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

试验结果小结

通过一年的试验结果
,

使我们初步认识到以下几点
:

1
.

糠醛渣肥在朝阳地区石灰性淤土
、

黄白土
、

水稻土上对玉米
、

高粱
、

谷子
、

水稻等作

物的肥效是肯定的
,

其增产幅度一般在 10 一 40 % 之间
,

其肥效大小的顺序是水稻 > 玉米>

高粱 > 谷子
。

从施肥的经济效果看
,

每斤糠醛渣肥可增产粮食 0
.

1一 1斤
,

其中仍以水稻为

高
。

2
.

糠醛渣肥的肥效
,

水 田高于早田
,

早田中的平地 (水浇地 )高于坡地
,

痰地高于肥

地
。

因此
,

糠醛渣肥应首先用于水田和有灌溉条件的早地
,

而 对于水浇地又应首先用于肥

力较低田块
,

如新修的大寨田等
,

这样做有利于充分发挥糠醛渣肥的效果
。

3
.

糠醛渣肥与氮磷化肥配合施用是提高肥效的有效途径
,

今后应予大力提倡
。

但企

图以糠醛渣肥完全代替化肥 的施用是不适当的
。

4
.

糠醛渣肥改良土壤的效用是显著的
,

也是重要的
。

施用这种肥料可以把用地和养

地结合起来
,

可 以加速生土熟化
,

促进新修的大寨田 当年增产
. ,

5
.

糠醛渣肥是迟效性的有机肥料
,

只能用做底肥
,

不适宜做种肥或追肥
,

作底肥以采

取开沟条施
,

挖按穴施等集中深施于根际并与种子隔离的用法较为适宜
,

每 亩 用 量 以

30 0一 5 00 斤较为经济
。

在可能的情况下
,

将糠醛渣肥与作物秸秆或其他农肥于积肥坑内堆

沤发酵
,

或与腐熟农肥混合施用
,

可提高其肥效
。

只要采取上述用法
,

糠醛渣肥较强的酸性

对作物生长不会发生危害
。

以上仅是一年的试验结果
,

今后还需要继续深入进行多
.

点试验
,

以便做出可靠的结

论
,

为推广和应用这一肥料提供科学依据
,

使这一肥料在普及大寨县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
。

潇水县水田肥力现状及其培肥意见

湖北省提高土壤肥力关键技术研究协作组 希水墓点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稀水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深入开展
,

革命和生产呈现

出一片大好形势
,

近几年夏种指数的不断提高
,

三熟制面积的巩固和发展
,

对粮食产量的

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但由于耕作
、

轮作
、

施肥的变化
,

也就产生了一些发展中的新矛

盾
。

其中心就是水田肥力问题
。

因此
,

调查研究水田肥力现状
,

进一步培肥地力
,

改良土

壤
,

对我县稳产
、

高产
、

平衡增产
,

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 参加单位有稀水县 科委
、

农业局
、

县 科学 实验站
、

农 科所
、

十月公社十月大队
、

汪岗公杜前进大队和新华大队
、

巴河公社大桥大队
、

兰溪公 社朝阳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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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瀚水水田肥力现状

谛水县位于鄂东北
,

西南面临长江
,

东北靠大别山系
,

全县地势为东北向西南倾斜
,

是

一个低山丘陵水稻产区
。

成土母质多属片麻岩
、

砂岩的风化物
,

少数为花岗岩风化物及第

四纪沉积物
。

全县共有水田 54 万亩
,

占整个耕地面积的 7 4
。

9%
。

近两年来
,

我们在 13 个公社的 23 个大队采集了 16 9个土样进行了常规化学分析
,

部分

地测定了物理性状
。

在十月大队根据不同肥力情况挖掘了15 个土壤剖面
,

研究土集形态

与肥力的关系
,

并在十月大队
、

前进大队
、

新华大队
、

云路科学实验站四个地区进行了定点

定位观察
。

通过广泛的调查总结
,

对我县水田的养分状况有了以下初步概念
。

据 1 38 块 田的分析数据平均
,

我县水田养分含量是
:

有机质 2
.

