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重要技术加以肯定
。

近几年来
,

各地大力推广球肥 ( 由氮
、

磷等和有机肥混合制成 )

深施
,

效果很好
。

球肥深施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

氮肥深施也是其中主要内容
。

目前在尚

无条件实行球肥深施的地方
,

我们推荐本试验采用的犁沟深施技术
,

操作简单
.

省工
,

便

于大面积生产上推广
。

2
.

耙面施的方法
,

目前四川省不少地方已在采用
,

这种施肥方法比氮肥表施有很大

改进
,

但不如犁沟深施的效果好
。

从理论
一

七讲
,

淹水土壤的氧化层只是田泥的表层
,

一

般厚度不超过 1 厘米
,

以下便是还原层 , 氮肥施到还原层
,

即达到了深施的目的
。

但是

实际的情况比理想的土壤层次分化要复杂些
,

由于土壤的不均匀性
,

还原层不会是绝对

的还原层
,

尤其在接近氧化层的还原层上部更是如此
。

因此耙面施的方法
,

虽然有省工

省事
、

利于秧苗早返青的优点
,

但由于它只能部分地达到深施的要求
,

仍不免有明显的

氮素损失
,

故不宜作为一项深施技术加以普遍推广
。

3
.

国外同位表示踪研究表明〔 l〕 :
在热带气候条件下

,

氮肥两次分施比全部肥料作

基肥的肥效高
,

表现在水稻植株吸收氮素的总量增加
.

其中也包括吸收肥料中的氮量增

加 , 当然最后稻谷产量也增加 了
。

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穗粒数增多
。

同时指出
,

墓肥

水平不 同
,

穗肥追施的时间应有所变化
。

本试验施用穗肥提高了穗着粒数和实粒数
。

这一点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一致
。

所不同

的是在本试验条件下
,

二次分施并不比一次施用 (基肥 ) 的产量高
,

原因是缺乏足够数量的

有效穗
。

这大概与气候条件有关
:

西昌气候不同于热带
,

在水稻生长前期
,

其气温土温较

低
,

限制了土壤本身的氮素释放
,

在没有足够的氮素基肥的情况下
,

水稻分孽少而迟缓
,

以

致不能保证较多有效穗的形成
。

因此
,

在类似的气候和土镶条件下 为了达到水稻高产
,

应当把基肥和穗肥正确地结合起来
,

先要施足基肥
,

以保证水稻前期生长的需要
,

从而

产生较多的分菜和有效穗
,

在此基础上追施穗肥
,

争取穗大粒多
;
但如果肥料少

,

宁可全

部作基肥
。

至于穗肥 的用量和施用时间
,

应根据具体条件通过进一步的试验予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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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 稻 磷 钾 肥 大 田 简 易试 验 法
减 惠 林

(中国科 学院南京 土集所红族 组 )

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
,

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蓬勃发展
。

合理施肥是群众性科学实验

的主要项 目之 一
,

肥料 田间试验是一切合理施肥的主要依据
,

特别对于磷钾肥
,

由于在一

个生产队范围内
,

不同田块土壤中磷钾水平可相差数倍
,

从而磷钾肥的效果 也有很大差

异
。

为了避免育目施用磷钾肥
,

需要进行肥料试验
。

但是常用的大田试验方法
,

不太适应

群众性科学实脸的要求
,

为此
:

我们在总结群众水稻塞秧莞经验的基础上
,

设计了
十

一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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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磷钾肥简易大田试验法
。

经过几年的实践
,

证明这种方法
: ( l) 省工省时

,

简单易行
,

一个生产队有 5 一 6 种类型田块时
,

一人半天即可完成 5一 6 个试验
; ( 2) 基本上不需

要特殊的设备和特别费用
; ( 3) 能较快的看出结果

,

便于及时采取措施
。

这种方法虽不及

正规大田试验方法精确度高
,

不能完全代替正规的大田试验方法
,

但比较适合群众性科学

实验的要求
。

较为适于水田的一些运动性较小的养份
,

可以和正规的试验方法相互补充
,

并可通过多点试验弥补精确度较低的缺点
。

一
、

试验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1
.

选择试验地段 进行试验的田块要有代表性
,

以便试验的结果可以用在类似的田

块上
。

所选 田块的肥力一定要均匀
,

禾苗生长整齐
,

试验地段距田埂至少在一米以
_

L
,

以

避免边际效应
,

同时注意试验地段内有无有机肥施用不匀的情况
,

如有也不能选作试验地

段
。

2
.

