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度的缺翻症状
,

出现缺硼症状的土壤
,

全婴是河谷地区的泥沙土
、

大泥土
,

丘陵 山区的黄

泥沙土
、

红砂土
、

黄大泥等
。

我们有计划地测定了一些正常的和缺硼程度不等的油菜叶片

和土壤祥品
,

测定的部分结果列于表 3
。

表 3 油菜的缺硼症及其土壤和位株叶片的含硼量
*

土 壤 含 确 量

( 有效 B p p m )

叶 片 含 栩 危
缺 硼 程 度

遂昌黄好大 队

丽 水农 科所 ::;:
极严 重

严
几

贡

常显常显正明正明

遂昌横 溪大 队

余杭石鸽农场

衡县十里丰农 场

遂昌横 溪大队

杭州华家池 ::;{

(干重 P P m )

不喷翻 2
.

6

不喷确 4 .

3

喷 翻 1 3
.

8

不 l晓闻 6
.

9

喷 翩 4 5
.

0

不 l货翻 5
。

O

不喷翻 8
。

2

喷 姗 1 2
.

6

不喷硼 9
。

2

喷 翻 22
。

O

不 喷确 9
。

4

不 喷翻 24
.

2

不明显

正 常

不 明显 (盆栽有缺 B 现象 )

正 常

不明 显 ( 7 4年表现缺 B )

正 常

*
叶片含翩量侧定是将叶片灰化后

,
以 O

.

I N l lC I提取
,

姜黄素 比 色法 &ll 定
。

分析结果表明
:

油菜是否缺硼
,

在土壤或油架叶片含硼量方面都有一定的规 律 性
。

一般产生缺硼症状 的土壤
,

含硼量都在。
.

4P p m 以下
,

因此
,

初步认为以 0
.

4 p p IIT 作为临界

浓度是恰当的
。

但是
,

也有一些土壤虽然含硼量不足 O
。

4 p p m ,

但未出现明显的缺硼症状
,

这表明影响植株硼素营养的因素是很复杂的
。

油菜叶片的含硼量和缺硼症状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
,

严重缺硼 的叶片含 硼 量 低 于

SP p m
,

有明显缺硼症状的叶片含硼量在 5一 S PP m 之间
,

而正常的或经喷 B 以后症状消失

的叶片含硼量一般均在 l o p p m以上
。

因此
.

初步认为叶片含硼量 8一 l o p p m 可作为判断油

菜是否缺硼的临界浓度
。

小于这一浓度的均有可能缺硼
,

含量愈低
,

缺硼愈严重
; 反之

,

大

于这一浓度
,

则一般不致缺硼
,

或施硼肥无明显效果
。

小 麦 施 锰 的 增 产 效 果

江 苏 省 铜 山 县 农 业 局

江 苏省铜山县张集公社农科站

锰是植物正常生长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
,

它在植物光合作用
、

氮的代谢和氧化

还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

作物所需的锰主要由土壤供给
。

我县土壤多属黄泛冲积土
,

石

灰含 t 较高
,

偏碱性
。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在我县张集孟庄等地测定
,

土坟拼

层中有效态锰的含量远远低于植物正常生长所需数量
。

张奥公社三年来所进行的 l1J 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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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证实了锰肥对多种作物的增产作用
。

19 7 5年秋播时
,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下
,

在土

壤研究所微量元素组的协助下
,

全县三麦施用锰渣
、

硫酸锰面积达 15 万亩左右
,

其中张集

公社的 3 万 5 千亩麦 田 全 部 施 用 了 锰 肥
,

并在全 县范围进行了对比试验
。

现总结奴

下
。

\

一
、

锰肥的增产效果

全县十五个公社共进行了二十八处锰肥试验
,

除一处减产
、

一处平产外
,

二十六处表

现增产 , 每亩较对照净增小麦 11 一 1 18 斤
,

增产 2
.

5一 3 8
.

2 %
,

平均每亩净增小麦 4 7
.

9斤
,

增产 1 0
.

9 %
。

张集公社十四处试验较对照增产 2
.

9一29
.

1 %
,

一般增产 1 0一 15 %左右
;
每

亩净增小麦 n 一 70 斤
,

平均增产 42 斤
;
增产幅度见表 1

。

小麦施锰后
,

除个别试点的株高
、

有效稼数显著增加外
,

一般在长势长相
、

植株高度方面未发现显著变化
。

施锰后
,

小麦

千粒重一般均有所增加
,

产量明显提高
。

据九个公社十六处称量千粒重后统计
,

有十二

处千粒重增加 0
.

