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公社有七个大队的1 4 0 0 0多亩耕地处于沿源坡地区
,

地形起伏不平
,

很多是跑水
、

跑

土
、

跑肥的
“

三跑 田
” ,

源下川道地部分 田块大平小不平
,

影响耕作
,

影响灌水质量和产量

的进一步提高
。

自1 9 6 4年以来
,

深入开展
“

农业学大案
”

群众运动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修

筑梯田
,

平整土地
,

深翻改土
,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初步改善
,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

如地处

沿源坡地区的豆马大队到 1 9 7 3年下半年
,

共修梯田 3 4 0 0多亩
,

占该队耕地的 42 %
,

使原

来的
“

三跑 田
”

变成了
“

三保田
” ,

85 % 以上的土壤都经过了耕翻
,

深达 0
.

8一 1
.

0尺
,

早地变

水地
,

一季变两季
,

产量 由公社化前的一百来斤
,

提高到 1 9 7 3年的 80 0多斤
,

增长七倍多
。

但

目前公社境内还有一部分源坡地尚未治理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瘩薄
,

产量低
,

源下川道地

部分 田块地面仍不平
,

需要平整
。

因此
,

平地的任务还很大
,

应继续狠抓农 田基本建设
,

从

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

促进粮
、

棉更高产
。

实践证明
,

深耕是改良土壤
、

培肥地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

例如朱曹二队
, 1 9 7 2年播种

小麦时
,

在同一块 40 亩地上
,

在施肥管理相同的条件下
,

机耕 38 亩
,

深度 1 尺
,

平均亩产小

麦 5 00 斤以上
,

犁耕 2 亩
,

深度 4一 5寸
,

小麦亩产只 3 50 斤
。

群众说
: “

深耕加一寸
,

顶上一料

粪
” 。

该地区土层深厚
,

是深耕的有利条件
。

根据增产效益及消耗劳力经济效果
,

目前耕

翻深度以 1一 1
.

2尺为宜
。

深耕的同时
,

结合合理施肥
,

可为持续增产创造良好基础
。

新开梯地玉米缺锌的试验研究报告

云南省植物研究所土壤组

锌是植物正常生长不可缺少的重要微量营养元素之一
,

锌与植物生长素
、

氮代谢
、

有机酸代谢及酶促反应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

缺锌会引起特殊的植物病害
,

致使产量显著

降低
。

云南省山区
、

半山区面积很大
,

玉米又是山区
、

半山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

因此
,

提高

玉米产量
,

对于云南省粮食上 《纲要》 具有重要意义
。

随着
“

农业学大寨
”

运动的开展
,

云南省新开梯田梯地逐年增加
,

这些新开的梯田梯地有的当年可以夺高产
,

有的产量上

不去
,

带着这个问题
, 1 9 7 3年我们对红河州

、

文山州
、

玉溪地区部分县的新垦地进行了

调查
,

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年降雨量 1 0 0 0毫米左右
,

海拔 1 。。 o一 1 9 5 0 米的山区
、

半山区
,

其主要土壤类型是
:

澄江紫红色砂页岩发育的山地红壤
、

昆阳板岩及千枚岩发育的砾质

瘦红土
、

酸白泥土及老冲积红壤
。

群众反映新垦山地上种植玉米会出现
“

白叶
、

花叶病
” ,

严重地影响产量
,

施大量的肥料 (一般每亩施氮素化肥 60 公斤以上
,

钙镁磷肥 1 50 公斤以

上
,

还要配合施火土灰有机肥 )产量也提不高
,

亩产仅在一
、

.

二百斤左右
,

严重的地块甚至

顺粒无收
,

只好轮歇或改种其他作物
。

贫下中农迫切要求解决这一问题
。

通过调查研究
,

我们初步认为
: 玉米出现的

“

白苗花叶病
”

是营养失调引起的生理病害
。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
“

备战
、

备荒
、

为人民
”

和
“

深挖洞
、

广积粮
、

不称肠
”

的伟大教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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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田基本建设中出现的这一新间题
,

1 9了3年秋我们开始进行几种微量元素对玉米生

长影响的盆栽观寒
,

从试验结果
,

初步看到锌和铜二个处理比对照植株生长好
,

在此基

础上 1 9 7 4年我们深入到农村
,

同江川县后卫公社的贫下中农和干部一道
,

结合生产实践
,

对玉米出现的症状进行试验研究
,

经过二年来的多次反复试验及大面积的示范证明
: 玉

米的
“

白苗花叶病
”

