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青方法
,

最好用拖拉机深翻
。

翻压前先用圆盘耙切断草木择茎秆
,

嗓晒姜蔫
,

再进行

翻埋
。

翻压时要做到翻深
、

埋严
、

不漏耕
、

耕平压实
。

种麦前不必翻耕土地
,

只是要求在每

次降雨后及时耙拱保有
,

为麦播创造良好的土城水分条件
。

二
、

提高套种草木提产草 -

草木择产草量的高低
,

直接影响着压青肥效的大小
。

目前在绿肥生产中普遍存在着
“

稀
、

迟
、

低
”

等问题
。

使压青绿肥的增产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

因此
,

必须注意套种草木择绿

肥中的几个技术问题
:

1
。

种籽处理 草木择硬籽很多
,

常达 6 0一 90 %
,

若用带荚种籽直接播种
,

会造成出苗

不齐
,

不但影响当年产草量
,

且遗留在土城中的硬籽
,

以后陆续出苗
,

还会造成田间草荒
,

危害农作物生长
。

播前必须进行种籽处理
。

处理的方法是上碾子进行压磨
,

直接压磨到

种皮发毛
,

由鲜黄色变为黄白色即可
。

也可用碾米机去英
。

2
.

选择地块 草木择具有耐瘾不耐荫的特性
。

不同类别的麦田和油菜田
,

长势强弱

不一
,

一类麦田
、

油菜田生长势强
,

耗水量大
,

遮荫严密
,

通风透光不良
,

对套种草木择立

苗
、

后期恢复生长极为不利
。

因此
,

套种草木择应选择生长较差的二
、

三类油菜田和三类麦

田比较理想
。

麦子在当前还没有普及推广矮秆早熟品种之前
,

暂以亩产20 0斤以下套草为

好
,

油菜籽亩产在 1 50 斤 以下套草为宜
。

3
.

顶凌套种 顶凌套种草木择
,

不仅能破除麦
、

油田土壤板结
,

增强土壤透气性
,

提

温保墒
,

且早套土壤墒情好易促苗
,

草木择生长时间长
,

产草量高
。

1 9 7 5年的油菜田试验
,

二年生草木择顶凌套种 ( 2 月 28 日 )
,
8 月 2 日压青

,

亩产鲜草 1 3 6 2
.

8斤
,

比春套 ( 4 月 3

日 )增产鲜草 2 3
.

4%
。

4
.

合理密播 绿肥是生长茂密的庄稼
。

压青草木择适当密播
,

不仅能提高产草量
,

且

茎细叶薄
、

分枝少
、

不扯蔓
、

好压青
、

易沤烂
。

生产经验证明
,

草木择条播每亩 4 斤种子
,

撒

播每亩 5一 6斤为宜
。

5
.

施用确肥 草木择属豆科绿肥作物
,

施用磷肥
,

能增强根瘤的固氮能力
,

提高产草

量
,

起到
“

以磷增氮
”

的作用
。

我站试验
,

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
,

产鲜草 19 83
.

3斤
,

比不施磷肥

的亩产鲜草 1 6 3 0
.

。斤增产 2 1
.

6%
。

缺硼地区作物地方病的症状与防治

孙 嘉 兼

植物对于土壤微量元素 (翻
、

锰
、

钻
、

锌
、

铜
、

铁
、

铂等 ) 的需要量虽然不多
,

但对它们的

生长
、

发育
、

生殖的影响却很大
,

过剩与不足都能引起地区性生理病害
。

近几年来
,

我们在

研究黑龙江省春小麦不捻症 (也叫不结粒或不结实 )的原因及防治中发现
,

缺翻不仅使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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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作物甜菜发生腐心病 ( 轻度缺乏 )
,

严重缺乏还会使甜菜的块根 不能正常发育
。

对需硼

较少的禾本科危害也非常严重
:

使小麦雄蕊发育不良
、

花粉功能不能正常
,

导致减产与绝

产
。

对大麦更是如此
。

水稻缺硼时空批率增加
。

玉米缺硼也发生严重危害
,

引起雌
、

雄蕊

发育障碍
、

退化等症状
。

缺硼对双子叶植物大豆
、

土豆 以及杨树则发生顶芽枯萎
,

生长

停滞及死亡现象
。

另外据国内报道
,

湖北
、

浙江因土壤缺硼引起油菜的
“

花而不实
”

现象
。

国外对纤维作物缺硼 (如亚麻
、

棉花 )也有报道
。

由于硼素缺乏所引起的地方病不仅仅发生在有效硼绝对缺乏的非黑土区的缺翻土壤

上
。

例如甘南县有一处的淤积性粘壤质潜育草甸土 (有效翻含量少于 o
.