5一 7
.

4克
,

十六处平均增加 1
.

1克
。

表 1 锰 肥 的 增 产 幅 度

增产百分数 { 未 增 产 *

}
。一 1。% 1

, 。一 1 5% { , 5一 2。 %
一

{
: 。一 2。% { > 2 5% } 合 计

试 脸 致 } 2

*
包括减产 的试验

。

二
、

锰肥在不同土壤上的增产效果

本县土城主要为黄泛 冲积土
,

包括沙土
、

两合土和淤土
。

从不同土壤类型看
,

锰肥不

仅在沙质土地区增产显著
,

在淤土
、

两合土地区同样有较好增产效果
。

全县二十八处试

验中
,

沙质土十四处 (十三处增产一处减产 )
,

平均增产 1 2
.

2 %
,

每亩净增小麦 4 9
.

3斤
;
淤

土七处 (六处增产一处平产 )
.

平均增产 9
.

8 %
,

每亩净增小麦 3 8
.

5斤 , 两合土七处
,

平均

增产 9
.

6 %
,

每亩净增小麦 55
.

2斤
。

因此
,

锰肥的有效范围
,

并不限于沙土地区
。

以张集公社为例
,

各点试验情况指出
,

淤土
、

砂土
、

砂碱土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其

增产幅度互有高低
。

试验结果见表 2
。

表 2 不 同 土 壤 上 锰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土 质 } 单 位

亨 { 店东 。 队

砂 {

上
一
少 …一…二 …

亩 (

;
)·

{
_ _增产

竺

髯
` 5 斤 (

瞥
’

…: 喜…幸宾:馨…::: …
`

了
’

算
` 5 斤 (种

气 …享喜}幸宾:暑…::: …?
5

笃
` 5 ” (种

髦 {: 喜…裘粼::馨) :;: …甘
3

增 产%

+ 1 3

+ 1 0

+ 1 6一…l
i土竺竺竺
纂! ~

队

三
、

锰肥在不同肥力水平地块上的增产效果

锰肥对不同生产水平的地块都有增产
。

但以增产幅度来比较
,

是高产水平的地块增

1 4 4



产幅度小
,

低产水平的地块增产幅度大
。

如以增产绝对数来比较
,

则不同生产水平之间

变幅较小
。

例如张集公社李村一队
、

孟庄六队
、

公社农科站分别在二百
、

五百
、

八百斤

水平的地块上试验
,

施锰矿渣的分别较对照增产21 %
、

6 %
、

5 %
,

每亩分别净增小麦

45
、

36
、

40 斤 (表 3 )
。

李村一队增产幅度高达 21 %
,

但增产绝对数也只有 45 斤
。

公社农

科站增产幅度仅有 5 %
,

而增产绝对数也有 40 斤
。

孟庄六队增产幅度为 6 %
,

增产绝对

数也有36 斤
。

这样相比之下看出中等以下水平的地块增产更显突出
。

单单 位位

不同肥力水平的地块锰肥的增产效果

心训门月一匕JnU一

声曰一月̀宁一曰理 } 面 积 } 品 种 增产斤数

锰渣 6 斤 (种肥 )

对 照

. J .

田

. J曰

目

丰产 3 号

丰产 3 号

…增 产%

1 +--z
1

亩亩一砂

土
孟庄六 队

锰演 5 斤 (种肥 》

:::

+ 1 5

+ 3 6

照
}
太 山 ` 号

} 太 ilJ I 号

公 亩亩社

农 科 站

锰渣 5 斤 (种肥 )

对 照

太 山 1 号

太 IJJ I 号 :::
砂孩土

四
、

锰肥的施用方法和剂量

在大田全面施用锰渣的同时
,

用硫酸锰进行了多点试验
。

从多数的试验结果来看
,

用

二斤硫酸锰作种肥
,

当季增产均比用五斤锰渣的多
。

对下季作物的后效尚待今后观察
。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今后大 田推广仍应以硫酸锰为好
。

因为锰渣的含锰量不太均匀
,

因而

增产效果也不会一致
。

且锰渣 的增产幅度不如硫酸锰大
。

从 以下三个试验结果指出在同

一条件下
,

用二斤硫酸锰比用五斤锰渣每亩多收小麦 7一 34 斤
,

所以用锰渣不如硫酸锰好
.