是缺乏微量元素锌所引起的一种生理病害
,

只需施用一定数量的硫酸

锌就可消除病症
,

促使玉米正常生长发育和产量大幅度提高
。

一
、

玉米缺锌的主要症状

玉米缺锌的主要症状是
: 玉米出苗十天左右

, “

白色幼苗
”

开始呈现
,

新生的幼叶呈

淡黄色至白色
,

特别是叶基部三分之二处更为明显
,

紧接着
,

幼苗老龄叶出现细小白色斑

点
,

并迅速地扩大形成局部的白色区域或坏死斑块
,

叶面半透明似白绸
,

风吹易撕裂 , 生

长中
、

后期出
.

现的花叶
,

主要是在叶脉间现显淡黄色和淡绿色相间条纹 (图 1 ,

2 )
。

因此
,

群众把玉米出现的这些特征称为
“

白苗
” 、 “

花叶病
” 、 “

穿白袍
” 。

严重的
“

白苗
”

根部变黑
,

节间变短
,

生长受到了阻滞
,

随即干枯死亡
,

能成活的不结果稼
,

或形成缺粒不满尖 的
“

稀

难子
”

包谷
。

二
、

试 验 方 法

供试土壤是澄江紫红色砂岩发育的砂质山地红壤
,

垦后第三年
。

未垦前只有零星的

云南松
、

毛木树及一些酸性指示植物生长
,

大部分地方是光秃秃的岩石裸露
,

淋溶较强
,

酸白泥层达一公尺左右
。

试验设对照
、

叶面喷锌和锌作基肥三个处理
,

小区面积二厘五
,

重复三次
,

随机排列
。

每小区施肥量按每亩施尿素40 斤 (五分之一作基肥
,

其余分作二次追肥 )和钙镁磷肥

2 0 0斤
、

火土灰 2 0 0 0斤 (基肥 )计算
。

锌肥施用方法
: 1

.

叶面喷施
:
将工业用的98 % 的硫酸锌配成 0

.

15 % 的水溶液进行

计面喷洒
,

喷洒时期为分苗
、

拔节
、

抽雄穗前三个生育期 (大致每隔半月左右 )
,

各期喷晒溶

液量每亩大约分别为 25
、

3 5
、

65升
,

以叶面戮满水珠不致下滴为准
。

对照分别喷清水三次
。

2
.

锌肥作基肥每亩施用 2
.

5斤
,

并与火土灰及钙镁磷肥混匀穴施
。

玉米每亩种一千六百塘
,

三千二百株
,

株距一尺五
,

行路二尺五 , 品种为东川二马

牙
。

所用微量元素浓度及用量见表 5 “

处理
”

栏内
。

供试土壤的主要性质如表 1所示
。

表 1 供 试 土 堆 的 主 要 性 质

P H 有 机 质 全 撅 1 水 解 抓 { 全 礴

水提取液 盐提取液 (% ) (% ) { (% )

速 效 磷

(斤 /亩 )

速 效 钾

(斤 /亩 )

{

5
.

4 1 1 通
.

3 0
1
。

0 5 4 } 0
。
0 3 9 ! 0

。
0 0 3 2 1 0

。

0 7 8 { 5
。

14 } 3 0
。

1 2

三
、

试 验 结 果

1
.

锌对生长速度的影晌 在试验区内定点 (十五株 )
,

观察不 同锌肥处理 的生长速度
。

从表 2 中看到
,

在喷施第一次锌肥前除锌肥作基肥的处理外
,

生长都较缓慢
,

高度差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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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经二次喷锌后直到开始抽雄穗 ( 6 月 24 日 )前
,

生长速度就比对照成倍的增加
,

尤以锌

肥作基肥的处理最为显著
。

2
.

锌对消除病株的作用 三次喷锌前后对整个试验地的病株作了观测 (表 3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叶面喷锌后一星期
,

带病植株基本上恢复正常
,

叶色转为浓绿
。

经过十至十

五天
,

部分植株又 出现病状
,

紧接进行第二次
、

第三次喷施
,

一般叶面喷施 0
.

15 % 的硫酸锌

三次
,

即可消除病症 (图 3
、

4 )
。

每亩只需硫酸锌 1 50 一 2 00 克 (合人民币 0
.

