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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糊 田 稻叶揭斑症的研究

— 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病因素及其防治

夺高产的讨论
·

浙江农业大学土壤农化专业

富 阳 县 农 业 科学研 究所

“

认识从实践始
,

经过实践得到了理性认识
,

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 ”

我们根据多年来

的调查研究
,

综合多方面的材料
,

试拟出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病因素示意图
。

为检验所得

的理性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

于 1 9 7 5年
,

在发病严重的皇天贩地区的富阳县农科所
,

采

取了针对性的综合防治措施
,

由该所主持种了四块 (共 6
.

58 亩 )三熟制早稻丰 产 试 验 田

(即综合防治试验田 )
,

获得了早稻亩产从 19” 年的 6 41
.

7斤和 1 9 7 4年的 6 85
.

8斤
,

提高到

1 0 4 9斤
。

其中一块田 ( 1
.

6亩 )达到 1 1 10 斤
,

这是皇天饭地区的早稻首次闯过千斤关〔 0
。

农科所的大田产量也由 1 9 7 4年的 5 63 斤提高到 8 54 斤
,

也是首次早稻一季超
“

纲要
” 。

本文

是在讨论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病因素的基础上
,

对该病采取针对性的综合防治 夺 取 高

产— 早稻亩产超千斤的初步总结
。

一
、

糊田稻叶褐斑症发病因素的探讨

(一 )病 因 讨 论

1
。

稻株缺钾 多次试验结果表明
:

凡是患有褐斑症的叶片
,

及其相应的叶鞘和节间

组织液钾含量均 < Z 0 0 0 p p m (大多数在 3 0 0 p p m 左右 )
,

而生长 正 常 无 病 斑 的 水 稻 都 >

20 。。p p m
,

千斤水稻则达 30 。。 p p m
。

根据水稻不同生育期的多次测定结果 表明
:

相同氮

肥用量的缺钾小区与施钾小区相比
,

稻株的含钾量都是以缺钾小区为低
,

而含氮量都是

以缺钾小区为高
,

其结果是稻株或功能叶的钾氮比例降低而失调
。

测定结果是患病稻株

的 K
Z
O / N ( 1

.

2
,

功能叶的K
Z
O / N镇。

.

6〔注一〕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缺钾稻株中蛋 白 质

态氮的减少和可溶性氮的显著增加
,

这将有可能导致游离氮的积累中毒
。

这些结果与有

关研究报导相一致 〔2 〕
。

缺钾水稻的另一明显特征是白根减少而黑根增多〔 3〕
。

反映在土壤

〔注一 〕 据浙江省农科院土肥 所的 分析资料
,

患病稻株的 K Z O / N 比值较小
,

大致相 当于我们所测的功能 川

比值
。



上是
:

缺钾小区的土壤水溶性亚铁
、

代换性亚铁和沉淀态亚铁都比施钾小区显著地多
。

这充分说明糊田上水稻缺钾
,

不仅稻根发育不良
,

活力降低
,

而且土壤中的还原性物质也

多
,

这将导致水稻生育更差 (以后将有专文讨论 )
。

根据有关研究报导 〔。 ,

水稻缺 钾 则

会阻碍提高稻根氧化能力的经基乙酸氧化途径
,

其原因是与该途径有关的有机酸 减少
,

其中特别是乙酸减少最多
,

而乙酸是稻根经基乙酸氧化途径的主要基质
。

所以水稻缺钾

就会降低稻根的氧化能力
,

从而易受湿田土壤中的还原性物质的侵入危害
。

2
.

稻株含铁过多 室内外试验与调查结果表明
:
凡是出现褐斑症稻株的下面叶片

,

其全铁量 ) s o 0P p m , 6 当量盐酸浸提的活性铁异 3。。p p m (顶部向下活性比较 强 的 1~ 2

张叶片是在 1 00 0P p m左右 )
。

凡是患褐斑症的水稻基部速测亚铁 (。
.

1 %邻菲罗林直接浸

提的亚铁 ) ) 5 p p m
。

而无病症的水稻
,

其各态铁均小于上述数值
。

生长特别 健 壮 的 水

稻
,

几乎无速测亚铁 〔 5〕
。

根据田间测定结果证明
:
凡是表现出亚铁中毒的水稻 ( 即速测

亚铁含量 ) 5 p p m )
,

吸钾能力大大降低
。

例如稻株基部速 测 亚铁 > I OPP m 的
, .

即使 土

壤速效钾在 6 0P p m 以上
,

其稻株组织液钾含量在 50 0P p m 以下
,

稻叶褐斑症 很严重
。

相

反
,

稻株基部速测亚铁在 1
.

