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量元素肥料介绍

锰 肥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微量元素组

锰是植物正常生长所不可缺少的微量营养元素之一
。

在 已知的几种微量元素中
,

土

壤中锰的供给情况受土壤条件的影响最为突出
,

植物缺锰现象也较为普遍
,

在缺锰的土

壤上施用锰肥 的效果良好
。

粮棉油糖等作物以及果树
、

蔬菜等对锰肥都有一定的反应
,

施锰肥可使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
。

按土壤类型和土壤条件而论
,

锰肥的有效地区是很辽

阔的
。

可以相信
,

随着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不断深入
,

锰肥和其他微量元素肥料的应用
,

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

今就锰肥的种类
、

施用条件和施用枝术简单介绍如下
,

以供参考
。

一
、

锰 肥 的 种 类

锰肥的种类很多
,

例如可溶性锰肥
、

含锰的常量元素肥料和含锰 的工业废渣等
。

可

溶性锰肥是最常用的锰肥
,

例如
:

硫酸锰 ( M n S O
4 ·

3 H
:
O ) 含锰 ( M

n )量为 2 6一 2 8%

碳酸锰 ( M n C 0
3
) 含锰 ( M

n )量为 3 1%

抓化锰 ( M n C 1
2 ) 含锰 ( M n )量为 1 7%

氧化锰 ( M n O ) (溶解度很低 ) 含锰 ( M
n )量为 4 1一 6 8%

整合锰 (例如 M n E D T A ) 含锰 ( M n )量为 1 2%

其中以硫酸锰为最常用
,

各种锰肥的效果大小
,

可以排列成下列顺序
:

硫酸锰 > 抓

化锰 > 碳酸锰 > 氧化锰 > E D T A 锰
。

除了可溶性锰肥 以外
,

常将锰盐加入常童元素肥料中
,

以常量元素肥料作为载体制

成含锰的混合肥料
。

例如将锰加入过磷酸钙或磷酸按等肥料中
。

锰与这些磷肥形成溶解

度较小的磷酸盐
,

成为缓效性锰肥
,

能够缓缓地释放出二价锰
,

既可以防止锰的氧化
,

又可

以避免淋洗损失
。

此外
,

含锰玻璃肥料也是缓效性锰肥
。

整合态锰肥 (例如 M
n E D T A )

是人工合成的鳌合剂的锰盐
,

是有机态锰肥
,

由于价昂
,

还不能普遍应用
。

某些工业废渣 ( 下脚料
、

炉渣等 ) 含有一定数量的锰
,

可以作为锰肥使用
,

一方面

节约了锰的化合物 ( 都是化工原料 )
,

另一方面又可化废为宝来支援农业生产
。

化工厂
、

冶炼厂
、

选矿厂的含锰废渣都是可利用的肥源
。

有的化工厂 的下脚料含锰达 10 %
,

基本

上都可以被植物吸收利用
。

钢铁厂 的炉渣常含有锰
,

例如
:

碱性转炉炉渣 含锰 ( M n) 量为 2一 4% ( 25 一 50 斤含 1 斤锰 )

平炉炉渣 含锰 ( M n) 量为 4一 6% ( 15 一 2 5斤含 1 斤锰 )

炼铁高炉炉渣 含锰 ( M n) 量为 1一 2% ( 50 一 10 0 斤含 1 斤锰 )

前两种常做为磷肥使用
,

炼铁炉炉渣也有人作为石灰物质使用
,

都能够提供锰来满

足植物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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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需 要 锰 肥 的 作 物

