和防止叶片早枯的作用
,

并有明显增产效果
,

增产幅度为 8
.

0一 1 8
.

2 %
,

因此可以继续扩大进行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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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性砂质土上锰肥对小麦的增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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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锰是植物正常生长不可缺少的微量营养元素
。

土壤 中锰的供给情况决定 于 土 壤 条

件
,

其中土壤 p H 值
、

氧化还原电位和通气性的影响最大
。

含碳酸钙较多
、

质地轻的碱性

土壤
,

锰的有效性较低
。

江苏省徐州
、

淮阴地区大部分土壤为故黄河及淮河冲积物发育
.

的石灰性砂质土
,

这种土壤质地轻
,

通气性良好
,

呈硷性反应
,

锰的供给可能不足
。

小

麦对锰的需要量较大
,

属于对锰 比较敏感的作物
。

所以
,

从 1 9 7 3年起
,

我们在江苏省铜山

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进行了小麦施用锰肥的田间试验
,

现将试验的初步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锰肥的增产效果

为了探索锰肥的增产效果及利用含锰废渣作为锰肥的可能性
,

1 9 7 3年秋在孟庄四队

的沙土上进行了小麦田间试验
。

试验地前作为玉米 , 小区面积为。
.

05 亩
,

重复三次
,

随

机排列 , 供试 品种为 2 4 1 1 ( 鲁滕 1 号 ) , 试验地每亩施土杂肥 5 0 0。斤
、

棉籽饼 40 斤
、

过

磷酸钙 50 斤作基肥
,

并 以硫酸按 20 斤作种肥
。

73 年 12 月 19 日每亩追施尿素 5 斤
,

74 年 3

月 5 日追施碳酸氢按 25 斤
, 3 月 17 日追施硫酸按 20 斤

。

硫酸锰每亩用量为 2 斤 ; 含锰废

2 1 7



渣为锰矿的下脚料
,

含锰约 10 %
,

每亩用量分别为 5 斤
、

10 斤
、

20 斤
。

锰肥的施用方法

是将硫酸锰或锰废渣与硫酸按混合均匀后作种肥施入
。

除锰肥外
,

各试验处理均施同样

数量的基肥及追肥
。

1 9 7 3年 10 月 2 日播种
,

以条播方式每亩播种 26 斤
,

行距 20 厘米
。

1 9 7 4年 6月 10 日收获
。

试验结果 (表 1 )表明
,

小麦施用锰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其中以每

亩施用 2 斤硫酸锰效果最好
,

每亩增收小麦 1 08 斤
,

增产 2 2
.

6 %
。

试验结果用统计方法

测定显著性
,

达到显著水平
。

施用锰废渣的每亩增收小麦 50 一 84 斤
,

增产 1 0
.

5一 1 7
.

6 %
,

其中以每亩施 5 斤锰废渣的最好
,

也达到显著水平
。

表 1 197 3

—
197 4 年

小 区 产 量

(斤 )

折 合
亩 产

(斤 )

显 著 性 漪 脸

著著显显

对 照

硫 酸 锰 2 斤 /亩

锰 废 渣 5 斤 /亩

锰 废渣 10 斤 /亩

锰 废渣 2 0 斤 /亩

2 3
。

9 士 2
。 3

2 9
。

3 土 1
。

2

2 8
。

1 士 1
。

2

2 6
。

4士 2
。

5

2 7
。

1士 1
。 4

t = 3
。

6 9 9
,

P < 0
。

0 5

t = 2
。

8 7 6
,

P < 0
。
0 5

t 二 1
。

2 9 5
,

P > 0
。

0 5

t , 2
。

0 7 8
,

P > 0
。

0 5

,

不显着
,

不显著

ù侧曰也ō汀
108“··

一
Oé几匕,翻00,̀片了ǐ吕舟O,ó J,J,亡é幼亡护勺亡口

为了再次证实锰肥的效果
,

并确定小麦施用锰肥的最适用量
, 1 9 7 4年秋继续在孟庄

一队的砂壤土上进行了小区试验
。

试验地的前作为大豆
,

小区面积为 0
.

10 亩
,

重复 4 次
,

随机排列
,

供试品种为矮丰 3 号
。

试验地每亩施土杂肥 3 0 0 0斤作基肥
,

每亩以过磷酸钙

50 斤
、

豆饼 30 斤
、

硫酸按 10 斤作种肥
。

锰肥用量分别为每亩 1斤
、

2 斤和 4 斤硫酸锰
,

作种肥施入
。

75 年 3 月 15 日每亩追施尿素20 斤
, 4 月 8 日追施硫酸按 15 斤

。

74 年 9 月 29 日

播种
,

以条播方式每亩播种22 斤
,

行距 20 厘米
,

75 年 6月 7 日收获
。

试验结果再次证实

锰肥对小麦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表 2 )
,

每亩增收小麦 73 一 82 斤
,

增产 1 5
.

7一 1 7
.

7 %
。

试验结果经统计均达到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水平
。

表 2 19 74

—
19 7 5 年

二
…

“

丫
’

1影
对 服

硫 酸 锰 1 斤 /亩

硫 酸 锰 2 斤 /亩

硫 酸 锰 4 斤 /亩

4 6
。

4 士 2 。 l

5 3
。

8 士 4
。 2

5 3 。
7 士 3

。

0

5 4 。
6 士 3

.