肥料准奋 一般每个试验用磷肥四两或钾肥二两
,

然后加试验田的泥 土 二 斤 左

右
,

和肥料混匀做成一个大泥团
。

施肥时从泥团中每次取出 20 克左右一块
,

尽量取得匀一

些
,

塞在试验地段的稻根旁
,

深度大致一寸左右
,

整个泥团应正好塞施 60 穴
。

这样肥料的

用量较大
,

是为了尽量减少 由于施肥不均所造成的误差
。

3
.

试验布里 在选定的试验地段
,

按上法把肥料泥团塞下去
。

一个处理宽六穴
,

长

十穴
,

共六十穴
。

如同时进行磷钾肥效试验
,

通常可有三 个 处 理
,

即①对 照 (不 施 肥 )
,

②施磷
,

③施钾
,

田间布置示意如下
:

. 又

X 夏夏要夏
X X

X X

X X

X X

x

— 施磷稻穴
O— 不她肥稠穴
V— 施 钾稻穴

. —
用 小竹或树枝作 的标记

X X X X

x 0 0 0 0 0 0 0 0 0 O V V V V V V V V V V .
x 0 0 0 0 0 0 0 0 0 O V V V V V V V V V V
x 0 0 0 0 0 0 0 0 0 O V V V V V V V V V V
x 0 0 0 0 0 0 0 0 0 O V V V V V V V V V V
火 0 0 0 0 0 0 0 0 0 O V V V V V V V V V V
x 0 0 0 0 0 0 0 0 0 O V V V V V V V V V V .

不施肥的对照放在中间
,

可以提高试验的可靠性
。

其实这种方法
,

在试验地段的前后左右

都可看作是对照
,

不过为了在施肥处理之间有一定间隔
,

以及在选定地段内的对照作物

生长较均匀
,

而四面的禾苗生长可能难于一致
,

故仍以有个对照为好
。

4
。

试验结果 一般在塞施肥料后 10 天左右
,

如果土壤中磷钾不足
,

即能在生长方面

看出差别
,

通常在开始时施肥的水稻叶色变淡而清秀
,

以后叶片变宽
,

株高增加
。

如我们

进行的一个后季稻钾肥简易试验在施肥十天后
,

对照的株高为 36
。

4厘米
,

而 施 钾 的 为

4 3
.

3厘米
。

在水稻成熟后
,

其所得的产量结果以相对%计算肥效
。

如换算成每亩单产
,

因

小区太小
,

折算 中可使误差增加
。

5
。

施肥时间 磷钾肥试验要求尽早施肥
,

最好在插秧后
,

开始返青时进行
。

当然
,

如

果在有些情况下
,

发现禾苗生长不正常
,

为了了解是否 由于磷钾不足所造成
,

则随时可以

进行
,

不过时间愈晚效果要受到影响
。

6
.

几个注惫的向皿 ( 1) 为了提高试验的准确性
,

如只观察苗期长势
,

在一块 田里

重复二次即可
,

如要比较产量结果就需重复 3一 4 次 ; ( 2) 选择进行试验地段的禾苗一定

要生长均匀且有代表性
,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

要尽量选在同一个人栽插的范围内
,

处理排

列应和栽插的行向平行
,

不要和栽插的行向垂直
; ( 3) 塞施肥料时水层要浅

;
l( ) 收获时

如发现某穴的虫害或缺株严重时需要扣除
,

不同处理计算产量时
,

穴数要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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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几 点 讨 论

1
。

关千礴钾在土坡中的运动 由于本方法不做田埂
,

所施的肥料在土壤中移动性较

大的话
,

则将严重影响试验结果
。

从理论上说
,

磷在土壤中的横向运动是很小的
,

而钾一

般也可被土壤吸附
,

但其运动性较磷大
。

我们以一克硫酸钾穴施水稻土中
,

保持 水 层
,

在不同天数测定其电导
,

结果表明主要在距施肥点半径 3 厘米左右的范围内扩散
。

田间

试验的实际观察也证实
:
施钾和不施钾的相邻两穴间仍有明显差异

。

因此
,

磷钾在土壤

中的移动
,

一般不影响试验结果
。

距施肥点距离

施肥后不同天数施肥点附近电导变化

2
.

