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州 地 区 双 三 制 下

提高氮肥对水稻的增产效果问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东亭任务组

苏州地区随着稻麦两熟制改为双三制面积的扩大
,

年产量进一步提高
,

氮肥用量也有

所增加
。

根据群众反映
,

近些年来出现了
“

化肥 (指氮肥 )胃口增大
”

的问题
。

1 9 7 4年以来
,

我们以无锡县东亭大队为基点
,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
,

目的在于摸索提高氮肥的增

产效果的措施
,

而以前季稻作为工作的重点
。

兹将结果报告于下
。

一
、

硫铰的增产效果及氮素平衡情况

从 1 9 7 4年前季稻的试验结果 (表 1 , 2 )来看
,

每斤硫按增产的稻谷都很少
,

与全国化

肥试验网的统计结果 ( 3 一 5 斤 )〔 1 〕相 比
,

明显偏低
。

1 9 7 4年后季稻
,

以不施肥区为对照
,

施用 35 斤硫按
,

每斤硫按增产稻谷 2
.

5斤
,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为 4 2
.

7斤
; 1 9 7 5年前季稻

上
,

以不施肥区为对照
,

施用 70 斤硫按
,

每斤硫按增产稻谷 2
.

1 斤
,

氮素稻谷生产效率

4 4
.

8斤
。

这些试验中硫按的氮素利用率在 4 7
.

1一 72
.

。%之间 (差值法 )
。

因此
,

这些试验

中
,

氮肥增产效果之所以偏低
,

不是由于氮素利用率较低
,

而是由于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

不高所致 (据我们初步统计
,

国内各地在水稻上进行的肥料试验中
,

硫按的氮素利用率

平均为 5 3
.

3 %
,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平均为 51
.

3斤 )
。

因此
,

解决本地区当前
“

化肥 胃口增

大
”

的问题时
,

应着力于提高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
,

而这是一个联系到许多因素的综合性

问题
。

表 1 不同土堆上氮肥的增产效果 ( 19了4年
,

前季稻
,

广陆矮四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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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对照 区为每亩施用 20 斤硫彼
,

硫按 区为 80 斤 硫按
。

小 区试验
,

仁个 重理
。

(2 ) 稻谷产 t 与地上部分爪积氮蟹的比值称为兔素的稻谷生产效率
。

戈
(3 ) 供试土城羞本性状

。

黄 泥土 (化肥 胃口小 ) : p H 6
.

5
,

全抓 0
.

15 % 丫。一 1 , 厘犷火 皿 地 鱼飞生
.

黄泥土 (化肥胃口 大 )
:

p H 6
.

3
,

全氮。 .

16 % (0 一 15 厘米 》 ,

质地 重镶公
,

此外
,

根据N
’ 6

标记硫按的试验结果 ( 表 2 )
,

硫按的利用率可达 40 一 47 %
,

但是氮素

亏缺仍达 35 %左右 (两个土壤极为相近 )
,

从下层土壤中 N
’ “

% 和 N
’ “

残留量极低的情况

推测
,

’

主要是由于反硝化损失所致
。

因此
,

积极研究和推广进一步提高硫按的氮素利用

率的施用技术也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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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 N` 匕标记硫酸铁的氮素平衡和水稻体内 N` 6

的分配 ( 19了 4年前季稻
,

田间测定
,

分菜肥 )

土 集 残 留 ( % )

。一 15厘米

{
1 5一3。厘 米

}
,J
、

计

水 稻 吸 收 (% )

,

}
茎 叶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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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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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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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中 N
1 5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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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6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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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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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

( 2 )

表中数据系平均值和标准差
。

在 表 1 的田 间试验 的对照 区中
,

埋入一市尺见方的无底塑 料框
,

框高 4 。 厘米
,

埋入土中 30 厘米
,

擂秧前面施 非标记 硫钱 1
.

6 7 克 (折每亩 20 斤硫伎 》返青后施分策肥 N ls 标记 硫彼 3
.

33 克 ( 折每

亩 40 斤
,

N 15 %
= 5

.

