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与作物的营养诊断

以纲带目搞科研 营养诊断结硕果

江 苏省宜兴县归经公社农科站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我站 自1 9 7 5年 3 月以来
,

在全公社范围内以点带面
,

因地

制宜地全面开展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工作
。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
,

已结出丰硕的成果
,

有力

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我们公社地处太华山区北麓
,

有山区
,

也有平原好区
,

地形复杂
,

土质多样
.

地力膺薄
。

过 去产量一直很低
,

长年上不去
。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

全社广大干群以大寨为榜

样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狠抓两个阶级
、

两条道路的斗争
,

认真贯彻农业
“

八字宪法
” ,

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
,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

农业生产迅速
.

发展
,

粮食产量连年上升
,

全

社总产量由学大寨前的 1 2 0 4万斤猛增到 1 9 4 3万斤
。

尤其在去冬今春全面开展群众性的营

养诊断工作以来
,

有力地促进了夏熟生产的发展
。

76 年夏熟作物在气候条件不利的情况

下
,

获得了好收成
,

全社 1 1 0。。亩三麦增产近二成
, 5 6 0 0多亩红花草单产增产三成以上

,

并

出现了大面积亩产超万斤的生产队
。

在开展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的一年多时间里
,

我们公社依靠群众
,

发动群众
,

大搞群

众性的营养诊断工作是由不认识到认识
,

逐步由小面积试验到大面积推广
,

在方法上采

取基点典型诊断
,

到大面积上解决问题
,

例如 76 年初我们在八仕大队 9 队发现一片小麦苗

瘦
、

苗弱不分栗
,

叶片发红不返青
,

群众说
: “

化肥 (指氮肥 )用了不少
,

就是长不好
。 ”

我们立

即进行了田头会诊
,

利用小小诊断箱进行植株养分测定
,

了解到植株汁液含磷只有 8 1) p m
.

严重缺磷
。

及时用过磷酸钙溶液泼浇
,

结果表明
,

通过营养诊断合理地追施了磷肥
,

增产

4 2
.

2 %
。

广大干群看到了诊断效果
,

提高了认识
。

公社党委立即组织各大队书记
、

生产队长

到田头召开现场会
,

进一步扩大了营养诊断的影响
,

很快在面上普及推广
。

由于领导重

视
,

群众欢迎
,

76 年已测田块有93 7块
,

如西好 2 队过去是产量极低的好 田地区
,

75 年单季

晚稻每亩只有 34 6斤
,

由于全面开展了营养诊断工作
,

76 年早稻平均有效穗达 3 J一 3 5
.

6万
,

每穗平均实粒数 4 0
.

3一 40
.

9粒
,

一季单产每亩超 60 。斤
。

广大干群深有感触地说
: “

营养诊

断办法好
,

对症下药有成效
,

科学种田不可少
,

希望以后要大搞
。 ”

一年多来
,

我们除了在全公社大面积生产上开展了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为 合理施肥

提供了依据以外
,

还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

一
、

礴
、

钾肥的经济施用

在我们这一地区低产田的病因诊断中
,

主要是土壤含有效性磷
、

钾水平低
,

施用磷
、

钾

肥后增产效果很明显
。

但在现有水平下
,

要把有限的肥料经济合理地施用
,

扩大施肥面

积
,

达到大面积增产
,

经济用肥的数量和施肥方法的研究就显得很必要
。

根据试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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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磷
、

钾含量低的土壤
_

匕一般是随着磷
、

钾肥施用量的增加
.

产量也随之增加
。

如钾

肥 (氛化钾 )施用量每亩为 15 斤
,

三麦增产25 %
,

20 斤增产 26
.

9 %
,

25 斤增产 3 0
.

8 %
,

30 斤增

产 3 3
.

4 %
。

磷肥 (过磷酸钙 ) 每亩施用 30 斤增产 2 5
.

1%
,

50 斤增产 4 0
.

7 %
,

80 斤增产

53
.

9 %
。

但从每斤磷
、

钾肥的经济效益上看
,

则钾肥 (氯化钾 )每亩施用 15 斤的
,

每斤肥料增

产 6
.

5斤
,

施用 20 斤的每斤肥料增产 5
.

5斤
,

施用 25 斤的每斤肥料增产 4
.

8斤
,

施用30 斤的侮

斤肥料增产 4
.

4斤
。

而磷肥 (过磷酸钙 )是每亩施用 30 斤
,

每斤肥料增产 2
.

4斤
,

施用 50 斤每

斤肥料增产 2
.

3斤
,

施用 80 斤每斤肥料增产 1
.

9斤
。

由此可以认为
,

在我们这一地区每亩施

过磷酸钙 30 一 50 斤
,

氯化钾 1 5一 20 斤比较经济
。

同时
,

从另一三麦试验结果也可以看出
,

在土壤和作物含磷
、

钾水平基本一致的情况下
,

施磷比施钾的增产效益大
.

反之
.

