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0 1结果可 以看出
:

1
.

麦草亚按法制浆
,

在粗浆获得率为 5 4
.

5 %时
,

每生产一吨粗干浆
,

同时生产制浆黑

液肥料
,

折为固干的无机有机混合化肥是 1
.

04 吨 (内含活性有机碳量近 4 00 公斤
、

氮量 96
.

7

公斤
、

钾量 2 6
.

5公斤和少量磷等 )
,

为产浆量的 1 04 %
。

因此
,

采用亚按法制浆的纸厂 同时也

是一个化肥厂
。

黑液肥料中所含的氮量是制浆造纸过程中所用药品 (氨水与亚硫酸按 ) 的

归还
,

其中还含有机质和钾等
。

因此
,

亚按法制浆起着借氮肥增加有机肥和钾肥等的作用
。

2
。

用一吨亚硫酸按能生产近三吨粗干纸浆
,

这不仅可节约碱法造纸 的火碱 1
.

4 45吨
,

而且还兼产黑液肥料折为固干的无机有机混合化肥三吨多
,

因此
,

现在看来若是能生产亚

硫酸按的原料
,

不用于生产亚硫酸按
,

而用于生产硫酸按做为肥料
,

则是一个浪费
。

四
、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 )亚按制浆黑液
,

经过几年来对田间作物施肥试验
,

已证明在一般氮肥施用量下
,

对粮食
、

棉花等许多作物
,

不但没有毒害
,

而且生长发育茁壮
,

增产显著
。

因此
,

从施用黑液

对作物反应看
,

它是一种很好的无机有机化学肥料新品种
,

今后应该进一步对黑液肥料的

性质
,

施肥的技术 (包括施肥时期
、

数量
、

方式和方法 )和对各种作物施用效果等有组织
、

有

计划地进行深入系统的试验研究
,

为推广与指导黑液肥料合理的施用
,

提供科学的依据
。

(二 )黑液肥料是一种新品种
,

含有硫化物和大量有机物
,

施入土壤中耗氧量大
,

为了

弄清在稻田长期施用情况下
,

是否会产生 H
:

S对水稻产生毒害和如何最充分地发挥黑 液

肥效作用
,

需要在各种土壤中进行试验
,

研究黑液肥料在土壤中的转化与作物营养的关

系
,

对于今后推广和指导合理施用黑液肥料
,

都有重要的意义
。

(三 )小面积稻田施用黑液出现死鱼
、

青蛙蹦跳逃脱和蚂蛾爬
.

七田埂等现象
,

说明了施

用黑液肥料对田间动物是有影响的
。

需要在稻作区进行较大面积的使用黑液 肥 料 的 试

验
,

研究水稻作物的生态关系
,

观察施用黑液肥料与农业害虫和有益动物的关系
。

( 四 )为了避免亚按制浆黑液流失造成环境污染与肥料损失
,

除了对黑液要进行提取

回收外
,

还应该就地进行黑液在农业上的周年利用的试验研究
,

争取做到全部黑液合理

地归 田
。

亚 硫 酸 按 的肥 效 试 验 初 报
`

赵 时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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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和硫都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

氮可以 N H李形式
、

硫以 5 0 言形式被植物

所吸收
,

而 5 0 盲则不宜作为植物营养的硫源
,

因此在已往的文献中
,

没有见到关于用亚硫

* 参加本试 脸工作 的有姜东资与王连科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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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按做肥料的记载
。

