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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 前肥
”

对 后 季 稻 的增 产 效 果

— 介绍粉状碳酸氢按合理施用的一种方法

江苏省无锡县农业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东亭任务组

碳酸氢按( 以下简称碳按 )是我国的主要氮肥品种
。

由于它易于分解挥发
,

特别是遇

水后分解挥发更快
,

损失很大
。

许多资料表明
,

碳按在水田中撤施作面肥或追肥
,

利用率

一般不超过 30 %
。

为了提高碳按在水田里施用的肥效
,

各地曾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提出

了如
“

压粒深施
” 、 “

球肥深施
”

等经济有效的施肥方法
。

但就目前使用情况来说
,

绝大部分

仍是粉状碳按
。

就是到全面推广粒肥以后
,

由于双季稻具有生长期短的特点
,

为了促进早

生快发
, “

粒肥深施
”

等追肥方法也还不能完全代替基面肥的施用
。

近年来各地根据碳按

深施复土能提高肥效的原则
,

提出了一些粉状碳按的施用方法
,

如在前季稻上采用将粉状

碳钱撒在板田上以后耕翻入土和将碳铁溶解在水里浇白堡 (经耕翻晒堡后的土块 )等
,

效

果很好
。

但是为了抢季节
,

后季稻一般不是采用落干田面水耕翻的方式整地
,

而是用旋耕

犁带水旋耕整地
,

在这种情况下
,

采用以往将碳按撒施作面肥或追肥的办法
,

效果较差
。

为

此
,

提出了
“

机前肥
”

的施肥方法
。

所谓
“

机前肥
”

就是在手扶拖拉机前
,

边将粉状碳按撤入

田面
,

边由旋耕犁带水旋耕
,

使碳按与土混和
,

以减少碳按损失
,

提高肥效
。

一
、

机前肥的增产效果

从无锡县 1 9 7 4年 5 1
.

4万亩 (占全县后季稻总面积的 80
.

9 % )大面积推广试验的十一组

典型 田块的试验结果 (表 1 )来看
, “

机前肥
”

的施肥方法较一般常用的面肥方法平均增产

1 0
.

8 %
,

平均每斤碳按多收稻谷 1
.

5斤
,

每亩穗数增加 3
.

8万
,

每穗增加 5
.

2粒
,

实粒增加

2
.

5粒
,

株高除一组低 3
.

4厘米外
,

其它 10 组增高 1
.

1一 7
.

5厘米
,

平均增高 4
.

5厘米
,

剑叶长

增加 1
.

遮厘米
,

但空瘪率平均高 2
.

2 %
,

平均千粒重低 0
.

7克
。

从南泉公社壬港大队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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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两个生产队比较来看
,

两队作物布局和耕作
、

施肥水平基本接近
,

历年 9 队产 t 高于 10

队
。

74 年由于 10 队全部采用
“

机前肥
”

的施肥方法
,

而 9 队仍然用面肥的施肥方法
,

结果 9

队亩产仅 7 5 9
.

5斤
,

而 10 队亩产 8 75 斤
,

增产 15
.

2%
。

此外
,

大面积对比试验的观察结果表明
, “

机前肥
”

较面肥一般要提前2一3天返青
,

因

而能促进早发
,

提高有效穗数
。

下面以东亭大队南薛二队的对比试验为例进行分析
。

由于
“

机前肥
”

是全层施肥
,

加上后季稻栽插较深
,

所以
“

机前肥
”

较面肥提早2一 3天返

青
。

从分萦动态及单株成秘数 (表 2 )可以看出
, “

机前肥
”

的最高分桑数
、

分桑速率和单株

成穗数都远远超过面肥
,

因而每亩有效称数显著增加
。

同时
,

面肥处理在插秧 17 天 ( 8 月

23 日 )以后
,

分桑数基本上没有再增加
,

而
“

机前肥
”

处理在此以后的半个月内仍然有所增

加
。

尽管后来的分萦绝大部分是无效的
,

但这反映出由于碳按损失减少
,

延长了肥效
。

由

表 2
“

机前肥
”

对水稻分策动态和成稼率的影响 (东亭大队南薛二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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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
, “

机前肥
”

前期不仅能促进早发
,

而且后期肥效稳而长
。

从氮素吸收的情况 (表 3 )来看
, “

机前肥
”

处理所吸收的总氮量要比面肥处理多孤以

上
,

大大地提高了氮素 的利用率
。

从含氮量来看
,

稻谷的含氮量没有差异
,

而稻草的含氮



表3
“

机 前 肥
”

对 氮 素 吸 收 最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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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
, “

机前肥
”

处理要比面肥处理高得多
。

这和叶色的变化和分草动态的观察以及考种结果

是一致的
。

综上所
.