15 元左右 )
。

锌作

基肥前期无病株出现
,

长势最好
,

后期只有部分植株出现较轻病状
。

未施锌的对照全部带

病
,

并有部分死亡
,

后期结合追肥病状略有好转
,

观察中还发现
,

在连续的几天阴雨后及

潮湿积水处
,

病株增加 ; 干早及生长后期病状减轻
,

病株减少
。

表 2 锌对玉米生长速度的影 p献单位
:
厘米 )

洲定 日期

~ ~ 、
~

~
6 月 3 日 6 月 13 日 6 月 2 3 日

均天高平每增均天 量平每增高量均天高平每增量平平均均 累计计
每每天天 生长长
增增高高 高度度
量量量量

111
。

4 777 4 6
。

999

111
。
4999 5 1

。

888

111
。

7 111 6 2
。

333

累计

生 长

高度

累计

生 长

高度

一

塑
3

叫
一 7 月. `

钾
累计 J 平均 1累计 } 平均
生 “ …霭霄…

生长

…墙霄
高度 ! 量 {高度 】量

ù\
、

\处飞i

…;:
{

2
·

7 5

1 9

80

:;
7 5

。

6

1 3 5
。

2

13 9
。

3 4 。 3 0

艺
.

4 7

4 6 }1 50
。

9

1
。

4 6

4
。

0 3

4
。

4 0

9 6
。

3

1 68
。

4

17书
.

7

2
。

0 7

3
。
3 2

2
。

3 8

2 0 3
。

I

2 0 3
。

5黔
照肥锌

喷蓦面作

对叶锌

注
:

喷锌时期是 5 月 1 8日
、

6 月 5 日
、 6 月 2 4日

。

表 3 锌 与 玉 米 病 株 的 关 系

卜卜介六二
--- 对 照照 叶 面 喷 锌锌 锌 作 基 肥肥

观观 ” 日 期

\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病病病 株 数 ! 病 % 株株 病 株 数数

,

病 株株 病 株 数数 病 株株
%%%%%%%%%%%%% %%%

555 月 16 日日 3 111 1 2
。

999 2 888 1 1
。

666 000 000

555 月 1 8 日日 4 444 18
。

333 5 333 2 2
。
111 000 000

555 月 2 4 日日 5222
_

2 1 。
777 么么 0

。
888 000 000

555 月 3 0 日日 1 3333 5 5
。

444 888 3
。
333 000 000

666 月 5 日日 2 1888 9 0
,

888 2 333 9
。
666 111 0

。

444

666 月 11 日日 2 3 999 9 9
。

555 111 0
。

444 1000 4
。

111

666 月 17 日日 2 4 000 10 000 OOO 000 3 000 12
。

555

666 月 2 4 日日 2 4000 10 000 1 111 4
。

555 3 222 12
。

000

777 月 1 日日 2 0000 8多
。
333 000 000 3000 12

。

555

注
: 1 .

三个处理的玉米总株数均为 24 0 株
。

.2 喷锌时期与表 2 相同
。

3
.

锌对玉米植株性状及产量的影晌 9 月 1 5 日收获 时测定了各处理产量及植株性

状
,

结果列于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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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锌 对 玉 米 植 株 性 状 及 产 量 的 影 响

狱
叶 绿素*

( % )

株高 茎粗

( 厘米 ) }( 厘米 )

空杆

(% )

双穗

(吓〕
{

, 长

)
“ 尖 长

i” {
}
(厘米 )

}
(厘米 )

}
(厘米 )

}

每梅

行 数

每穗

粒数

千粒重

(克 )

增产

(% )

对 照

叶面喷 锌

锌作墓肥

0
。

2 9

1一 3 1

1。 3 1

2 0 4

2 2 4

2 1 9

1
。

8

2
。

4

2
。

4

2

:::
1
。

5

15
。

7

1 4 。 0

16
。
7

18
。

9

2 0
。
3

5
。

3

2
。

6

2
。

3

3
。

9

5
。

3

5
。

8

9
。
6

1 1
。
7

12
。
4

2 0 1

38 6

44 6

2 2 5
。

5

2 9 3
。

5

3 3 3
。

0

产 量

(斤 /亩 )

2 4 9
。
3

7 64
。
0

7 8 8
。

0

2 0 6
。

5

2 16
。

0

* 叶绿素浏定时期为拔节期 刚展开 之叶片
。

试验结果表明
,

不论叶面喷锌或锌作基肥
,

株高
、

茎粗
、

叶宽及叶绿素的含量均有增

加 ( 比对照增加三倍以上 )
。

在产量结构上
,

锌不论 以何种方法施用均提高双穗数 1 2
.