2 5 p p m 以下
,

即使土壤速效钾在 15 PP m 左右
,

稻株组织液钾

含量却有 1 5 0 0 PP m ,

水稻还没有明显的稻叶褐斑症状
。

氮素含量与 钾相反
,

亚铁中毒的

水稻比正常水稻的含氮量反而提高
。

其结果是与水稻缺钾一样
,

促使稻株 (或功能叶 )的

钾氮比值降低
,
从而加重病症

。

根据有关研究报导〔“〕 ,

水稻亚铁中毒以后
,

不但吸钾能

力大大降低
,

而且强烈阻碍经基乙酸氧化途径
。

3
.

稻株氮素相对过绷 田间试验结果证明
:
在土壤缺钾的条件下

,

随着氮肥用量的

增加
,

稻株的氮素营养指标〔注一〕也跟着提高
,

而组织液的钾含量却反而降低 (表 1 )
。

其

表 1 不同氮肥用盆与水稻氮
、

钾营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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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s 、

N 、 0 0 各区分别亩施抓化铁 2 5
、

5 0
、

7 5
、

10 0斤
·

各区都亩施

过礴 酸钙 40 斤和抓化钾 20 斤
。

〔注一 ) 氮索营养 指标 二
无淀粉反应的叶箱总段 数〔 B )

有 淀粉反应的叶梢总段致 ( A )

, 用 B / A值 表示
。

B / A 值愈大
,

表示水 稻 的 链素

水平 愈高
。

具体钓 侧定方法 以及本文后面 提到的有关土城 和稻株的侧定 方法
,

均请参看
“

水稻营养 与

土壤诊断训练班讲义
” ,

浙农大上化专业
、

富阳 农科所合编
,

19 7 6
.

2
。

(内部资料 )
。



结果是加剧稻株钾氮比例的失调
,

从而降低稻根的氧化能力
,

以致降低稻根对土壤中有

毒物质的抗性
。

例如多次测定水稻茎秆基部的亚铁含量
,

高氮无钾区是 20 一 3 o p p m ,

而低

氮无钾区是 10 一 ZOp p m ,

要高一倍左右
。

根据所得的分析数据的归纳
,

水稻氮素营养指标与稻叶褐斑症的关系
,

没有象钾与

速测亚铁那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数量界限
,

这似乎也可说明造成氮素过剩是与钾
、

铁等

因子有关
,

它是一种相对的过剩现象
。

据化学分析结果
,

水稻氮素过剩主要表现在非蛋

白质态氮的增多
。

例如患病严重的低氮无钾和高氮无钾区的水稻
,

非蛋白质氮都占全氮

量的 15 %以上
,

而生长正常无病症的水稻则都在 5 %左右
。

据有关研究报导〔 7〕 ,

在非蛋

白质态氮中主要是酞胺
,

如果稻株缺钾和氮素过剩
,

就会引起稻体内的蛋白质分解成氨

基酸
、

酞胺和铰离子
。

因此水稻从根部吸收的按离子
,

就难以形成酞胺
,

此时水稻就有

可能发生按离子的积累中毒受害
。

(二 )其 他 诱 因

诱发稻叶褐斑症的外因很多
,

它牵涉施肥
、

土壤
、

耕作和栽培等诸方面
,

已在前报 〔 ” 〕

中作了讨论
。

此处再对 田土糊烂
、

水耕水耙
、

长期淹水
、

气温过高过低和秧苗素质差等进

一步加以分析
。

1
.

土壤缺钾和田土糊烂 长期淹水
、

耕层糊烂的湿田
,

缺少冬耕晒堡
,

故土壤中易

分解性有机质多
。

如再加上湿耕多耙和长期灌水不搁田
、

烤田
,

则土壤通气性极差
,

易于

产生硫化氢
、

有机酸
、

亚铁等还原性物质
。

这些物质都会抑制稻根生育和阻碍稻根吸收

养分
。

据有关研究〔 “ 〕 ,

其受阻最大的是钾
,

而对氮和铁的吸收反而有所提高
。

其结果也

使稻体的钾氮比值降低和铁过多
,

并有抑制稻根经基 乙酸氧化途径的作用
,

从而促使稻

叶褐斑症的发生
。

另一方面
,

耕层糊烂的湿田
,

秒后混水插秧极易发生沉秧 ( 据调查沉

秧深度可达 2一 3寸 )
,

造成缺肥
、

通气差 (早稻还受低温障碍 )
,

根系发育不良
,

分孽困难

而加重病症
。

根据二年的试验结果
,

钾肥对早稻的增产率
,

19 7 4年比 1 9 7 5年显著地高
,

但各小区的

产量却是 1 9 7 5年比 1 9 7 4 年显著地高
。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1 9 7 5年的低氮无钾区 ( 6 2 6