亚硫酸按为白色结晶
,

呈针状或粒状
,

易溶于水
,

是强还原剂
,

性质很不稳定
,

容易被

空气所氧化而生成硫酸按和放出热量
,

潮湿空气和光线更将加剧氧化过程
,

所以在贮运过

程中
,

要特别注意密闭
,

以便避光和防潮
,

并且还要经常检查亚硫酸按堆里 的温度
,

不要和

易嫩物品一道存放
。

亚硫酸按与强酸溶液相作用会放出 5 0 :
气体

,

所以不能与过磷酸钙

混合施用
。

结合工业废气的除害处理
,

利用氨水吸收废气二氧化硫
,

可生产亚硫酸按或硫酸按
,

但生产亚硫酸按比生产硫酸按的工艺流程简单
,

硫的回收率高
,

因此较易推广
。

同时亚硫

酸按的用途广泛
,

主要是利用 5 0 言代替氢氧化钠制浆造纸兼产黑液肥料
,

但是
,

由于亚硫

酸按的性质很不稳定
,

容易被空气氧化而变质
,

因而影响亚硫酸按造纸工业的发展
。

若亚

硫酸按经试验后可做肥料
,

那么
,

变质的亚硫酸按及制浆造纸兼产的黑液都可用做肥料
,

这样就有利于中性亚硫酸按法造纸兼产黑液肥料工业的发展
,

同时又可大力支援农业生

产
,

防止环境污染
,

化害为利
。

因而提出了用亚硫酸按做肥料的试验研究
。

从 1 9 7 1年至 1 9 7 4年在河南省新乡县郝村大队的黄河冲积红粘土和二合土上
,

种植水

稻
、

棉花和春玉米等作物
,

以亚硫酸按为肥料进行了盆栽和田间试验
。

水稻田间试验每小

区间均设有田埂隔开
,

互不通水
。

一
、

秧田苗期追肥试验

1 9 7 1年在水育秧田上 以追施等氮遥的亚硫酸按与硫酸按做对比试验
。

小区面积为 0
.

3

分
,

追肥三次
,

每区共追施氮量 1 斤
,

重复三次
。

试验结果表明
,

两种处理 的秧苗
,

生育都

正常
,

长势也相似
,

肥效也相近 (表 1 )
。

表 1 拔 秧 期 采 样 观 测 结 果

追 肥 处 理 苗 高 《皿米 ) 叶 片 数 (片 ) 叶 宽 (厘米 )

丹U`.1已é
5.O

。

…
…

。 3
.

:

亚 旅 暇 按 3 4
。

1

6
。

1 2

6
。

1 0

1 9 7 2年是在水育秧田耕翻时
,

每亩撒施腐熟驴马粪五车作底肥的基础上
,

进行追施等

氮量的亚硫酸按与尿素的对比试验
。

前后共做两次
:
第一次小区面积为 1

.

6分
,

追肥三次
,

每区共施氮量 4
。

87 斤
;
第二次小区面积为 1

。

5分
,

追肥两次
,

每区共施氮量 2
。

8斤
。

试验均

重复三次
。

前后两次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表 2 )
。

表 2 第 一 次 试 验 拔 秧 期 采 样 观 测 结 果

苗 高 (厘米 ) 叶 片 数 《片 ) } 百株秧苗供 千重 (克 )

9
。

9 3

10
。

4

1 9 7 3年是在水育秧田每亩撒施半腐熟驴马粪五车作底肥的基础上
,

进行追施等氮量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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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硫酸按和硫酸按
、

尿素的对比试验
。

小区面积为 1
.

2分
,

追肥两次
,

每区共施氨量 1
.

95

斤
,

重复两次
。

试验结果表明
,

各处理 的秧苗生长正常
。

依据 t 值检定
,

各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 (表 3 )
。

表 3 拔 秧 期 采 样 测 定 结 果

{
苗

’

高 一… 十株秧苗宽度 .

}
百 株 , 苗 。 千 二 一

追 肥 处 理 }
_

} !

—
一 一

—
一

-

一一书一
一臀之一 {一巡塑

一

卜竺兰一{一
`

竺
-

硫 暇 饭 }
2` · 2 0 士 ”

·
59

{
连

·
0 7士 “

·
0 4

}
“ ·

7̀ 士 0
·

6 0
{

’ 00

晋 硫 _ 酸 彼 }
’ `

· ` , 士 0
·

7`
{

3
· 。` 士 o

·
0`

}
6

·
, 0 士。 ·

0 5

{
。 2

· `

尿
_

索
.