0

…
}

1
” 3 7

」
匕立巴』

小 区 试 验 结 果

一

器
{
琴

一

……
’ 验

7 4

…
1 6 . 。

…
: = 3

一 2
,

:一
,

,
`二 _

,

7 3
{

` 5
·

7

…
’ 二 3· 9 8 9, 尸 < 0 · 0 ` ,

”醉
了显考

名2 }
1 7

· 7

】t 二 ` · 2 4 8
,

F < 0
·

o `
,
斗卜常 显著

为 了验证 1 9 7 3一 1 9 7 4年小 区试验的结果
, 1 9 7 4年秋分别在孟 庄大队一队和六队进行

了锰肥的小麦大田对比试验
。

试验地的前作均为大豆
。

一队的两块试验地每亩施土杂肥

3 0 0。斤作基肥
,

并以每亩 1 0 0 0斤土杂肥和 30 斤过磷酸钙作种肥 , 六队试验地未施基肥
,

仅

以每亩 2 0 0 0斤土杂肥和 30 斤过磷酸钙作种肥
。

三块试验地均以每亩25 斤碳酸氢按追肥一

次
。

每亩硫酸锰用量为 2 斤
,

与种子混合
,

在播种时随种子施入
。

分别在 74 年 10 月 8 日
、

10

月 1 1日
、

1 0月 1 3日用楼精播种
。

7 5年 6 月 6 日
、

6 月 2 日
、

6月 5 日收获
。

试验结果每亩

2 18



增收小麦2 5一4 7斤
,

增产 6
.

9一 1 5
.

2 % ( 表 3

表 3 197 4

—
19 75 年 大 田 对 比 试 验 结 果

一一酸一一酸一

处一对一硫一对一硫一对
积)一一一

试 验 号 土 壤 质 地 供试 品种
(亩 )

孟 庄 一 队 砂 壤 上 丰产 3 号

孟 庄 一 队

(梨园 )

…产 ,

处 理 l

{ (斤 /亩 )

.

卫 一
- 一

逻匕卜
~

些生
一

~

硫 酸 锰 }
对 照 }

2 92

徐 州 1 4号

孟 庄 六 队 泰 山 1 号
硫 咬 锰 } 3 5 7

…
一

汀…’ 扩

…
一、 一

…二
-

}丁应
…一…

一

、
2

二
、

徐淮地区土壤中锰的供给状况

植物能吸收利用的锰包括代换态锰和易还原态锰
。

在石灰性土坡中含有 2一 3 PP m 代

换态锰和 1 00 p p m 易还原态锰
,

便可满足植物正常生长的需要
。

孟庄大队地处铜山县东南部
,

土壤为黄河冲积物发育的石灰性砂质土
,

土壤质地为

砂壤质到砂质
,

土壤呈硷性反应 ( p H S一 8
.

5左右 )
,

通气性良好
,

在徐州
、

淮阴地区有

一定的代表性
。

从孟庄大队 14 个表土分析的结果来看
,

代换态锰含量为 O一 2
.

2P p m
,

平均 O
.

4 PP m ;

易还原态锰含量为 15 一 6 5P mP
,

平均为 3 6 p p m
。

有 8 个表土不存在代换态锰
,

3 个表土为

痕迹
。

易还原态锰的含量也远远低于植物正常生长所需的数量
,

这说明土壤中锰的供给

是不足 的
。

小麦对锰肥的良好反应
,

证实了土壤分析的结果
。

另外
,

我们还分析了徐州
、

淮阴地区 33 个表土中锰的含量
,

其中代换态 锰 含 量 为

o一 7
.

2 p p ; n ,

平均为 1
.

o p p m , 易还原态锰含量为 1 5一 9 8 p p m
,

平均为 5 2 p p m
。

这说明徐

州
、

淮 阴地区的石灰性砂质土中
,

锰的供给是不足 的
。

三
、

结 语

1
.

两年来的小区试验及 38 亩大 田对比试验证明
,

锰肥对小麦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每

亩增收小麦 25 一 1 08 斤
,

增产 6
.

9一 2 2
.

6 %
。

硫酸锰每斤售价 0
.

42 元
,

每亩用量按 2 斤计

算
,

成本仅 0
.

84 元
,

经济效益是比较大的
。

施用锰肥是一种用量少
、

成本低
、

施用方便
、

增产增收的有效措施
。

2
。

含锰废渣对小麦也有明显增产效果
,

可以作为锰肥使用
,

是一种廉价的肥源
。

含

锰废渣当作肥料施用也是工业支援农业
、

开展综合利用的一个途径
。

3
。

硫酸锰作种肥施用时
,

用量以每亩 1一 2斤为好
。

4
.

土壤分析结果表明
,

江苏省徐州
、

淮阴地区大面积的黄河
、

淮河冲积物发育的石

灰性砂质土 中
,

锰的供应是不足的
,

施用锰肥可能有效
,

建议在多 点 试 验 后
,

加 以推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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