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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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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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管理
, 5 月 23 日排水搁 田

,

至 6 月 8 日上水
。

全试验田亩施草塘泥 80 担
,

过磷酸钙 5 0

斤
,

窑灰钾肥 50 斤
。

氮肥作基肥面施的
,

在耕翻后撤施
,

深层追肥的
,

以碳按加 10 倍泥土制

成球肥
,

随做随用
,

每四裸稻中 b1I 塞一颖
,

施入土层 1 0一 12 厘米 ( 3 寸左右 )处
。

6 月 24 一 2 9

日抽穗
, 7 月 31 日收割

,

各小区实产均超过千斤
,

全 田按实种面积计算
,

亩产为 1 0 7 5
.

4斤
。

二
、

深层追肥对水稻分革和成穗的影晌

深层追肥的目的是在高产栽培过程中
,

采用少施基面肥
,

深施追肥 (在抽穗前 3 5一 45

天施于土层 10 一 12 厘米深处 )的办法
,

以期抑制前期无效分菜
,

培育不徒长
、

受光态势好的

合理群体结构
,

从而使水稻在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时间
,

靠伸展的根系吸收施入深层 的

肥料
,

供给足够的氮素营养
,

促使有效茎率提高
,

成穗数增加
。

试验结果
,

基本上获得了预

想的效果
。

在施用 15 斤纯氮区
,

处理 ( 2 )
、

( 3) 的最高分集苗为 6 8
.

5 万和 61
.

3 万
,

前期分集率为

3 6 0%和 33 8%
,

与常规面施 (处理 1 )的最高分票苗 7 0
.

2万
、

分栗率 39 0%相比
,

每亩分集数

虽然下降 1
.

7万和 8
.

9万苗
,

分集率下降30 %和 52 %
。

但最后成祖数均以深施区为高
。

在

抽穗前49 天和 38 天施肥的深施区
,

每亩成稚47
.

2万和 47 万
,

成穗率为 69 %和 77 %
,

比面施

区 (处理 1 )植数增加 8
.

6万和 8
.

4万
,

成穗率提高14 %和 21 %
。

施用 20 斤纯氮区也有同样趋势
。

深施区 (处理 5
、

6 )最高分萦苗分别为 75 万和 61
.

7

万
,

分菜率为 40 8%和 3 42 %
,

比面施区 (处理 4 )最高苗 80 万
、

分萦率 4 32 %相 比均下降
,

但最后每亩穗数和成穗率都比面施区高 (表 1 )
。

由此可见
,

采用深层追肥法
,

是抑制无

效分菜
,

提高成穗率
、

增加每亩穗数的一项有效技术措施
。

表 1 不同追肥方法
、

时期对分菜和成稼的影响

分 一
一些

-

_ _ {_ _
_

碑
处 理

荃本苗
(株 /穴 )

单 株最高分 }
粱数 ( 株 /穴 ) }

. 高分策

数 (万
`

亩 )

分策率
( % )

无效分粼
(株 / 穴 )

无效分绪率
I
单 株成撼 …

卢总分策% ’
{
数 `榭穴 ’ }

成鹅数
(万 /亩 )

成穆率
( ,̀ )

l

脚
es

油
`

腼.iva07
。

2 6

8
.

7 1 1 0
。

74

ē吕几甘,曰O甘nJ恤幼
对照 (每亩施
纯扭 1 0斤 》

处理 ( l) (每亩
施纯抓 15 斤 )

处理 ( 2) 《每亩
施 纯抓巧斤 )

处理 (3 ) 《每亩
施纯扭 1 5斤 )

处理 (妇 ( 每亩
施纯盆 20 斤 )

处理 ( 5) ( 每亩
施纯盆 20 斤 )

处理 ( 6 ) 、 ( 每亩
施纯 氮2 0斤 )

12
。 3 8八甘O跪口七虎口,口臼U

ō01匕O臼̀吸ùO

9 5 } 6 1
。
3 13

。
0 5

2 1
。
5 5 } 8 0

。
0 10

。
0 8 1 1

。

47 4 2
。

5 { 5 3
。
0

5
一

1

5
一
0

2 0
。
9 } 7 5

。
0

4 32

40 8 1 3
。

8 3
:

