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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粮食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

例如我省 19 7 4年
.

粮食亩产达到 1 0 4 3斤
,

比1 9 4 9年增产 2 倍
,

其中大力推广以土杂肥为主
,

增施化肥的措施
,

这也是取得增产的原因之一
。

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

老的矛盾解决了
,

新的矛后又

产生了
,

只有矛盾的发展
,

才能推动生产不断的发展
。

近年来
,

在水稻生产上
,

我省某些有

机肥料不足的地区和单位
,

由于偏施氮
、

磷化肥
,

水稻发生营养失调 的生理病害比较多
。

它严重影响稻谷产量的不断提高
,

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生产问题之一
,

其中糊田稻叶褐

斑症就是比较突出的一种稻作璋害
。

早在幼年代
,

国外水稻栽培中就有湿 田缺钾赤枯病的报导
。

认为发病的主要原因是

缺钾
,

而有机酸
、

亚铁
、

硫化氢等等在土壤中的存在
,

则阻碍水稻对钾的吸收
,

助长了赤枯

病的发生
。

但也有报导认为
,

湿田赤枯病不能认为是土壤缺钾
,

而是由于水稻对铁的过剩

吸收
,

引起呼吸璋碍
,

从而严重阻碍水稻对钾的吸收所致
。

近年来
,

国内也有报导
,

认为发

生水稻缺钾症的原因是土壤缺钾
、

排水不良和氮肥过多
。

1 9 6 4年以来
,

我们对此类水稻褐斑症就有所接触
,

并于 19 7 2年在临安县良种场作了初

步调查研究
,

也发现此类稻叶褐斑症与稻株组织液的钾含量有着密切关连
。

1 9 7 4一 1 9了5

年
,

我们又在发病严重 的富阳县和绍兴东湖农场进行实地调查
。

其结果表明
:

这种稻叶褐

斑症几乎都发生在耕层土壤通气不良的糊田上c注一〕 ,

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
“

糊田 稻 叶 褐

斑症
” 。

另外
,

我们还利用早稻稻叶褐斑发生严重的田块 (原省农科院
“

早稻不同氮肥用量

对钾肥肥效影响试验
”

和
“

钾肥定位试验
”
)

,

研究了糊田稻叶褐斑症及其诊断与防治
。

本

文仅就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形态特征及其发展
、

发病因素以及化学诊断法的研究结果报导

如下
。

一
、

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形态特征及其发展

发生糊田稻叶褐斑症的水稻
,

在分栗期以前
,

稻株 (尤以接近生长点的幼嫩叶 )的叶色

通常呈浓绿 (或称暗绿 )
,

其他还看不出生长异常现象
。

但是根系呈深褐色和夹有少量黑

根
,

并大都患有胡麻叶枯病
。

当水稻进入分雍期以后
,

在老叶片的尖端上显现烟尘状的褐

色小点
,

并有自叶尖沿叶缘向下
,

呈镶嵌状枯焦现象的趋势
。

这种叶尖枯焦现象
,

傍晚在

田间观察
,

也可看出褐枯状况
,

到分莫盛期
,

则在叶片上出现碎屑状褐点
,

如进一步发展
,

〔注一〕
“
溯田

’
指的是 由于地下水位高 , 或 因冬季田面 经常积 水

, 或 因过多的水耕水耙等等原 因
,

招致拼层 上组

通气不 良
、

还原性强
,

亚铁 含盘比较高的水稻土
。



则成为褐斑 〔注一〕 。

其斑块的边缘无规则而清晰 (即斑块与叶肉的界线清楚
,

而斑块没有

一定的形状 )
。

但在斑块内的褐枯程度杂乱无章
,

没有象病理病斑那样由病斑中心向外扩

散的特征
。

这种揭斑大多在叶脉之间呈条状或块状形成无规则的分布
,

通常与胡麻叶斑

并发混杂 (据有关的研究结果〔1〕
,

它们的发病营养生理是相似的 )
。

特别是急性胡 麻 叶枯
斑暴发时 ;这种边缘清晰的褐斑就往往被急性胡麻病斑所破坏

。

但胡麻叶枯病一旦转入慢

性期
,

这种褐斑又重新显现出来
,

不过往往在后半张叶片上易找到
。

这是因为前半张叶片

的揭斑被急性胡麻病斑所遮盖与破坏的缘故
。

这种无一定形状而边缘清晰的褐斑
,

在同一张叶片上 的出现顺序
,

一般是从叶尖向

叶基部发展
,

所以揭斑分布数是前半张叶片要比后半张叶片为多
。

这种褐斑首先是在老

叶片上显现
,

而后逐步向较新的邻近叶片发展
,

叶片愈老愈多
。

随着水稻生育的发展
,

特别

是幼穗形成期以后
,

症状严重发展
。

胡率叶枯病也大量发生
,

在多数情况下
,

纹枯病也猛

发
、
从而导致严重减产

。

这种褐斑与胡麻叶枯斑连接成片
,

直至整张叶片发红枯死 〔注二〕 。

这就是称之
“

赤枯病
”