26 %
,

全氮 0
.

1 26 %
,

全

磷 0
.

1 6 3%
。

按照浙江省农科院的统计
,

高产水稻土的养分指标是
:

有机质 2
.

36 一6
。

68 %
,

全氮。
.

1 42 一。
.

4 50 %
,

全磷。
.

05 4一。
.

2 31 %
,

全钾 1
.

59 一2
.

“ %
,

我县水田土坡接近于高

产水稻土的养分指标
,

这是我县水稻单产较高的基础
,

是长期精耕细作
、

增施有机肥料和

矿质肥料
,

以及扩大三熟制
,

后作物残茬量增加的结果
。

但对巩固和发展三熟制来说
,

我

县水田的养分现状还不适应高产的要求
,

存在着水田养分不平衡
,

氮素供应强度低弱
,

速

效磷
、

钾养分不足 以及徽量元素翻的缺乏等问题
。

1
.

水田养分不平衡 水田养分的不平衡
,

突出反映在高产社队与低产社队之间
,

同

时在同一社队
,

因地形部位
、

土质以及离清基远近等的不同
,

在土镶养分上亦显示出很大

的差异
。

如先进高产的十月大队
,

水田养分含量平均是
:
有机质 2

.

53 %
,

全氮 0
.

14 %
,

全

磷 0
.

2 2 9%
,

而邻近产量较低的云路实验站
,

水田养分含量平均为
:
有机质 1

.

81 %
,

全氮

0
.

09 2%
,

全磷。
.

0 78 %
。

两者相比较
,

十月大队比云路实验站有机质多 0
.

72 %
,

全氮多

0
.

0 4 8%
,

全磷多 0
.

1 5 1%
。

全县水田养分状况一般是贩田高于垅田
,

垅田高于垮田
,

离湾基近的田块高于离湾基

远的田块
。

各种土壤养分含量顺序为
:
乌泥土 > 黄泥土 > 沙泥土 > 砂质土

。

土壤养分的不平衡
,

还与轮作方式有密切关系
。

绿肥双季稻连作田
,

磷的含量
,

特别

是有效磷的含量和钾的含量低 , 小麦双季稻连作田
,

有机质
、

全氮含量低
。

水 田养分的差异
,

直接影响着水稻单产的高低
。

要达到双千斤产量
,

就必须创造具有

双千斤基础的土壤环境
。

1 9 7 3年
,

县农科所与洗马
、

长岭等地试验
,

在不施肥的情况下种

植先锋一号水稻
,

由于土壤养分含量不同
,

产量有很大的差异 (表 1 )
。

表 1 堆 养

P H

分 状 况

有机质 ( % )

与 水 稻 产

全 撼 (% )

t

全 礴 (% 》 } 产最 (斤 /亩 )

ùUōnùéó口ùO甘óUOUùb,J东弓
一

! 一

6
。

0

5
.

3

0 。 1 0 6

0
。

0 8 9

0
。

0 5 1

0
。

3 2 2

0
。

0 4 9

0
。

0 3 9

一仲̀飞ùùó一O山O口介」一介J勺山11

土

一川
一

到州地县洗长

水稻品种
:

先锋一号
。

2
.

氮素供应强度低弱 潜在养分较高
,

但有效养分却比较低
,

氮素供应强度低弱
,

这

是 稀 水 水 田土坡的一个特点
。

据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资料
,

长江中下游土坡水解氮

的含量
,

大都在 8一18 毫克 / 1 0 0克土之间
,

占全氮的 10 %左右 ( 即氮素供应强度 )
,

而我县除

十月大队
,

前进大队有少数田块水解氮含盆在 8一10 毫克 / 1。。克土外
,

其余的只有 3一7毫

1 4 0



克/ 10 0克土
,

供应强度一般在 5
.