Zp pm )
,

以及在嫩

江和克山县黑土区富翻土壤上 (有效硼含量均多于 O
.

SP p m )
,

有效硼相对缺乏现象弓有 发

现
。

由此可见
,

硼在农业上的应用
,

不仅仅在缺硼土壤上 (不施硼就没有产量 )
,

而且在相对

缺硼土壤上 (施硼使产量进一步提高及改进产品品质 )都有实际意义
。

现将我们这几年在

生产实践和试验研究中发现的一些作物缺翻症状与防治措施
,

以及我们所观察到的缺硼

区 自然景观作一介绍
。

一
、

缺 翻 区 的 自 然 景 观

甘南县有一处缺翻区的土壤基本上有二种
: ①缺硼土壤— 淤积性粘壤质潜育草甸

土 (耕作层全翻含量为 2 4P p m ,有效硼含量为痕迹量 )
,

②不缺硼土壤— 洪积性砂砾质草

甸化冲积土 (耕作层 )全翻含量为 1 3p pm ;
有效硼含量为 O

.

5 5P p m )
。

自然植被由以小叶樟为

主
,

芦苇星点分布所组成
,

没有乔木生长
,

灌木也极稀少
。

开垦后
,

杂草组成是双子叶杂草

很少
,

主要是单子叶杂草
,

单子叶杂草中稗草很多
,

燕麦草很少
,

几乎看不到菊科及筒属

植物
。

多数作物都表现出严重缺硼症状
,

小麦
、

大麦
、

玉米
、

水稻都发生程度不同的不捻

症
;
大豆发生芽枯病 ;马铃薯也发现顶芽枯萎

、

矮小
,

块茎产量极低的现象
;
甜菜块根不发

育或发生腐心病 ,向日葵种子空壳现象严重
。

农田防护林带凡经过缺硼地段的
,

杨树由于

顶梢枯萎
,

和树冠丛生呈圆形或扇形
。

这些现象组成了一幅缺翻地区独特的景观
。

该地区土坡成土母质是淡水淤积性粘壤土
,

虽然全硼含量很高
,

但有效硼含量却很

低
。

由于双子叶植物比单子叶植物需硼量大
,

禾本科植物的需硼量更高
。

因此双子叶植物

中首先是木本植物
、

其次是草本植物表现出缺硼症状而受害
,

其表现为生长点枯萎
、

衰弱
、

植株矮化
、

死亡
。

通过 自然选择
,

由于不能在缺硼地区生存而渐趋消亡绝迹
。

而单子叶植物

中依靠种子繁殖的种类
,

由于缺翻引起雄蕊发育不良
,

授粉和受精过程不能正常进行
,

种

子减少或不结种子
,

繁殖能力下降
。

对以无性繁殖为主要形式的种类
,

如小叶樟
、

芦苇
、

对它们的繁殖能力并无影响
,

能够适应缺硼环境
,

逐渐占据了缺硼地区而形成单一型的

群落
。

同时在群落的演变与形成中
,

土壤中本来就不多的有效硼不断被吸收
、

积累于植

物体中
,

由于土壤粘重及过湿使有机质分解过程弱于积累过程
,

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土

壤中有效翻的缺乏
,

因此
,

造成了更不利于其他植物群落的发生与发展的条件
。

甚至在开

垦后的杂草组成中也反映了这一过程
:
单子叶杂草占优势

,

双子叶杂草数量很少
。

在缺翻

区燕麦草不称度较稗草严重
,

繁殖能力低于草稗
,

所以稗草就比燕麦草猖撅
。

在邻近不缺

翻地区
,
燕麦草没有不捻现象

,

能够正常结籽繁殖后代
,

往往英延成灾
,

而稗草则退居

次要地位
。

小麦品种间也反映出小粒种与大粒种在结实率上有明显差异
,

例如小粒种
“

辽

春
,

的结实率就比大粒种
“

克坚
” 、 “

克红
”