述
,

由于
“

机前肥
”

减少了氮素损失
,

延长了肥效
,

提高了氮素的利用率
,

从而使

后季稻前期提早返青和分孽
,

增加了分雍数
,

后期肥效稳长
,

单株成德率增加
,

每亩有效穗

数显著增加
,

较面肥的施肥方法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这说明
“

机前肥
”

的施肥方法是提高

粉状碳按肥效的有效方法之一
。

二
、

施用
“

机前肥
”

应注意之点

虽然
“

机前肥
”

施肥方法较面肥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但同时出现了空瘪率增加和千粒

重下降的情况
,

所以施用时除要特别强调边撒边旋耕外
,

还应注意田面水层的深浅
,

施肥

数里和
“

机前肥
”

与追肥的比例等
。

1
。

边撒边旋耕 由于碳钱遇水分解挥发更快
,

所以要特别强调边撤边旋耕
。

如港下

公社五二大队第三生产队
,

相邻两块双季早稻二幅早
,

每亩共施碳按 70 斤
,

一块于 5 月 16

日 旧 均温为20
.

2
“

C ) 撤施后晒了半天才耕翻
,

结果反而比另一块漪秧前作面肥的减产

2 9
.

4斤 /亩
。

后季稻耕翻时更是高温季节
,

如不随撒随耕
,

必将严重影响
“

机前肥
”

的效果
。

从目前情况三卡看
,

要做到随撒随耕
,

一定要有一个人跟随拖拉机
,

这一点有时难以做到
。

所以
,

如果在手扶拖拉机前装一个自动撒肥器
,

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

2
.

水层深浅 一般认为
,

在施
“

机前肥
”

时田面水层以 1
.

5寸左右为宜
。

过浅旋耕困

难
,

过深达不到
“

机前肥
’ ,

的效果
。

如硕放公社五一大队邵硬上生产队相邻两块田
,

一块撤

施时田面水深 3 寸
,

耕翻后水层仍有 2 寸
,

另一块撤施时水层 1
.

5寸左右
,

耕翻整地后剩下

瓜皮水前秧
,

两块田均亩施 3。斤碳按
,

结果浅水的一块转青早四天
,

苗色一直比深水的要

深
。

每亩穗数增1
.

2万
,

每穗总粒数多 8
.

6粒
,

穗长增 1
.

1厘米
。

甘露公社延安大 队坝头上

两块武农早
,

水浅的也同样表现了返青早
,

叶色深
,

每亩有效穗增加 1
.

6万
,

每穗实粒数增

加 3
.

9粒
,

测产每亩多收稻谷 1 2 8
.

4斤
。

3
.

肥料用量与比例 由于
“

机前肥
”

减少了氮素的损失
,

提高了肥效
,

所以在用量上

应适当减少
,

追肥宜早不宜迟
。

特别是对土质好的高产田
,

追肥更不能过重过迟
,

以防贪

青迟熟
,

增加空瘪率
,

降低千粒重
。

如雪浪公社雪浪大 队第三生产队
,

后季稻两段育秧 (加

农 14 )
,

6 月 14 日播种
, 8 月 18 日移栽

,

土壤肥沃基肥足
, “

机前肥
”

用 50 斤 /亩碳按
,

又面施

碳按 5 0斤 /亩
,

结果 70 %翘穗头
,

反而造成减产
。

从 n 组对比试验结果 (表 1 )可以看出
, 7组碳按全部 ( 1 0 0 % )作为

“

机前肥
”

一次施用

的平均增产 1 3
.