斤 )比 1 9 7 4年的低氮低钾区 ( 5 5 9斤 )和低氮高钾区 〔 5 9 8斤 )的产量都要高 , 1 9 7 5年 的高氮

先钾区 ( 5 5 4斤 )相当于 19 7 4年的高氮低钾区 ( 5 5 4斤 )的产量
。

然而调查富阳县农科所的周

围农场和公社
, 1 9 7 5年早稻产量都因气候欠佳而稍有减产

。

其原因可能与 19 7 5年除施用

钾肥以外
,

还采取冬作绿肥改为麦作 (据试验观察
,

麦 田早稻的褐斑病症比绿肥田显著地

轻
。

麦田早稻与绿肥田早稻同时收割
,

即麦田 早稻尚未成熟就收割也比绿肥田早稻略有

增产 ) ;
水耕水秒改为干耕燥作 , 长期深灌水改为浅灌勤灌并适当搁田烤田 ; 抄后混水插

秧改为糊泥沉实插秧以防止沉秧等综合措施
,

改善了土壤通气性
、

提高根系活力和钾素

营养状况等等有关
。

另外
,

在调查中发现糊田稻叶褐斑症有随着水稻生长发育而渐趋严重 ( 即到后期病

症加重 )和渐趋好转 ( 即到后期病症减轻 )二种情况
。

据初步研究
,

这与土壤钾素营养状况

有关
。

例如富阳县农科所试验田的土壤速测钾毛 1 5P p m
,

属严重缺钾类型
,

水稻发病主要

是由于土壤缺钾
、

田糊以及偏施氮肥所引起的
。

如果不施钾肥而增施氮肥
,

就难 以改善

水稻的钾素营养
,

则其病症 自然是愈到后期愈严重
。

又如富阳县东山良种场的土壤速测



钾在 6 Op p m左右
,

属一般水平
,

水稻病症主要是由于田糊亚铁中毒所引起的
。

所以即使

不施钾肥
,

只要水分管理和气候条件得到改善
,

就能发挥土壤钾素营养
,

提高稻根氧化能

力和抵制亚铁侵入的能力
,

则其病症即使不施钾肥也有可能到后期减轻
。

2
。

气泥过高过低和秧苗寨质差 据观察晚报插秧后不久发病就比较严重
,

其主要原

因是晚稻秧苗素质通常比较差和发根能力弱
,

加之夏季气温高
,

插秧后又经常孺要灌深

水护苗
,

这样土壤通气不良
,

增加土壤中的还原性物质
,

助长水稻吸钾困难
。

相反
,

随着水

稻叶面的蒸腾作用的增强
,

,

吸收亚铁的数量却跟着增加
。

如果此时采取排水搁田
,

则土

温过高
,

水稻易受害而稻
.

苗更加瘦弱
「

,

致使发病更为严重
。

由此可以推论
,

气温高也可能

是早稻后期病情加重的原因之一
。

(三 )发病因素示意图

根据以上 的讨论
,

使我们认识到诱发稻叶褐斑症的因素很多
,

而且在农业生产上由单

一因素引起水稻发病是很少的
,

大多数是由几个因素共同作用而诱发的
。

但是外因是通

过内因起作用的
。

因此从发病水稻的营养失常过程来看
,

则大都是由于水稻受到土壤肥

ǎ胡麻叶枯病等并发à

患稻症叶揭斑

施施 肥 因 子子

一一-
~ 一」~

一
`

一一
.....

一
二一 ~ 一一一

高 氮氮
长长期少施有机机机 含含含 高 礴礴

肥肥
,

偏 施 氮
、、、

硫硫硫 无 钾钾
麟麟化肥肥肥 酸酸酸酸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根
肥肥肥肥肥肥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料料壤壤壤壤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因因因因 缺 钾钾钾钾钾钾钾钾钾钾 根系呼吸的经经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基乙酸氧化途途

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径 受 到阻碍
,,杏杏杏杏杏杏杏 稻 根 发

.