108 % )
,

成熟期取样侧定
,

三个 重硬
。

植株采样方法
: 在成熟期拔取植株

,

拼层较烂
。

考虑到当前以碳按为主要氮肥品种的具体情况
,

为了减少氮素损失
,

氮肥深施是行之

有效的施用方法
,

如机前肥〔 2 〕粒肥 〔 3 〕和球肥 〔们等
。

但在高产高氮肥条件下
,

氮 肥 深

施时常出现前期发得慢和后期贪青的问题
,

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

下面我们将着重讨论提高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的肥水措施
。

二
、

氮肥的施用 t 和施用时期与土壤的氮素供应

从 目前的产量构成因素来看
,

降低空批率是在现有穗数条件下
,

提高氮素的稻谷生产

效率和夺取高产的重要方面
。

对已搜集到的一部分水稻样品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

稻草含氮量都在 O
。

8 %以上
,

可

高达 1一 1
.

4 % (不施肥 的除外 )
,

远远高于过去本地区单晚稻草的含氮量 ( 0
.

53 % )
。

当

然
,

品种的改变是重要 的原因之一
,

但是
,

1 9丫4和 1 9 7 5年对东亭大队部分田块的前季稻 (广

四 )样品的含氮量和空批率之间的相关性的统计结果表明
,

二者之间有非常高的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
.

8 2 9 * *

和 0
.

9 0 8
* * ,

回归系数 b 值 (代表回归线的斜率 )分别为 6 4
.

4和

1 7
.

5 ,

即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
,

稻草含氮量的增高
,

对于空批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

但是
,

空

批率与稻草中的 P
、

K
、

51 0
:

含量之间则没有这种相关性
。

这表明
,

运用某些措施以适当

降低稻草的含氮量
,

则可通过降低空批率
,

增加实粒数而获得增产
。

1 9 7 4年的后季稻和 1 9 75年的前季稻的两次氮磷钾 (硅 )肥 的试验中
,

氮肥的增产效果

比磷钾硅肥都要大得多
,

比不施氮肥的增产 1 9 %和 20 %
,

因此积极增加氮肥用量是达到高

产 的重萝二环
。

但是斌羚来的氮肥用量和施用时期试验表明
,

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一个比

较适宜的氮肥用量范围和适宜的施用时期问题
,

用量过多或施用时期不当
,

不但不增产
,

还确蛤致减产 :

1 97 l’l 二前季稻氮肥和草塘泥用量试验
,

为红花茬
、

土集排水条件差
、

烤田不透
、

且草塘

泥质
一

吸较好 (力牙了碳按母液 )
,

品种耐肥性低 (二九青 )
,

结果苗数冲过了头
,

在不利的气

象条件下
.

以侮亩施用 10 斤硫按的产量为最高 ( 7 9 0斤 )
,

氮肥用量提高到 30 和 60 斤时
,

产量

逐步降低到 70 2斤
。

从 1 9 7 5年在前季稻上进行的氮肥试验的部分结果 (表 3 )来看
。

在相同的施用时期的

情况下
,

增加氮肥用量
,

水稻吸收的氮量虽增加
,

但是稻草含氮量也较高
,

空批率明显增

加
,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随之降低
,

而在相同的氮肥用量的情况下
,

提早氮 肥 施 用 时

1 2 8



表 3氮肥用最和施用时期试验 ( 19了 5
,

竹连矮
,

小区试验
,

两个重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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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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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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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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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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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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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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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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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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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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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产 旦

( J子/亩 )

