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卫生工作队
,

由映西省地方病防治所主持
,

在麟游县开展了大骨节病的防治研究工作
。

基于多方面的事实
,

特别是病区群众同大骨节病作斗争的经验
,

陕西省地方病防治所
、

西

安医学院
、

陕西省防疫站 1 9 6 9年用硫酸钠防治大骨节病取得较好效果的试硷
,

并考虑到病

区土城
、

天然水硫酸根含量有低于非病区的趋势
,

我们于同年 8 月在小河沟生产队每天给

住户水妞中加入适量 1 :9 的硫酸 (分析纯 )
,

并访问病情
,

有关医学单位则进行疗效观察
,

以便探索硫酸根同大骨节病的关系
。

为了确定直接 口服稀硫酸的最大允许浓度
,

西安医

学院
、

宝鸡市卫生防疫站
、

青海盐湖所的同志和我们做了自身试验
。

小河沟出现疗效后
,

卫生工作队于同年九月扩大硫酸根疗法试点
。

经 16 个月的防治试验
,

显示出较好的效果
。

各种硫酸根药物在各地对大骨节病的近期疗效多数是较好的
,

但 也有 无效的报导
。

鉴干目前报导的疗程均不超过二年
,

所以对硫酸根疗法远期疗效的肯定或否定
,

现在为

时尚早
。

硫与大骨节病的关系
,

不仅表现在硫的数量上
,

更重要的是粮食 (及水 )中的硫能否

被人体所利用
。

后者涉及硫在粮食 (及水 )中的存在形态以及环境中可能存在着干扰硫酸

软骨素代谢的某种毒物
。

我所电镜组所摄麟游大骨节病儿童和健康兀童指甲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
,

患者指甲

厚角质内不规则孔睐显著大于健康者
,

厚角质中有较多的呈黑色圆斑状的电子致密顺粒
,

这种颗粒是健康者所没有的
。

头发的电镜照片
,

尚未发现患者与健康者有明显差异
。

这

一工作启示
:

以指 甲为样本做化学分析可能比头发更能显示患者与健康者的差异 ; 患者

指甲厚角质中较多的 电子致密颗妆的存在
,

可能表示大骨节病是中毒的结果
。

病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

修建梯田
,

扩大有机肥料施用面积
,

注意土壤中农作物所

需要的大量元素以及硫的补充
,

以硫酸铁作为氮素化肥的主要种类
,

同时对豆类作物施

用翻
、

钥肥
,

增加豆类作物比例
,

逐步推广豆科绿肥
,

对改善水土环境
,

控制大骨节病应当

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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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利用根瘤菌
,

以提高绿肥鲜草产童
,

改良土壤
,

近三年来我们组织公社菌

种厂
,

在筛选高效根瘤菌的同时
,

开展土法生产和田间试验
,

并在较大面积上推广使用根

瘤菌肥
,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今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试 验 情 况

供试菌株
:
草头 (金花菜 ) 根瘤菌菌株和 蚕豆根瘤菌菌株系组织公社菌种厂 自行蹄

选
,

菌号分别为草 7 2 0 1和蚕 7 3 0 1
,

红花草 (紫云英 )根瘤菌菌株 由浙江农科院提供
,

茵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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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 0和 38 D
。

菌剂生产采用液体振荡培养后肥土吸附
。

每毫升菌液含菌达 1 0亿以上时
,

用瓶装灭

菌肥土以 4 :1 的比例在接种箱进行吸附
。

田间试验土城有黄泥头
,

黄夹沙
,

沙夹黄三种
。

试验设两个处理
:

( l) 拌种— 每亩

用根瘤菌剂一斤
,

在播种前掺水调稀成糊浆后进行拌种
,

成本每亩人民币一角
;

( 2) 对

照 ( 未接种 )
。

小区面积半亩以上
。

二
、

试 验 结 果

( 一 )增产效果

从三年来的试验结果来看
,

草头 (金花菜 )
、

蚕豆
、

红花草 (紫云英 )播种时拌上相应的

高效根瘤菌
,

可显著地提高绿肥的鲜草产量
,

增产效果比较稳定 (表 1 )
。

表 1 根 瘤 菌 肥 对 豆 科 绿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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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试验中可以看出
,

在南汇地区
,

红花草根瘤菌肥对红花草的增产效果
,

显著大

于蚕豆根瘤菌肥对蚕豆的增产效果
;
蚕豆根瘤菌对蚕豆的增产效果

,
显著大于草头根瘤

菌肥对草头的增产效果
,

这可能与土壤 中根瘤菌存在状况有关
。

在红花草新区
,

常因土壤

中缺少足够的根瘤菌进行迅速屏了效的结瘤作用而不能成功的种植
,

因此拌种菌肥是关系

到种植成败的关键 (表 2 )
。

表 2 红 花 草 根 瘤 菌 对 红 花 草 结 瘤 作 用 及 其 增 产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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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产作用

草头
、

蚕豆
、

红花草播种时拌
_

L相应的根瘤菌
,

由于根瘤菌密集在根际附近
,

可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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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根部而形成根瘤
,

显著地提高了结瘤能力
,

增加了根瘤数
。

据最近三年调查
,

一

草头用

草头根瘤菌拌种的每株根瘤数比对照增加 1 7
.

7 %
,

蚕豆用蚕豆根瘤菌拌种的每株根瘤数

比对照增加 40
.

5 %
,

红花草用红花草根瘤菌拌种的每株根瘤数比对照增加 90 %以
一

上
。

且

根瘤大
,

呈粉红色至红色
,

集生在主根基部
,

这在新区更为明显
。

据 1 9 7 3年在红花草新区

调查
,

拌种红花草根瘤菌的每株根瘤数
: 主根上大根瘤有 1 0

.

。 个
,

比对照多 10
.

。 个 , 侧

根上大根瘤有 8
.

2个
,

比对照多 7
.

2个 , 小根瘤有 5 7
.

6个
,

比对照多 2 2
.

4个
。

草头
、

蚕豆
、

红花草播种时接种相应的根瘤菌
,

由于提高了生物固氮作用
,

提洪氮素营

养
,

促进了光合作用
,

增加了植株碳水化合物的累积
,

因此其植株高度
.

分枝都有明显的增

加 (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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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红花草新区调查
,

红花草播种时拌用根瘤菌
,

且能促进幼苗根系发达
,

提高抗寒

力
,

显著提高成苗率
,

成苗率提高 15 ~ 45 %
。

三
、

结 语

田间试验初步表明
,

草头
、

蚕豆
、

红花草播种时拌
_

L相应的高效根瘤菌
,

能显著提高结

瘤能力
,

增加根瘤数
,

提高绿肥鲜草产量
,

增产效果比较明显
。

愈是低产田 罗愈是新区接种

根瘤菌的增产率也愈大
,

因此在生产上应 以大力推广
。

积极推广根瘤菌肥是进一步提高

绿肥产 t 最经济有效措施
,

对增加农作物的 自然肥源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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