试验情况如表 4
。

且产斤亩

表 4

万蔚
~

硫 酸 锰 与 锰 渣 的 增 产 效 果

竺
_

_

_

二
_

…
_ ”

里
增 产 } 增 产

(斤 )

+ 2 7

( % )

+ 1 1

+ 1 4

+ 2

240267一252286,
;
杨楼二 队

土 }

锰 渣 5斤 (种肥 )

硫酸锰 2斤 (种肥 )

面 积

…
品 种

1 亩

…
徐州 1 4号

1 1茸 ’ 徐 州 1 4号

纂1
店东小学

锰锰渣 5 斤 (种肥 ))) 1 亩亩 丰产 3号号

硫硫欣锰 2 斤 (种肥 ))) 1 亩亩 丰产 3 号号

s。 。 }

用锰肥作种肥
、

拌种和喷施都有明显效果
。

种肥的缺点是施用量较大
、

成本较高
,

而

且不易拌匀
,

往往因施用不匀降低效果
。

从这一点上看种肥不如拌种容易掌握
。

拌种的

用量少
,

成本低
,

操作方便
。

但能否满足作物全生育期的需要尚不清楚
。

根外喷施花工

较多
,

一
、

二次喷施也难满足全生育期的需要
。

今后如能采用拌种和喷施相结合
,

这样

既能达到施用均匀
,

又可满足前后期的需要
,

今后可以继续试验
。

各种用法的增产效果

见表 5 和表 6
。

拌种和种肥进行对比试验以拌种较为优越
。

如大泉公社小山子四队试验
,

每亩 2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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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锰拌种的单产 5 8 2
.

8斤
,

比等量锰肥作种肥的 5 6 6
.

1斤增产1 6
.

7斤
。

综合紫庄公社政
山等六处锰肥使用方法试验 (表

`

5 )
,

每斤麦种拌硫酸锰 4 克 (每亩用硫酸锰 1
.

5 两左右
、

)

的效果
,

可以相当于或稍高于每亩 1 斤硫酸锰作种肥的效果
。

表 5 硫 酸 锰 不 同 施 用 方 法 试 验

飞飞塔远应应
萦 庄庄 萦 庄庄 耿 集集 大 庙庙 夹 河河 铆 新新 平 均均

歧歧歧 山山 阮 庄庄 郑 庄庄 侯 集集 猪 场场 农 科 站站站

每每亩硫酸住 1 斤作种肥肥 7 1 2
。
888 72 3

。
666 5 0 3

。
777 5 12

。
999 3 9 333 8 0 000 6 0 7

。
777

每每斤麦种拌班暇锰 4 克克 7 2 1
。

222 7 2 0
。

111 5 2 2
。

777 6 3 0
。

000 3 6 666 7 8 000 6 2 3
。

333

注 : 大庙侯集以旅酸锰作 种肥 的用 t 是每亩 2 斤
。

张集公社杨楼
、

吴楼二处试验
,

以 0
.

1 %硫酸锰溶液于返青后喷施二次的
,

也有明显增

产效果
,

分别较对照增产 7 %和 15 %
。

喷施的适宜浓度
、

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试验
。

喷施
、

拌种和种肥的对比试验见表 6
。

表 6 硫酸锰三种不同施用方法对比结果 (张集公社 )

用 法 ! 单 位 面 积
}
品 种

{气熟
t

l 气斤厂 {
增 产 %

亩亩
杨梭一队

施
吴撰四队

返青后 用千 分之一浓
度喷施二次

对 照

3 月 1 6 日
、

4 月 4 日

各喷一 次
,

浓度 同上

对 照

O
。

5 亩

0
.

5 亩

拌 }
l 韩庄二 队

种 1

每斤种子 2 克

每斤种子 6 克

对 照

O
。

5 亩

O
。

5 亩

O
。

5 亩

丰产 3 号

丰产 3 号

徐州 14号

徐州 14号

太山 1 号

太山 1 号

太山 1 号

太山 1 号

太山 1 号

太山 1 号

太山 l 号

+ “

竺
+ 3 吕

+ 9

+ 6

n山,̀月,九石自O,U舀O目D.匕

种 ! 张集六队
硫酸锰二斤

对 照

硫酸侣二斤

对 照

5 2 0

4 6 0

3 6 2

3 1 6

+ 6 0 + 1 3

肥 { 店 西三队
+ 4 6 + 15

亩亩亩ù田

. 口

房村公社李楼大队等五处不同剂量硫酸锰拌种试验中 (表 7 )
,

有四处以每斤麦种拌

硫酸锰 4 克产量最高
、

每斤麦种拌硫酸锰 8 克的均有减产趋势
。

五处平均每斤麦种拌硫

不 同 剂 t 硫 酸 锰 拌 种 试 验

每 斤 麦 种 拌 硫 酸 锰 盘 (克 )