5一

1 4
.

2%
,

增加穗长 2
.

2一 3
。

6 厘 米
、

穗粗 1
.

4一 1
.

9 厘 米
,

每 穗粒数 1 85 一 2 4 5
、

千粒 重

6 8一 1 0 7
。

5克
,

而空秆率下降 2 2
.

8一 24 %
、

秃尖减少 2
。

7一 3 厘米
。

因此
,

籽实增产 20 6一

2 16 %
。

另外
,

我们还在不同土壤肥力水平的三块地上进行锌肥的不同施用方法
、

不同用量对

玉米产量影响的试验
,

结果列于表 5 及表 6
。

表 5 不同肥力水平的土壤上锌的施用方法及用量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

试 验

地 点

肥力

状况

试 验

面 积
(亩 )

籽 实 …增 产

产
_

最 }
(斤 /亩 ) }

( % )

0
。

2 2 5

N P + 火土 2 0 0 0斤 (对 照 )

N P 十火 土 2 0 0 0斤 十喷施 。
.

15 % 硫酸锌三次

N P 十 火土 2 0 0 0斤 + 3 斤 /亩硫酸锌作基地

2 49
。

3

7 64

7 88

2 0 6
。 5

2 1 6

地瘦

0
。

60

N P K (对照 )

N P K
+ 0

.

1% 硫酸 锌浸种 + 喷施 0
.

15 % 硫酸锌二

N P K 十 3 斤 /亩硫酸 锌作 基肥 + 喷施 。
.

15 % 硫酸

N P K 十 喷施 O
。

16 % 硫酸锌三次

N P K 十 喷施 。
.

0 5% 硫酸锅二次 十 喷施 。
.

15 % 硫卫

N P K
十 喷施。

.

05 % 硫酸铜三次 + 喷施 。
.

15 % 硫 l

5 3 2
。

8

8 5 9
。

2

9 4 0

8 6 6

7 6 0

8 7 5

6 1
。

3

7 6
。

4

62
。

5

4 2
。

6

6 4
一

2

后卫大队一畜场收

每亩施有 机肥 2 0 0 0斤 + 追施 24 斤复合肥 ( 对照 )

每亩施有机肥 2 0 0 0斤 十 追施 24 斤复合 肥 + 喷施 。
.

15 % 硫酸锌三次

每亩施有 机肥 2 0 0 0斤 十 迫 施 2 4斤复合 肥
+ 喷施 0

.

05 %硫 酸铜二 次
+ 喷施 0

.

15 %硫 酸锌二 次

每亩施有机肥 2 0 0 0斤 + 迫施 24 斤复合肥
+ 喷施 O

。

05 % 硫酸铜三次
十 喷施 0

.

15 % 硫酸锌三 次

4 0 9
。

5

84 8
。

7

7 5 0
…丽
} 8 3

。

3

8 10
。

4 1 9 7
。

9

叮.ō卜」
.0般地

公社

*
N 一尿素每亩施 40 斤

,

P一钙镁磷肥每 亩施 2 00 斤
,

K一 氛化钾每亩施 20 斤
。

从表 5 看出
,

由于土壤肥力水平的不同
,

锌肥的增产幅度也不一样
。

土壤肥力较高的

只增产 61 一 76 % 比不施锌的净增 32 6一 4 07 斤 , 土壤肥力差的增产更为显著
,

可达二倍以

上
,

净增粮食 5 1 4一 5 3 8斤
。

锌的不同施用方法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

如前所述
,

以作基肥最好
。

但从表 3 看出
,

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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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肥后期还有部分植株表现轻度缺锌症状
。

在锌作基肥的基础上
,

后期再喷施一次锌

肥
,

不论株高
、

茎粗
、

双穗
、

穗长
、

穗粗
、

每穗粒数及千粒重均比浸种加喷施二次及喷施三

次有所增加
,

喷铜基本属于无效 (表 6 )
。

表 6 锌的施用方法及用 l 对玉米产 , 结构的影晌

手手其之之
!!! 茎粗

;

空杆杆 双 。 . 。 长

…
秃尖长长 。 粗

…
每。 ’ 每。。 lll 一一

叶叶叶绿素
’

株高高 (厘米 l) (% ))) `” ’
…
`厘米 ’

…
`厘米 ’’ : 」」 千粒重重 产 量 一 增产产

一一一一 一一一 `厘米 ’
{
行和 粒数数

{
`克 ,, 一一

`̀̀ “ ’

…
`厘米 ’’’’’’ (斤 /亩 ) 一 ( % )))

iiiiiiiiiiiiiiiii

对对 照照 0
。
4 444 2 5 444 2

。

333 2 3
。
000 3

。

222

…
1 5一一 4 。

333 3
.