9 0 5

8 1 1

8 6 9

8 6 3

8 33

8 16

期
,

水稻吸收氮量虽然减少 (这可能是在水稻生长早期大量表施氮肥时
,

氮素易于损失 l厄

使氮素利用率降低所致 )
,

但是稻草含氮量和空批率都明显降低
,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则

较高
。

在产量方面
,

对于 40 斤和 60 斤硫按用量的几个处理来说
,

在相同的总用量条件下
,

不 同施用时期之 间没有明显差异
,

而在高肥条件下 ( 80 斤硫按 ) 则提早施肥时间的处理获

得了最高的产量
,

而推迟施用的处理则显著减产
,

这表明
,

施用时间的选择在高肥水平下
,

比在一般水平下重要得多
。

1 9 7 6年在两块田上进行的前季稻和后季稻的试验结果表明
,

在不施有机肥的条件下
,

前季稻 (二九青 )由每亩施用 70 斤硫按提高到 1 00 斤
,

在其中的一块田上没有获得增产 (平

均产量分别为 87 9斤和 8 80 斤 )
,

而在另一块田上甚至略有减产 (邮 36 斤降为 9 16 斤 )
,

后季

稻 (加农 1 4 ) 7 5斤硫按的也只比 50 斤硫按的平均增产 16 斤 ( 2
。

5 % )
。

因此
,

综合三年来的试验结果可以认为
,

在目前较好的栽培管理水平下
,

对前季稻来

说
,

一般每亩不宜超过 70 一 80 斤硫按 (在不施草塘泥的条件下 )
,

对后季稻来说
,

看来还

要低一些
,

大体上不宜超过每亩 50 斤的水平
,

但是后季稻的栽插时间可能对氮肥的适宜用

盈有较大的影响
。

确定适宜的氮肥用量和施用时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除了气象因素等以外
,

看来主要

还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

( 1) 所选用的品种在当地的栽培条件和管理水平下可能达到的产量水平
。

上述 1 9 7 4

年前季稻氮肥和草塘泥用量的试验结果就是一个例子
。

高产的获得
,

从技术上来说是农业

八字宪法综合运用的结果
,

氮肥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环
,

因此我们不可能企图单纯依靠

增加氮肥用量来达到高产
。

而是综合的全面的改善生产条件
,

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和品种

的耐肥性等
,

在此基础上粗略的估计出为达到一定产量水平时
,

水稻所需要吸收的氮量
。

1 9 7 4年和 1 9 7 5年对前季稻和后季稻的氮素稻谷生产效率和每生产 1。。o斤稻谷地上部

表 4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和地上部分积累氮 t

年 “

…
季 ’ “

J
“ 品 ,

犯素的稻谷生产效率 (斤 /斤 N ) l 每生产 1。。 0斤 稻谷地 上部分积累 N (斤 )

1 9 7 4

1 9 7 4

19 7 5

前季稻

后季稠

前季稻

总平均

12 9



分所积累的氮量的统计结果列于表 4
。

在不施肥或低肥水平下
,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高

( 约在 5 0一 60 斤稻谷之 I’N )
,

每生产 1 0 0 0斤稻谷地上部分 累积氮量则较低
,

与此相反
,

在施
、

肥不 当或烤田不透等情况下
,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较低 ( 约40 一 45 斤之间 )
,

每生产 1 0 0。斤

稻谷所积累的氮量则较高
。

而在肥水措施比较适当的条件下则产量最高
,

氮素的稻谷生

产效率达到 47
.

7一 4 8
.

9斤
,

每生产 1 0 0 0斤稻谷时地上部分所积累的氮量约在 2 0
.

5一 21
.

0

斤之间
。

看来
,

以这个统计数字做为估计一定产量水平时
,

地上部分所需积累的氮量比

较恰当
,

然后扣除秧苗带入的氮量 (每亩约 1一 2 斤氮 )即为浦要由土壤和肥料提供的氮

量 (降雨和灌溉水带入的氮量忽略不计 )
。

( 2) 在一季水稻生长期 间土壤供应的氮量及其供应过程的特点
,

受到土壤氮素总储

量及其释放特性的制约
,

而环境条件 (例如气温 )和耕作措施等都有重大的影响
,

因而确定

土壤的供氮量及其供应过程的特点是比较困难的
。

根据三年来在东亭大队的测定结 果
,

在前季稻中每亩可以提供的氮素约在 6一 12 斤之间
,

平均 8
.

