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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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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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 种 作 物 施 用 铂 酸 铁 肥 后 的 增 产 效 果

试脸单位 {供试土雄 }试脸面积 }试 脸 处 理
产 盈
《斤 /亩 )

增产
( 斤 )

增产率
( % )

备 注作物

下
3 1 4



试脸单位 ! 供试 土族 }试脸面积 试 脸 处 理
产 t
( 斤 /亩 )

增产
( 斤 )

增产率
( % )

备 注作钧

2.24.5. 1 07.82.3:.一:.8.’4.7.51
11122

一

2

. 州地 区

农科所
小区面积

0
。

04亩
重复三 次

21 4
。
8

12 9
。
3

137
。

0

315
。
8

14 2
。
6

147
。

1

初花期喷施对 欣

每 亩种籽用 1克相限按拌种

每亩种籽用 3 克相吸彼拌种

每亩种籽用 5 克相成 彼拌 种

每亩种籽用 1 0克相酸按拌种

O
。

1%相酸按溶液喷施 ( 5 克 /亩 )

每亩种籽 用 5 克相酸 筱拌种
,

5

克 (0
。

1% )喷施

对 服

每亩种籽用 1 克相酸彼拌种

每亩种籽用 3 克相酸俊拌种

每亩种籽用 5 克铂酸俊拌 种

每亩种籽用 10 克铂酸按捧种

15 1

于都县 农
科所

第四纪红
集

小 区面积
O

。
0 4亩

,

重复三次

2 0 8
。
8

2 1 4
。
2

2 17
。

2

2 12
。
9

2 3 6
`
3

…
!

1
.

!
llar卜

硫黔
对 服

0
。
0 2 % 翎酸恢溶液喷 施 (1 克 /亩 )

。
。
0 6% 相成筱溶液喷施 (3 克 /亩 )

0
。
1 %相酸位溶液喷施 (5 克 /亩 )

O
。
2% 相酸梭溶液喷施 ( 10 克 /亩 )

18 5
。
0

1 9 6
。
3

2 1 0
。
0

1 9 7
。
1

2 0心
.

3

均在花期喷
施

一一
…
一

lwe,eewelsesesese二leell万

,人ó吕

一,.月O一
目O月电一̀上,臼一

一一

l一
辈…` ,

县 “

}, ,
红 ,

: …
” ,

`

…
” 砂质

小区面积
0
。

3 6 6亩
对

每亩种籽用 5克相酸 按拌种

。` .

7

…
5 2

.

3

对服为 1 67
尺 : ,

施相

为 13 3尺 z

盛花期喷施

5
。
3

余江县农

科所
红 城 小 区面权

1 / 4 0亩

对 照

O
。
0 5% 相成按 溶液喷施

( 2
。
5克 l亩 )

对 照

O
。
0 5 % 相敌校溶液喷施

6 6* *

94
。
5林

盛花期喷旅
二 次

不卜卜||

|
|
`

省农科所
土肥系

红城砂质 小 区面积
0

。
0 2 5亩

,

宜复二次

对

1%相酸按溶液及种 3 小时

1% 相酸按溶液径种 7小时 + 礴钾肥 {2 6 68

对 照

1 % 相成梭溶液浸种 8 小时

222 22 9
。

2*** 1 8 4
。
444 8

。
333

222 4 13
。
6*** 4 3 9

。
666 1 9

。
777

222 6 68
。

8*** 6
。
000 1 3

。 `̀

444 4
。

4帕帕 1 8
。
111 4 0

。
888

555 0
。

4* *******

666 2
。
5* *******1% 相酸彼溶液浸种 7小时 十 礴钾肥

①各处 理以
尿素 1 0 斤 l

亩作 羞 肥
,

1 0 斤 /亩 作
遭肥 . ② .
肥为钙 镁礴
肥

,

每亩招
40 斤

,

钾肥
为抓化钾每
亩施 10 斤

,

礴肥和一 半
钾肥 拌 种

,

另一半 钾肥
冬至前后 招
用

。

***8
1匕已石

*

…
óU自0品舀自O幽U自D内舀确O扮0OUQ甘自O,d丹̀,曰勺自

口月 ................r.

