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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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前季稻缺磷田块的磷肥试验

9 6 7 1年我大队十四个生产队中有八个生产队的前季稻种在含磷中等的黄泥夹沙土的

槽田里
,

有六个生产队种在缺磷的抒田沙土上
,

其中第二
、

第十一两个生产队的前季稻连

片种在缺磷严重的甲戌三好
。

二队把磷肥作前季稻基肥施用
,

效果较好
。

而第十一队只有

四亩施了磷肥
,

其余二十二亩未施
。

小秧移栽后十天
,

就出现两种情况 ;施磷的田块
,

苗势

旺
、

发棵好 ,不施磷的田块僵苗不发
,

生长停滞
,

不分集
,

拔起来一看
,

新根不生
,

老根发

黑
。

正是
: “

远看象火烧
,

近看象笔管
” 。

二队准备把十多亩田耕掉改插单季稻
。

这时我们和

群众一起对施磷与未施磷的两块田的植株进行了营养诊断
。

磷肥作基肥的田块里植株含

磷丰富
,

不施磷的植株就缺磷
。

因此
,

我们认为僵苗不发主要是缺磷造成的
,

立即建议两

个生产队迅速追施磷肥
,

结合田间管理
。

十一队于 6月 10 日对十三亩半僵苗追施过磷酸

钙
,

由于有不同看法
,

还有八亩半没有施
。

结果磷肥作基肥施用的四亩田
,

前季稻亩产 76 6

斤
,

追施磷肥的十三亩半亩产 6 29 斤
,

未施磷肥的亩产仅 4 86 斤
。

二
、

后季稻磷肥试验

我们在沙质土和黄泥夹沙土上分别进行了后季稻磷肥试验
。

由于土壤含 磷 情 况 不

同
,

磷肥肥效也不相同
。

第二生产队的沙质土
,

土壤缺磷
。

试验分三个处理
:

前季稻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
,

后季

稻不施磷 ;前季稻不施磷
,

后季稻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
;
前后两季稻都不施磷肥

,

作对照
。

试

验品种都是京引 1 5
。

对照田前期因发苗差
,

曾补施碳酸氢按 15 斤 /亩
,

其他施肥情况各处理

均相同
。

试验结果
,

前季施而后季不施的
,

亩产 6 86 斤
,

后季施而前季不施的
,

亩产 70 0
.

5

斤
,

对照亩产仅 62 0
.

5斤
。

第八生产队的黄泥夹沙土
,

土壤含磷中等
。

试验田亩施过磷酸钙 30 斤
,

以不施磷肥为

对照
。

品种为东方红一号
。

10 月 10 日进行土壤植株营养诊断
:

施肥处理的土壤和植株含

磷均丰富 ,对照区土城含磷中等
,

植株含磷丰富
。

试验结果
:

施肥处理亩产 5 54 斤
,

对照区

亩产 5 5 1
.

5斤
。

这说明黄泥夹沙土基本能满足水稻生长对磷素的需要
。

另外
,

该队后季稻

用氮水平较低
,

也可能影响了磷肥施用效果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三
、

棉花钾肥试验

近几年来
,

我大队棉花亩产一直在百斤上下徘徊
。

根据 1 9 7 1一 1 9 7 5年的观察
,

连作老

棉田在九月底叶片开始发红
,

十月上中旬落叶早衰
,

由于光合作用被破坏
,

铃重大大下降
,

群众反映
: “

铃果生得不算少
,

就是产量上不了
。 ”

棉花实产比测产低得多
。

一些生产队虽

然很注意增施和重施氮磷花铃肥
,

但仍不能克服早衰现象
。

1 9 7 5年
,

通过诊断发现
,

凡是

早衰的棉田
,

土城中都缺钾
。

接着全大队开展了棉田施用钾肥试验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特别是老棉田
、

沙土田和用氮磷水平较高的丰产田效果更为明显
。

试验田为连作老棉田
,

棉花连年早衰
。

据测定
,

土壤缺钾
,

含磷中等
。

于 7月 20 日增 施

抓化钾
,

每亩 15 斤
,

以不施钾肥为对照
,

其他肥料的施用与大田相同
。

分期测定结果
:

施钾

棉田土镶含速效钾丰富
,

植株含速效钾中等
。

增施钾肥后主茎叶脱落推迟
,

黄叶茎枯病的

发病率下降
,

每亩总铃数
、

铃重明显增加
,

增产显著 (表 1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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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钾肥对棉株主茎活叶数和红叶黄叶茎枯病发病率的影响

二关刊亚
主 茎 活 叶 数 红叶黄 叶茎枯 病发 病率 (% )

9月 1 1 日 9月 1 2日

(张 )

…
1。月 ` 日

9月 21 日 1 0月 1 1 日 1 0) J 31 日

2 l

5 5

4 8

8 6

钾照施对

表 2钾 肥 对 棉 花 产 l

理
{

每
气草

) 铃 数 平 均 百
(克 )

铃 重

的 影

折 合

响

籽 棉
斤 / 亩

产 盆 }增 产
l (斤 / 亩 )

46 6 6 2

41 2 0 8

4 0 8
。

6

4 4 3
。

3

8 31
。

37 9
。

6钾照施对

棉花发病早衰是棉株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因营养失调而出现的生理病害
,

在目前
,

缺钾

是引起早衰的主要原因
,

氮磷施肥水平较高的田块尤为突出
。

第八生产队有一块高氮试

验 田
,

七月中旬在其中一垅上增施氯化钾20 斤 /亩
,

直到九月中与未施钾的田没有多少区

别
,

但到十月一 日观察
,

施钾田叶色深绿
,

未施钾田叶色退淡
,

十月底观察
,

施钾的叶

色正常
,

不脱落
,

未施钾田全部落叶
。

事实证明
,

氮
、

磷
、

钾三要素是互相促进
,

缺一不可

的
。

我们开展土壤和植株营养诊断工作还 仅 仅 是 开 始
,

今 后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

认真总结经验
,

使诊断工作 更 好 地 与生产相结合
,

为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作出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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