9斤
,

占耕层土壤氮素总储量

的 1
。

4一 2
。

2 %
,

平均 1
。

8 % ( 7个结果 )
。

对于 同一土城来说
,

在一季水稻生长期间土城可能提供的氮量受到作物的大田生长

期的长短
、

以及生长期间气温的影响
,

因此
,

单晚与前季稻或后季稻之间
,

前季稻与后季稻

之间
,

甚至同一季水稻中生长期相差较大的早熟品种与晚熟品种之间都可能有所 不 同
。

据统计
,

在亩产稻谷 8 00 斤以上的情况下
,

苏州地区过去在单季晚稻的试验中
,

成熟期不施

肥 区水稻地上部分积累的氮量约占耕层 土壤氮素总储量的 3
.

2 %左右
,

比上述的平均结果

( 1
.

8% )要高一些
,

地上部分所积累的氮量约占高产施肥区积累氮量的 69
.

1一 8 3
.

8 %
,

平

均 75
.

9 % ( 13 个结果 ) 〔 5
,
6 〕 ,

而对前季稻来说
,

根据这两年的结果则约在 5 5
.

9一 59
.

5 %之

间
,

平均 5 7
.

8% ( 5 个结果 )
,

这表明
,

改制后 由于前季稻的生长期大大缩短
,

加之前期

气温较低
,

因而土壤供应的氮量比一季单晚期间的少
,

即在前季稻的高产施肥 中对肥料氮

素的要求增加了
,

需要施用更多的氮肥 以达到与单晚相同的产量
。

进行试验的一些土壤
,

肥力都比较高
,

其供氮过程总的来说都属于肥劲高
,

后劲足的

类型
。

1 9 7 5和 1 9 7 6两年水稻生长期间
,

土壤氮素供应过程的侧定结果示于图
。

从总的趋

势上看
,

在 1 9 7 6年的种稻期间
,

土镶氮素释放的高峰期约在 8 月初到 9 月中旬之间
,

正是

1已

l 4

八
、 、 / 产一

/

戈

.1 . 9育5年 位泥土 ( 南 醉二 队 )

2
.

! 9 7 5年 位泥土 ( 余风队 )

3
.

19 7 6年 漪泥 土 ( 南肺 一队 )

4
.

19 7 6年 臼泥土 (橄街队 )

泉积供应扭.ǎ

注
.

1 3 0

有育一有- 飞尸飞广 , 犷一玄一京
日期 (日 /月 )

种稻条件下土滚橄素供应过性图 (不施肥的 ` 米
2

徽区 )

累积供应 拓盆是水稻吸收 N t 与土城 N H
4一 N t 之和

% 沉
:



单季晚稻的穗分化阶段
,

但改种两季水稻以后
,

此时约为后季稻栽插初期至 孕穗期 之 间
.

而不在前季稻的 生 长 期 内
,

或包括一部分前季稻的灌浆后期
,

因此
,

改制后
,

氮肥的施用

技术理应有所改变
。

此外
,

从 6 月中旬到 7 月底前季稻生长的中后期
,

土壤供应的氮量也

比较多
,

在高氮肥条件下
,

容易出现后期贪青的问题
,

因此
,

氮肥施用时期宜早
,

这与田间

试脸结果和群众经验是一致 的
。

不同土壤由于供氮量及其供应过程 的特点不 同
,

氮肥的

适宜用量和施用时期也将因土而异
。

( 3) 肥料氮素的利用率和供应特点
,

目前广泛施用的草塘泥
,

其含氮量 (鲜样 )约在

。
.

10 一 0
.

19 %之间 ( 12 个标本 )
,

每亩施用 1 00 担以一万斤计算
,

施入氮量约为 10 一 19 斤
,

以

当季利用率 1 2一 15 %估计 ( 1 97 4年 2 个测定结果 )
,

约可提供 1
.

2一 2
.

9斤氮素
。

由于前季稻

插秧时间比单晚早
,

草塘泥不能在气温相对较高阶段 ( 5月中一 6月中 ) 继续沤腐
,

腐熟程度

较差
,

而草塘泥本来的供氮特点就比较平缓
,

估计目前的供氮特点更要推向后期
,

这也是

要求氮肥早施的一个原因
。

至于硫按的氮素利用率
,

三年来的田间测定结果
,

在表施结合耘稻的条件下
,

变动于

2 6
.

5一 7 2
.

0 %之间
,

平均 5 1
.