l
几....几

九江地 区
农科所

冲积性水
稠土

小区面积
O

。
1亩

,

重

复三 次

对

省农科所
园艺系 莱 园 土

小区面积
0

。
1 5亩

小 区面积
0

。
0 7 5亩

O
。
0 5 % 相徽铁溶液及种 1 0小时左右

O
。
1 %铝酸筱溶液及种 10 小时左右

O
。
1 5%相 成梭络液畏种 10 小时左右

对 照

O
。
2 % 相玻按溶液喷施 ( 10 克 /亩 )

对 服

O
。
2 %相 酸铁溶液喷施 ( 10 克 /亩 )

奋 }省农科所 {万 ,
一

占

1 1. . 引
. , 口 l 月弓 卜姗 J 峭

价 l 脚门 ` 山月凡 1

胜 】 !

小区面 积
O

。
0 4亩

对 服

O
。
2 %相酸按溶 液喷施 ( 10 克 l亩 )

4 4 4 8

5 4 10

6 6
. 。

…
,。 .

3

…
3 3 · 5

}
’ : ·

8

}
竺少浮

一

竺 }
-

一
_

} }粤聋期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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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竺斗

一

全毕一
! ! 盛花期喷施

9 6 2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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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所对大豆生育和经济性状的考察结果 (表 2) 可以明显看出
,

施用银肥的处理较对照

叶色青绿
、

株高
、

根长
,

最大根瘤数也有所增加
。

表 2 钥 肥 对 大 豆 地 上 地 下 部 分 的 影 响

色 { 株高

’

卜
。 /。月

卜
日 /。月

照 } 较 绿 1 黄 绿 }

( 厘米 )

茎粗

( 厘米 )

每株 }
每英 {病

虫
{
百

} l 率 } 较
狡 我 }拉 数 1 ( % ) } 重

单株

控盆

{
8 3一

1
1一

{
“ 一

}
,。

· “

!
8

{
“ ”

{
” ` ’

}
’ ` ’

{
’ ” ’ 7

{
’

…
’ ` , 1 2 · 。

1
’ · 8

{
’ 0· `

1
` 2

雏
数
一45
。58

l
一 |

…
煞
数.36.72.10

1种3种用拌用井籽按籽咬种种 恢斤 徽相斤相克每每克

本表系峡江县农科所试脸资料

2
。

铂肥肥效和土壤有密切关系
。

上述试验大多在红壤性夹砂田
、

红城早地
、

红城结

板田进行
,

这种红坡酸性反应强烈
,

铁铝含量高
,

对铂酸根离子有强烈吸附作用
,

使有效相

含蚤降低
,

故施用相肥效果一般较好
。

如乐平县在新垦红壤荒地上种植的花生
,

施用招肥

后增产显著
,

增产率高达 5 2
.