育 不不

糊糊 田田田 良
。。

(((亚铁
、

硫化氢等还原
···

吸钾童少少

性性物质多和擂秧后沉沉沉
’

吸犯过多多

}}}}}}} {{{{{ } 丘丘丘 ttt

水水水水 长长长
:

高
`

温温温 低低

耕耕
、、、

期期期 (扭 过 水水水水

多多多多 灌灌灌灌灌灌
查查 桩〕〕

稻株体 内 K : O / N

失调
,

伎离子与亚

铁积累中毒 , 荃部

叶片提早枯黄
,

稻

根生育恶化
。

区座困
一

卜卿
子

…座三日
图 1 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病因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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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栽培技术和气候条件等等不 良环境的影响
,

使稻根发育不良
、

吸钾不足
、

吸氮相对过

剩和亚铁的侵入
。

招致稻株体内的钾氮比例失调
、

按离子和亚铁积累中毒
,

以致发生糊

田稻叶褐斑症
。

根据多次的系统分析结果表明
:
当整株水稻的 K

Z
O / N ( 1

.

2 ( 功能叶是

( 0
.

6 )
、

非蛋白质氮占全氮的 15 %以上 , 稻株组织液钾含量 ` 1 0 0 0~ ZO0 o PP m ; 叶片的

活性铁含量》 30 0P p m和稻株基部的速测亚铁》 5 p p m时
,

水稻就发生明显的 稻 叶揭斑

症
。

兹将发病因素示如图 1 。

二
、

综合防治夺取早稻亩产超千斤的措施讨论

(一 )从穗粒结构讨论稻叶褐斑症的减产原因

任何自然条件或耕作措施的改变
,

导致水稻的增减产
,

都是通过穗
、

粒
、

重的变化而反

映出来的
。

因此考查穗粒结构的变化
,

对探明稻叶褐斑症的减产原因是有益的
。

1
.

不同氮
、

钾肥的用量比例对称较结构的影晌及其与增减产的关系 我们以施足钾

肥区 ( N
;
K :

) 为标准区
,

根据穗粒结构状 况考查钾氮肥用量比例与产量增减的关系 ( 表

2 )
。

从表 2 中可看出
:

( i ) 造成 N
、
K

。
和 N ,

K
。
区 (即不施钾肥区 )减产的最 大因子 1 9 7 4

、

1 9 7 5二年都是每穗实粒数的减少
,

其次是每穗总粒数的减少
,

影响较小的是千粒重的降

低
。

增施氮肥区 ( N
:

K
。

)的穗粒重各因子的减产幅度
,

二年都比 N
,

K
。
区为大

。

这似可说

明缺钾减产主要是由于结实率降低
、

每穗粒数减少和千粒重的减轻所致
。

( 2) 在施用钾

肥的基础上增施氮肥
,

即 N ,
K

:

区与 N : K : 区比较
,

两者的穗粒结构状况二年都区别不大
。

但实际产量相差比较大
,

二年都是N : K : 区比 N , K : 区的产量高 ( 1 9 74 年增产 1 1
.

1%
, 1 9 7 5

年增产 1 3
.

9 % )
,

其增产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施用钾肥发挥出氮肥的作用
,

增加有效穗而

获得增产
。

2
.

不同栽培技术措施对稼粒结构的影晌及其与增减产的关系 1 9 7 5年
,

根据糊田的

特点
,

对氮钾肥用量比例试验的栽培技术措施作了一系列的改进
,

结果是所有各处理区的

稻谷产量
,

都比74 年的相应处理的产量高得多
。

但各处理区的增产程度是不同的
。

表 3 是

表 2 从 穗拉 结构 状 况 分 析 氮 钾 肥 比 例 与 嗜减 产 的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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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增减产 ( % )都以 N
,
K , 为标 准区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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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怡O甘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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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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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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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脸处理说明见 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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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9 75 年各 区增减产的百分率 是以 1 9 7 4牟相应各 区为标准 区
。

3
。

丰产田 增减产的百分率是 以
·

19 7 5 年的 N I K : 区为扮准区
。

` , 卜
一

,
、

t

以7 4年的产量和穗粒重为标准区
,

从稚粒结构状况考查各处理影响增产各因子的比重之

结果
。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 1) 1 9 7 5年稻谷产量的提高

,

在不施用钾肥的处理 中 ( N , K 。
与

N : K
。

), 占增产比重最大的因子仍然是每穗实粒数的增加
。

值得注意的是按秘粒结构变

化的增产率
,

远比实际产量的增产率为低
。

这可能是由于改善了田间水分管理
,

增强了稻

根活力
,

提高吸钾能力和排除亚铁侵入的机能
,

从而发挥了氮肥的作用
,

增加了有效德而

获得增产
。

(幻 稻谷千粒重的增加
,

对提高 75 年产量的作用
,

超过每穗粒数的增加
,

而每

穗粒数的增加对产量影响很小
。

这在N : K
。
区显得更为突出

。

这可能是在水稻后期 改进

田间水分管理
,

提高了稻根生机
,

从而改善稻谷的灌浆结实所致 ` ( 3) 19 7 4年的钾肥区与

1 9 7 5年的钾肥区相互比较
,

它们之间的穗粒重各因子无多大增减
,

俱实际产量相差很大
。

其中 19 7 5年的 N
,
K : 区要比 1 9 7 4年的 N

:
K :

仄增产2万
.