。

…
l·,

.

;;;

州州…:::
……

5 3 2 · 8

…---

硫硫酸锌漫种和喷喷 1
。

8 666 2 8 111 3
。

000 2
。

lll 9
。

OOO 2。
·

555 2
。

666 5
.

2 } 1三
。 444 } 4 6 888

…
“ 6

……
}

8 5 9
·

2

1
6 ,

·
333

施施二 次次 1
。

5 111 2 9 222 3
。

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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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
“ ,

·

’’ 2
。

333 5
·

0 1 1 2
·

lll

…
4 3 222

…:::{{{…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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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硫酸 锌作 基肥和和 1
一

4 555 2 6 333 2。 666 2
。

555 8
。

000 }
, 9

·

999 2 。 666 5
·

o { 1 2
·

666 3 4888

…
3 5 2

……{
吕 6 6 { 6 2 . 555

喷喷施一 次次 l
。

3 000 2 5 999 2 。
555 4

。

00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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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 3 。 777 }}}
lllll

{
7 6。

}
` 2

.

888

硫硫酸锌喷施三次次 l
。

5888 28 99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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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6

。

444

…
` 8

’

”” 2
。

lll 4 .

7 } 12
.

111

一
36 3

…………
8 7 555

硫硫酸铜喷施二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 · ”

{
, ’

·

666666666

和和 硫 酸 锌 喷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

二二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硫硫酸钢喷施三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和和 硫 酸 锌 喷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三三 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为了找到玉米喷施锌的最适浓度
,

今年我们在田间用四种浓度对玉米进行了田间试

验
,

结果以 0
.

4%硫酸锌为最好
,

但浓度大于 0
.

2% 时
,

对叶有损伤
,

为使叶不损伤
,

而同

时又不影响锌的效果
,

可加同等量的沉淀剂— 生石灰
。

硫酸锌一般的使用浓度以。
.

15 一

0
.

2%为好
。

四
、

大面积推广结果

江川县后卫公社 1 9 7 5年在 1 5 0 0亩玉米上普遍喷施 0
.

15 一0
.

2%的硫酸锌 3一 4次
,

在遭

受二次严重干早的情况下
,

玉米总产由1 9 7 4年的 2 4 0 2 0 0斤增加到 4 8 8 1 0 0斤
,

产量翻了一

番
,

与 1 9 7 4年相比较玉米的种植总面积大体相等
,

栽培管理措施基本一致的情况下
,

化肥

的使用量减少了30 一40 %
,

节约投资达三万余元
。

全公社 33 个生产队
,

增产不到一倍的

有 13 个队
,

占40 % , 增产一倍以上的有 2 0个队占 60 %
,

其中五个队增产 2一 4倍
。

江川县

其余八个公社在今年新造的 6 0 0 0亩地上
,

对玉米喷施 0
.

1 5%的硫酸锌三次
,

大面积获得

了较好的收成
,

最高亩产达 86 2斤
,

比不喷锌的增产 59 一 1 0 8%
。

易门县在 2 1 2 0。亩红壤地上
,

玉米生长的中
、

后期喷施 。
.

15 % 的硫酸锌一次
,

比不喷锌

的增产 10 %左右
,

增产粮食一百零六万斤
。

小面积试验喷施 0
.

2%的硫酸锌二次比不喷施

的增产 18 %
。

邱北县也作了小面积的推广
,

证明该地区的三万余亩瘦红土有不同程度的缺锌现象
。

群众反映说
: “

硫酸锌就是好
,

玉米花叶病洽住了
,

粮食增产有保障
,

学 习大寨劲更高
” 。

五
、

问 题 讨 论
.

