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是不适用的
,

后期追氮有使苗木健壮的效果
,

而不是有害
。

经 9 月上旬追氮肥的松苗

较健壮
,

多数封顶两次 ;未施肥的松苗较弱
,

仅封顶一次
。

最后越冬封顶苗的百分比
,

二者

相近似
,

均为 60 %左右
。

我们在 75 年 1月中旬进行了一次人工降温试验
,

将 1 9 7 4年培育的

一年生火炬松苗自圃地移入冰箱中
,

在 一 1 4
“

C 低温下放置 2 4小时
。

结果表明
,

未施肥苗木

的针叶前端约 4 厘米受冻呈紫褐色
,

而 9 月上旬追过氮肥的苗木
,

仅针叶尖端 2厘米左右

略有黑褐色斑点
,

受冻害的程度较轻
。

所 以
,

我们认为
,

对火炬松一类引种松苗来说
,

九月

初追施氮肥还是有好处的
。

当然
,

追肥期的适宜范围
,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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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肥在赣州地区不同土壤上的肥效

江西省赣州地区农科所土肥组

江西南部花岗岩所发育的返黄田
,

由于硫素不足
,

水稻返黄而致生长发育不 良
,

并发

生生理病害
。

因而在返黄田上施用硫磺
、

石膏等硫素肥料是赣州地区夺取高产稳产的主

要措施之一
。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
,

摸清硫肥在不同土壤上的效果
,

我们与各县农科

所协作和贫下 中农结合
,

对赣州地区几种土壤进行了盆栽试验和 田间试验
,

现将试验结果

整理如下
。

一
、

盆 栽 试 验

供试土壤有白沙泥 (成土母质为花岗岩风化物 )
、

沙泥田 (章江下游冲积土 )
、

紫色顽泥

田 (紫色砂页岩风化物
,

低肥 田 )
、

猪肝土 (紫色砂页岩风化物
,

高肥田 )
、

黄泥田 (第四纪红

色粘土 )
、

黄泥土 (第四纪红色粘土
,

早地改水田 )
、

深泥 田 《
.

千枚岩谷底冲积物 )
、

红沙泥

(红色砂岩风化物 )共八种
。

其全硫含量分析结果列入表 1
: .

试验处理分为两种
: 1

。

施硫磺 (每盆硫磺 0
.

2 克 ) , 2
。

对照 (不施硫磺 )
。

每种土壤

八盆
,

即试验重复四次
。

每盆均施有尿素及磷酸二氢钾
。

从试验结果 (表 2 )可以看出
:
施用硫磺的比对照的秧苗返青快

,

长势旺盛
,

有效穗

数
、

每穗粒数和结实率亦有所提高
。

尤其是冲积物和花岗
:
岩风化物所发育沙泥田和白沙

泥施用硫磺后效果更为显著
,

水稻生长正常
。

而对照处理的即使在其他养分供应良好的

情况下
,

水稻返青慢
,

分集少
,

在插秧 20 天 以后叶色明显退黄
,

同时出现褐色斑点
,

新根

少
,

植株较矮
。

1 0 5



表 1几 种 土 全 硫 含 里 分 析壤一 l
采 土 地 点 软县楼禅 南康潭 口 本所一 队 翰县陈上

` 县 五云
}

宁` , ,

{
本所二队

土城类型

全硫 S%

黄泥 田

0
。

0 2 1

黄泥土

0
。

0 2 7

猪肝土

0
。

0 3 3

紫 色顽泥田 深泥 田

0
。

0 2 7 0
。

0 2 7

红沙泥

0
。

0 24

沙泥田

0
。

0 15

4

硫肥在不同土滚上对水稻产盆及其农艺性状的影响

土土 城城 作物物 处 理理 有效效 总粒数数 实拉数数 结实率率 午较重重 总谷校重重

毯毯毯毯毯致致致致 (% ))) (克 ))) (克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黄黄泥土土 晚稻稻 施 琉琉 10 555 1 02 6888 6 6 7 333 6 5
。

000 2 3
。

999 1 5 9
。

888 3 3
一

333

对对对对 照照照 7 8 8 333 4 4 3 666 56
。

666 2 3
。

555 1 1 9
。

88888

... 县 楼 禅禅 黄泥田田 晚稻稻 施 硫硫 1 2777 10 2 5999 7 6 5 999 7 4
。

777 2 2
。

666 1 7 3
。

lll 2 2
。

777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0 777 9 5 7 666 5 9 9 111 6 2
。