5%以下
。

氮素供应强度低弱的情况
,

在低产地区及黄泥土类的水田中更为严重
。

据调查
,

高产

地区的十月
、

前进大队乌沙泥较多
,

虽然土壤潜在养分比一般地区高得不多
,

但其水解氮

含量达 4
.

5一 1 0
.

1毫克 / 1 0 0克土
,

十月大队水田氮素供应强度为 3
.

3一5
.

3%
,

前进大队为

5
.

1一 7
.

3% , 而同是沙泥土类的团坡红光大队和竹瓦跃进大队的水田土壤水 解 氮只 3
.

6

一 7
.

0毫克 / 10。克土
,

供应强度只 2
.

2一 5
.

4%
。

属黄泥土类的巴河大桥大队和兰化北永大

队
,

虽然土壤有机质与全氮含量并不一定比十月
、

前进大队低
,

但氮素供应强度只有 1
.

3一

4
。

6%
。

3
.

速效确
、

钾养分不足 以田间调查与室内分析相结合
,

速测与常规分析相结合
,

大

面积对比与小区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

初步确定了在我县水田上壤有效磷含量在 3 o p p m 以

下 ( O
.

SM N a H C O
3

法 )
、

有效钾含量在 14 毫克 / 1 0 0克土以下 (四苯硼钠比浊法 )时
,

水稻即

呈现缺磷缺钾症状
,

施用磷
、

钾肥料有显著增产效果
。

用这个标准 测定十月公社红 星二队的 32 个土样
,

发现缺磷田块占48 %
,

缺钾田块占

8 0%
。

全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 1 20 个土样分析结果
:
有效磷含量在 3 Op p m 以下的 有 79

个
,

占6 5
.

8%
,

其中低于 I Op p m 的有 35 个
,

占2 9
.

2% , 有效钾含量在 14 毫 克 / 10 0克土以下

的有 4 8个
,

占连。%
,

高于 2 0毫克八 0 0克土的只 2 7个
,

占 2 2
.

5%
。

水田土壤有效磷
、

钾养分的不足
,

是造成水稻
“

发嘴
”

的主要原因
。

发嗓田早稻插后不

来苗
,

胡麻叶斑病
、

赤枯病严重
,

迟发
、

早衰
、

产量低
。

群众说
“

五月急人 (发嗓 )
、

六月喜人

(发棵 )
、

七月气人 (产量低 )
” 。

这类田常年水稻亩产比一般要低 20 0一 30 0斤
。

4
.

微且元索翻缺乏 土壤含硼量低
,

是油菜花而不实的根本原因
。

我县土坡全硼含

量只有 15 一 3 0 p p m
,

比一般含硼丰富的土坡要低得多
。

就水洛性的有效硼而言
,

甘兰型

油菜正常开花结实的土壤有效硼为 0
.

2 57 一0
.

27 1P p m
,

而开花不结实的土壤有效硼只有

。
.

01 5一。
.

02 1 PP m
。

据初步调查
,

我县严重缺硼田块有 2 万亩左右
,

占总水 田面积的 4%
,

为油菜种植面积的 25 %
。

水田中
,

垮田土壤缺硼情况比阪田更为严重
。

水田土坡缺硼
,

不仅对油菜而且对水稻

也有一定的影响
,

洗马
、

蔡河等地的水稻喷硼试验表明
,

硼肥有良好的增产效果
。

二
、

水田肥力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1
.

肥派不足
,

养分供不应求 目前
,

稀水全县小麦— 双季稻
,

油菜— 双季稻的三

熟制面积占总水 田的 40 % 多
。

随着复种指数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
,

一般来说
,

化肥用

量增加了
,

绿肥种植面积扩大了
,

猪粪尿也增多了
,

但牛屎
、

饼肥
. 、

湖草
、

土衣
、

塘泥
、

草木灰

的用量却减少了
,

红花草的单产也有所下降
。

如朱店先锋九队
,

1 9 65年用肥面积 (包括复

种 )为 4 01 亩
,

全年施土粪 4
.