土坡中锌的供应状况 锌对作物的效果与土壤锌的含量及锌的形态有关
。

从南京

( 下转第 2 2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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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钾 钙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县县农科所所 钾钙肥 8 000 2 6
。

8 333 5 4 6
。
666 10贬̀

。
999 小 区面积 O 。

0 5亩重复 3 次次

红红色公社 农科所所 钾钙肥 1 2 000 2 6。 0 000 5 2 0 。 000 10 (
I。
99999

春春涛公社农科所所 对 照照 2 5。 7 666 5 15 。
222 10 (

, 。 00000

钾钾钾钙肥 6 666 6 6
。
000 5 4 666 1 3 ] 。 666 小区 面积 O

。
0 6亩重复 2 次次

沪沪沪 灰6666 5 6
。 000 5 0 555 12 ] 。

77777

对对对 照照 5 0
。

OOO 4 1 555 10 C
。
00000

钾钾钾钙肥 8000 2 8 。 222 2 8222 1 1 1
。 000 小区面积 O 。 1 亩重复 2 次次

炉炉炉 灰 2 0 000 2 5
。
999 2 5999 10 2

。
00000

对对对 照照 2 5
。

444 2 5 444 10 0
。
00000

云云丰公 社农科所所 钾钙肥 8 000 5 7
。

555 5 7555 10 〔。
000 小区面积 O

。
1 亩重复 2 次次

炉炉炉 灰8 000 5 6
。
333 5 6333 10 4

.

。
22222

对对对 照照 5 4
。

2 555 5 4 2
。
555 10 0

。
00000

中中童公社农科所所 钾钙肥 8000 4 1
。

000 4 1000 1 16
。 111 小区面积 O 。

1 亩重复 2 次次

炉炉炉 灰 8 000 4 3
。

000 4 3 000 12 1
。
55555

对对对 照照 3 5
。
333 35 333 10 0

。 00000

邓邓 埠公社 农科所所 钾钙肥 2 0 000 9 6
。

000 5 7666 10 6
。
888 小区 面积 O

。

1 亩 重复 1 次次

炉炉炉 灰 2 0 000 9 4
。
000 5 6444 10 4

。
44444

对对对 照照 9 0 。 000 5 4 000 10 0
。
00000

( 上接第 2 0 7 页 )

土壤研究所分析的资料来看
,

红壤的全锌含量在 20 一 1 7 o p p ln 之间
,

平均含量为 了g p p m
,

高于一般土壤的平均含量 ( s o p pm )
。

其中以红砂岩和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全锌含量最低
,

尤其有效锌含量一般都少于 1 PP m
,

低于缺锌临界值 ( 1一 1
.

SPP m )
。

云南省砂质红壤
、

砾

质红壤
、

酸白泥及老冲积红壤分布面积较大
,

据今年这几种土类上玉米的大面积喷锌结果

来看
,

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

以澄江紫红色砂岩发育的砂质红壤增产幅度最大
。

野外观察

还发现苹果
、

梨
、

桃及蔬菜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锌症状
。

因此
,

对于云南省几种类型红壤

上锌的供应状况及与作物产量的关系
,

应进一步研究
。

2
.

土城中的锌与其他养分间的关系 邱北县的群众反映
,

近几年来大量的施用钙镁

磷肥及掺入大量的白砂 (含大量的碳酸钙
、

碳酸镁 ) 改土
,

有增强缺锌的趋势
。

据资料报

导
,

土壤中锌的固定一般是与其进入晶格相联系的
,

锌之所以能进入晶格
,

是由于它同晶

置换晶格中的镁 ; 钙与锌是一对拮抗物
,

钙的增多
,

阻止锌进入植物体
;
施用碱性的白砂

,

使土壤 pH 提高到7
.

6
,

当 p H在 6一 8范围时
,

锌主要以氢氧化物形态沉淀
;
磷因与锌生成

微溶性的磷酸锌也会降低锌的有效性
。

上述这些问题也需进一步研究
。

3
.

云南省推广锌的现实愈义 通过较大面积的试验
、

示范
、

推广证明
,

锌对玉米的增

产作用是显著的
,

配合其他农业增产措施
,

就能大幅度促进玉米增产
。

从江川
、

易门
、

邱

北
、

通海
、

玉溪
、

弥勒
、

个 旧
、

保 山
、

施甸等县的情况来看
,

玉米缺锌在云南省有较大面积的

分布
,

加之云南省气候多变
,

地质构造复杂
,

土类繁多
。

因此
,

探明去南省缺锌地区
,

采取

相应的补救措施
,

对提高云南省玉米单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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