的结实率高
。

在营造农田防护林时
,

也反映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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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的严重影响
,

缺翻地段的杨树生长迟缓
,

每年新梢生长量很少
,

迟迟不能成林
。

经过补

充硼素营养
,

第二年树冠明显改变
,

第三 年顶端优势恢复
。

二
、

春小麦不捻症

小麦不称是指虽有完整花器
,

但不形成种子的现象
,

也叫不结粒或不结实
。

它区别于

退化小穗和批粒
。

它是黑龙江省农业生产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
。

对小麦产量影响极大
,

发生严重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

甚至颗粒无收
。

据 19 7 3年不完全统计就有 60 万亩
。

1
。

症状与诊断
.

症状主要表现在穗部
。

原发症状是花药退化
、

花粉败育
,

用碘化钾 ( K I
3

或 K l一 I : )

溶液染色
,

花粉无蓝色反应
。

继发症状是子房横向膨大
、

颖壳闭而复开
,

久开不闭
。

抽稚

前
,

虽 已有潜在症状
,

但明显出现的时期在抽穗后
。

抽穗后
,

患株穗色浅黄绿
,

迎着阳

光看
,

穗呈半透明状态
。

开花时
,

穗型蓬松
,

颖壳开张角度较大
,

患株雄蕊发育不 良
,

颜色

也不正常
。

严重的
,

花丝不能正常伸长
,

花药不外露
,

花药瘦小
、

空批
,

呈箭头形或弯月形
、

X 形
,

花药不开裂
、

不能授粉或完全没有花粉 ;能开裂授粉的
,

经镜检大多数花粉粒畸形
、

空批
,

状似漏气的皮球
。

用碘化钾溶液染色
,

无蓝色反应或只有少量花粉能染成浅蓝色
,

95 %以上的花粉粒染成棕黄色
,

雌蕊外观是正常的
,

但由于不能正常受粉
,

柱头不萎蔫
,

子

房横向膨大
,

颖壳闭而复开可达一星期左右
。

以后子房枯萎
,

颖壳闭合
,

穗呈紧密细瘦

状态
。

患株一般发育推迟
,

比正常植株晚熟
,

开花后还出现重新分集及分枝现象
。

有些

品种后期麦秆呈现紫褐色
。

缺翻型不捻小麦与氮
、

磷营养元素缺乏所 引起的退化小穗增加和生理干早
、

水害引

起的青枯以及大气干早引起的硼风早不实等的区别在于
:
退化小穗的花器是残缺的

,

发

生部位多在穗基部
;
青枯

、

风早不实病小麦的子房一般都能纵向发育
,

不横向膨大
,

一般有

种子
,

但很批
。

缺硼型不捻小麦的小穗花器是完整的
,

不捻小穗自穗的上
、

中部发展到

整个穗
,

子房横向膨大
,

没有籽粒
。

另外
,

缺硼型不 捻小麦由于原发症状花粉败育引起继发症状子房横向膨大 (大于正常

的一倍 )
,

使颖壳闭而复开
,

持久不 闭
。

这种反常现象在客观上延长了开花时间
,

可以增加

异花授粉的机会
,

但也增加了感染病菌抱子的可能
,

雌蕊由于未受精
,

蔗糖
、

氨基酸等不能

转化成淀粉及蛋白质
,

就成了真菌良好的培养基
。

因此在后期有些患株颖壳 内往往可以

发现有菌丝体
,

容易造成误诊
,

引起一种真菌病害的错觉
。

2
.

预防及急救

按照不同土壤
、

不同小麦品种
,

施用不同量硼砂或其他硼肥 (如硼渣
,

经我们试验 70 斤

硼渣相当于 1斤硼砂的效果 )
,

即可防止小麦不稳症的发生
。

大面积 ( 1 97 5年推广近万亩
,

1 9 7 6年推广了 5万亩 )预防效果极为明显
,

不称率由9 8
.

7~ 8 8
.

0 %降低到 9
.

4~ 0
.