3 %
,
N : K :

区 19 7吕年忱 1 9 7 4 年增产
2 8

.

9 %
,

其增产原因似应是增加了有效稼的缘故
。

( 4 ) 1 9 7 5年的 N :
K

:

区
、

N
:

K
:

区与丰

产田相比较
,

它们的穗粒结构也差别不大
,

其中丰产田的千粒重和每穗粒数
,

由于增加密

植程度而有减少的趋势
,

但实际产量相差很大
,

N : K
:

区比N
;
K

:

区增产 1 3
.

9 %
,

丰产田

比N
:
K

:

区增产 30 %
,

比N
,

K
:

区增产 48 %
,

其增产的主要原因也应是增加有效穗的结果
。

综上所述
,

从稼粒结构状况考查糊田 稻叶褐斑症的减产因素
,

似可明确如下 几 点
:

( l) 水稻在缺钾的情况下
,

结实率的降低是减产的主要因子
,

其次是每稼粒数的减少
,

而

后是千粒重的降低
。

( 2) 在施用钾肥的基础上
,

·

增施氮肥和改善田间水分管理获得增产

的主要因子不是穗粒结构的改善
,

而是增加有效秘舀 ( 3) 改善田间水分管理技术
,

不仅在

施钾的情况下对提高稻谷千粒重有显著作用
,

即使在极端缺钾的情况下
,

也能改善穗粒重

的状况
,

而且述能增加有效穗而获得显著增产
。

( 4) 只有在解决了水稻缺钾和防止以亚

铁为主的还原性物质中毒的基础上
,

才能发挥以施氮肥和推行各项先进农业技术的较大

增产作用 (图 2 )
。

例如 1 97 5年 N ,葬
: 区比 N

: K Z
的增产幅度

。
尽管 75 年的产量基础比较高

,

但增产幅度仍比 1 9 7 4年大
。

由此可以推知
, 1 9 7 4年虽也施用钾肥

,

但未能发挥增施氮肥的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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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处理

皿到 74 年 巨二口 75 年

防 治 措 施 的 实 际 增 产 效 果

最大增产作用
。

特别是 75 年早稻丰产试验田超千斤的成果
,

充分证明综合防治糊田稻叶

褐斑症的必要性
。

(二 )千斤早稻营养指标的初步讨论

我们在诊断综合防治试验田的水稻营养变化规律的过程中
,

结合进行氮肥用量试验

和氮钾用量比例试验的水稻营养诊断 、 兹将四块综合防治试验田 (丰 1
、

丰 2
、

丰 7
、

丰 8 )

和二个严重缺氮区 ( N
。 、

N : 。 .

磷钾营养基本正常 ) 的水稻主要生育期的营养诊断结果绘

子图 德
。

从图 3中可以看出
: ( 1) 四块丰产田的水稻基部叶鞘与茎秆混合组织的无机磷

含蚤`在分集期与拔节期稍有区别
,

而在幼穗分化期与孕穗期则无多大区别
。

其变化趋势

是分集期含量最高
,

往后则随着水稻的生育而显著地降低
。

缺氮小区的磷含量
,

在幼穗分

化期以前显著地比丰产田的水稻低
。

而在拔节期以后反而比丰产田 的水稻高
。

这可能是缺

氮小区的磷肥用量比较少
,

土壤速效磷含量比较低和水稻后期严重缺氮
,

以致相对提高水

稻的磷含量之故
。

( 2) 四块丰产田水稻 的组织液钾含量
,

在其整个生育过程中
,

几乎是相

等的 (用速测法区分不开来 )
。

水稻返青以后到拔节期都是 3 00 0P p m
,

到孕穗期下降为 2 00 0

p p m
。

缺氮小区的水稻
,

在拔节期以前较低
,

而在孕穗期则大大超过丰产田水稻的含量
,

高达 3 0 0。~ 4 00 Op p m
。

其原因可能与稻株组织的无机磷的变化相似
。

( 3) 四块丰产田中
,

三块超千斤的丰产田 ( 2 号田 1 0 2 1斤
,

7 号田 1 1 10斤
,

8号田 1 0 5 8斤 )的水稻氮素营养指标

曲线均呈
“

V
”

字形
。

分粟期氮素营养指标在2
.