1万担
,

每亩平均 1 02 担
, 1 9 7 4年用肥面积虽增至 46 2亩

,

但全年

只施土粪 2
.

8万担
,

每亩平均土粪只 60 担
,

比 1 9 6 5年减少 4 1
.

2%
。

七一大队一队的红花草
,

1 9 6 6年一类苗为 6 5 0 9斤
,

二类苗为 5 6 0 9斤
,

三类苗为 2 6 15斤
,

而 1 9 7 3年则分别只有 3 2 0 0斤
,

2 5 0 0斤以及 1 0 0 0斤以下
,

降低 5 0一 6 0%
。

土城养分供不应求的情况
,

突出地反映在 20 万亩绿肥— 双季稻和 48 万亩二季稻上
。

如新华大队农科所绿肥—
·

双季稻田全年每亩总施肥量为氮素27
.

12 斤 (其中红花 草 占

36
.

8 8%
,

化肥 占6 3
.

1 2% )
,

磷素 (五氧化二磷 ) 2
.

1斤
,

氧化钾没有补充
。

也就是说
,

绿肥

1 4 1



— 双季稻的轮作方式
,

全年除本 田生长的红花草外
,

没有施用其他有机肥
。

这样不仅双

季稻产量比小麦— 双季稻
、

油菜— 双季稻低
,

而且红花草产量也逐年下降
。

而麦稻稻
、

油稻稻的轮作方式虽然需肥较多
,

但由于注意了施肥
,

其用肥量是肥稻稻田的三倍以上
,

而且有机肥所占比例达 77 一80 %
,

故能维持土壤肥力的较高水平
。

二季稻 田肥料的缺乏
,

也是我县的一个突出问题
。

1 9 7 2年十月大队
、

县农科所
,

以及

云路公社实验站二季稻需肥情况的研究资料 (表 2 )
,

反映出了水稻吸收养分量与施肥童

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
,

特别是磷
、

钾养分更显不足
。

表 2 二季稻吸收养分 t 与施肥的逆差

施用肥料 t 斤 /亩 } 吸施逆差 斤 /亩
地 点 } 品

、

恤
。 。

{
K Z。

{一厂
一

{瓦司
一

而
2

。 8 5

2
.

2 3

3
。

6 5

3
。
4 2

+

3
。

7

~ 7
。

O

一6
。

9

~ 4
。

5

一 5
。

72

一 8
。

74

一 7
。

9 4

小
5

。

3 0

一 2 1
。

9

一 12
。

2

一 30
。

l

一 1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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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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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农一号

矮脚桂花 黄

农 红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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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土坡物理性状不 良
,

水肥气热失调 肥沃的水稻土要求能够供应和协调作物生长

所需的水分
、

养分
、

空气
、

热量等生活条件
,

既能保肥
,

又有较强的供肥能力
。

我县水 田土壤

水肥气热失调
,

突出表现在土壤发僵板结和水分状况不良两个方面
。

( 1) 土壤发任板结
:

这是我县水田土壤肥力低下的一个因素
。

水田土壤的浸水容重

可 以间接表示土壤的僵板性
。

浸水容重是指水稻土在浸水条件下的紧实度
,

浸水容重小
,

表明土体疏松
,

浸水容重大则表明土体紧实板结
。

一般结构良好的疏松水稻土浸水容重为

。
.

5一。
.

6克 /立方厘米
,

而我县水田土壤漫水容重平均为。
.

7 ,

高的达到。
.