4 9
。

7 { 6 6
。
2

1 7
。
1 1 6 1 。

7 3` ,

{
3

·
。 3

{
2 2

·

, l ` 3
·

, ,

…
` ,

’

5

{ .v-7’ 二
注 : 1。 对照— 2/ 3作荞肥面施

,
1 / 3在分粼期面施

,

2
。

处理 ( 1) ( 4 》

—
2 / 3作墓肥面施

,
1 / 3分典期面施 ,

3
。

处理 ( 2) 《 5)

—
1 / 3作荃肥面施

,
2 3/ 分策期 (抽移前 49天 ) 深层追肥 ,

4
。

处理 ( 3) ( 6)

— 11 3作羞肥面施
,

2 / 3往期 ( 抽祖前 3 8天 )深层追肥
,

5
。

表 2
、 3 、

4
、

5
、

6 中各处理的施撼 t
、

方法
、

时 间等均与表 1 各处理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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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深层追肥的用最对水稻产里结构的影响

采用深层追肥后
,

控制了无效分粟
,

提高了成穗率
,

获得了穗多增产的基础
。

本试验

中
,

深层追肥区的每亩穗数都在 47 万以上
,

最高的达到 4 9
.

7万穗
。 `

但在高产栽培中
,

如果

群体过大
,

就会影响个体生长
。

试验中看出
,

随着每亩穗数的增加
,

每穗粒数有所减少
,

空

批率明显增加
,

千粒重略有降低
。

在 15 斤纯氮区
,

深施区每穗实粒比面施区要少 4一 4
.

5粒
,

千粒重降低 。
.

8一 1
.

5克
,

空

批率提高 1
.

8一 4%
,

但没有贪青迟熟
,

成熟度在87 %
,

与面施区基本一样
。

穗前 (处理 3 )

深施区有些贪青
,

成熟度也有降低
,

主要靠穗多增产 (表 2 )
。

20 斤纯氮区
,

由于氮素用量更多
,

群体更盛
,

空批率也更高
。

尤以穗前 (处理 6 )深施

区
,

批粒增加
,

成熟度下降
,

产量仅高于对照区
,

田间观察也表明
,

穗前深施区
,

后期贪青
,

稻谷和稻草含氮量过高 (稻草超过 0
.

9%
,

稻谷超过 1
.

3% )
,

而且纹枯病也重 (表 3 )
,

这是

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

由此可见
,

在化肥深施后
,

不仅提高氮肥利用率
,

可以减少施肥量
,

节约肥料
,

而且可

以控制合理的群体
,

以防生长过旺
,

造成 过早郁蔽和较重的病害
。

深层施肥的时期
,

似乎

宜在分粟前期 (抽穗前49 天 )进行较好
,

可以减少批粒
,

提高粒重
,

防止贪青
。

从氮肥增产的经济效果来看
,

在基
、

追肥全部面施的情况下
,

施 15 斤纯氮 (碳馁 94 斤 )

的比 10 斤纯氮 (对照 ) 的每亩增产 35 斤
,

每斤碳按平均增产稻谷 1
.

1斤
。

在15 斤纯氮区
,

两种

深施处理的产量分别比对照每亩增产 6 4
.

3斤和 7 0
.

8斤
,

每斤碳馁平均增产稻谷 2
.

1斤
。

施

肥量相同
,

由于施肥方法不同
,

增产效果提高一倍
。

而且深施处理的产量
,

都是 15 斤纯氮

区高于 20 斤纯氮区
。

这可说明氮肥深施后
,

氮肥利用率提高了
,

在同样获得 1 1 。。 斤左右

的产量下
,

可 以节省 5 斤纯氮 (折碳按 31
.

5斤 )
。

因此
,

深层追肥对经济施肥有较大的意义
。

表 2 产 盆 结 构

处 理
(厘米 )

高高高 稍 长长 每 称称 每 穆穆 空批率率 千粒重重 成熟度度 每 米 222 侧 产产

米米 ))) (厘米 ))) 实 粒粒 批 较较 ( % ))) (克 ))) ( ; ` ))) 粒 数数 (斤 /亩 )))

。。

333 15
。

999

…黑黑
5

。 888 9
。

9 555 2 7
。

888 8 8
。

222 2 7 3 5 000 10 2 CCC 1 0 2 7
。

777

。。

333 1 4
。

999 }
d 7

·

000 6
,

000 1 1
。

555 2 7
。

555 CS
。

000 2 9 7 0 000 1 0 9 000 10 62
。

777

。。

888 1 5
。

666 {
4 7

·

555 6
.