666 2 3
。

666 1 4 1
一

11111

本本 所 二 队队 沙泥田田 晚稻稻 施 硫硫 1 1444 9 6 6 555 6 7 4 333 6 9
。

888 2 1
。

777 1 4 6
。

555 4 1
一

111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 0666 9 2 8 666 6 2 1 666 6 6
。

999 2 1
。

999 1 0 3
。

88888

宁宁 都 琴 徽徽 红沙泥泥 晚稻稻 施 硫硫 14 111 1 5 3 1444 10 5 6222 69
。

000 2 4
。

111 2 5 4
。

777 1 4
。

444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 2 444 14 0 2222 92 9222 6 6
。

444 2 4
。

000 2 2 2
。

88888

枝枝 县 五 云云 深泥 田田 晚稻稻 施 硫硫 1 2 222 1 1 2 1 999 7 9 5 666 7 0
。

999 2 3
。

999 1 8 9
。

999 6
。

666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 2 333 1 0 7 1 888 7 4 7 333 69
。

888 2 3
。

888 1 7 8
。

11111

本本 所 一 队队 猪肝 土土 晚稻稻 施 硫硫 1 3 000 1 1 5 5 777 8 0 7222 6 9
。

888 2 3
。

666 1 9 0
。

lll 3 4
。

111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 2 QQQ 9 0 9 111 5 7 9 555 6 3
一

777 2 4
。

555 1 4 1
。

88888

峨峨 县 陈 上上 紫 色顽泥 田田 晚稻稻 施 硫硫 1 1 777 1 0 3 9 222 69 3444 6 6
。

777 2 4
。

555 1 7 0
。

000 4
。

666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 1333 1 00 7000 69 1777 68
。

666 2 4
。

000 1 6 2
。

55555

峨峨 县 双 桥桥 白沙 泥泥 早 稻稻 施 硫硫 1 1 666 7 3 7222 63 1444 8 5
。

666 2 4
。

444 1 5 4
。

333 2 2
。

333

(((((低排 田 ))))) 对 照照 12 555 5 53 111 4 9 8 888 9 0
。 111 2 5

。
333 1 2 6

。

22222

... 县月光潭潭 白沙泥泥 早稻稻 施 硫硫 1 1 777 8 74 222 79 8222 9 1
。

333 2 5
。

666 2 0 4
。

lll 14
。

777

(((((高排 田 ))))) 对 照照 12 000 7 3 8 999 6 8 6 222 9 2
。

888 2 5
。

999 1 7 7
。

99999

本本 所 二 队队 沙泥田田 早 稻稻 施 硫硫 12 333 92 3 666 8 6 6333 9 3
。

333 2 5
。

222 2 1 8
。

555 2 4
。

555

(((((双季稻 绿肥 ))))) 对 照照 1 1777 7 9 0 555 7 0 5 222 8 9
。

222 2 4
。

888 1 7 5
。

55555

本本 所 二 队队 沙泥田田 早 稻稻 施 雄雄 1 1 777

}
7̀ 2。。 6 8 0 666 9 1

。

555 2 3
。

444 1 5 9
。

444 2 5
。
222

(((((早地改水 田 ))))) 施过礴酸钙钙 1 2 888 8 8 2 666 7 6 8000 8 6
。

999 2 3
。

999 1 8 3
。
999 4 4

。
444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 1444 63 5 666 5 3 9 111 8 4
。

888 2 3
。

666 12 7
。

33333

本本 所 一 队队 猪肝土土 早稻稻 施 硫硫 1 2555 8 5 8 999 7 7 5 888 9 0
。

222 2 4
。

999 1 92
。

888 2 5
。

666

对对对对对 照照 1 1777 7 3 9 555 6 3 6 444 8 6
。

111 2 4
。

111 15 3
。

55555

南南 康 派 口口 贫泥土
___

早稠稠 施 硫硫 1 1 999 7 63 666 67 1555 8 7
。

999 2 4
。

000 1 6 1
。

333 3 1
。

111

(((((早地改水 田 ))))) 对 照照 1 1222 5 9 7 888 5 1 0 222 8 5
一

333 2 4
一

111 12 3
。

11111

深深泥 田田 早稠稠 施 硫硫 1 1666 7 6 7 222 6 9 5 777 9 0
。

666 2 4
。
333 1 62

。
000

(((山拢田 ))))) 对 照照 1 1888 7 6 9 666 7 1 5 111 9 2
。
999 2 4

。
333 17 3

。
888

10斤



1 94 7年二季晚稻的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

除低肥的紫色顽泥田接近平产外
,

其他土壤

施用硫磺均有所增产
,

效果最显著的是沙泥田
,

增产达 4 1
.