的来因
。

分萦盛期以后
,

褐斑发生最快
。

此时稻根的颇色大部分呈深褐带灰
,

并夹杂着大量黑

根
,

软绵状无弹性
,

白色的新根很少
。

据我们的粗略测定
,

白根占总根量的 5% 以下
,

褐斑

发生严重的水稻
,

甚至只占总根量的。
.

6%
。

这就充分说明患稻叶褐斑的水稻根系活力是

很差的
。

应该指出
:

上述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形态特征
,

虽具有简单易行的现实的诊断意义
,

但

在农业生产中
,

这种典型揭斑的显现
,

往往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如前面所述的急性胡麻叶

枯斑 )
。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
在目前

,

我们对水稻的许多生理障害还很不清楚
,

如果单

凭形态特征进行诊断
,

有时就会误诊而影响生产
。

因此必须要对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生

因素加以分析
,

并有必要采用化学速测诊断法
。

二
、

发生糊田照叶褐斑症的因素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初步明确

:

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生与施肥
、

土壤
、

耕作的关系最为密

切
。

(一 ) 与施肥的关系

有关糊田稻叶揭斑症与营养的关系
,

将有专文讨论
,

此处仅作概略介绍
。

1
.

施用钾肥的效果 生产实践和田间试验一致证明
,

施用钾肥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洽

糊田稻叶褐斑的发生
。

在糊田稻叶揭斑症发生严重的富阳县农科所所做的化学钾肥试验

表明
,

每斤钾素获得早稻谷 1 4
.

6斤的显著增产效果
,

亩产的增产率平均在80 % 以上 , 如果

提高氮肥用童
,

则施钾肥的增产效果更大
,

有的达到 1倍以上
。

据我们 1 9 7 4一 1 9 7 5年的试

验结果
,

钾肥的增产效果
,

虽没有那么显著
,

但增产率也都在10 一 54 %之间
,

并随着氮肥用

量的增加
,

其钾肥增产效果也随之增大
。

我们对晚稻试验田的稻株检查结果表明
: ( 1) 施

〔注一〕连作晚祖的水抉田
,

如果抉龄过长 (在袂田鱿开始分策 )
,

加之气温高
,

通常在秧田期就可发现揭斑 `此时

斑定相株荃部叶鞘棍合组织液钾浓度在 1。。OP pm 左右 )
,

这样的秧苗
,

移栽本 田后
,

在返 青期挽会发生大扭褐斑
,

显伶

发扁特别严 重
。

〔注二 〕枯死 叶片的发红程度
,

早 稻比晚稻严盆
,

减产也大
。

这可能与早稻成熟期的气益商
,

引起土城还原程度强
,

以及水沮土温超 过水稻适溢
,

导致稻根活力进一步减 退有关
。



用钾肥的稻株之钾氮比值显著提高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植株基部茎杆组织液钾含量变化

(此法对稻叶褐斑具有良好的诊断性 ), 与钾
、

氮肥的施用量
,

以及化肥中是否含5 0 ;有着

密切的相关性 (表 1 )
。

凡是增施钾肥 的稻杆基部钾含童都有增加
。

相反
,

增加氮肥用量则
·

钾含量减少
。

另外
,

施用的化肥中含 f , 5 0 畜的处理
,

稻杆基部钾含量情况是在高氮处理中

有降低的倾向
,

而在低氮处理中差异不明显
。

(2 ) 施钾肥的白根比不施钾肥的多
,

而黑根

则相反 (表 2 )
。

( 3) 褐斑的发生情况
,

施用钾肥的大大减轻
,

其中尤以高钾区的防治效果更

为显著
。

2
.

