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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钱全称碳酸氢按
,

是当前上海郊区主要的氮素化肥品种
,

约占固体氮肥消费量的

90 %左右
,

并主要用于双季稻
,

每季水稻每亩用量在五十斤左右
。

碳按在常温下有挥发性
,

按习惯办法作追肥面施时
,

损失多
,

易烧苗 ; 改作深施则可以减少与空气接触
,

受到土和

水的
“

保护
”

而显著提高肥效
。

同时
,

由于双季稻的全生育期短
,

对氮素的吸收集 中于前

期
,

加之当时土壤的供氮能力往往不适应双季稻的这种吸肥要求
,

因而将碳按用作基肥
,

就能大大提高土壤早期的供肥强度
,

促使双季稻的早发
“

一轰头
” ,

促进增产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我们根据上述碳按
、

双季稻和

土壤三方面的基本特点
,

从 197 1年开始进行碳钱全耕层深施作双季稻基肥的研究
,

在市
、

县农商部门及郊区广大贫下中农的密切配合下
,

边试验
,

边推广
、

收到了一定效果
。

郊区

在双季稻上应用全耕层深施的面积
,

从 1 9 7 1年的23 亩试验田
,

发展到目前的30 0万亩左右
,

大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产
。

一
、

施 肥 方 法

由于上海郊区碳铰和氨水的平均用量较高
,

且用手扶拖拉机旋耕已经普及
,

因此
,

目

前在双季稻上推广的全耕层墓肥深施的一般做法是
:

在施用有机肥和土壤耕翻与粗耙 (或

旋耕 )整平以后
,

上水至土块浸湿
,

犁沟有水为度
,

然后将碳按 ( 以及氨水 )撒施于已整平带

水的土面上
,

边撤施
,

边旋耕
,

务使肥料入土
,

均匀分布于耕层中
,

旋耕后田面呈泥浆状
,

无

明显水层
,

即可插秧
。

一般在一定量有机肥 (每亩 15 ~ 20 担猪厩肥或 40 ~ 60 担草塘泥 )的

基础上每亩旋耕深施氨水 50 斤左右
,

碳按 4 0斤左右
,

约占双季稻化肥总用量的 80 一 100 纬
,

即有部分双季稻采用一次施肥
,

移栽后不追肥
,

郊区群众称为
“

三肥齐下
”

(有机肥
、

碳按
、

氨水一次作基肥施用 )
。

全耕层基肥深施方法的主要特点是
:

施用深度在三寸左右的耕作

层
,

是双季极 80 %以上吸收根系分布的土层
,

并且肥料带水棍匀于土中
,

分布均匀
,

损失很

少
,

可以兼顾双季稻的早发和肥效长
。

这就避免了挥发性氮肥施用过浅时的损失和
“

败苗
”

(挥发氮烧苗后影响返青活棵 )
,

也可避免施用过深时返青慢及后效太长
。

二
、

增 产 效
’

果

根据六年来 500 多次田间试验实产结果统计
,

碳按用作全耕层基肥深施较之等量碳钱

用作追肥表施 (移栽后 10 天内分两次作追肥 )
,

对双季稻有较好的增产效果
,

有 70 %左右的

田块增产幅度在 6一 15 %之间
,

即有一成左右的增产稳定性
。

例如 19 7 5年金山县 21 块后季

稻的试验
,

平均有 1 3
.

2 %的增产效果 (表 1 )
。



表 1金 山 县 17 5 9年 后 季 稻 合 理 施 肥 试 验 结 果

日一行
施 肥 方 法

有机肥
、

氨水和碳按

在移栽前一次作墓肥

全耕层深施
。

处理一三肥齐下

有机肥作蓦肥
、

抓水

作耙面肥
,

碳按在 移

栽后分作两次迫肥
。

三肥施分

注 : 1
.

本 表数据是 2 1块试验田 的平均结果
。

2
.