1%
。

1 9 7 5 年早稻试验结果表

明
,

除千板岩谷底冲积物所发育的深泥田减产外
,

增产幅度最大的是南康潭口早地改水

田的黄泥土 (由第四纪红土发育 )
,

增产达 3 1
.

1%
,

其余土壤增产幅度约在15 一 25 %
。

我所二队早改水的沙泥田是植稻两年的新稻 田
,

在大田生产中早稻插秧后出现坐莞

返黄
,

施用硫肥和过磷酸钙有良好的作用
。

盆栽试验中也表明
,

施用过磷酸钙及硫磺两处

理的水稻
,

均优于对照
,

其中施用过磷酸钙的效果最好
。

猪肝土和紫色顽泥 田两种土壤
,

成土母质均为紫色砂质页岩风化物
,

猪肝土的含硫

量高于紫色顽泥田 (表 1 )
。

紫色顽泥田是低产田
,

施用硫磺后效果不明显
,

而猪肝土的生

产水平较高 (双季亩产 1 5 0 0 斤左右 )
,

施用硫磺效果显著
。

二
、

田 间 试 验

田间试验的土壤类型有黄泥田
、

沙泥田
、

深泥田
、

乌泥田
、 .

紫色水稻土
、

紫色顽泥田共

六种
。

试验处理有两种
: 1

.

施硫磺 (每亩施用硫磺 2 斤 ) , 2
.

对照 (不施硫磺 )
。

试验田

均施有尿素
、

钙镁磷肥及氯化钾
。

试验重复三次
。

表 3 硫 磺 对 水 稻 的 增 产 效 果

! { 匕二竺二竺一 L竺
_ _

竺 _ }
攘 {作 物 1小区面积 }

.

~ ~ 副 _ ~ .l 一 ~ 副 。 _

~ }
{ } {小 匹广 盆 } 田 广 }小 场 厂 抵 { 田 广 }

} } 1 `斤 ,
1

`斤 ,
!

`
·

竺引公竺二上

每亩增产 }增 产
试 验 地 点 { 上

..........

月
....

八“nǐU工b弓̀八UóU
ù

UO翻n甘内bl匕` .0甘,曰眨Jl匕九0OUCù
... .

……
`

肠比j峥“心M-
,
勺.J-之
J。JÒJ,月扭几̀叨内叹J月弓.10翻丹舀

!
几

leell
.

eel
l

`
`

eees
l月.

1信丰县农 科所

大余县 农科所

石城县农科所

帐 县 龙 下

软 县 栋 上

会 昌县 农科所

子 都县 农科所

宁 都 大 布

兴 国县农科所

峨 县 陈 上

沙 泥 川

乌 泥 田

深 泥 田

深 泥 田

紫 色顽 泥田

紫 色水 稻上

黄 泥 田

黄 泥 田

深 泥 田

紫 色顽 泥田

早稻

晚稻

晚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晚稻

早稻

早稻

晚稻

。
·

。`

}
, 3 ·

7。

}
0” 0

}
通 2 ’ 8 5

}
0 · , o

}
通 , ” 0

{
0

’

0 5
}

“ 4 ’ 3 8

{
0

·

0 5
}

“ o ’ 4 2

}
0

·

` 0

!
3 3 ’ 0 0

{
0

·

’ 5

}
难 5 ’ 8 0

}
0 ’ 0 , 6

}
_

7 . 6 0

{
0 ` 。 4

}
“ 8

’

3 5

…
0

·

0 5 } 3 8 · 3 0 }

5 9 1 。
0

4 28
。

5

4 11
。
0

4 8 7
。
6

60 8
。

4

3 30
。
0

3 0 6
。
0

3 8 1
。

5

7 0 8
。
7

7 66
。

0

6 5 1 。
3

4 3 5
。

0

4 2 6
。

0

4 5 9 。
O

62 4
。

4

3 6 5
。

0

3 2 3
。

0

58 0
。

0

72 3 。
0

7 6 0
。

0

(斤 )

6 0
。

3

6
.