8 % ( 18 个结果 )
,

因此
,

可以估计为 50 %左右
,

但是不同施肥方

法的影响很大
,

碳铁因其易于挥发损失
,

一般其利用率要比硫按低得多
。

1 9 7 5年前季稻的

田间试验中
,

碳馁与硫馁的相对肥效大体上符合当地的折算标准 ( 1
.

5斤折 1 斤 )
。

但是碳

按的利用率因施肥方法的不同所引起的波动比硫按的要更大一些
。

综上所述
,

在确定氮肥的适宜用量和施用时期时
,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粗

略的估计
,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

可能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
。

因此
,

在具体施用时
,

应

当根据水稻生长情况和 以往的施肥经验而加 以适当的调整
。

三
、

氮肥与其他肥料的配合

在高产高氮肥条件下
,

养分协调是一个重要问题
。

与养分协调有关的措施主要是施肥

和水浆管理 (主要是烤田 )
。

从三年来的田间试验结果来看
,

磷肥的小区试验中
,

只有一个 (后季稻 )增产 6 % ( 34

斤 )
,

其余都没有效果
,

6个钾肥的小区试验中 5 个表现出一定的增产效果 (每亩 3 6一 1 13

斤
, 4

.

5一 27
.

。% )
,

三个钾肥大 田对比试验获得了 7一 22 %的增产效果
,

5 个硅肥小区试验

中 2 个增产 7
.

4一 1 2
.

1 % ( 56 一 67 斤 )
,

三个硅肥大田对比试验中二个增 产 8
.

0一 1 1
.

6 %

( 6。一 83 斤 )
。

表 5 结果表明
,

钾硅肥表现增产时
,

稻草的含氮量降低
,

空批率减少
,

氮素的

稻谷生产效率则提高 (与单施氮肥区相比 )
,

表明在高产高氮月巴水平下
,

氮肥与钾肥
、

硅肥

表 5 氮磷钾硅肥的配合试验 ( 197 5年前季稻
,

广四
,

小区试验
,

4 个重夜 )

空 私 率

处 理

抓素的稻谷生产效

率 ( 斤稻谷 /斤 N 》
}

产 .

一二 色
} (斤 /亩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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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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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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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J任臼舀月tJrs

介OJ,J咭J任J
ù月任

不施肥 (对 照 )

氮肥 70 斤 硫按 /亩

振 磷 肥

据 钾 肥

据碑钾肥

氮磷钾硅肥

稻 草

( N % )

0
。

7 0 5

1
。

0 9

1
。

0 3

0
。

8 9 9

0
。

9 5 9

0
。

9 1 7

( % )

3
。

9

6
。

5

1 1
。

0

8 。
1

6
。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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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施用具有重要意义
。

当然
,

不同土壤上需要配合施用的肥料种类是不同的
。

对苏州地区 9 种土壤进行的

盆栽试脸结果 (表 6 )表明
,

凡是肥力较低的土壤
,

如沙洲片的沙土
、

夹沙土
,

平田片的白

土
,

好田湖荡片的青紫泥等
,

在充足氮素供应 ( N 、
)的基础上

,

施用磷肥可以获得很好的 效

果
,

其次是钾
,

而单纯增高氮肥用量则效果不大
。

各片中肥力较高的土壤
,

如沙洲片的黄

泥土
,

平 田片的黄泥土
,

好田湖荡片的灰土等
,

在充足氮素供应的基础上则主要是施用钾

肥
,

而且进一步提高氮肥用量的效果比肥力低的土壤上大
,

这表明高肥力的土城具有使氮

肥效果得以更好发挥的基础条件
。

此外
,

应当指出
,

在N
:

水平下
,

磷
、

钾肥的效果都比N
,

水平时的大
,
N x P或N 火 K 交互作用比较显著

,

表明在高氮条件下
,

其他肥料的配合施用

问题更加重要
。

表 7结果表明
,

在磷为首要影响因素时 (白土上 )
、

磷主要是通过增加穗数

表 6 苏州地区主要类型土堆上氮磷钾硅肥的增产效果

(盆栽试验
,

197 e年前季稻
,

广四 )

坡称土名点祥地采

沙 土

夹沙土

黄泥土

青紫泥

吴江 小 粉土

灰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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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20 x 20厘米盆 栽
,

装风干土 6 公斤
,

庵水种稻
,

不诊诵
。

( 2 ) 采用L l e ( 2 1 5 )的N
、

P
、

K
、

5 1四因子两水平的正文设计
,

施肥 t ( 克 /盆 ) : N l 二 1
.