施肥水平 为草塘 泥 40 一 6 0担 / 亩 , 氨 水拍 ~ 70 斤 /亩
, 碳铰 30 ~ 6 0斤 /亩

。

据大量考种资料分析
,

全耕层基肥深施对早稻的有利影响
,

主要是增加有效穗
,

平均

每亩可增 3~ 5万穗
,

因而早稻的增产率与有效穗的增加率相一致
,
对于后季稻

,

主要是增

加实粒数
,

平均每穗可增 4 粒左右
,

因而后季稻的增产率与实粒数增加率相一致
。

儿年来
,

有的地区采用基肥全耕层深施后
,

也出现过一些副作用
。

如果深施的肥料过多
,

所用的

有机肥腐熟不好
,

追肥过量
、

就易造成因氮素吸收过多引起的贪青迟熟
,

病虫害严重及空

社率升高
。

致使增产不多甚至引起 减产
。

三
、

全耕层基肥深施可提早施肥时期

碳按用作双季稻基肥全耕层深施
,

所以能获得增产
,

主要是在碳按不离土
、

不离水的

基础上
,

既避免了挥发损失
,

又能适应双季稻氮素营养特点和土壤的供肥特点
。

郊区群众

用
“

早
” 、 “

巧
” 、 “

好
”

三字概括这种施肥方法的特点
。

“

早
” ,

就是施肥时间比追肥早
。

过去 习惯在移栽后十天内将碳按分两次作追肥
,

追肥

时双季稻已进入有效分萦后期和穗分化期
,

同时碳钱表面施用会引起损失
,

所以促粟长穗

的作用小
,

肥效差
,

稻苗晚发
。

现在移栽前就把碳按施在土层中
,

既减少了挥发损失
,

又能

使双季稻活棵后
,

即可大量吸收肥料
。

对于晚栽的双季稻
,

提早施肥的效果尤其明显
。

这

是由双季稻的吸肥特点所决定的
。

在上海郊区
,

要在五月初到十月底约 1 80 天时间内种植双季稻
,

早稻用生育期短的釉

稻
,

后季稻用推迟播种
,

延长秧龄的中
、

晚熟粳稻
,

双季稻的生育特点是营养生长期的缩

短
。

.

以农垦 58 (单晚 )
、

加农 1 4( 晚梗后季稻 )
、

矮南早 1 号 (早稻 )作为代表
,

比较了从落谷

到幼秘分化开始的营养生长时间
,

“ 般情况下分别为 95 天
、

55 ~ 60 天和 40 天
。

如减去秧龄

移栽后的大田营养时间
,

差别更大
,

为“ 天
、

10 ~ 20 天和 10 天左右
。

双季稻的大田营养生

长期只及单季稻的 1 / 4~ 1 6/
。

另外
,

双季稻的吸肥特点也和单季稻有明显不同
。

单季稻的

大田营养生长期长
,

一般有营养生长 (分桑 )和生殖生长 (穗分化 )两个吸肥高峰
。

早稻只

出现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重合的一个吸肥高峰
。

后季稻的营养生长主要在秧田中度过
,

故

移栽后营养生长期的吸肥高峰不明显
,

只出现生殖生长期一个吸肥高峰
。

根据 197 4一 1 9 7 5

年的分析资料
,

换算成每天每亩的吸氮量 (见图 )
。

早稻的吸肥高峰来得早
,

在高峰期的

吸氮量高
,

持续期短
,

以矮南早 1 号为例
,

若五月廿五 日左右移栽
,

六月二
、

三 日即进入分



雍盛期和幼穗分化期
,

即吸肥高峰阶段
,

每天每亩的吸氮量可达 0
.

6 ~ 0
.

7斤
,

比移栽初及

移栽 20 天后的吸氮量高 2一 3倍
,

吸肥一轰头的特点十分明显
。

后季稻以迟熟中梗
“ 1 4 0 ” ”

( 京引66 x 双丰 1号 )为例
,

吸肥高峰从移栽后约 10 天开始
,

持续 15 一 20 天
,

这一阶段每天

每亩的吸氮量可达 0
.

4 ~ 0
.