对照 (清水拌 )

房 村 李 梭

萦 庄 歧 山

紫 庄 阮 庄

棠 张 跃 进

大 庙 侯 集

平 均

3 8 3

7 2 1

7 48

76 0

54 8

63 2

3 8 5

7 2 1

7 2 0

1 0 3 3

6 3 0

6 9 8

3 1 2

6 50

6 8 9

8 7 0

5 0 1

6 05

3 8 0

6 6 3

6 4 0

7 7 1

5 6 1

6 0 3

1 4 6



酸锰 8克的分别较拌 4克
、 2克的减产 15

。

3 %和 4
。

5 %
。

夹河等地反映
,

每斤麦种以 8 克

硫酸锰进行浸种
,

对发芽率有影响
。

因此
,

目前一般大田施用硫酸锰应以拌种为主
,

每斤麦种拌硫酸锰 4 克 (每亩 1
.

5两 )

左右为宜
。

具体方法是
:

每百斤麦种
,

用硫酸锰 8 两左右
,

溶在 5一 7斤水 中喷雾拌种
,

拌

后阴干播种
。

锰渣仍 以每亩 5 斤与种肥混合拌匀施入较好
。

五
、

小 结

实践证明
,

锰肥是一种成本低廉
、

经济有效的肥料
。

每斤锰渣成本 (包括运费 )仅 0
.

02

元左右
,

每斤硫酸锰。
.

42 元
,

每亩三麦使用锰肥成本仅 。
.

08 一 0
.

1 元左右
。

施锰后以每亩

增产 40 斤小麦计算
,

其作用就相当可观
。

因此
,

必须进一步广泛宣传
,

大力推广
,

力争在

更大面积上使用锰肥
,

发挥锰肥的增产作用
。

大面积使用锰肥还仅仅是开始
,

对于锰肥的作用
、

适用范围
、

使用方法等了解甚少
,

还须通过群众性科学试验进一步摸索规律
,

加深认识
。

关于锰肥货源问题
,

应尽快安排迅速解决
。

双 季 早 稻 深 层 追 肥 试 验
江 苏省吴县农业科学研究所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

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
,

我县实现

了大面积改制
,

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
。

但是
,

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
,

肥料不足的矛盾十

分突出
。

因此
,

广大贫下中农在坚持 自力更生
、

大积大造自然肥料的同时
,

对化学肥料的

经济施用
,

提高肥料利用率
,

达到既经济施肥
,

又提高产量的问题
,

引起了重视
。

因此
,

我

所 1 9 7 6年在双季早稻上进行了深层追肥技术的初步研究
。

现将试验情况综合如下
。

一
、

试验设计和经过

本试验在 1 9 7 6年两熟制早稻上进行
。

在两种氮肥水平下
,

设有三种施肥方法和时期
:

( 1) 三分之二作基肥面施
,

三分之一作追肥在分集前期面施 , ( 2) 三分之一作基肥面施
,

三分之二作追肥在分菜期 (抽穗前 49 天 )深施 , ( 3) 三分之一作基肥面施
,

三分之二作追

肥在穗前 (抽穗前 38 天 )深施
。

氮肥每亩用量
,

分为纯氮15 斤和 20 斤两种水平
,

以 10 斤纯

氮作对照 (用大面积一般施肥法
,

三分之二作基肥面施
,

三分之一作追肥
,

在分桑前期面

施 )
。

按碳酸氢按含氮量 16 %计
,

每亩折施碳酸氢按 63 斤
、

94 斤
、

1 25 斤
。

试验田设在三区十七号
,

面积 2
.

2 亩
,

土壤含有机质 2
.

91 %
,

全氮 0
.

1 76 %
、

全磷

0
.

1 82 %
、

速效钾 2 0
.

4斤 /亩
,

为肥力较高的黄泥土
。

前茬绿肥
, 4 月 23 日收割

,

耕翻晒坐
,

26 日上水
,

27 日筑埂分区
,

试验区每处理二个重复
,

计 14 个小区
,

小区面积为 0
.

1亩
,

南北随

机排列
。

早稻品种
“

广陆矮四号
” ,

尼龙育秧
, 4 月 28 日移栽

。

试验田按高产栽培进行水

1 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