0 ( N
,

硫按 ) .
N 忿

= 1
.

5 , P I , 0 ,
P : = I声 ( P : O

。 ,

普钙 ) , K 一 0 , K : 二 1
.

0 ( K : 0
,

扳化钾 ) ,
5 1一二 o , 5 1: 二 5

.

0

( 51 0 2 ,

硅胶 )
。

除一半笼肥傲分策肥迫施外
,

其它肥 料皆傲基肥与土混施
。

( 3) 速效确为 N
a

H C O 3 法
,

速效钾为 N N H 4
b A c 法

,

邀效硅为 Na O人C一H O A C 法
。

“ ) 肥 料的增产效果一项 中
,

P
、

K
、

is 为施用该种肥料的效果
,

N 为 N : 比 N l 的增产效果
。

和每穗总粒数而获得增产
,

在钾为首要因素时 (黄泥土 )
,

则钾主要是通过增加每稚总粒数

和降低空批率而获得增产
,

在鳝血黄泥土上
,

钾为第二位因子
,

其主要作用是增加每植总

粒数
,

并使空批率略有降低
。

随着复种指数和产量的提高
,

养分平衡也出现了新的情况
。

长期以来
,

苏州地区在钾

素平衡中主要是依靠农业生产的内部循环而实现的
。

由于钾在收获物中主要是分配在冀

秆中
,

而革秆不可能全部还田 (包括通过草木灰还田 )
,

钾的亏缺是必然的
。

例如
,

以年亩

13 2



产水稻 1 4。。斤
、

三麦 4 00斤的田块来说
,

按现在的水稻和三麦的成分估算
,

地上部分取走的

钾量约为 2 7斤 ( K )
,

比过去本地区稻麦两熟年产一千斤的
,

需钾量 ( 约为 15 斤钾 )
,

几乎高

出一倍
。

但是
,

稻草和草木灰的回田量都有所降低
,

因此钾的亏缺现象有所加剧
,

这可能

是目前钾肥有效的面积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
。

此外
,

在改制后
,

水稻的全生育期大大缩短
,

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吸收积累大量的钾素
,

对于土壤钾素供应强度的要求大大提高
,

如

果土壤钾素的供应强度不能适应这种特点
,

则钾肥也可表现出增产效果
。

当然
,

高产时对

钾的要求可能增加也是应 当考虑到的因素
。

表 7 不同肥料对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盆栽
,

19了6年前季稻
,

广四 )

土土 壤壤 穆 数数 每 箱 总 粒 致致 空 批 率率

白白 土土 P >> N > 5 111 P >> P
x

5 1> N
x

5 1> KKK N (增加 ) ,
K > P (降低 )))

黄黄 泥 土土 N >> P > 5 111 K >> N
x PPP N

、
P (增加 ) , K > P

x K》 P x
s i (降低 }}}

峪峪 血 黄 泥 土土 N >> 5 1> PPP K > N
x

5 1> P x
KKK P

、

5 1 (增加 ) ,
K (略有降低 )))

注
:

说明见表 6
。

将土壤速效养分含量与肥料效果相对照
,

可以看到
,

磷肥 田间试验的土壤的速效磷

( P ) ( N a H C O 3
法 )含量在 5

.

7一 20
.

S PP m之间
,

除去一个土壤上磷肥略有增产外 ; 其余都

没有效果 (表 8 )
。

盆栽试验的 9 个土壤中有 4个土壤磷肥获得了明显的增产
,

其中 3 个土

壤的速效磷含量都在 5 p p m 以下
,

只有一个土壤为 8
.