5

1 5
。

0

一 2 8
。
0

1 6
。

0

3 5
。

0

1 7
。
0

19 8
。

5

l选
。
3

一 6
。

0

(夕石 )

1 0
。

2

一 O
。

8

田间试验结果 (表 3 )表明
,

在黄泥田
、

紫色水稻土和沙泥 田上施用硫磺都有增产效

果
。

而在深泥 田
、

乌泥田和紫色顽泥田三种土壤上效果不 明显
。

三
、

试验结果分析

调查和试验结果指出
,

过去在低产情况下
,

赣州地区土壤较少缺硫现象
,

随着作物复

种指数和产量 的提高
,

以及使用不含硫的氮
、

磷肥料 (石灰氮
、

碳酸氢按
、

钙镁磷肥 )数量

不断增长
,

大部分土壤上施用硫肥对水稻都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当前
,

某些土壤施用硫

磺以及含硫的肥料
,

补充土壤中硫的不足
,

已成为夺取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

赣州地区土壤以花岗岩风化物发育的白沙泥
、

砂质冲积物所发育的沙泥田和第四纪

红色粘土发育的黄泥土
,

缺硫现象最为常见
。

施用硫磺
、

石膏以及含硫的氮
、

磷肥料 (硫

酸按
、

过磷酸钙 )
,

是当前防止缺硫的方法之一
。

盆栽试验说明
,

同时缺硫
、

缺磷的土壤
.

1 0 7



以施过磷魏钙的效果最显著
。

同一类型土壤在肥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

硫的问题不突出
。

如肥力水平提高
,

其他化

肥供应比较充足
,

土坡中硫的消耗量增加
,

靠一定量的有机肥和土壤中所提供的硫 已不

能满足作物需要
,

即原来不缺硫的土壤也表现出缺硫
。

因此需要施用硫肥的地区和土坡
,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
,

还会逐步增多
。

目前有些土壤施用硫肥增减产表现不一致
,

这可能

在合理施用硫肥方面还缺乏经验
,

需要进一步进行试验
。

复 合 肥 料 试 验

西藏 日喀则地区农科所土肥 组

从外地运来的氮
、

磷复合肥料
,

含氮
、

磷各 20 %
。

由于 日喀则地区系第一次施用
,

故预

先进行了复合肥料施用量及施用期的对比试验
。

供试地为下等地
,

质地中坡
,

前作青棵
。

供试作物为青裸
,

品种 6 9 0 2 4
,

每亩播种量 2 5
.

6 斤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一
、

复合肥料施用量试验

1
.

试验处理 有四个处理
: ( 1) 复合肥料亩施 70 斤

,

( 2) 亩施 50 斤
,

( 3) 亩施 30

斤
,

(4 ) 对照 (未施 )
。

以上各处理亩施质量差的以土垫圈的猪厩肥 3 4 0 0 斤作底肥
,

复合

肥料在播种时撤入播种沟内
。

小区面积为 。
.

05 亩
,

试验重复二次
。

2
.

播种及田间甘理 1 9 75 年 4 月 24 日浇播种水
, 4 月 28 日用锄头开沟播种

。

整个

生长期内灌水 9 次
,

喷射 2 , 4 一D丁酪除草剂一次
,

9月 13 日收割
。

3
.

试脸结果 表 1表明
,

亩施复合肥料 30 斤的
,

除株高
、

小区成穗数比对照明显

增长外
,

其余各项均与对照相近
。

亩施 50 斤和 70 斤的各项均比对照显著增长
。

每斤复

合肥料的增产量以亩施 50 斤的为高
。

复 合 肥 料 不 同 施 用 遥 对 青 裸 生 长 的 影 响

产,

写
一

增(
.

区小 产实复合肥
料施用

盈

株高

表 1

往长 }小 区 }每 植 千粒重 折亩产

(斤 /亩 )I (厘米 )l( 厘米 )l 成稼数 ! 小植数 (克 ) (斤 ) (斤 )

每斤复 } 每斤复合肥增
合肥增 } 产青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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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巴舀Oǹ月̀月咨自匕

....

t
.....

了
....

斑U八U几11ù咋口介亡口O

注 每斤复 合肥料成本 0
.

18 元
,

每斤青裸 国家收购价 0
.

13 元
。

从复合肥料的增产作用与经济效益来看
,

建议农村人民公社亩用 30 ~ 50 斤为宜
,

低

于 3。斤增产作用不大
,

施用量太高每斤肥料的增产量会随施肥量的增高而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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