5
---

1 2
。
222 2 6

。

777 8 7
。

OOO 3 3 0 0 000 1 1分000 10 9 2
。

000

。。

999 1 4 。
777 } d o

.

ooo 8
。

000 1 4
。

444 2 6
。

000 8 2
。

555 3 3 4 1 000 1 1 6 000 10 9 8
。

555

。。

222 1 5
。
444

少:000
8

。

000 1 4
。

000 2 6
。

444 8 7
。

999 3 0 9 0 000 1 1 0 000 10 8 7
。

555

。。

888 1 2
。

444 } 屯巧
·

3 一一 7
。

444 1 3 。
888 2 6

。
555 8 7

。

555 3 3 1 5 000 1 1 7 000 10 8 9
。

555

。。
555 1 3

.

44444 8
。

000 1 4
。

777 2 6
。

333 8 3
。

555 3 2 5 0 000 1 1 5 000 10 5 6
。

555

一.3

…3…2
一62“6262的“63一照231:4乐:6一|理理理理理理一对处姐姐如妇如

注 : 品种
“
广陆矮 4 号

, ,

尼龙育秧
, 4 月 20 日移栽

,
7 月 31 日收获

。

表 3 纹 枯 病 普

处 理
纹枯病病丛率

( % )
纹枯 病病株率

( ,石)

J里Rù,上

…
noù八O

对 照 }
:

处理

处理

处理

4 6
。
5

2 6
。
8

1 0 0
。

0

纹枯病病
情 指 数

0
。

2

8
。

0

4
。
2

纹纹枯病病丛率率 纹枯病病株率率
((( % ))) ( % )))

333 3
。

333 4
。
999

999 6
。

777 4 2
。

000

999 3
。

OOO 3 3
。
666

照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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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深层追肥后的土壤氮素供应状况对提高氮肥利用率的作用

将易挥发的碳酸氢按制成颗粒或球肥
,

施入土壤 10一 12 厘米深层
,

可以减少随水流

失
,

便于土壤胶体吸咐
,

以供作物吸收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据测定
,

施肥后水层中按态氮的

含量
,

面施区为 7
.

5一 1 2
.

SPP m
,

比深施区 1
.

5一 2
.

SPP nI 高 5 倍以上
。

因此
,

面施易于使

氮肥随水流失
。

从土壤中按态氮来看
,

15 斤纯氮区
,

5 月 9 日施肥
,

面施处理的土壤按态

氮为 4 5 p p m
,

到 19 日下降至 1 5P p m
,

而深施处理的到 5 月29 日仍稳定在 ZOp p m 以上
,

在 5 月

21 日深施化肥后
,

土壤按态氮到抽穗后一直保持在 ZOPP m (见图 )
。

一
·

一
·

一 分旅期面施区

—
分橄期深且迫肥区

一一一一 称僻派 层边肥区
扒卜尸厂卜||

l
000432

(Eddà寸HN暇刊

叙
t
兔

住 : 5 月 9 日 追肥 -

伙 先
’
% 愧 黔

’黔
`

2

名

日期 ( 日 / 月 )

土娘铁态氮的动态变化图
5 月 2 1日深层追肥

。

再从土城水解性氮含量看
,

原土壤在绿肥茬取样测定为20 8P p m
,

经耕翻晒堡后灌水
,

土壤水解性氮大大提高
,

各小区在 4 月 27 日取样
,

土壤水解氮均上升至 3 1 2一 5 3 7 p p m
, 5

月 9 日施分菜肥后
,

在 5 月 17 日取样测定
,

15 斤纯氮区的深施处理 〔 2 )土壤水解性氮达

4 6 5 p p m
,

比面施处理 ( 1 ) 3 8 6 p p m 高 7 9 p p m
,

一直到 6 月 1 7日仍保持比处理 ( 1 )高 1 3 p p m ;

土 堆 水 解性 氮 含 t 的动 态 变 化 (P p m )

助一202219215209209212221…止

!
门了n甘内OQ口Ò0.比匕,ós/一20212120红2119

J了ù卜州l获列只曰月
即一古,`日一卜妇卜仆曰八日件曰竹一óù,. )

.