4 p p m
, 5 个磷肥无效的土壤的含量

表 8 磷肥效果 (田间试验
,

无锡东亭 ,黄泥土
, 197 4一 19了6)

份

{
。

增 产

( % )

土坡速效碑

( P
。

P P m )

对照 区稻草磷

( P % )

1 9 7 4

1 9 7 4

19 7 4

1 9 7 4

1 9 7 5

19 7 6

19 7 6

19 7 6

1 9 7 6

19 7 6

1 9 7 6

前 季 稻

前 季 稻

后 季 稻

后 季 稻

前 季 稻

前 季 稻

前 季 稻

前 季 稻

前 季 稻

后季稻
,

后效

后季稻
,

后效

2
。

6

一 O
。

1

6
。

1

1
。

8

1
。

8

~ 1
。

4

一 1
。

5

一 4
。 1

0
。

6

一 3
。

O

一 0
。

3

1 3
.

4 }
5

。
7

9
。

2

9
。

8

8
。

3

2 0
。

8

6
。

7

2 0
。

8

6
。

7

6
。

7*

6
。

7*

0
。

0 9 8

0
。

1 4 5

0
。

1 4 3

0
。

1 3 4

0
。

0 9 7

0
。

0 9 2

0
。

0 5 8

0
。

1 10

0
。

0 7 5

0
。

0 9 9

O
。

0 7 1

小 区
,

三个重覆
,

80 斤硫按

,

, 3 5 )子硫馁
’

夕 二个 重植
,

40 斤 硫按

四 个重扭
,

70 斤硫按

,
L

l a ( 2 1 5 )正交设计
7 0斤 硫按

同上
,

1 0 0斤硫伎

5 0斤硫铰

7 5斤硫伎

* 前 季稻耕翻前采土
,

磷 肥只在前季稻 擂秧前施用
。

则在 4
.

8一 3 4
.

3 p p m之间 (在N
:

水平时
,

速效磷含量为 4
.

s p p m 的夹砂土上也获得了显著增

产 )( 表 9 )
,

综合两个结果看
,

速效磷测定方法原来提出的分级标准
,

以 5 p p m 做为缺磷的

界限值对于本地区的水稻也是适用的
。

此外
,

稻草成分也常做为营养诊断的指标
,

田间试

验中的稻草含磷量为 0
.

05 8一 0
.

1 45 % ( P )之间
,

磷肥基本上都没有效果 , 在盆栽试验中
,

N :
水平下磷肥无效时稻草的含磷量为。

.

07 9一。
.

1 41 %
,

磷肥有效时为 。
.

05 0一 0
.

09 4 % ;

在N :
水平时

,

则分别为 0
.

08 5一 0
.

1 45 %和 0
.

0 4 6一 0
.

1 00 % (表 8 , 9 )
。

大体上可 以说
,

稻

草含磷 ( P )量在。
.

05 %以下时
,

施磷肥可望获得显著增产
,

在条件较好时 (盆栽条件下 )则

含量在 0
.

05 一 0
.

1 00 %时
,

磷肥也可能获得良好的增产效果
。

含磷量达 0
.

10 % ( P )以上时
,

磷肥一般无效
。

至于在高产高氮肥水平下钾和硅的诊断指标问题
,

还需继续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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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磷 肥 效 果 (盆 栽
,

1 9 7 6 年 前 季 稻
,

广 四》

土土 城 名 称称 N I 水 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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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深 沟 烤 田

烤田作为水稻高产栽培中的一项促控相结合的措施
,

早已被广泛应用在粘重的土壤

上
。

通过水稻穗分化前的重烤
,

使根系生长的土壤环境由软烂变为板实
,

相对有利于水稻

体内磷
、

钾的积累已为过去的研究资料所证实〔 7〕
。

因此
,

在达到养分协调中
,

除了不同肥

料的配合施用以外
,

烤田也是重要的一环
。

在双三制条件下 , 由于水稻生长期短
,

适于重烤的时间比较短
,

在田内开井字沟加速

田面排水和耕层土壤脱水
,

以尽快达到烤田的要求是必要的
,

特别是对于持水能力强
、

通

透性差的土城更为重要
。

为此
,

1 9 7 5年在前季稻上
,

采取了加深井字沟至 1
.