1
2` ·

6 0 土 ` ·
3 0

:

! “
·

8 7 士”
·

0 0 ! “ ·
2 3士 0

·
0 7

l ee止{
.

8

* 一

卜株秧苗宽度
: 系侧 定秧苗墓部距 根 1厘米处的宽度

.

二
、

水稻本田生长期追肥试验

1 9 7 1年曾进行水稻追施等重量亚硫酸按与碳酸氮按对比试验
,

试验地选在新改稻一

年的稻田上
,

前茬为大麦
,

每亩施草肥 (麦秸圈粪堆肥 )六千斤作底肥
,

6 月 4 日插秧
。

试

验处理分三次追施等重量的亚硫酸按 (含氮 2 0
.

4 % )和碳酸氢按 (含氮 1 6
.

8% )两种
。

每次

用量为每亩 40 斤
,

共施 1 20 斤
。

两种处理相邻排列
,

重复两次
,

重复 1 的小区面积约为。
.

2

亩
,

重复 2 的约为 0
.

4亩
。

1 9 7 2年所进行的水稻追施等氮量亚硫酸按与尿素对比试验
,

其试验地设在改稻两年

的稻田上
,

前茬是大麦
,

未施底肥就整地
,

于 5 月 31 日插秧
。

试验处理分三次追施等氮量

的亚硫酸按和尿素两种
。

每次施氮量是每亩 9
.

2斤
,

其中第三次追肥
,

由于缺少亚硫酸按
,

故全部试验均施用尿素
。

小区面积
:
尿素区平均为。

.

22 亩
,

亚硫酸按区为 0
.

37 亩
。

两处理

区相隔排列
,

重复两次
。

19 7 3年又进行水稻追施等氮量亚硫酸按与硫酸按对比试验
,

试验地为新稻田
,

前茬是

小麦 (原为棉田 )
,

小麦收后
,

每亩撒施草圈粪三车作底肥
,

于 6 月 23 日插秧
。

试验处理分

两次追施等氮量亚硫酸按和硫酸铁两种
。

每亩追施氮量第一次是 9 斤
,

第二次是 6 斤
,

共

15 斤
。

小区面积约为 0
。

7亩
,

两处理相隔排列
,

重复三次
。

表 4 水稻追施亚硫酸铁与追施碳酸氮按
、

尿素
、

硫酸铁的肥效对比试验

1 9 7 1 年 1 9 7 3 年

“ , ` ,

…
亚 ` , 。

硫 故 傲 亚硫酸按l
一

(厘米 )

(穗 /穴 )

(厘米 )

(粒 /秘 )

(克 )

1 2 1
。

3士 0
。

5 0

1 9
。

2 0士 0
。

6 5

1 2 2
。

7士 3
。

1 5

2 0
。

7 5士 1
。

0 5

1 0 8
。

2士 I
。

5

1 9
。

0 7士 1
。

3 3

1 7
。

5 9士 0
。

2 1

1 1 4
.

4士 2
。

6

17
。

9 8士 0
.

0 8

17
。

2 7士 0
。 1 8

千 粒 重

8 3
。

4士 3 。
7 5

2 4
。

8 6士 0
。

7 2

9 0
。

1士 1 0
。

0 4

2 4
.

9 5土 0
。

3 3

数高数长株德穗粒

2 5
。

5 4 士 0
。

1 3 2 6
。

19士 0
。

1 1

川州
11

.

稻谷产 皿
(斤 /亩 )

(% )

1 1 3 7
。

5土 7
。

5

1 0 0

1 2 1 4 。
0士 8

。
0

1 0 6
,

8

7 5 3
。

0 土 1 0 7 7 6
。
5 土 27

。 8

10 3
。

1

从以上的试验结果表明
, 1 9 7 1年水稻追施碳酸氢按和亚硫酸按后

,

三天左右稻叶颇色

3 1 1



就转绿见效
。

7 月 2 9日第三次追肥时
,

施碳酸氢按的稻叶颇色已经退绿
,

而施亚硫酸按的

稻叶仍是绿色
,

成熟期延迟 5 天
,

稻谷产量高 6
.