施用氮肥的反应 生产实践和 田间试验一致表明
:

( 1) 发生糊田稻叶揭斑的稻田
,

提高氮肥用量
,

如果不配施钾肥
,

则往往助长水稻褐斑症的发生
,

从而招致减产
。

据 19 7 4

年早稻试验结果
,

减产 15 % ;
晚稻试验结果是平产 (表 3 ) ; 1 9 7 5 年早稻试验结 果

,

减产

12
,

5 %
。

( 2) 氮肥用量提高
,

对水稻的自根发育有不良影响 (表 4 )
,

与稻叶褐斑发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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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结果完全一致
。

氮肥用量愈多
,

褐斑症发生愈严重
。

( 3) 从表 1中可以春出提高氮

肥用量似有限碍水稻吸钾的倾向
。

这与水稻根系的白根比例反而减少的趋势是完全一致

的
。

这些简单的考察结果证明
: “

患糊田稻叶褐斑的水稻
,

化学氮肥愈施愈糟
”

这样一个

贫下中农的结论是正确的
。

此外
,

从表3中可以看出
:

钾
、

氮肥不同用量对早稻和晚稻产量

的影响
,

其趋势是一致的
。

但在增产程度上稍有差异
,

钾素肥效似有早相大于晚稻
,

而氮

素肥效似有晚稻大于早稻的倾向
。

这可能与土壤氮肥水平
,

早稻期间比晚稻期间为高有

关
。

另外
,

是否与早稻深水灌溉不搁田
,

妨碍稻根吸收钾素营养
,

而晚稻采取搁田拼施
,

利于稻根吸收钾素营养有关
,

值得今后研究
。

3
。

施用含 5 0 了肥料的影晌 根据田间试验的考察结果表明
,

凡是施用含 5 0 丁化肥的

小区比不含5 0 了的小区
,

其水稻的褐斑数全增多
,

黑根增加
,

白根减少 (表 5 )
。

在水稻的产

量上
,

同样显示出遴用含 5 0 了的化肥
,

具有良好的增产效果 (表 6 )
。

从表 6中可以看出
:
( 1)

不施钾肥 的小区
,

化肥中避开 5 0 了的增产效果最大
。

如低氮无钾区增产 11 %
,

高氮无钾区

增产34
.

7%
。

( 2) 低氮水平下施用钾肥
,

则化肥中5 0 万的危害不明显
。

例如低氮施钾区的

增产率出现负值 (数字很小
,

可视为试验误差 )
。

但在高氮水平下
,

则仍表现增产
,

不过增

产效果远比无钾区为小
,

增产率在 5%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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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中 5 0 蓄的上述作用
,

一般认为是由于 5 0 万在糊田条件下被还原为 H : S 的缘故
。

据

有关研究报导 〔幻
,

H
:
S不仅对稻根发育有害

,

而且阻碍水稻对无机养分的吸收
,

其中特 别

是对钾和硅的吸收阻碍最大
。

但是如果土壤中钾素营养充足
,

则又可增强稻根活力以减轻

H
Z
S的毒害作用

。

此外
,

据初步调查和 75 年早稻田间试验表明
:

如果水稻基肥施用 20 担以上 的腐熟猪厩

肥
,

不但此类稻叶褐斑症发病少
,

就是钾肥效果也不显著
。

其作用虽说是提供钾素营养
,

但也可能是在全面提供养分的基础上
,

对改善耕层土壤的物理性质
,

提高搁田效果起着一

定作用
,

值得今后研究
。

(二 ) 与土壤的关系

根据调查研究资料的整理
,

下面从土壤类型和土壤代换性钾含盘两方面加以讨论
。

1
.

与土旅类型的关系 据初步调查
,

这种稻叶褐斑症大多发生于耕层糊烂的湿田土

4 8



城 (潜育性水稻土或耕层糊烂的土壤 )
。

在非湿田土壤上
,

例如河谷地区的泥质田
、

半砂

田
、

培泥田等耕层通气良好的草甸性水稻土
,

施用钾肥虽有明显效果
,

甚至从水稻生长形

态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施钾的效果
。

但水稻叶片上并没有发现此种无一定形状而边缘清

晰的揭斑
。

我们将
.

患有褐斑症的水稻
,

移至室内进行无钾溶液培养
。

虽然生长很差
,

叶片也从老

叶到新叶逐步枯死
,

但也没有发现此类褐斑的发展
。

参考有关报导 〔3〕 ,

认为水稻缺钾而

铁不过剩
,

水稻叶片是不会发生褐斑 的
。

但在铁过剩下缺钾
,

则水稻叶片上出现揭点
。

为

此
,

我们试测了患有褐斑症的晚稻叶鞘组织中盐酸可溶铁含量
。

从测定中可以看出
:
铁在

水稻不同叶稍中的分配是叶片愈老
,

含铁愈多
,

而且上下相差很大 (表 7 )
。

这个结果与有

关试验结果相吻合 〔 4〕 ,

即培养液中的亚铁
,

在低浓度下 (0
.