2尺左右的深

沟烤田方法
,

效果较好
,

初步资料列于表 1 0 ,

开沟和开深沟对于降低稻草中的含氮量和氮

钾比
,

减少空批率都表现出一定的效果
。

表 10 深沟烤田的作用 ( 1975 年前季稻 )

稻 草 成 分 ! 稻 草 中
队 别 1 处 理 卜一 , , 一一一一厂一 , 下

—
! 1 空 批 率 (% 》 ! 备

匕
_

_
上

一

型当一匕一
K % } N/ K } }

东 风

护

石 桥 头

l 未开 沟

0
。

7 64

0
。

80 5

0
。

8 4 0

1
。

0 9

2
。

4 3

1 。
8 3

0
。

3 0 5

0
。

3 3 1

0
。

4 5 9

0
。

6 3 4

:;::
施 钾 肥沟沟沟深浅开

1 9 7 5年在前季稻的小区试验中 (表 5 )
,

在采取了深沟烤 田
、

湿润灌溉
,

以及较为适当

的氮肥用量 (每亩 70 斤硫按 )和提早施用时间 (面肥 35 斤
,

返青后 35 斤 )
,

并配合钾
、

硅肥等

综合措施以后
,

稻草的含氮量由单施氮肥区的 1
.

09 %降至 0
.

92 %
,

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 由
4 4

.

8斤提高到 4 .5 2斤
,

亩产97 4斤 (广四 )
。

每斤硫按平均增产稻谷 3
.

5斤 (当然包括综合措

施的效果在内 )
,

达到了全国肥料试验网中一般增产 3一 5斤稻谷的水平
。

在这次试验中
,

由于栽插较迟 ( 5 月 30 日下午一 31 日上午 )
,

雄数不足 ( 35 万稼 )等
,

而影响了产量的进一步

提高
。

1 3 4



五
、

结 语

在高产高氮肥条件下
,

氮肥的增产效果 比一般要低
,

这是由于生产条件中存在着某些

限制氮肥增产效果充分发挥的因素
,

努力找出并消除这些限制因素
,

才能达到提高氮肥增

产效果的目的
。

因此
,

在这种条件下
,

提高氮肥的增产效果问题
,

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品种
、

栽培
、

田间管理等一系列技术措施的综合性问题
,

我们仅仅从土壤肥料方面做了一些摸

索
,

得到如下两点印象
:

( 1) 从不同肥料的增产效果
,

以及空批率与稻草成分的相关统计结果来看
,

在高产高

氮肥条件下
,

为了提高氮肥增产效果
,

必须十分注意氮肥的施用量和施用时期
,

但也应充

分考虑到不同肥料的配合施用
,

以及水浆管理 (主为烤田 )的恰当运用
,

以便创造协调的营

养条件和 良好的土壤环境
。

( 2) 在高产高氮肥条件下
,

为了进一步提高氮肥的增产效果
,

需要把提高氮肥的氮素

利用率的研究和提高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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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地区北部的千旱及山地抗旱增产问题

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 究所土壤水分组

千早是陕北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
。

据历史资料记载
,

自明代洪武元年至今 ( 1 3 6 8年至

1 9 7 5年 )共 6 0 7年
,

映北地区共发生早年 24 7个
,

其中大早年
,

即一个旱期的最高峰
,

共发生

56 次
。

早期和大早年的出现
,

往往是连续二年以上范围比较广的干早
,

对农业生产的危

害性最大
。

本区多年平均降雨量是 5 0 0一 6 00 毫米
,

年际降雨不均
。

以延安为例
,

自1 9 5 2年至

1 9 7 1年 2 0年间
,

降雨量最多的一年为 1 9 6 4年达 87 1
.

2毫米
; 19 6 5年降雨量最少

,

为 3 8 0
.

3毫

米
。

由于地形和地理位置的影响
,

年降雨量一般自东向西减少
。

因此
,

西部较之东部干

早程度更为严重
。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发展水利事业是解决干早问题的一项根本措施
。

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
,

陕北的农田灌概事业必将出现一个大的跃进
。

但是不容忽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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