,. )
111

门一曰才ó门曰éé曰汉卜`比”óù曰曰2 3 / 4 { 2 7 / 4

一台介0nn月U月吸,̀,
.

OU砚bg曰ōó J叹,二叮曰j, ,eō的JJù̀叹的Jl匕照

理 ( 1 )

理 ( 2 )

理 ( 3 )

理 ( 4 )

理 ( 5 )

理 ( 6 )

2 08

尸

,

,

,

,

护

对处处处处处处

注
:

1
。

4 月 23 日侧定结果为 红花草茬 口耕砚前取祥 ,

2
。 4 月 2 7日侧定结果为 耕翻后硒土三天再浪水时取样 ,

3
。

上壤水解 性扭侧定采用 1
.

2 N N a O H 50
O

C扩散 24 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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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3 )在 5 月 2日施肥
。

6月 17 日测定
,

比处理 ( 1 )高 2 6 p p m
。

7 月 8 日测 定 仍 高

6 p p m
。

因此
,

在 5 月 17 日到 7 月 8 日的水稻主要生育过程中
,

化肥采用深层施用后
,

土

壤水解性氮含量均比面施的高
,

从而增加 了土壤速效养分的供应 (表 4 )
。

从 5 月 17 日和 6 月 17 日分别测定植株氨基氮含量的情况
,

面施区均在 1 90 和 1 5 Op p m

的中等水平
.

而深施均在 20 0和 2 5 O p p m 的较高水平
。

植株氮素水平与土壤水解性氮含量

的趋势相一致 (表 5 ,
。

从收获后稻谷和稻草的产量和全氮含量看 深施区的产量增加
,

含氮量提高
,

即吸收总氮量 比面施区高
,

氮素化肥的利用率也从面施区的 37 % 于口3 1%提高

到 5 8%和 50 % 左右 (表 6 )
。

表 5 水 稻 植 株 氨 基 态 氮 含 量 ( p p m )

一
。

硫 …
’ 。 q l :

” 一
” ’

I’’
”

,’’’’,:\
。

一 )
_

一` ’
刀 /日 、

1
“
刃

。

}
二 “ ”

{
_

竺
. .

望 i
_ _ _

_竺 {
_ _ _ _

_
_

_

_ }
对 狱̀

…
, 3“

{
7 5

…
处 理 “ , …

` 5。
{

` 。。 …
处 ” ` 2 ,

{
2” ”

{
2。。 …

处 理 ( 3 ,
}

2 5”

}
2。。

}
处 ” (` ,

{
` 3。 } 2。。

{
处 理 ` 5 , …

“ 5“

{
2 0 0 }

处 理 ( 6 )
` 2 0 0 ! 2 0 0 !

了 / 7

15 0

] 8 0

1 3 0

13 0

1 0 0

2 0 0

1 3 0

表 6 稻谷和稻草含氮量及氮肥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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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稻 爷和稻 草含 氮员的测定采 用常规 凯氏定 氮法
。

五
、 2

1
、

结

通过 1 9 7 6年的试验和分析
,

我们初步认为
:

1
.

在高产栽培中
,

减少基肥用量
,

采用深层追肥
,

可以有效的抑制前期无效分萦
,

防

止徒长和过早封行
,

保持比较合理的群体结构
。

在水稻转入生殖生长期时由土壤供给足

够的氮素
,

是提高有效茎孽
,

增加成穗数
,

夺取足穗高产的一项有效技术
。

2
.

采用深层迫肥法 将肥料施入土层 10 一 12 厘米深处
,

可以防
_

l!: 氮素损失
,

提高肥料

利用率
。

从本试验看
,

碳按利用率可从 35 %左右提高到50 %以上
。

因此
,

深层追肥是经济

施肥的一种好方法
。

3
.