锰在植物光合作用和氧化还原过程中
,

以及酶系统和维生素的活动中都有重要作用
。

在植物进行硝态氮营养时
,

锰起着还原剂的作用
,

在进行氨态氮营养时又是氧化剂
。

锰

对固氮作用有良好影响
,

并使根瘤重量增加
,

这种情况说明锰在植物代谢过程中的重要

性
。

试验证实
,

小麦
、

大麦
、

燕麦
、

玉米
、

小米
、

马铃薯
、

红薯 (山芋 )
、

棉花
、

花生和

油菜等作物施用锰肥后都有增产效果
,

紫云英
、

若子
、

首楷
、

田著
、

甜菜
、

烟草等作物

对锰肥都有良好反应
,

苹果
、

桃和葡萄等 的缺锰症状分布得也很广泛
。

这些情况可以说

明锰肥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是有广阔前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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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需 要 施 用 锰 肥 的 土 壤

土壤中锰的供给不足的原因有二
,

有的是由于土壤含锰过少
,

有的则是不 良的土壤

条件降低了锰的可给性
,

使土壤中的锰成为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的状态
。

土壤中的全锰

含量比其他微量元素高
,

根据现有资料
,

我国土壤的含锰量是 47 一 3。。 o p p m ,

平均含量

是 7 1 o PP m ,

因土壤含锰过少而引起的缺锰现象可以说是很少的
,

植物缺锰主要是受土

壤条件的影响
。

土壤中的锰是以二
、

三
、

四等几种原子价的离子或化合物存在的
。

植物吸收利用的

是二价的锰离子
,

水溶态锰和代换态锰便是二价锰离子
。

易还原态锰是容易还原的三价

锰的氧化物 ( M
n Z
O

3
)
,

还原成 二价锰后 才能够被植物吸收利用
。

四价锰是惰性的氧化

锰 ( M
n O

:
)
,

二氧化锰老化以后几乎不再参与土壤中锰的循环
。

二
、

三
、

四价的锰保持

着平衡状态
,

这种平衡主要受土壤酸度和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

如下图所示
:

氧化

代换态锰于~
全 M n O

Z · n H
Z
O

一
M

n O :

( M n Z +

) 还原 ( M
n ` 十

)

氧气 还 /
化 、 原 /
M

n Z O
。 · n H

Z
O

( M
n 3 十

)

电位愈低
,

即强度还原条件下
,

二价锰也就愈多
。

平衡系统的氧化趋势
,

在 p L10 一 8

的范围里因 p H 值的增高而增强
,

二价锰氧化成为三价锰和四价锰
。

三价锰一般存在于

p H 7上下
, p H S 以上则形成了稳定的二氧化锰

。

所以在酸性土壤中二价锰 ( 水溶态锰和

代换态锰 )较多
。

疏松的质地
、

良好的通透性
、

高的氧化还原 电位和碱性的土壤反应是

降低锰的可给性的土壤条件
。

植物缺锰多发生在质地较轻的石灰性土壤上
,

缺锰土壤的

p H 值一般大于 6
.

5
。

根据这种情况
,

可以设想在我国北方
,

锰肥的有效地区可能是很

辽阔的 ( 例如黄淮海地区
,

黄土高原等 )
。

在南方的酸性土壤上
,

过量施用石灰
,

使土

壤 p H 值升高到 p H 6
.

5 以上
,

可能形成
“

诱发性缺锰
” ,

这时
,

施用锰肥也可能是有效
.

的
。

此外
,

钙
、

镁
、

铁与锰离子之间有拮抗作用
,

存在大量的钙
、

镁
、

铁
,

有时也会造

成植物的缺锰现象
,

施用锰肥会有一定的效果
。

四
、

锰 肥 的 施 用 技 术

锰肥的施用方法有几种
,

可作为基肥或追肥
,

也可作种子处理和根外追肥 (喷施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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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锰肥直接施入土壤是最常用的施肥法
。

可溶性锰肥
、

缓效性锰肥
、

含锰的常量元

素肥料和工业废渣都可以用做基肥
。

可溶性锰肥可以用作基肥
、

追肥
、

或进行种子处理

与根外追肥
。

工业废渣和缓效性锰肥只宜作为基肥
。

可溶性锰肥施入土壤以后
,

可能迅

速转化成高价锰而不易被植物吸收
,

所以要注意施用方法
。

一般与生理酸性肥料混合均

匀后条施或穴施
,

有助于使锰肥保持对植物有效的形态
。

用量视作物种类
、

土壤酸度
、

土

坡质地和有机肥用量而不同
,

常用量是每亩 2一 8斤硫酸锰
,

质地轻的石灰性土壤有时需

要较高的施用量
。

种子处理可以用浸种或拌种方式进行
。

浸种时用。
.