2%
。

又如用相肥拌种的大豆
,

在红壤上比在冲积土上增产

率要高
。

关于我省其他类型的土坡如石灰岩青隔泥田
、

紫色土等的铂肥肥效
,

土壤有效相

含量与增产效果的关系等
,

还有待今后继续试验
。

3
。

关于铂肥肥效和施用量
、

施用方法的关系
,

各地施用铂肥的方式主要有拌种
、

浸种

和喷施几种
,

从大豆试验结果看
,

似有拌种好于喷施的趋势
,

拌种结合喷施则效果更好
。

从

施用量和施用效果的相关性看
,

规律不明显
,

这可能是各地土城条件差异所致
,

但一般拌

种 ( 以大豆为例 )每亩铂酸按用量 以5一 10 克为好
,

折合每斤种子用 1一 2克
。

有关铂肥 的施

用方法还需进一步试验
。

二
、

钥肥对农作物生育性状的影响

从峡江县农科所和省农科所对大豆的生育和经济性状的考察结果 (表 2
,

3) 可以看出
,

施用铂肥后能促进分枝
、

每株结荚数
、

每株粒数大大提高
,

同时百粒重也有显著增加
,

并且

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病虫为害
,

使受病虫危害的粒数下降
。

紫云英的考种结果 (表 4 ,

5) 也可

表 3 钥 肥 对 大 豆 经 济 性 状 的 影 响

一ó诊̀览ì二̀,占,盛,J
.
1心1

一36,35436“拍

一
一
20洲邓犯3035

川叫一

……
株一.23.28.23...232526处 理

对 照

每斤种籽用 1克相吹校拌种

每斤种籽用 3 克相酸按拌种

。 。
1%相徽恢溶液峨施 (5 克 /亩》

O
。

3%相成按溶液喷施 ( 15 克 /亩 》

O
。

5% 相徽梭洛液喷施 (2 5克 /亩 )

每斤种籽用 i 克相 吸孩拌种
O
。

5%相艘恢洛液喷施 (2 5克 /亩 )

施钙候碑肥 ,0 斤 /亩

每斤种籽用 1克相酸筱拌种
,

施钙镁礴肥 40 斤 /亩

每
枝

3 4
。
6

4 7
。
5

4 8
。

5

3 7
。
9 1 9

。
7

7 1
。

1

7 1
。
0

一
5 0

。
46

18
。

2

18
一
5

介舀翻舀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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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

施用铂肥能使株高增加
,

茎秆粗壮
,

根瘤数
、

有效分枝数
、

有效荚数大大增加
,

为提

高鲜草
、

种籽产量创造条件
,

从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

表 4 钥 肥 对 紫 云 英 生 育 性 状 的 影 响

株 高
(厘米 )

总 分 枝 数 l有效分 枝数 l 有 效 英 数 { 备 注

对 照

O
。
0 5 % 相酸按溶液喷施 (2

。
5克 /亩 )

7 1
。
3

7 4
。
5

6
一
0

6
。
5

.

3

。
6

18
。
0

2 5
。
0

本表系余江 县农科所试脸资料

表 5 钥 肥 对 紫 云 英 经 济 性 状 的 影 响

处 理

对 照

O
。
0 5% 相酸钱 溶液 喷施 (2

。
5克 /亩 》

O
。
1 %相酸俊溶液喷施 (5 克 /亩 )

0
.

1 5% 铂酸按 溶液喷施 《15 克 /亩 》

效分枝数 ! 每株根猫数
茎

粗 }每 株 根 重

《奄米 ) (克 )
隔卜

一
on.1血舀2.

…
上̀勺曰2
几̀} 。

. 。 } :
. 。

}
,自,八叨U

.. 03
.口咬甘1 5

。
4

1 9
。
7

J 9
.

5

。
9

。
7

。
8

`, ,.
.

屯

…
,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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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相酸按对供试的几种作物均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其中大豆
、

紫云英
、

花生效果较显著
。

对江西省主要土壤类型— 红城来说
,

施用铂肥的良好效果是明显的
。

今后还需对铂肥

云勺合理施用进行研究
。

( 上接第 3 22 页 )

关子上海盐渍土地区耕作层土壤的板结现象
,

我们认为主要是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

引起的
。

据调查分析
,

盐渍土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0
.

5一 1
.

5%
,

而大部分为 0
.

8一 1%
,

熟

化度较低
,

有些地方土质沙性较重
,

不仅缺少有机胶体也缺少无机胶体所以胶结性能低
,

在耕作不当的情况下
,

容易发生板结
。

然而有一些单位
,

由于重视种植绿肥和增施有机

肥料
,

加速了土壤的熟化
,

经过 15 年左右的时间
,

土坡有机质含量普遍达到 2% 的水平
,

盐渍土壤已改造成为稳产高产农 田
,

板结问题也逐步克服了
。

因此
,

不能把土壤的板结

现象笼统地看成是碱化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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