82
,

这说明我县

土城结构性低劣
,

水稳性差
。

土壤演水时间愈长
,

土体愈为分散
,

再加上耕作
、

轮作和施肥

不当
,

土坡就产生发僵板结现象
,

形成既不易膨胀
,

不难以化开的夹沙死泥团子 (或窑泥 )
。

现在我县土壤的容重比 1 9 6 4年都有所增加
, 1 9 6 4年的中稻田容重为 1

.

03
,

二季稻田容重

为 1
.

1 7
,

而 1 9 7 5年一般田土壤容重都在 1
.

23 一 1
.

32
。

由于土城僵板紧实
,

通气不 良
,

土温

降低
,

供肥能力随之减弱
,

因而水稻插秧后难以早发快长
,

往往出现
“

僵苗
” 。

这种现象在

地下水位高
,

排水不 良的垅饭田更为普遍和严重
。

这些田 由于水多气少
,

养分不易释放
,

供肥强度极低
,

肥效差
。

群众说是施肥不见肥的
“

吃肥大王
”
(表 3 )

。

表 3 不 同 水 分 状 况 的 供 氮 强 度

上坡地貌类型 l 水 分 状 况 } 有机质 % { 全撼 % 水解扭 毫克 / 1 00克土 } 供姐弧度 %

八Uó11ùO甘óó
.

…
J,J月ō勺口̀0

。

16

0
。

1 4

0
。

1 1

0
。

0 9 6

5
。
9 2

5
。

5 8

6
。 4 9

7
。

1 9

,自O曰月̀O甘月了月电O甘护O
.

…
,̀,山1人,二水水水水演爽演爽田田田地挽饭幼早

据剖面形态的野外观察
,

高产土壤如十月大队农科所的乌沙泥
,

耕作层平均厚度为

15 一25 厘米
,

质地中壤
,

其下有 6一 10 厘米的犁底层
,

既保水又保肥
,

有利于根系的延伸发

育
,

30 一70 厘米是比较琉松的干湿交替的斑纹层
,

其下还有一淀积层
,

这种深厚的淋溶淀

积层
,

使耕作层在淹水条件下也能通气透水
,

协调水肥气热状况
,

所 以有效养分较高
,

水解

氮为 9一 10 毫克 / 1 0 0克土
,

供氮强度在 5%左右
,

根系分布深度平均为 45 厘米
,

最深的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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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

而产量低的冷浸烂泥田
,

在耕作层下就是青泥层
,

土壤经常处于渍水的嫌气状态
,

而使铁
、

锰物质以低价的还原状态存在
,

所以呈现瓦青色
,

土温低
,

空气少
,

有效养分低
。

如兰溪朝阳
、

竹瓦跃进的烂泥冷浸 田
,

氮素供应强度只有 1
.

3一 2
.

2%
,

根系分布深度只 30

厘米左右
。

( 2) 土壤水分状况不良
: 土壤水分状况不良

,

或过多
,

或过少
,

影响土壤性质恶化和

产量低落
。

这种土壤有望天 田
、

串流田
、

冷浸 田
、

低洼田等
。

望天田主要是靠降雨供给土壤水分
。

由于水分不足
,

往往直接威胁到水稻生长
,

而且

土壤气多水少
,

好气性分解强烈
,

加之施肥不多
,

所以养分较为贫乏
,

土壤肥力低
。

串流过水 田在我县也相当普遍
,

这种田肥料的损失很大
。

据测定
,

秧田整田后第一次

放水 (每亩以一寸水计算 )
,

一次流失氮素0
.

7斤
,

相当硫酸按 3
.

5斤
;
绿肥田整田后第一次

串流过水
,

一次流失氮素 6
.

2斤
,

相 当硫酸按 31 斤
。

大量串流过水
,

不但肥份损失
,

而且常

造成严重的水打砂压
,

水稻受涝
,

冬作物受渍
,

产量直接受损
,

并使垅贩顶部田块由于水土

流失
,

冲刷
,

因而耕层变浅
,

土壤变板
。

冷浸田和低洼田泥烂土温低
,

土壤水分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
,

致使不利于水稻生长的

还原物质积累
,

养分的释放受到抑制
。

这种土集一般是潜在养分较高
,

而有效养分极低
。

根

据四个点调查结果
,

有机质含量为 2
.