8 % (表 4 )
,

折合每亩增产 76
.

5斤
。

这个差

异经显著性测定 t 值为 6
.

9 3
,

P < 0
.

05
,

所以增产显著
,

不过这些差异可能与亚硫酸按区

多施氮量有关
,

但初步说明亚硫酸按可以当作一种氮肥
。

1 9 7 2年及 1 9 7 3 年的对比试验表现出水稻植株生育良好
,

各处理之间的差异不 明 显

(表 4 )
。

稻谷产量 的差异经显著性测定结果
:

1 9 7 2年求得 t 值为 1
.

“
,

P > 0
.

05
,

1 9 7 3年

求得 f 值为 1
.

0 3 ,

P > 。
.

05
,

这两年所进行的试验差异均不显著
。

由以上的追肥对比试验

说明在水稻上亚硫酸按的肥效与尿素
、

硫酸按的肥效相似
。

三
、

水稻盆栽施用亚硫酸按试验

试验采用有釉的陶瓷培养盆
,

直径为 28 厘米
,

高为 30 厘米
,

内装 35 市斤风干 的黄河冲

积二合土
。

每盆施过磷酸钙 4 克作底肥和 3
.

5克作追肥
,

氮肥处理有
:

对照 (不施氮肥 )
、

亚

硫酸按和硫酸按三种
,

每处理重复三次
。

后两种处理的氮肥用量是每盆纯氮 2 克
,

底肥与

追肥各半
,

追肥分两次施入
,

每次每盆都是 。
.

5克
。

于 6 月 16 日插秧
,

每盆栽 5 穴
,

每穴 5

株
,

品种为珍珠矮
。

在 9 月 27 日收获
。

亚硫酸按处理所生长 的水稻比对照 的叶色浓绿
,

基部叶片死得晚
,

抽稚迟 4 一 5 天
,

有效分集多
,

总穗数多
,

每穗粒数多
,

稻谷产量提高近 2
.

5倍
;
与硫酸按相比

,

水稻植株性状

及产量都相近
。

试验结果说 明亚硫酸按与硫酸按的肥效相似 (表 5 )
。

表 5 施用亚硫酸铁对水稻产 t 的影响 (盆栽试验
,

19 74 年 )

成 熟 期
( 日 / 月 )

稻 谷 产 且

克 /盆

重粒克千总 称 数
( 秘 /盆 )

拉 数
(位 /称 )

高)

魔米
株(

OR
叹」
口
``J口.

j,ú,̀

…
乃”二,,曰尸合弓̀,曰

`.山,工

照

酸 按

琉 酸 梭

6 8
。

2

9 7
。 0

1 0 8
。

7

2 1 。
2

2 0
。

4

2 0
。

7

1 5 / 9

2 4 / 9

2 4 / 9

一一
一IU,自一ó

一对硫亚

注 : 施用 的亚硫胶性 系 2 6% 的液体亚硫液按
。

四
、

棉花
、

春玉米追施亚硫酸按与硫酸按对比试验

1 9 7 4年在棉花试验田及小麦套种春玉米地里曾进行追肥对比试验
,

棉花试脸田里每

亩施四车草肥
,

30 斤棉仁饼和 50 斤钙镁磷肥作为底肥
。

追肥处理有亚硫酸按及硫酸按两

种
,

分三次追施
,

第一及第三两次每亩追施氮素 4
.

2斤
,

第二次每亩追施棉仁饼 30 斤及氮素

8
.

4斤
,

每亩共追施纯氮 1 6
.

8斤
,

每处理重复两次
。

小区面积为 0
.

96 亩
,

品种为 40 一 S A
,

于 4 月 10 日播种
,

5 月 4 日定苗
,

8 月 31 日开始收花
。

试验结果表明 (表 6 )
,

追施亚硫酸

按的棉株略高
,

亩产籽棉为 4 6 0
.

8斤
,

与追施硫酸按的45 8
.