6斤
,

高出单季晚稻同期吸肥量约一倍
,

吸肥高峰较单季稻集中

和提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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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定
,

每生产一千斤稻谷
,

不论单季稻或双季稻 、 约需 20 斤左右氮素和相应的其它

养分
。

由于水稻在开花后吸收的养分很少 (一般少于全部养分的 10 ~ 20 % )
,

主要靠移栽
·

后到开花之间吸收
。

而这一段时间单季稻有 1 00 天左右
,

早稻和后季稻只有38 天和 47 天左

右
,

同样产量的水稻
,

双季稻在这一段期间的每天吸肥量
,

要较单季稻高 1一 2倍
,

吸肥高峰

自然较单季稻集中和提前
。

这是双季稻施肥要求
“

一轰头
”

和
“

攻头
”

的主要生理基础
。

基

肥全耕层深施
,

由于施肥时间早
、

肥料集中
,

就较好地体现了双季稻的这一吸肥要求
。

四
、

全耕层基肥深施是碳钱巧施的好方法

“

巧
” ,

就是施肥方法巧
。

要使挥发性氮肥减少损失
,

就应不离土
、

不离水
。

但如将其作

追肥
,

即使在追肥后立即耘稻
、

也很难全部入土
,

而且追肥时难免碳馁要沽叶
,

刚返青的

撇苗就易被灼伤
。

全耕层基肥深施既减少挥发损失
,

又避免烧苗
,

也有利于劳力安排和节

约追肥的人工
,

因而这一施肥方法很易为群众接受 (关于碳按入土后减少挥发损失的数

据
,

国内已介绍很多
,

不再重复 )
。

“

好
” ,

就是施肥位置好
,

双季稻的主要吸收根系
,

80 %左右分布在三寸以内的耕作层

中
,

而且由于根系主要向下伸展
,

又较多的集中于 1一 3寸的范围内
。

以往把肥料施于表面
,

不仅损失
,

而且因铁态氮肥移动慢
,

使之供肥强度低
,

采用全耕层基肥深施
,

即可把肥料施



于水稻的吸收根系层
,

不仅随时可以吸收到肥料
,

而且根群新陈代谢不断发出新根时
,

亦

可利用耕层中的肥料
。

例如
,

1 9 7 5年的盆栽试验
,

基肥全耕层深施处理较之追肥表施处

理可维持较高的速效氮 (水解氮 )水平达 35 一 40 天
。

表 2 基 肥 全 耕层 深 施 对 土 壤 供 肥 能 力 的影 响

基

迫肥表施

施施 后 7 天天 施 后 2 0 天天 施 后 3 5 天天

毫毫克 / 1。。克土土 相对%%% 毫 克 / 10 0 克土土 相对%%% 毫克 / 1 0 0克土土 相对%%% 斑克 / 10 0克上上 相对%%%

1115
。

888

:;;;;
1 0

。
4 777 2 5999 5

。
999 1 8 444 2

。

1999

:::::777
。

廷99999 4
。

0 444 10 000 3
。

2 111 10 000 2
。 199999

注 . 相 对百 分率 以迫肥表施 为 10 0 %
。

1 9 7 4年一 1 9 7 5年的田间试验证明
,

施肥深度即使有很小的改变
,

也会引起明显的肥效

差异
。

例如在每亩施用 40 斤碳按和 50 斤氨水的水平下
,

进行三个深度处理 (表 3 )
。

在早稻

生长的早期和中期
,

用肉眼也能清楚地辨别田间差异
,

充分说明在移栽前把挥发性氮肥用

作耙面肥 (深度约 1~ 3厘米
,

表面浓度很高
,

损失多 )
,

远不如全耕层深施
。

另一方面
,

如果

化肥施用得过深
,

例如随犁堡翻入 4~ 5寸
,

贝嵘常引起前期吸收差而返青慢
,

后期肥效又易

过长
,

效果也差 (表 4 )
。

表 3 碳 按
、

氮 水 不 同 施 肥 深 度 对 早 稻 产 量 的影 响

处 理 (亩 ) } 单 产 斤 /亩

碳俊 40 斤
、

氮水 50 斤全部深施作蓦肥

碳钱 4 0斤深施作基肥
,

拭水 50 斤在移栽前作耙面肥

碳按 40 斤
、

抓水 50 斤全部在移栽前作耙面肥

0
。

8 7 4

0
。

8 6 8

0
。

8 7 0

8 2 5
。

0

7 17
。

7

6 9 0
。

2

表 4 碳铁不同施肥深度的氮素利用率 (差减法 )

|叫|ù !

l12 / 6 分 寨 期 1 2 / 7 齐 穆 3 / 8 收 获 期

鳖
面

寸

一半施入三寸
、

一半施入五寸

9
。

8 4

7
。

6 5

5
。

4 8

,`
·

“ “

{
3`

·

“

, 4
·

5 6
!