5%
,

有的

地块经施用硼肥后
,

几乎找不到不稳的穗
。

在 田间观察
,

施硼区和对照区界线截然分明
,

产量成倍
、

十几倍地增加
。

1 9 7 6年小麦
、

大豆施硼砂面积达 5 万亩
,

其缺硼严重的地方
,

小麦平均产量由最高年份的亩产 1 40 斤和最低年份亩产 50 斤相比
,

上升到亩产 2 35 斤
,

平均

亩产达到亩产20 1斤
,

比往年多收 700 万斤小麦
,

第一年向国家上交小麦50 。万斤
,

改变了过

去粮食只能自给自足的局面
。

( 1) 硼肥的施用方法 把硼砂均匀地掺拌在粉状过磷酸钙里制成颗粒肥
,

在播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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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种子作种肥施入土壤
。

其他方法均不如此法方便
、

安全
、

有效
。

如硼砂粉末拌种有不

易沾附在麦粒上的问题 ; 喷施硼肥
,

在分草期喷施
,

叶面积小
、

接受药液量少
,

拔节期喷施

不利于作业及效果差
,

孕穗期喷施几乎无效果等问题 ; 浸种
,

用常规浓度 ( 0
.

01 ~ 。
.

03 % )

浸种
,

处理时间长 (1 ~ 4小时 )及浸后凉干的困准
,

在大面积机械化生产中应用
,

处理大量

种子和凉干
,

不方便
。

我们试验用饱和溶液快速浸种
,

既不影响种子发芽率又有良好效果

而且很快就能凉干
,

操作也很简便
,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用
。

追肥有效果
,

但必须早追
,

拔

节前追肥效果和作种肥相同
,

拔节以后则效果差
,

甚至没有效果
。

( 2) 施用剂量 由于不同品种对硼的需要量不同 (例如
“

辽春
”

种子含硼量为 1
。

80

毫克 /公斤 , “

克坚
”

种子含硼量为 2
.

78 毫克 /公斤 ; “

克红
”

种子含硼量为 2
.

20 毫克 /公斤 )

以及不同土壤中有效硼含量存在差异 (不捻症轻重程度就是土壤中有效硼多少的一个生

物学指标 )
,

所以硼砂的施用量也应有所不同
。

根据盆栽
、

田间试验以及大面积生产试验
,

参考不同品种在不同土壤上反映出来的捻性
、

症状轻重程度与化验分析数据
,

我们制订

了硼砂施用的剂量 (表 1 )
。

表 1 硼 砂 施 用 剂 t

土 壤缺翩程度

严 重 缺 翻 l 缺 翻 轻 度 缺 翩

J吸n甘2

…
ǐn甘nō,占82

月0

…
内甘,二,占

2
璐Ò马

…
.上̀上ǹ( 江春 )

(克坚 》

(克红 )

的的的好般差软
.

一较性性性称称称

注
:

按 10 两制计算

小麦不捻症的急救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的
。

例如在播种时未用硼砂作种肥或

用量不够
,

在分集期
、

拔节初期又错过了追硼的机会
,

以致在抽穗开花时发现不称症时
,

则

应根据不捻症严重程度
、

分布面积大小
、

田间杂草的多少以及该品种发生第二次分莫的

能力与种植密度的大小
、

抗病能力强弱
,

用人工或割晒机
、

割草机把患株地上部全部割

掉 (注意留一条作对比 )
。

割搓高度以能割掉已抽出的穗和未抽出的穗以及尚在孕穗初期

的幼称为准
,

一般为 10 ~ 15 厘米
。

为促进后期分萦
、

分枝的发生
、

发育
,

随割随即用播种

机
、

施肥机开沟条施含硼颗粒肥
,

或掺有硼砂的粉状过磷酸钙 (一定要掺匀
、

施匀 )
。

硼砂用

里每亩不要低于 1`2斤
,

不要超过 2
.