2斤相似
。

表 6 棉花追施亚硫酸按与硫酸铁的对比试验

籽 棉 产 童
追 肥 处 理

(厘米 ) 《厘米 ) 气个 /株产 斤 /亩

nónU内̀月了

:
硫 酸 俄

亚 硫 酸 钱

10 6
。

0

l ] 6
。

7

18
。

7

18
。

6

4 5 8
。

4 6 0
。

1 0 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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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套种春玉米地里
,

在头年秋耕种麦前每亩撤施草肥 4 车
,

钙镁磷肥 50 斤作底肥
。

追肥处理有两种
,

分别每亩追施氮素 16 斤的亚硫酸按与等氮量 的硫酸按
,

每处理重复两

次
,

相隔排列
,

小区面积为 。
.

8亩
。

于 4 月 8 日播种
,

在拔节期
、

抽雄前和开花期进行三次

追肥
,

开浅沟条施
,

首末两次每亩追施氮素 4 斤
,

中间一次每亩追施 8 斤
。

于 8 月 17 日收

获
,

追施亚硫酸按的籽粒亩产 7 2 3
.

8斤
,

追施硫酸按的为 7 0 7
.

2斤
,

两者籽粒产量相近
。

五
、

结 语

( 1) 1 9 7 1一 1 9 7 4年在河南新乡县黄河冲积的红粘土和二合土上
,

种植水稻
、

棉花和春

玉米等作物
,

进行盆栽和田间施用亚硫酸按做肥料试验
。

从四年来各作物试验的结果看
,

作物施用亚硫酸按后见效快
,

生育良好
。

其肥效大小与硫酸馁
、

尿素等氮肥相近
。

所 以
,

亚硫酸按可做为肥料
,

而且是一种速效性按态氮肥
。

这就为推动亚按法制浆造纸与兼产

制浆黑液肥料工业 的发展
,

提供了初步依据
。

( 2) 我国土地广阔
,

各地气候悬殊
,

土壤类型不一
,

作物种类繁多
,

耕作制度复杂
。

因

此亚硫酸按的肥效试验在现有的基础上
,

还需要进一步在我国各地广泛地进行试验研究
,

是很有必要的
。

( 3) 亚硫酸按施到土壤后
,

在有氧的条件下
,

受土壤里的化学和生物等作用
,

可能很

快地把 5 0 落氧化成为 5 0 蓄
。

但在土壤缺氧的条件下
,

5 0 百可能被还原为 H
:

S
,

对植物产生

毒害
。

因此今后应结合研究亚硫酸按在不同土壤中的转化及其与作物营养的关系
,

以便

合理施用亚硫酸按肥料
。

钥 肥 肥 效 试 验

江 西 省 农 科 所 上 肥 系

铂是构成植物体的必需 的营养元素
,

虽然植物需铂量甚微
,

但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却必

不可少
,

而且不能替代
。

近年来
,

随着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
,

有关铂肥 的施用研究也越来

越深入广泛
。

为探索铂肥在江西省土壤条件下对农作物的增产效果
,

近两年我省各地相

继进行了铂酸按的施用效果及施用方法试验
,

现汇总各地材料
,

作一简要报导
。

一
、

相肥施用的增产效果

二年来
,

各地用铂酸馁肥进行试验的作物有水稻
、

大豆
、

花生
、

紫云英
、

油菜
、

蕃茄
、

黄

瓜等
。

供试肥料系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及赣州精选厂所提供
,

现将各地试验处理及结

果列于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施有铂肥的处理总计 4 9例
,

除 2 例 (水稻
、

大豆各一例 )减

产外
,

其余均增产
。

从整个试验情况来讲
,

可以看出
:

1
.

相肥施用于供试 的各种作物
_

L均表现出一定的增产效果
,

而尤以豆科作物 较 显

著
。

钥能促进根瘤菌及其他固氮微生物对空气中氮素的固定
,

使固氮能力大大提高
.

如缺

铂时
,

固氮作用受阻
,

植株表现出缺氮症状
,

叶色黄绿
、

生长矮小
、

根瘤不发育
。

从峡汀
一

县

3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