” `
·

4 6

15
.

9 9 】 5 1
。

5 2

注 . 表中数据 为 1 9 7 4年早稻盆栽结果
,

品种为
`
解 南早 一号

’ 。

五
、

全耕层基肥深施的氮素利用率

几年来
,

全耕层基肥深施方法对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

应用 N
’ `
标记法

、

差减法进行了

测定
,

结果证明
,

基肥全耕层深施方法
,

较之追肥或面肥
,

对双季稻可提高利用率20 %左右

(表 5 )
。

试验还表明
,

全耕层基肥深施后 的氮素利用率
,

在双季稻的各个生育阶段都比较高
,

说明深施不仅提高了肥效
,

而且供肥平稳
,

肥效长
,

同时氮素利用率随深施比例的增加而

提高
,

10 0 %深施的利用率最高
。



表5 不同施肥方法对碳铁中氮素利用率的影晌

全全 耕 层 基 肥 深 施施 迫 施 或 面 施施

盆盆盆 差 减 法法5 2一5 555 ))) 早 稻稻
栽栽栽 差 减 法法 7 3一5 666444 3后 季 稻稻

试试试 N5 1 标 记 法法000 4 2000 后 季 稻稻

脸脸脸脸脸 200000

大大田 试验化学分析析4 7一 6 333
.

2 222后 季 稻稻

表 6碳 往 不 同 施 肥 方 法 的 氮 紊 利 用 率

不不 同 时 期 的 扭 素 利 用 率 %%%

888 月0 1 日分策初初 s月 2 3日扮分化 期期1 1 月 ` 日收 获获

差差 减 法法 N 比标记法法 差 减 法法 N 比标记法法 差 减 法法

222
。

2 333
。

888 6
。

2221 1
。

5 3335
。

999

222
。

111 2
。

666 6
。

1 1 333
。

000 37
。

000

000
。

555 1
。555 4

。

888 8
。

111 20
。

000

注 , l 。

2
。

丧中数据为 1 9 7 4年 后季稻 (盆栽 )的 N 比 标记法及化学分析差减法结果
。

今

盆钵大小为 2 8 ( 直径 ) x 2 9 ( 高 )魔米
,

装 土 38 斤
,

施 肥 t 为 8
.

5 克 /盆
, 品种为气 的砂

,

每盆 4 穴
,

每穴 4 株 , 基肥 于 8 月 l 日施入
,

8 月 2 日移栽
,

8 月 6 日追肥
,

11 月 4 日收获
。

N 比 标记样品的质谱分析
,

由上海化工院物 化室协助进行
。

在实际推广应用中
,

由于各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条件 (肥料数量
,

双季稻品种
,

土质
,

管

理水平等 )不同
,

因而不能强求一律
。

尤其是目前肥料的分配尚不能全部于移栽前分到社

队
,

总有一部分化肥作为追肥
。 一

根据试验
,

与基肥全耕层深施相适应的补施追肥的方法是

在总施肥量较低而又早栽时
,

可在移栽后立即补施
,

如果施肥量高
,

移栽又晚时
,

则 以在抽

德前5一 7天以粒肥形式补施较好
。

施肥方法只是农业八字宪法的一个部分
,

要使好的施肥方法增效又增产
,

必须与其他

农业技术措施密切配合
,

对基肥全耕层深施
,

主要应注意要有好的秧苗
,

适应高产要求的

水浆管理和防治病虫害措施
。

同时
,

要十分重视施肥质量
,

即肥料要施在耕后整平已上水

的田中
,

要边施边旋耕
,

尽可能减少施用过程中的挥发损失
。

在上海郊区
,

目前还在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中探索全耕层基肥深施方法实行中如何配

合磷肥和有机肥
,

不同肥力水平和不同品种的追肥问题
,

以及与其他施肥方法 (粒肥
、

球肥

等 )进行对比
,

以期更好地改进挥发性氮肥的施用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