9 %
,

每斤碳钱平均增产 1
.

7斤
;
而其余 4 组

“

机前肥
”

和迫肥按一定比例施



用的平均增产只有 5
.

3%
,

如果按总施肥量计算平均每斤碳按只增产半斤多
,

就是按
“

机

前肥
”

的施肥量计算
,

每斤碳按也只增产 1斤
,

试验结果表明
,

由于后季稻前期正是高温季

节
,

碳按面施更易造成挥发损失
,

所以
“

机前肥
”

与追肥不论以任何比例施用
,

都不如一次

作
“

机前肥
”

施用为好
。

根据稻苗生长情况
,

如确实需要追肥的话
,

可考虑追用除碳按以外

的其它氮肥品种
。

大 麦 田 上碳 酸 氢 按 穴 施 技 术

江苏省江 阴县石牌公社农科站

碳酸氢馁穴施是三麦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

近年来
,

石牌公社大面积扩种
“

早熟三号
”

大麦
,

为摸索
“

早熟三号
”

大麦田里碳酸氢按的穴施技术
,

我们进行了穴施的时间和方法等

试验
,

以指导大面积生产
。

一
、

试 验 设 计

本试验设置在胜利大队第十二生产队
,

试验田面积 2 亩
,

砂性土壤
,

中等肥力
,

前茬为

晚稻
。

n 月 8 日播种
,

n 月 15 日出苗
。

每亩施基肥猪灰25 担
,

11 月 26 日追施苗肥废氨水每

亩 4 0 0斤
。

试验分两组
:
第 1组同数量的碳酸氢按

,

不 同穴施时间 , 第 2 组同数量 的碳酸氢馁
,

同时间施用
,

但采用不同的穴施方法
。

小区面积约0
.

3分地
,

重复一次
,

随机排列
。

第 i 组为六个不同的穴施时期
,

分别为 1月 5 日
、

1 月 1 5日
、

i 月 2 5日
、

2 月 s 日
、

2

月 1 5日和 2 月 2 5日
,

每亩施用碳酸氢按 30 斤 (大面积上的施肥水平 )
,

加泥一倍
,

按 5 寸 x

5 寸的密度打洞
,

洞深 3 寸
,

施后立即用土盖好洞口
,

每一时期以相同数量的碳酸氢按对

水 50 斤均匀泼浇为对照
。

共 24 个试验小区
。

第 2 组是用每亩 30 斤碳酸氢按于 1 月 25 日作密打洞 (以 4 寸 x 4 寸的密度
,

每亩打洞

3
.

75 万个 )与稀打洞 ( 以10 寸 x 10 寸的密度每亩打洞 6 千个 ) 的对 比
,

洞深均为 3 寸 , 以及

深打洞 (4
.

5寸 )和浅打洞 ( 1
.

5寸 ) 的对比
,

每亩打洞 2
.

4万个
。

共 8 个试验小区
。

齐苗后检查各小区的基本苗以及分集消长情况
,

系统观察了各时期施肥得力和脱力

的时间
,

穴施的一般 15 一 20 天开始得力
,

叶色深绿
,

叶片宽长
,

分萦迅速增加
,

至 35 天返青

后
,

苗数达到高峰
。

同期泼浇的
,

得力早
,

转青快
,

20 天后即达分萦高峰
,

以后逐渐落黄
。

而

同样数量穴施的
,

至抽稚
、

灌浆均未发现脱力现象
,

肥效稳长
。

试验田小区四周设有保护行
,

均未受虫害
、

病害
,

没有发生倒伏
。

最后于 5 月 25 日 (收

割前二天 )进行测产
,

未核实产
。

二
、

试 验 结 果

1
.

增产效果 第 1组试验的六个时期对比中
,

穴施的平均产量 5 8 6
.

2斤
,

泼浇的平均

产量 5 4 4
.

7斤
,

穴施的比泼浇的增产7
.

6 %
。

各时期对比
,

增产效果最显著的是 1月 5 日
,

平均每亩增产 1 10 斤
,

增产 20
.

2 % ; 其次是 1 月 15 日穴施增产 16 % , 1月 25 日增产 8%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