IP pm )
,

水稻叶片的铁含摄通常

是上位叶高于下位叶
。

相反
,

在高浓度下 ( 3O0 p p m )
,

下位叶高于上位叶
。

有的试验也报

导 〔5〕 ,

水稻在钾素营养充分的情况下
,

对土壤中的亚铁具有排除机能
,

提高对亚铁危害

的抵抗能力
.
,

如果水稻缺钾
,

则降低对亚铁的排除机能
。

反之
,

水稻受到亚铁危害
,

则显

著降低稻根 的吸钾能力
。

尤其是在水稻分孽期
,

受亚铁危害的稻株钾含量
,

比无铁害的要

少得多
。

因
.

比提出在土壤中亚铁过多的情况下
,

为了保证水稻的钾素营养
,

提高土壤中的

钾浓度是必要的
。

表 7

~ 理

息褐斑症的晚稻叶鞘组织的盐酸可溶铁含里
.

(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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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含量是新 鲜组织的浓度
。

总之
,

水稻缺钾和铁过剩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
,

密切相关的
。

这种特殊 的稻叶褐斑

是否 因缺钾或过剩铁或二者联因所引起的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2
。

与土滚代换性钾含纽的关系 土壤代换性钾含量通常被作为土壤有效钾的指标
。

据我们调查 刃块的土壤代换性钾含量的分析结果表明
: ( 1) 稻叶褐斑症与土壤代换性钾含

量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数量界限
。

例如富阳县受降公社半砂田的土壤代换性钾是 2 3 p p m
,

东洲公社培泥 田是 2 1 p p m
,

浙农大农场小粉 田是 Z o p p m
,

也有不发生稻叶揭斑症的
。

而在

绍兴东湖农场的青紫泥
,

土壤代换性钾含量达 55 一 5 9 p pm
,

反而发生稻叶揭斑症
,

有的甚

至很严重
。

.

显然这是由于土壤类型不 同的缘故
。

(幻在同一种土壤类型上
,

似有土壤代换

性钾含量高的
,

稻叶揭斑发生少而轻的倾向
。

例如绍兴东湖农场的青紫泥
,

代换性钾含量

在 g o p pm 以上的没有发现褐斑症
。

但也有土城代换性钾含量相同
,

例如浙农大农场的小

粉田
,

代换性钾含量都是 20 p p m
,

水稻稻叶揭斑症有的田块发生
,

而有的田块不发生
。

总之
,

稻叶揭斑症与土壤代换性钾含量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界限
。

但根据施用钾肥取

得显著增产效果
,

以及本文将讨论的稻株组织液钾含量与稻叶揭斑的关系
,

证明稻叶褐斑

症与土城钾素营养有密切关系
。



(三 )与耕作的关系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
,

我们做得很少
,

但贫下中农的生产实践表明
:
这类稻叶褐斑症

,

绿

肥田比春花田发生的比较多 ( 1 9 75 年的早稻试验已证实了这个结论 )
。

田愈糊发生愈严重

例如秧田比大田发生多 ;机耕田比牛耕田发生多 ;牛耕田比人掘田发生多
。

特别值得注意

的有几个现象
,

一是富阳县农科所与省农科院协作的钾肥定位试验田的保护行
,

由于早稻

提早收荆
,

提早三天翻耕
,

巧遇天晴
,

得到晒堡
,

虽未施用化学钾肥
,

但晚稻生长良好
,

能与

施用钾肥的小区相比拟
,

属全所试验地中生长较好的水稻
。

稻株基杆组织液钾含量
,

诊断

结果大大超过 20 0 0PP m
,

属正常范围
。

晚稻亩产 6 03 斤
,

与当季晚稻施用级化钾 20 斤的平

产 (表 8 )
。

二是浙农大农场有两块田
,

土壤代换性钾含量都是 Zo p p m
,

其中一块及时搁田
,

地块利于排水
,

基本上没有发生褐斑症
。

而另一块田
,

由于天气不好
,

没有能搁田 (烤田 )
,

揭斑症很严重
。

另外在绍兴东湖农场也有类似情况
。

表 8 钾 肥 定 位 试 验 的 晚 稻 产 t

理

}
亩 产 (斤 ,

{

冬作
、

早稻
、

晚稻
三季均施钾肥

冬作
、 `

早 稻
两季均施钾肥

冬作
施钾肥

早稻
施钾肥

晚 稻
施钾肥

不 施
钾肥

4 9。

…
4 7 9

…
5 3 2

1
6 0 6

…
4 7。

】
6 0 3

注
:

每季钾肥用盈为 20 斤 /亩
。

以上材料启示我们
,

防治此类稻叶褐斑症
,

是否应在施用钾肥的同时
,

通过 改善土澳

通气性和改善土坡理化性质的途径
,

很值得今后研究
。

三
、

稻株组织液钾含量与稻叶褐斑症的关系及其化学诊断法

(一 ) 稻株组织液钾含盘与稻叶揭斑的关系

生产实践和科学试验都证明
,

糊田稻叶褐斑与钾素营养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

因此
,

1 9 7 4年我们着重研究了糊田稻叶褐斑与钾素营养的关系
。

根据水稻抽稚期的茎杆
、

叶鞘
、

叶片组织液钾的多点 (数百个样品 )诊断表明
,

稻叶褐斑的发生与组织液钾含量有着极为

明显的相关性
。

其结果是
:
正常无揭斑的水稻

,

自上至下的茎杆节间
,

及其相应的叶鞘
、

叶片的组织液钾含量
,

除个别的下面最老叶片以外
,

都是超过或接近 2 0 0 0 p pm
,

即使已经

枯死的基叶叶鞘也含有 3。。 PP m 的钾
。

反之
,

凡是患揭斑症的水稻
,

其稻株组织液钾含量
,

在出现褐斑的叶片处
,

有一个突变的现象
。

就是说
,

上面数张 (多数只有 1一 2张 ) 没有褐斑

的叶片
,

及其相应的茎杆节间和叶鞘的组织液钾含量
,

都毫无例外地超过 20 0 0 p pm
。

而下

面数张 (一般是 4一 5张 )发现褐斑的叶片
,

及其相应的茎杆节间和叶鞘的组织液钾含量
,

绝

大多数在 3 OOP p m左右
,

褐斑发生严重的甚至在 l o 0P p m 以下
。

兹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分析

结果列入表 9
,

表明测定组织液钾含量对水稻褐斑症具有很好的诊断性
。

但必须指出的是
:

组织液钾含量低于 20 o o p p m
,

是否就一定患褐斑症
,

还不能定论
。

因为我们对单纯缺钾的

稻株还没有侧定过
,

同时发生稻叶揭斑症
,

除缺钾以外
,

正如前面所述
,

还有其它因素有待

进一步研究
。



表 9稻株组织液钾含 t与稻叶揭斑症的关系

叶
.稻 株各部位组织液的钾含 t( pm p)

一茎 一杆一
采 样 地 点 相叶的褐斑情 况

序 {茎 杆 节 阅
`

! 叶 生

畜 阳 农 科 所

无褐斑

叶尖有揭斑痕

揭斑多

褐斑很多

大部分枯死

>2 0 0 0

闷 2 0 00

10 0一 3 0 0
,

< 1 0 0

< 1 0 0

} 枯 死 } 6 { 一
,

1 5 00一 2 0 0 0

1 0 0一 3 00

< 1 0 0

< 10 0

< 1 0 0

< 1 0 0

富 阳 农 科所

无褐斑

无褐斑

叶尖有褐斑 痕

有褐斑

褐斑 多

褐斑 多

) 2 0 0 p
> 2 00 0

1 5 0 0一 2 00 0

3 00一 50 0

1 0 0一3 0 0

阳 2 0 0 0

、 阳 2 0 0 0

3 0 0一 5 0 0

1 0 0一 3 0 0

< 1 0 0

( 1 0 0

< 10 0

ǎ

一
一

一一
7

一一一一一

死
一一肺一一

绍兴东湖农场

叶尖 有褐斑 痕

有褐斑

揭斑 多

揭斑很多

枯 死

枯 死

1 5 0 0一 2 0 0 0

1 0 0 0

5 0 0
.

< 1 0 0

< 1 0 0

6 } 一

1 50 0

< 10 0

< 10 0

嵘1 0 0

< 1 0 0

< 1 0 0

1 0 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川川州川叫州
卜

一川州州州洲洲一州训川引叫一川川川州训川一曰川川州训川一
.