02 一 3
.

03 %
,

但水解氮仅为 2
.

95 一 3
.

83 毫克 / 1 0 0克土
,

有效磷为 1
.

7一 1 2
.

4 p p m
,

因此这些田不改善水分条件
,

就不能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
,

也

难以获得较高的产量
。

3
.

轮作不 当
,

用养结合不好 作物在生长周期内不断地从土壤中吸收营养物质
,

并

且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生物学特性
,

它们对土坡的要求与影响是不同的
,

某一作物的长期

连作
,

就会使某种养分 因选择吸收而导致贫乏
。

如绿肥连作对土壤磷钾的消耗很大
,

同时

我县绿肥— 双季稻田几乎是十年连作
,

冬不翻耕
,

施农家肥少
,

因此土壤发僵板结
,

不仅

发挥不了绿肥养土增肥的作用
,

反而成为我县低产落后的
“

扯腿田
” 。

小麦连作对土壤有

机质与全氮的消耗大
,

由于肥料补充少
,

小麦单产难以提高
. ,

油菜连作
,

菌核病较为严

重
。

这些
,

都是轮作不 当的后果
。

当然这种轮作不变的情况与土壤水分状况的不 良
,

农田

基本建设不完善也是有关系的
。

三
、

水田土壤培肥的惫见

1
.

增肥改土 增肥主要是指增加有机肥料
。

这种肥料一方面可以分解释放作物 所

需的各种养分
,

包括作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微金元素 ,另一方面
,

有机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

可形成腐殖质以胶结土粒而形成微团聚体
,

加强土壤缓冲性能和保水保肥能力
,

并可协调

水
、

肥
、

气
、

热
。

因此
,

广辟肥源
,

增施有机肥料
,

实行以有机肥为主
,

有机肥料与化学肥料

配合使用
,

已成为我县提高水田肥力和作物单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

实践证明
:

凡能广辟肥源
,

增施有机肥料的社队
,

水田土攘的肥力不断提高
,

产量就

高而稳
。

有机肥料的来源
,

主要是种
、

养
。

即养猪积肥
,

种植各种绿肥和发展饼肥等
。

十月

大队复种指数达 24 9%
,

三熟面积占总水田面积的 77 %
,

由于在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的同时
,

注意培育高产稳产农田
,

每年为水田提供大量的有机肥料
,

按耕地计算
,

平均每亩施猪屎

1 2 9 0斤
,

占农家肥的30 %
,

养鱼的肥塘泥每亩平均施 2 00 担
,

饼肥 54 斤
,

红花草绿肥 1 5 0 0斤
,

因而做到了好田高产稳产
,

新改田当年高产
。

全大队从 1 9 7 1年起
,

粮食亩产连年超过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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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另外
,

积极发展
“

三水一红
” 、

田苦
、

怪麻等绿肥
,

努力提高各种绿肥的单产
,

种好油料

作物 以及发展沼气和腐肥等
,

都是扩大有机肥料来源的门路
,

我县不少社队已在这些方面

取得了新经验
。

2
.

容土改良 泥掺沙
,

沙掺泥的客土法
,

是提高土壤通透性
,

协调水肥气热状况的有

效措施
。

巴河大桥大队的深脚烂泥母
,

长期演水
,

土壤枯重紧实
, 1 9 7 3年在开沟排水的基

础上
,

又进行掺沙改良
,

使土壤物理性状有所改变
,

水肥气热不协调状况得到改善
,

当季

早稻增产 2 6
.