3~ 3
.

0之间
,

幼穗分化期在 1
.

7 ~ 2
.

。之间
,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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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综合防治试验田和缺氮区的水稻主要生育期营养变化曲线

圆秆拔节期在 1
.

6~ 1
.

7之间
,

孕稼期在 2
.

4 ~ 3
.

0之间
。

在搁田期间的幼穗分化期均能用肉

眼看出水稻叶色的退黄过程
。

这与群众创造的高产早稻的
“

乌
” 、 “

黄
” 、 “

青
”

的叶色变化规

律相一致
。

值得注意的是 1 号丰产田的水稻
,

在其整个生育过程中的氮素营养指标的变

化曲线虽也呈
“

V
”

字形
,

但一直处于高指标 (分草期
、

幼穗分化期
、

拔节期和孕穗期的氮素

营养指标分别为 3
.

3
、

2
.

5
、

2
.

0和 3
.

3 )
。

水稻叶色呈现
“

一路青
” ,

用肉眼看不出有一个退淡

过程
。

表现出披叶严重的氮素过剩的长相
,

其结果是有效穗减少 3
。

9万
,

疼谷率增加 1
.

1~

3
.

3 %
,

亩产未能超千斤
。

与此相反
,

N
。
和 N : 。

二个小区
,

由于严重缺氮
,

水稻氮素营养指

标一直处于低水平 ( < 。
.

5)
,

其变化曲线反而略呈凸形
。

水稻叶色呈现
“

一路黄
” ,

水稻产

量很低 ( N
。
区是 4 6 5斤

,

N : 。
区是 6 4 0斤 )

。

值得注意的是取得 1 1 10 斤的 7 号丰产田
,

其位置与 2 号丰产田相邻
,

土壤养分状况相

似
,

耕作管理
、

栽培技术与品种都相同
,

孕穗期的水稻营养诊断指标也相同
。

在 6 月 23 日
,

7 号田每亩增施抓化按 6斤和抓化钾2
.

5斤作为对比试验
,

其结果是比 2 号丰产田亩产增

加 8 9斤
。

10 4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
,

并结合我们的试验结果
,

似可提出如下三点
,

以供进一步试验

参考
。

( 1) 在磷
、

钾营养充足的情况下
,

控制好氮素营养是取得高产的主要关键
。

初步结

果表明
:

叶色
“

乌黑
”

的分集期氮素指标以 3左右为宜 ; 搁田期间的叶色
“

退黄
”

的幼穗分

化期到拔节期以1
.

6左右为宜
,
复水后的叶色

“

青绿
”

的孕穗期则不宜超过 3
。

如果超过上

述指标
,

即使钾
、

磷养料充足
,

也表现出氮素过剩症而亩产未能超千斤
。

例如 1 号丰产田就

是这种情况
。

( 2) 在缺钾地区
,

保持水稻体内氮素与钾素营养的平衡是获得高产的保证
。

试验证明
,

千斤水稻的组织液钾含量应保持在 3 0 0 Op p m
,

如果 < Z 0 0 0 p p m ,

则水稻氮素营

养指标即使在 1
.

5以下
,

也会表现出类似氮素过剩的缺钾亚铁中毒症
,

其结果也是亩产不

能超千斤
。

例如氮肥用量试验的 N
, 。

和 N
, 。 。
区 (表 1 )的早稻亩产分别为 9 10 斤和 87 。斤

,

就

是这种情况
。

( 3) 对稻株的氮素营养指标
,

还必须结合土壤养分状况进行综合判断
。

例如

2 号田与 7 号 田
,

水稻孕穗期的氮素营养指标都已达到 3
,

但土壤按态氮 已 降 到 12 一

1 5 PP m ,

这时
, 7 号田追施适量氮

、

钾肥还能表现显著增产
。

(三 )综合防治夺高产的措施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全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是获得农作物高产的普遍规律
。

但针对糊

田稻叶褐斑症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技术问题
,

在采取综合高产栽培技术时则有其特点
。

1
.

开沟排水
,

深耕改土
、

打好离产基础
“

糊田
”

是发生稻叶褐斑症的土壤基础
。

因此

首先必须解决田糊的问题
。

皇天阪土壤是一个泻湖沉积物发育的潜育性水稻土
,

俗称青丝

泥
。

由于富阳县农科所试验地紧靠山脚边缘
。

土壤除地下水位高以外
,

还受山脚侧渗水

的影响
。

所以排除侧渗水和降低地下水位是创造高产土壤的先决条件
。

农科所成立以后
,

采取以开环 山沟为主的排灌设施
,

基本上做到能排能灌
。

但降低地下水位的问题
,

还有待

进一步解决
。

青丝泥的另一个弱点是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多数在 2 % 以下
,

而肥力较高的同类型土

壤
,

一般均在 3
.