深层追肥
、

如果氮肥用量过多
,

后期群休还是会过茂
,

穗数虽多
,

但穗型不大
,

空批

率提高
,

千粒重有所下降
。

为了充分发挥深层迫肥的优点
,

克服其弊病 夺取高产
,

1 9 7 7年

1 5 1



准备在全县各种不同类型土壤上
,

按大面积的施肥水平
,

探讨深层追肥在经济用肥上的意

义和在高产栽培中采用深层追肥的技术
,

以及适当减少氮肥用量
,

追肥时间适当提早在

分萦期进行
,

采用宽行条栽的方法
,

以探求适宜的追肥时间和合理的氮素水平
,

夺取进一

步高产
。

4
.

深层追肥的方法
,

1 9 7 6年我们是用人工制成球肥
,

并用人工塞入土层
,

化工大
,

今

后拟用化肥造粒机制成粒状碳按直接施入土层
,

希工业部门和农机部门解决化肥造粒和

深施的机器
,

以利大面积推广深层追肥的技术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促进农作物增产
。

水 稻 氮 肥 施 用 技 术 试 验

四川农学院赴西昌县开门办学小组
*

大量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说明
,

水稻的氮肥深施
,

可以显著地提高肥效
,

这是因为按

态氮肥深施到淹水土壤的还原层
,

抑制了硝酸态氮的生成
,

从而减少了反硝化的脱氮作

用所造成的氮素损失
。

我们在西昌县调查了解到很多社队
,

不注意施肥技术
,

普遍采用施

面肥 (化肥表施 )
。

为了改变当地习用的不合理施肥芳法
,

我们在大田进行了以氮肥深施

为基础的示范性试验
,

现将试验的结果
,

初步整理报告如下
。

一
、

试 验 经 过

试验设在西昌县新宁公社三大队八队
。

土镶为洪积一冲积性紫黄泥田
,

质 地 中壤
。

前作小麦
。

供试水稻品种
“

乔农
” ,

属高秆釉稻
,

为当地主要栽培品种之一
。

以尿素作氮

源
,

用量每亩 20 斤 ; 不施其他肥料
。

试验设五个处理
: ( 1) 犁沟深施

。

整田的最后一次

犁翻时
,

将肥料施入犁沟
,

然后犁盖
、

耙平
,

立即栽秧
。

(2 ) 二次分施
。

将肥 料 的一半

按犁沟深施
.

另一半在水稻的幼穗颖花分化期追施
,

施肥后搅混田泥
。

( 3) 耙面施
。

在

栽秧前将肥料撒施田面
,

耙后栽秧
。

( 4 ) 表施 (面施 )
。

栽秧后 10 天
,

将肥料撒施田面
,

不结合璐秧
。

这是当地习惯用的施肥方法
。

( 5) 对照
。

不施肥
。

各试验处理的小区面积约 0
.

3 亩
,

未设重复
。

试验田两犁两耙 , 第一次犁耙后划定

小区
,

修设田埂
,

然后进行施肥处理
。

水稻 4 月 1 日播种育秧
,

5 月 16 日移栽
。

行窝距

4 x s寸
, `

每窝用秧 6 苗左右
,

每亩基本苗控制为 18 万
,

栽秧后复测为 19
.

3 万
。

处理 ( 1)

和 ( 3) 的全部肥料于 5 月 15 日施下 , 处理 ( 2) 的一半肥料于 5 月 15 日施作基肥
,

另一半肥

料于 7 月 16 日颖花分化期追施
。

处理 (4 )于 5 月 26 日施下全部肥料
。

处理 ( 5) 原计划不施

肥
,

后因化学除草受药害
,

在 6 月 6 日按每亩尿素10 斤表施作为提苗
。

栽秧后 7 天
,

各

处理均使用化学除草剂 (芽前除草 )
,

施药当夜即遇暴雨
,

致使田水淹没秧心
,

引起比较

严重药害
,

因此造成某些处理的有效穗少于基本苗的情况
。

水稻 9 月 28 日成熟收割
,

全

生育期 1 81 天
。

* 参加试验的工农兵学员有杨久伦
、

陈明荣
、

罗德全
、

罗成品
、

蓝晓黎
、

袁忠根
、

衰云加和 王和莲
,

指导教师李世

贵和 刘世全 ( 执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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