3% (表 4 )
。

表 4 接 沙 改 良 黄 泥 土 的 效 果

处处 理理 浸 水 容 重重 泥脚深深 每年根鲜重重 根 密集层层 根分布宽 度度 早稻产通通 增 产产
(((((克 /厘米 s))) (厘米 ))) (克 ))) (厘米 ))) (厦米 ))) (斤 /亩 ))) (% )))

按按沙 4 00 担 /亩亩 0
。
6 555 2 6

。
222 8

。

2 333 6
。
000 3 222 7 9 1

。

555 2 6
。
333

未未 掺 沙沙 0
。

7 222 2 7
。

111 6
。

6777 4
。

555 2 444 6 2 4
。

22222

3
。

治水改土 从改造望天田
、

串流田
、

冷浸烂泥田
、

低洼田等低产田出发
,

从实行轮

作换茬的要求出发
,

从提高水田供肥能力出发
,

都必须进行治水改土
,

改演水为爽水
,

提高

土壤肥力
。

治水改土包含三个内容
:

一是治明水
,

改造望天田和串流田 ,二是治暗水
,

排

除渍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改造冷浸烂泥田 ,三是控制土壤水
,

根据不同作物各生育阶段对水

分的要求
,

科学管水
,

以水调气
,

以水调肥
,

以水增温
。

汪岗前进大队
“

改垅田为场田
”

以及华抓苗先抓根
”

的经验
,

就是治水改土的先进典型
。

该大队原有冷浸田40 5亩
,

其中深脚垫田 71 亩
, 1 9 6 4年以来

,

他们沿山开涧
,

夹冲开沟
,

消灭

串流冷浸
;
削高坡

,

填低洼
,

修筑护田坝
,

治理冲底田 ,掏泉眼
,

设暗沟
,

滤出冷浸水
,

改治好

39 8亩 田
,

使珑田变成了坊田
,

既为冬作换茬创造了条件
,

也便于田间水浆的管理
。

在这

个基础上
,

再配合水田四周丰产沟
,

就能保证快灌快排
,

做到湿润管理
,

使水稻扎根快
、

扎

根早
,

并改善了根部营养状况
,

因而水稻能早发快长
,

抗病抗逆力强
。

该 队从 1 9 7 1年起
.

粮

食亩产连年超过双千斤
。

4
.

因土补充确
、

钾
、

翻等养分 磷
、

钾
、

硼的过分缺乏
,

在某些地区
、

某些田块上成了

限制生产的因子
,

不改变这种状况
,

尽管其他措施再好
,

也不能获得较好的收成
。

因此
,

必

须对症下药
,

补充磷
、

钾
、

硼养分
。

我县各地缺磷土壤上施用磷肥对各种作物都有显著的增 产 效 果
:

早稻 增 产率 为

4
.

3一 4 4
.

5%
,

每斤过磷酸钙增产早稻 0
.

63 一 4
.

4斤
;二季稻施磷增产 1 3

.

7一 19
.

0%
,

每斤

过磷酸钙增产二季稻 1
.

5一 2
.

1斤 ;对红花草的增产效果是 1 9
.

1一 4 17 %
,

每斤过礴酸钙增

产鲜草 .5 6一 76 0斤
;
对油菜的增产效果是 1 2

.

6%
,

每斤过磷酸钙增产油菜籽 0
.

84 斤
。

1 9 7 4年
,

全县 8个生产大队49 个生产单位进行的 98 个早稻钾肥肥效试验
,

增产的占

7 9
.

5 9%
,

平均每亩增产稻谷 7 2
.

4斤
,

增产率为 9
.

4%
,

每斤抓化钾增产早稻 3
.

9一 4
.

4斤 ;无

论在高产高肥区
、

~ 般丘陇区或粘重发嘴区
,

施用钾肥都有增产效果
,

缺钾土壤增产尤为

显著
。

在缺硼土坡上油菜喷施翻肥每亩可增产菜籽 3 3
.

1一 1 27 斤
,

增产率为 24
.

9一 1 63 %
,

而

且尚可增加含油量 0
.