05 一。
.

1%的硫酸锰溶液
,

浸种 12

一 24 小时
,

种子与溶液的比率约为 1 : 1
。

拌种时浓度可以加大
,

溶液体积应减小
,

或者用少

量水将硫酸锰溶解后喷洒到种子上加以搅拌
,

使种子上均匀地沾有一层肥料溶液
,

阴干

后播种
。

种子浸种处理很节约肥料
,

但在土壤十分千燥时
,

浸种会影响出苗
,

不如拌种

安全
。

根外追肥是直接向植物喷施
,

而不是向土壤施肥
,

能够避免不 良的土壤条件对肥效

的影响
。

根外追肥可以在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一次或多次进行
,

用量比施入土壤少
,

很

节约肥料
。

对一般作物来说
,

每亩喷施 0
.

05 一 0
.

1%硫酸锰溶液 30 一 50 升
,

视植株大小

而异
,

通常以叶片的两面都已湿润为足量
。

喷施在无风的晴天下午到黄昏前进行
,

使叶

片在夜间仍能保持湿润状态
,

有利于植物的吸收
。

根外追肥一般以苗期
、

生长盛期或花

前期为最适宜
,

对于冬季绿肥宜在春暖后立即喷施
。

不论种子处理和根外追肥
,

植物吸

收的肥料都比较少
,

可能不敷作物整个生长期的需要
,

将这两种施肥法配合进行
,

常能获

得满意的增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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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保护植被
,

充分利用新垦地和幼龄茶园

林木和草带可拦蓄雨水
、

保水保土
,

亦是茶园有机肥的来源
。

据测定
,

有林地比无林

地保水作用大 2一96 倍
,

水土流失极微
。

所以
,

保护自然植被
,

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

垦辟

茶园时
,

园边
、

路边不妨碍操作的林木
、

植被应尽量不砍伐
,

不破坏
;
陡坡地带以及同农田

、

村落交界处
,

可不开梯层
,

尽量保留一定面积的草带或种植林木等
,

以防止水土冲刷
。

同

时
,

应充分利用茶园的梯壁
、

路边
、

沟边和坡荒地
,

大种绿肥和经济林木
。

梯壁种植葡甸性

绿肥 (爬地兰
、

野牡丹
、

娱蛤草
、

野花生
、

日本草等 )可起到固梯
、

护坡
、

取肥的作用
。

种爬地

兰 的梯壁比未绿化的梯壁减少土壤冲刷 32
.

6%
,

而且每亩每年可割青 1一 2次
,

收茎叶一

千余斤
,

作基肥埋入茶园能使茶叶增产 40 %左右
。

此外
,

还可利用路边
、

沟边
、

路坡种植多

年生绿肥如紫穗槐
、

金光菊
、

三尖叶猪屎 豆
、

福马豆 (马里种 )等
,

一次种多年利用
,

也可与

林木
、

果树间种
,

既绿化茶园
,

又有经济收益
。

新垦山地茶园由于破坏了旧有植被
,

翻动表土
,

土壤裸露
,

土城有机质分解损失很严

重
。

据定点观测分析
,

开垦后第二年
,

O一20 厘米土层内有机质由1
.

79 %减为 1
.

19 %
,

损失

0
.

6% ;
全氮量从 0

.

07 2 %减为 0
.

0 49 %
,

损失 0
.

0 23 %
。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应引起重视
。

对于新垦茶园和幼龄茶园
,

应采取铺草覆盖
,

或遮 阴树等措施
,

以减少有机质分解和防止

水土流失
,

同时应加强施肥管理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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