5 %左右 )
,

土质粘勒而结构性和通气性差
,

为了改善耕层土壤的理化性状

和微生物的活动
,

四块丰产试验田
,

几年来都以施用有机肥为主
,

例如 1 9 7 5年早稻每亩就

用腐熟猪厩肥 4。。o斤和菜饼 1 00 斤
,

占用肥总量的 60 %
。

耕层浅薄 ( 3 寸半 )是青丝泥夺取高产的又一弱点
,

为了既能加厚耕作层
,

又不会因翻

转生土过多而影响当季早稻的产量
。

我们在前作大麦收割后
,

结合盖施优质腐熟厩肥燥

耕 6 寸深
,

晒生后灌水
,

再用旋耕犁打碎耕层中的僵块
,

使土质松软细碎
,

最后用牛力抄

平
。

为稻根健壮发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条件
。

2
.

增施钾肥
、

重施氮肥
、

保持钾氮平衡 土壤缺钾
、

或因田糊影响稻根对钾的吸收

或因氮素相对过剩
,

都会产生稻株体内的钾氮比例失调
,

招致稻叶褐斑症的发生而造成严

重减产
。

但要获得高产就必须重施氮肥
,

这是一个矛盾
。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增施钾

肥以保持氮钾平衡
。

试验结果表明
:
按富阳县农科所的现在土壤肥力水平

,

千斤水稻的

氮肥用量要求在 35 斤氮素左右
,

那么肥料用量的氮素 ( N )与钾素 ( K
:
O )的比例要保证在

1 左右
。

低于这个比值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难 以保持在 3 0 0 Op p m
,

以致有可能因环境或天

气条件的恶化
,

招致稻叶揭斑症的发生
,

亩产就难以超千斤
。

但氮肥用量过高
,

则也有可能

发生氮素过剩症
,

其结果也难达到千斤稻
。

因此
,

在水稻的整个生育过程中
,

要定期进行

营养诊断
,

以便及时运用肥水管理措施控制水稻的氮素营养指标
,

并保持稻株体内的钾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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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

这是取得千斤稻的重要措施之一
。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
我们提出的千斤水稻的营养

指标
,

于 1 9 7 6年
,

虽经四块丰产田 (早稻平均亩产 1 15 8
。

6斤
,

最高一块达到 1 20 2
.

6斤 )的再

次应用
,

但仍需进一步验证
。

3
.

增气控毒
、

促根保叶
、

预防发住早衰 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一致证明
:

凡是长期演

水的土壤
,

其通气性差
,

容易产生硫化氢
、

亚铁
、

有机酸等还原性的有毒物质
,

这些物质会

诱发稻叶褐斑症
。

因此
,

增加土壤通气性
,

控制还原性有毒物质的生产
,

以求促根保叶
,

防

止苗期发僵和后期早衰是夺取高产的技术保证
。

主要措施是
: ( l) 冬耕晒堡

、

限制嫌气

过程
。

对湿田实行冬耕冬种
、

干耕操作与晒堡
,

能改善淹水过程给土壤带来的不 良影响
,

促进土壤有机质的矿化和更新
,

增强土壤通气性
,

加速土壤矿物质的风化过程
,

释放土壤

养分 (包括矿质态钾的有效化 )
,

从而达到了限制嫌气过程的消极因素
。

( 2) 壮秧清擂
、

防

止沉苗发僵
。

糊田土壤的浮泥层厚
,

土壤通气性差
。

过去混水插秧
,

秧苗与浮泥一起下沉
,

变浅插为深插
,

既影响稻根发育和吸收养分
,

又造成先拔节后分菜这种不正常的稻苗
,

延

误了季节
。

所以培育壮秧和改混水插秧为清水插秧 ( 浮泥沉实插秧 )对促进糊田水稻的早

发起着极大的作用
。

( 3) 搁田烤田
、

控毒促根壮秆
。

科学实验证明
:

光靠冬耕晒堡不能消

除湿田土壤由于长期俺水带来的消极 因素
。

因此在插秧灌水后
,

其不 良的还原性状
,

随着

淹水时间的延长很快就会恢复
。

所以在水稻生育中期
,

加强和改进搁田烤田技术以促进

稻苗稳健生长就显得更加重要
。

( 4) 活水灌溉以气保根养叶
。

水稻进入长穗期则要复水

施穗肥
。

为了防止水稻后期烂根早衰
,

我们主要采取勤灌新鲜水
,

干干湿湿
,

灌一次水
,

到

自然落干后
,

再灌一次水
,

不灌水上水
,

保持田土湿而不烂
,

硬而不发白
,

清水硬田板
。

这样

土壤通气好
,

根系活力强 ;起到了以气保根
,

保根养叶
,

青秆黄熟的作用
。

,

三
、

结 语

1
。

本文是在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基础上
,

对引起发病的内外因素的

实质问题作了讨论
,

试拟出发病因素示意图 (图 1 )
。

2
.

根据二年的试验资料
,

从穗粒重的结构变化状况
,

讨论了稻叶褐斑症引起减产的

原因
。

初步明确水稻在极端缺钾的情况下
,

穗粒重的恶化是减产的主要原因
。

其中主要是

结实率的降低
,

其次是每穗粒数的减少和 千粒重的降低
。

在施用钾肥的基础
_

七
,

增施氮肥

和改善水分管理技术对穗粒重的变化也有助益
,

但增产的主要原因是有效穗的增加
。

明

确只有在解决了水稻缺钾和防止以亚铁为主的还原性物质中毒的基础上
,

才能发挥增施

氮肥和推行各项先进农业技术的较大增产作用
。

3
.

对患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地区获得早稻超千斤的水稻营养指标问题
,

根据超千斤早

稻和辅助性试验的系统诊断结果
,

作了粗浅的讨论
。

取得了与高产早稻的
“

乌
” 、 “

黄
” 、 “

青
”

的叶色变化规律相一致的氮素营养指标
,

即叶色
“

乌黑
”

的分桑期是 3左右
;
搁田期间叶色

“

退黄
”

的幼穗分化期到拔节期是 1
.

6左右
;
复水后叶色

“

青绿
”

的孕穗期不宜超过 3
。

各生

育期的组织液钾浓度均要求在 30 0 0 p p m 左右
。

我们大胆地提出这个指标的唯一 目的是希

望有关方面共同来研究这个具有非常现实的生产问题
。

4
。

在综合防治糊田稻叶褐斑症取得早稻超千斤的基础上
,

针对发病实质讨论了综合

防治夺高产的措施特点
。

主要特点是
: 开沟排水

1

深耕改土
、

打好高产基础
;
增施钾肥

、

重

布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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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肥
、

保持钾氮平衡
; 以气控毒

、

促根保叶
、

预防发僵早衰
。

为了进一步揭示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病实质
,

今后将继续讨论褐斑症与营养
、

亚铁中

毒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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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作物营养诊断和磷钾肥试验

江苏省沙洲县鹿范公社二大队农科队

叫. .

1 9 7 5年 5 月
,

我们农科队的同志参加了由省科技局在宜兴县举办的
“

土壤
、

植株营养

诊断速测培训班
” ,

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

参观了先进典型
,

学习了

速测方法
,

提高了认识
,

明确了方向
。

培训班一结束
,

在党支部领导下
,

组成了诊断速测小

组
。

通过半年多的实…践和试验
,

初步获得了水稻缺磷僵苗
、

棉花缺钾早衰的科学资料
,

为

稻棉双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

我大队共有耕地两千多亩
,

以沙槽交界河为界
,

一半是好田沙土
,

土质较差
,

一半是潜

田黄泥夹沙土
,

土质较好
。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开展以来
,

我队粮棉产量增长很快
,

但近

几年来却徘徊不前
。

一批老棉 田常因早衰产量上不去
;
一批好 田水稻因前期僵苗不发

,

分

集差
,

产量不理想
;
有些抒 田沙土种了红花草绿肥也长不起来

。

群众反映说
: “

化肥飘飘
,

氮水浇浇
,

土地板结
,

胃口越来越大
,

产量老是不高
。 ”

大队干部社员听说我们学了化学速

测
,

都要求我们去测试诊断
。

五月中旬
,

我们在全大队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田块
,

取了20

多个土样
,

进行测试摸底
。

测试结果
,

多数沙土好田严重缺磷
,

潜田黄泥夹沙土一般含磷 中

等
,

而多年老棉田则严重缺钾
。

我们把诊断测试结果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
,

并在各生产

队队长会议上分析了各队土质的大概情况
,

要求大家科学用肥
、

经济用肥
,

缺啥补啥
,

开展

对
’

比试验
。

现将营养诊断和稻棉磷钾肥试验结果简述如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