5 7一 1 1
.

。%
。

因此
,

要积极摸清土坡底细
,

开展土壤和植物营养诊断的群众运动
,

识别作物缺磷
、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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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

缺硼症状
,

找出缺磷
、

缺钾
、

缺硼田块
,

做到有的放矢
,

对症下药
,

充分发挥现有磷
、

钾
、

硼肥的增产作用
。

5
.

合理轮作 轮作换茬可以充分发挥各种作物在养土方面的长处
,

克服不利的消极

因素
。

如绿肥有与其共生的固氮根瘤菌
,

能吸收利用空气中的氮素
,

增加土壤有机质 ; 油

菜
、

荞麦
、

豌豆能吸收一般作物不能吸收利用的磷
、

钾养分
,

并改善土壤中的磷
、

钾营养状

况 ;
小麦需要多次中耕

,

可以改善土壤的通气透水状况
,

促进有机物分解等等
。

在目前情

况下
,

关键是实行小麦
、

油菜
、

绿肥的冬季换茬小轮作
,

既能充分发挥红花草的增加土壤有

机质和养分的增肥改土作用
,

又可使水田变成季节性早地
,

使土壤有个干湿交替的过程
,

有利于土壤物理化学性状的改善
,

提高土壤肥力水平
。

水旱大轮作 (一年水稻一年早作

或多年水稻一年早作或早旱晚水等方式 )有利于土壤水
、

肥
.

气
、

热的调节
。

此外
,

还应

积极推广各种粮
、

油
、

肥间作套种的方式和小麦深开三沟以改善土壤水分状况的高产经

验
。

以上五个方面
,

是相辅相成
、

互为影响的整体
,

只有采取综合措施
,

用养结合
,

养是

为了用
,

用中也有养
,

才能尽快地提高土壤肥力
,

建成高产稳产农田
,

夺取农业更大丰

收
。

氮肥增效剂一眯基硫服田间肥效试验

江西省农科院作物所土肥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大好形势下
,

江西省轻化工科研所
,

为

了减少因硝化作用引起土壤中氮肥的流失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促进农业增产
,

自力更生地

研制了眯基硫脉氮肥增效剂 (亦称硝化抑制剂 )
。

为了鉴定其增产效果
,

我所自 19 7 3年开

始
,

在省化肥试验网布置下
,

组织有关科研单位
,

垦殖场
、

部分社队科研小组
、

生产资料部

门等
,

联合进行了氮肥增效剂应用技术的田间试验
, 1 9 7 5年转入大田扩大应用试验

。

试验分别在省内 3 8个试验点进行
,

供试作物有早稻
、

晚稻
、

小麦
、

油菜
、

甘蔗
、

紫云英

等
。

增效剂用量以所用氮肥含氮量的百分数表示
。

供试氮肥品种主要有碳酸氢按
、

尿素
.

硫酸按
、

抓化按等
。

化肥用量一般按当地农田施肥水平
。

增效剂与氮肥混合均匀后作追

肥或基肥使用
,

也有与氮肥 同时溶解于水中后施用
。

大部分点的小区试验都有重复
,

大田

示范试验一般未设重复
。

现将已收集的试验材料初步综合如下
。

一
、

眯基硫服在不同作物上的增产效果

通过三年来小区及大田试验
,

初步表明
:
眯基硫服施用于水稻

、

甘蔗
、

小麦
、

油菜等作

物均表现不同的增产效果
。

以 1 9 7 3年试验为例
,

旱作 (小麦
、

甘蔗
、

油菜 ) 22 例全部增产
,

似

有早作的增产效果较好于水稻的趋势
,

在水稻上晚稻的效果又较好于早稻
。

又以 1 9 7 4年

试验为例
,

早稻 51 个试验中
,

增产 47 个
,

占 92 %
,

施用脉基硫脉比不施的
,

平均每亩增产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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