关于试脸的处理 根据具体要

求决定处理
。

最简单的可以是单塞磷

或单塞钾
,

由于磷钾肥效在很多情况

下和氮的供应有关
,

所 以试验应在氮

肥基础上进行
。

由于大田一般都有面

施和追施氮肥
,

试验地段可以不另加

氮肥
,

但在施肥时
,

有试验的地段应注

意施用均匀
。

如同时进行磷钾试验时

最好有四个处理
,

即对照
、

P
、

K
、

P K
。

四个处理的好处是
: 不论磷或钾的肥

效
,

都是在满足三要素中其他两个元

素的基础上进行的
。

3
。

关于苗期反应和增产的 关 系

在进行磷钾肥试验时
,

特别在进行磷

肥试验时
,

有些土壤上会出现苗期虽

然从生长势上看差异明显
,

但并不一

定能反应在最后的增产效果上
,

所 以

在苗期生长有差别的情况下
,

决定要

不要在其他类似田块上补施肥料
,

应

导电ǎ姆欧à

和其他条件结合考虑
,

如能和化学速测结果结合起来进行判断最好
。

4
。

产 t 结果的统计 分 析 简易试验法在严格选择秧苗生长一致和地力均匀的基础

上
,

其产量结果同样可以进行统计分析
,

这时处理间有着一致的规律
,

但重复问因每穴苗

数和栽插深浅等人为影响
.

差异较大
,

应该用配对法分析
,

以 t 值来进行测验其每一对比

间的差数显著性
。

下面是一个例子
。

不 同 土 琅 上 后 季 稿 钾 肥 效 果

6 0穴稽谷重 t (斤 ) 增 产

月,月性
]
qg

.

…
,ó00沼吸,二

口.孟

重 复 数

`
’

3

3

4

帕一*18*33
。11

土 城 类 型 l

——
下一

—
! 对 服 } 施 」止

~

, 二 土

{
2

·

“

J
齐

_

泥
_

_ 田

!
’

·
2

}
二 , 大 “ 田 }

“ · “
{

新垦黄筋泥 !
’ .8 ! ”

·

。

* 给果达到 1 % 显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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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应 用 举 例

在浙江省金华和兰溪县的一些公社曾应用本法进行了一些试验
,

通过试验他们得到

以下的一些结果
:

1
.

同一生产队在不同土壤上
,

钾肥的效果由无效到增产 1 08 %
。

2
.

早稻和后季稻比较起来
,

在同一 田块上后季稻施钾的增产效果比早稻高
。

3
.

钾肥对后季稻早翻早的品种比对中晚熟品种增产效果大
,

前者钾肥增产都在40 %

以上
,

而后者则在 40 %以下
。

4
.

后季稻秧田栽插晚稻时
,

钾肥效果特别显著
。

5
.

钾肥在水稻上的效果和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关系
:

在低氮水平 下 似 乎 以 6 毫克 /

1 00 克土左右为 界
,

低于这个数值
,

钾肥效果显著
,

含量超过这一数值 肥效 就 明 显 降

低
。

6
.

在开垦不久的黄筋泥上单施化肥时
,

磷肥增产40 %
。

在 20 担 /亩厩肥的基础上
,

施

磷肥增产 20 %
。

从上述例子中可 以看出这一简易方法在大量进行时
,

能得到一些对生产 有 用 的 结

果
。

绿 化 海 滩 向 海 滩 要 肥

大 米 草 肥 效 试 验

浙江省 玉 环 县 农 林局

玉环县 为稼 /,\ 二

我县晚稻缺肥间题
,

历年来都没有很好解决
。

利用海涂种植大米草
,

是广辟晚稻肥源

的一条新途径
。

为此
,

我们于 1 9 7 4年从温岭县引进大米草种十万余斤
,

在九个公社二十个

生产大队试种
,

都获得成功
。

经过二年的繁殖
,

大米草丛扩展已基本铺满涂面
,

一片碧绿
,

长势 良好
。

每亩涂面 已能收割大米草地上部鲜叶二
、

三千斤
,

可解决一至二亩晚稻基肥
。

为了探明大米草的肥效对晚稻的增产作用
,

为今后大面积推广利用大米草作肥料提

供依据
,

我们对大米草进行了肥效试验
。

现将两年来的试验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大米草作晚稻基肥试验

1 9 7 4年
,

在古顺和外塘公社进行用大米草作晚稻基肥的试验
。

试验分三组
:

第一组施

大米草 1 0 0 0斤
、

栏肥 1 0 0 0斤和尿素 10 斤三处理
;
第二组施大米草 2 0 0 0斤

、

栏肥 2 0 0 0
、

尿素20

斤和不施基肥四处理 ,第三组施大米草沤肥 5。。0斤 (其中大米草占 2 0 0 0斤 )
、

栏肥 2 0 0。斤
、

尿素 20 斤三处理
。

小区面积均为 0
.

05 亩
,

二次重复
。

晚稻品种为晚梗农虎 6 号
,

试验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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