州训州引州川

富 阳 农 科 所

无褐斑

无褐斑

无褐斑

无褐斑

无褐斑

无揭斑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阳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1 5 00一2 0 00

1 50 0一2 0 0 0

3 0 0一6 0 0

一

死一枯

一一一一
一
义乌后 吸大队

无褐斑

无褐斑

无褐斑

无褐斑

无褐斑

> 20 0 0
.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D
`

、 2 0 0 0

阳 1 0 0 0

> 2 〔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阳 2 0 0 0

3 0 0

1 0 0一 3 0 0

> 20 0 0

> 2 00 0

> 20 0 0

> 2 0 0 0

. 2 0 b 0

死死枯枯

绍兴东 湖农场

无揭斑

无褐斑

无褐斑

无褐斑

无 揭斑

> 艺p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剐 2 0 0 0

阳 1 0 0 0

> 2 0 0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0

阳 2 0 0 0

召0 0

1 0 0一3 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 2 0 0 0

死死枯枯

.

叶序。 从 上向下的顺序
。

(二 ) 稻株组织液钾含量的化学诊断法— 六硝基二苯胺试纸速测法

首先在 习头仔细观察整片田块内作物生长状况每选拔稻叶有典型褐斑的稻株 (另拔无

5 1



揭斑的稻株
,

以资比较 )
。

用清水洗净后
,

将根剪去
。

再根据水稻不同生育期
,

剪取不同部

位的稻株组织碎片 (2 一 4毫米左右厚 )
。

将碎片平置于不同号的钾试纸上
。

再用平头玻样

挤压组织碎片
,

挤出汁液
,

以很润钾试纸
。

放置 i分钟后
,

在组织汁液湿润过的反应点上
,

加 ZN H lC l 小滴
,

观察反应点的试纸颜色
。

如褪色到与反应点周围未经组织汁液作用

的钾试纸一样颜色 (一般为柠檬黄色 )
,

其钾反应为负
,

表示该组织液钾含量 (P p m )低于

该试纸的号码
。

例如 500 号试纸为低于 50 o p p m , 2 0 0。号试纸为低于 20 0 0 p p m
,

其余类推
。

如有明显的橙红色
,

其钾反应为正
,

表示该组织液钾含量 ( PP m )高于该试纸的号码
。

然后

根据稻叶褐斑症的组织液钾含量的诊断指标
,

以判断钾素营养与发病的关系
。

有关糊田稻

叶揭斑症的发病期诊断和潜伏期诊断
,

将有专文讨论 , 有关六硝基二苯胺试纸速测法 的

侧定原理及其钾试纸的制备法
,

可参考有关资料〔 6, 7, “ 〕
。

四
、

结 语

通过对糊田稻叶褐斑症的调查研究
,

初步明确下列各点
:

1
。

稻叶褐斑症是在土壤耕层糊烂的条件下
,

缺钾高氮引起的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的生

理病害
。

2
。

试验结果证明
,

对糊田稻叶褐斑症
,

施用钾肥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

74 年早稻增产

50 % 以上
,

晚稻增产勿% 以上 , 75 年早稻增产 10 % 以上
。

增施氮肥如不配施钾肥
,

74 年早

稚减产 15 %
,

而晚稻平产 ; 75 年早稻减产 12
.

5%
。

避用含硫酸根的化肥
,

低氮无钾 增 产

11 %
,

高氮无钾增产34 %
。

3
。

调查结果表明
,

稻叶揭斑症几乎都发生于耕层糊烂和湿田土壤
。

它与土壤代换性

钾含量之间无明确关系
。

爱季晒堡不施钾肥 的晚稻增产 2
.

8%
,

与每亩施 20 斤抓化钾的平

产
。

4
。

采用改进了的六硝基二苯胺试纸速测法
,

对稻叶褐斑症具有良好的诊断性
。

晚稻

抽秘期的稻株钾素诊断结果表明
:

凡是患有稻叶褐斑症的稻叶
,

及其相应叶鞘和节间的组

织掖钾含里均在 2 0 0 0 p p m以下 (大多数在 3 0 0 p pm 左右 )
。

并发现在无病叶与病叶交界处有

一个突变现象
。

为了能及时提出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

必须进一步明确稻叶揭斑症 的发病机制 (如土壤

多铁
、

水分管理与发病的关系 )和水稻各生育期的诊断指标
,

及其潜伏期的诊断指标等问

题
。

今后将继续讨论这方面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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