4斤
。

后期的分菜不但可 以结实
,

而且完全能及时成熟

而获得可观的产量
,

变歉为丰
。

刘割及追硼砂的时期不要晚于 7 月 5 日
,

不然 9 月上旬就

不能完全成熟
,

种子就可能色青
、

粒批
、

质次
、

千粒重降低而影响产量
。

杂草少
、

品种后期分集力强
、

抗病
、

种植密度较稀
、

垅作或宽行距都是刘割后促使再生

萦发生的有利条件
,

适于作急救治疗 ;反之
,

不宜作急救治疗
。

三
、

春大麦不捻症

大麦缺翩患株的症状基本上和小麦相同
,

但大麦比小麦要敏感
。

患株芒尖往往表现

失绿
,

芒变短而且扭曲
。

在孕穗期剥出幼穗
,

肉眼即可明显看到芒的异常
。

因此
,
可供早

期诊断之用
。

2 8 5



大麦患株的花粉用碘化钾溶液染色也不呈蓝黑色
,

子房停止纵向发育而横向膨大
,

晴

形
,

不过形状和小麦有区别
。

大麦不称症的防治和小麦一样
,

可参考小麦
。

四
、

大豆芽枯病

在历年发生小麦不称症的地段
,

大豆出苗后第一片真叶展开时
,

常发生顶芽枯萎的现

象
。

这种现象影响大豆产盈极为严重
。

其分布规律及面积和小麦不称症的分布规律及面

积相近似
。

芽枯病的外部症状 大豆出苗后约 20 夭左右
,

第一对真叶展开时
,

就出现明显症状
,

叶色变浓绿
,

叶片肥厚起皱
、

崎形
,

严重的顶芽枯萎
,

植株停止生长或死亡
。

较轻的顶芽枯

萎后
,

腋芽尚能萌发
。

再轻的
,

顶芽不枯萎
,

仅复叶变形
,

由三出复叶变为两出复叶及单

叶
,

叶片皱缩
,

凹凸不平并黄绿相间
,

后期可逐渐恢复
,

也有一定产量
。

收获时豆秆基部呈
“

甲
”

和
“

肠
”

形 (或叫 Y和 S 型 )与受雹灾后打掉生长点的再生大豆茎秆相似
。

芽枯病内部特症 切取子叶上部第一节茎横切片
,

用碘一碘化钾溶液染色
,

病株茎

中心部位 (盆部 )即被染成蓝色
,

健康植株中心部位 (髓部 )不染色
,

淀粉鞘 (中柱鞘 )被染成

蓝色
,

目测即可辨别
。

在显微镜下观察更为明显
,

患株淀粉积聚在髓部薄壁细胞中
,

维管

束不发达
,

韧皮部
、

形成层
、

木质部不分明
。

导管小而少
,

不发达
。

健康植株的淀粉积聚在

中柱鞘
,

维管束发达
,

韧皮部
、

形成层
、

木质部分明
,

导管多而大且发达
。

芽枯病的预防 硼肥在第二年具有后效
,

所以在前茬小麦上若施过硼肥
,

则次年种大

豆就不发生芽枯病
。

若前茬没有施过硼肥
,

则应在大豆播种的同时用顺粒状含硼过磷酸

钙作种肥
,

即可达到预防的目的
。

其用量以 6~ 18 公斤 /公顷为安全有效用量
。

经我们试验

其效果均极显著
,

严重病株邮
5~ 1 00 %降低到 5~ 10 %

。

产量增加 2~ 4倍或更多些
。

追肥

也是可以的
,

但要早追
,

一般在第一对真叶展开前为宜
。

用硼渣 (按 70 公斤硼渣相当于 1

公斤硼砂的效果计算用量 )作基肥
,

效果也很好
。

五
、

玉米的不捻症

在发生小麦不称症及大豆芽枯病的地区内
,

例如甘南县有一处的玉米产量很低
,

曾经

出现过 7斤 /亩的现象
。

玉米表现 出严重缺硼症状
:
雄蕊发育不 良

,

花药退化
,

小而少
,

花

粉败育
。

雄蕊也发育不 良
,

穗轴上
、

中部停止发育
,

退化萎缩
,

无籽粒
,

仅穗轴基部一段着

生籽粒
,

玉米棒状如敲锣的锤
。

除穗轴上
、

中部停止发育
、

退化萎缩无籽粒外
, ,

还兼有一

侧不发育萎缩无籽粒的现象
。

花粉镜检
,

空批如漏气的皮球
。

用碘化钾溶液染色为棕黄

色 (正常的为深蓝色 )
。

雌蕊穗轴切片碘反应为蓝色 (正常的为棕黄色
,

但不同生育时期有

差异 )
。

1 9 7 6年施用硼肥后
,

玉米不稳症消失
,

产量达到 5 00 斤 /亩以上
。

在有效硼含量 > O
.