含钾水平

比含磷水平低
,

则以施钾效果明显 (表 1 )
。

表 1 不 同 磷 钾 水 平 土 堆 上 肥 料 的 增 产 效 果

上 城 { 试 验 ` 理 } 实
每 斤 确 肥

( 斤 )

增 ’ “
{ 每 斤

饥者
增 产

一
一
“一一一…

一O甘Oé0

乌泥土 1

(含有效碑 7
.

s p p m

有效钾 5 0 P Pm )

乌泥土 2

(含有效碑 7
.

5 p p m

有效钾 2 0 p P m )

4 2 7

3 8 9

3 1 2

注
:

P 为过磷 酸钙每亩施 3 0 斤
,

K 为叙化钾每亩施 20 斤
,

对照为不施礴钾
。

此外
,

等量的磷
、

钾肥在施用方法上
,

基肥比追肥效果好
,

深施比面施效果好
,

秧田和

蘸根集中施用更为经济
,

都获得了更为明确的结果
。

二
、

任苗的转化

近年来在平 田地区的白土和抒田地区的乌泥土上
,

早稻和三麦都出现大面积的僵苗

现象
。

即早稻移栽后和三麦返青期苗僵而不发
,

生长迟缓
,

很少分萦
,

株丛紧抱
,

严重的下

部叶片枯焦
,

对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

通过植株营养诊断
,

可有以下几种原因
,

一是缺素低

苗
,

即土坡有效磷
、

钾含量低
,

植株的含量也低
,

一般汁液含磷量低于 3 5 p p m
,

含钾量小于

1。。OP p m ,

另一种情况是土壤有效磷
、

钾含量中等
,

但植株含量低
,

这一类大多数是由于土

温低或深播
、

土板
、

地下水位高等环境因素所造成
。

对于前一类僵苗
,

只要及时增施磷
、

钾

肥一般是易于转化的
,

如武麦 1号小麦缺磷僵苗在返青期诊断后
,

每亩追施 5 0斤过磷酸钙

可增产 42 %
,

早稻缺磷
、

钾僵苗一般增施磷
、

钾肥后
,

也可增产 30 %左右
。

但施肥转化的

时期
,

根据我们一年多的试验表明
,

僵苗转化最迟要在幼穗分化的单棱期到二棱初期
,

否

则无明显效果
。

三
、

福条病的防治 (又名蒙杆病 )

在单季稻和后季稻生长后期常出现水稻褐条病
,

即在水稻出穗期后叶鞘与叶片相连

结处出现紫色
,

逐渐向叶鞘下部扩展
,

叶片上沿叶脉平行产生断续线条或褐色条纹
,

严重

时叶片由下向上逐渐枯死
,

灌浆期以后 由于留存绿叶减少
,

影响产量极大
。

1 9 7 5年应用植

株营养诊断的方法
,

在拔节期普查 了水稻植株汁液中养分含量
,

发现某些田块中当时苗情

长势虽好
,

但钾素含童极低都在 1。。o PP m 以下
,

对这些田块及时补施了钾肥
,

与未施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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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相 比表现出明显差异
。

追施钾肥后水稻秆青叶绿不早衰
,

千粒重高
,

不论对感病品

种 (苏更 2号 )或发病轻的品种 ( 沪选 1 9 )
,

都有一定作用 (表 2 )
。

表 2 营 养 诊 断 对 防 治 褐 条 病 的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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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75 年的大田调查和试验可 以认为营养诊断在预测作物潜伏症状
,

及早采取措施

防止生理病害等方面都能起一定的作用
。

今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

一年多来
,

土壤和作物营养诊断工作已在我们公社点上开花
,

面上结果
,

为科学种田

创出了新路子
。

当前革命生产形势一派大好
,

在新形势的要求下我们的工作只是一个开

端
,

还远远跟不上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需要
,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
,

将营养诊断这一新生

事物推向前进
,

为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做出贡献
。

塘 子 贩 的 低 产 原 因 和 改 良措 施

浙江 省富源县大源中学土壤专业斑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 引下
,

我们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坚持为社会

主义农业服务的方向
,

实行教学
、

科研和生产三结合
,

对塘子阪 (饭 田指大块低平田 )低产

原因和改良措施进行了初步调查工作
。

现将调查结果简述如下
。 ,

一
、

塘子贩的低产原因

塘子贩位于浙江省富源县大源
、

春江两公社间
,

是江南最大的低产贩之一
。

这贩田的

面积共有三千多亩
。

解放前
,

这贩田 很少有收成
,

通过合作化
、

人民公社化
,

产量逐步增

加
。

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
,

单位面积产量有大幅度的提高
。

但和兄弟社 队相比
,

产量一

直较低
。

塘子贩地势低洼
,

土质较粘重
,

因长年积水
,

通气恶劣
,

春花 (包括三麦
、

油菜 )
、

绿肥生

长很差
。

1 9 7 3年
,

前进大队在 1
.

4亩 田里挑了 1 30 担沙
,

比不挑沙的增产 1 5
.

4 %
。

这贩田
,

每年每亩一般用标准肥 50 担左右
,

养料也供应不足
。

长期以来
,

每年光早稻 就 用 石 灰

1 50 一2 00 斤
,

甚至有用 3 00 斤的
。

由于施用石灰过量
,

造成土壤营养元素比例失调
,

土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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