SPP m 的黑土区
,

由于大量施用氮
、

磷肥而历年不补充硼肥
,

造成土

坡中营养元素比例失调 , 提高了玉米对硼的需要量
,

导致有效硼的相对缺乏
。

在这种情

况下
,

玉米不捻症也有发现
。

例如 1 9 7 5年克山县有一处的一块密植高产玉米地
“

空秆
”

很

多
,

穗形很小
,

而且穗轴上
、

中部退化萎缩无粒并兼有一侧萎缩无粒的现象
。

防治措施是在播种时或中耕追肥时掺在其他肥 料 中掩 施 或 开 沟 施 均 可
。

6 ~ 18

公斤 /公顷硼砂均为安全有效用量
。

用饱和硼砂溶液快速浸种也有效果
。

还可以在拔节初

期进行根外追肥加以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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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甜菜的腐心病

甜菜是需硼量很大的作物 (甜菜含硼量为5 7
.

1 毫克/ 公斤 )
,

缺硼不仅影响糖分代谢
、

运转
、

积累
,

而且发生缺硼症状— 腐心病
。

我所黑土区土壤含有效硼 > 。
.

SPP m
,

尚不

能完全满足甜菜对硼的需要
,

有 50 % 以上植株发生轻度腐心病
。

表现根切片的中心部位

黑褐色干腐和空心
。

每公顷施用 9 一 12 公斤硼砂
,

腐心病株基本消灭
。

甘南县有一处淤积性粘壤质潜育草甸土上含有效硼 < o
.

ZP p m ,

缺硼症状极为严重
。

表现为出苗率低
,

幼苗生长停滞
,

块根几乎不发育
,

状似菠菜
。

施用硼肥后
,

块根发育良

好
,

增产效果异常显著
。

施用方法以种肥效果最好
,

追肥次之
。

七
、

马铃薯缺硼症

土豆缺硼症状表现为
:
植株矮小

,

顶芽枯萎停止发育
,

叶子变小
,

肥厚
、

皱缩
,

色浓绿
,

结薯少而小
,

产量只相当于种薯的产量
。

其防治措施是施 6一 18 公斤 /公顷硼砂 (安全有效

用量 )
,

但最好是施用颗粒状含硼过磷酸钙
。

种薯用硼砂饱和液快速浸种也可试用
。

经我们实践观察
,

硼砂
、

硼渣具有明显后效
,

所以在防治这些作物缺硼地方病时
,

应考

虑轮作换茬进行施硼
。

例如小麦 (硼砂12 一18 公斤 /公顷作种肥 )

—
大豆 (不施硼或用硼

砂饱和液快速浸种 )— 玉米 (掩施硼渣 5 00 公斤 /公顷
,

再用硼砂饱和液快速浸种 )
,

可考

虑不必年年施用
,

施用过多会引起硼害
,

一般小麦超过 40 公斤 /公 顷硼砂即有硼害 ; 大豆

超过 20 公斤 /公项在有机质丰富的粘壤土上发生硼害
。

在砂性强
、

有机质少的土壤上
,

更

易发生硼害
,

用量上尤应注意
。

在杨树上也发现有缺硼的症状
。

J、
、

缺硼作物地方病的利用

我们在研究春小麦不称症的原因及防治工作中发现
,

土壤中有效硼的缺乏对小麦繁

殖器官的分化
、

发育影响很大
,

雄蕊比雌蕊对硼的缺乏更为敏感
,

所以雄蕊先受害
,

症状严

重
,

雌蕊症状轻或无症状
。

缺硼引起小麦雄蕊发育不良
、

退化和花粉败育
,

因此
,

在缺硼

地区 自然形成小麦的雌性群体
,

自花授粉的小麦由于缺硼而依靠异花授粉才能结籽
。

从

植物进化的角度看
,

有利于新种的形成 ,从育种及杂交优势利用角度看
,

给人工去雄提供

了一个新的方法
:
为生产大量 F

,

种子进行小麦杂种优势利用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

据国外报道
,

缺铜也可以造成小麦不孕
,

目前也正在研究中
,

如澳大利亚已进行了三

秘
苦

/粒
结实
鸭

穆数株数棵数

表 2

杂种一代

名 称

不 同 类 型 杂 种 一 代 的 优 势 比 较

株 高

( 厘米 )

秘 长

(厘米 )

小 德数 / 穗 千粒

总数 }退化 }不 育
1
一 j全一兰

-

1 克 } %

B N F
I

M s F -

2 9 2 6

3 1
一 2 8 :::

1 1
。

1 0
。

1 7
。

2

1 7
。

4

0
。

8

0
。
6

2 0
。
2

1 4
。

0 :;:
注 : ( 1 ) 小 区面积为 0

. 2 4 米 么 ,

( 2 ) B N F 一为翻素营养缺乏型杂种一代 (克 6 7~ 7 0 x 克坚 ) ,

( 3 ) M s F x为
“
提型

,

细胞质不孕系杂种一代 〔M s克丰 1号 x ( T 8 0 8
一 2 x 6 8 一 5 一 1 ) F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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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但是缺翻引起小麦不孕的现象现在尚未受到重视
。

经我们初步试验
,

这种营养缺乏型杂交一代同样具有显著的优势
,

和目前尚在继续提

高和完善的
“

提型
”

小麦不孕系制得的 F :
对比

,

产量要高 (表 2 )
。

由表 2可知
,

缺硼型生理不孕小麦的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与应用于生产具有巨大的

潜力与重大的意义
。

因此
,

必将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
。

硼肥在潇水县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

湖北省潇水县农业局土肥站

在
“

农业学大寨
”

的群众运动中
,
县委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

“

阶级斗争
、

生产斗争

和科学实脸
,

是趁设杜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

的教导
,

领导我们认真落实

农业
“

八字宪法
” ,

积极开展硼肥的科学实验
。

经过 1 9 6 6一 1 9 6 9年四年试验
,

1 9 7 0一 1 9 7 1

年两年推广
,

硼肥开始在我县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
。

1 9 7 1年油菜施用硼肥面积为2 7。。亩
,

1 972 年发展到 7 万亩
,

1 9 7 3年后
,

油菜生产施用硼肥已形成制度
。

现在
,

全县常年施用硼

肥达 20 多吨
,

应用面积十万余亩
,

施用的作物以油菜为主
,

发展到水稻
、

小麦
、

棉花和紫云

英等其他作物
。

施用翻肥是继我县耕作制度改革
、

新品种的推广
、

特别是用甘兰型油菜品种代替本地

白菜型油菜品种之后
,

而成为我县农业生产上
,

特别是油菜生产上的一项重要增产措施
。

生产实践证明
:
翻是农作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

,

在缺硼的条件下
,

农作物有

机体的机能活动受到严重的破坏
,

甘兰型油菜便会发生花而不实的缺硼症
。

一
、

硼肥的增产作用

1
。

翻肥对油菜的增产效果

油菜对硼的需要量较大
,

对缺硼的反应也较敏感
。

1 9 7 1年我县 4 万多亩甘兰型油菜
,

因缺翻造成花而不实以致无收 5 千多亩
,

歉收 1 万多亩
,

全县菜籽总产仅 40 。多万斤 , 1 9 72

年甘兰型油菜扩大到 6 万多亩
,

全部施用硼肥
,

虽碰到严重冬旱
,

菜籽总产达到 6 00 多万

斤
,

比 1 9 7 1年增产 3 3
.

4%
。

据关 口
、

三店等公社四个大队的统计
, 1 9 7 1年甘兰型油菜播种面

积为 400 亩
,

其中因缺硼无收面积 1 65 亩
,

占40
.

1%
,

总产菜籽 1 万 3 千多斤
,

每亩平均 32
.

5

斤 , 1 9 7 2年甘兰型油菜播种面积 655 亩
,

因未施用硼肥而无收 35
.

1亩
,

占0
.

6%
,

总产菜籽

8 万 5 千多斤
,

每亩平均 1 31 斤
,

比 1 9 7 1年增加三倍
。

硼肥施到哪里
,

甘兰型油菜花而不实

症就消除到哪里
。

甘兰型油菜缺硼的一般症状是
:
植株矮化

,

有的根肿大呈褐色
,

后期腐烂
,

叶片色淡
,

* 在开展翩肥试 脸应用过程中
, 得到了湖北省油料所刘昌志

、

任福生
、

李攀斌 等同志的大力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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