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站公社宏伟五队
,

苗期垅沟深松27 厘米
,

10 厘

米与 20 厘米深处容重减少
,

孔隙度增加 (表 7 )
,

每 亩

增产 10 一 20 %
,

因此深翻深松有明显增产效果
。

表 7 垄沟深松两个月之后
,

土壤容重与孔隙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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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枚 子 土 水 稻 田 早 稻 僵 苗 的 研 究

武汉市东西湖农科所土肥组

径 河 农 场 农 业 办 公 室

乌枚子土广泛分布于我区东部的柏泉
、

径河
、

三

店及养殖等农场的平岗丘陵地带
,

属典型的低产水稻

土类型
,

早晚稻连作亩产不过 600 斤
,

严重障碍双季稻

的发展及平衡增产
。

乌枚子土
,

群众又叫铁砂子 土
,

即在耕作层中散

布大量颗粒状的乌褐色铁锰结核
,

因此得名
。

其母质

为 下蜀系黄土
,

呈微酸性反应 (P H 5
.

5一 6
.

4 )
,

土壤有

机质含量 1 % 左右
,

按态氮为 10
。

s p p m
,

速效磷 ( P )

为 5 P p m
,

速效钾 ( K ) s o p p m
。

土壤 的潜在肥力及 有

效肥力都很低
。

这类水田一般离居民点远
,

施肥管理

不便
,

因而热化程度很低
。

质地粘重板结
,

物理性状

不良
,

耕作困难
。

群众形容说
“
犁磨破了

,

脚磨厚了
,

手插痛了
” 。

这种土壤是历年洪水泛滥过境
,

风浪剥蚀
,

造成表土流失
,

心土层裸露地表而形成的
。

乌枚子土水稻 田
,

普遍存在早稻僵苗的危害现象
。

据径河农场调查
,

历年早稻僵苗面积达 1 5 0 0一 3 0 0 0余

亩
,

占早稻 面积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

早稻移栽后
,

少则半月
,

多则一个月不返青
,

不分粟
、

不发根
、

营

养生长停滞
,

出现黄苗
、

红苗
、

死苗等不良症状
。

轻者

延误季节
,

影响早稻正常生长发育
,

造成减产
;
严重

者僵死无收
,

只好翻耕重栽一季稻
。

因此
,

对于乌枚

子土水稻田早稻僵苗的原因及其防治效果的研究
,

成

为生产中亚待介决的课题
。

本试验的目的
,

在于通过不 同的施肥处理
,
观察

作物 的长势长相
,

并同时应 用土壤及植株营养诊断的

方法
,

进行早稻僵苗的缺素诊断
,

为大面积防治这类

水稻土早稻僵苗
,

促进快生早发
,

从而变低产为高产

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试验设计

试验是在全区土壤普查的基础上
,

选择在径河农

场跃进大队三生产 队乌枚子土水稻田上进行的
。

试验

田去年为双季稻连作茬冬季休闲
b
试验设 有 5 个 处

理
:

1
.

施磷肥
,

亩施过磷酸钙 60 斤
;

2
.

施磷肥
,

亩施沉淀磷酸钙 80 斤 ;

至口3



3
。

施氮肥
,

亩施碳酸氢按 5。斤 ;

理
.

施氮磷肥
,

亩施碳按 50 斤
,

过磷酸钙60 斤 ;

5
。

不施肥
,

对照
。

试验小区面积 。 .

1亩
,
二

重复 2 次
,

某取互比排列
。

各小区分开筑埂后
,

排干水
,

各处理肥料均在移栽前

作秒 口肥施下
,

采用
“

全层施肥法
”

达到肥料与耕作层

充分混合
。

供试早稻为鄂早 1 号
,

4 月 21 日移栽
,

中

耕 2 次
,

分孽末期晒 田 1 次
,

各小 区施穗肥尿素 1 斤
,

7 月 1 8 日单收单打
,

分别统计产量
。

二
、

试验结果

1
。

返青阶段 4 月 2 1日至 4 月 26 日移栽
,

仅 5 天

时间
,

氮、磷肥配合施 用的小区
,

稻株已返青
,

叶青色

鲜
,

长势健旺
。

株高
、

叶片及 白根数均较其它处理为优

(表 1 )
。

这时
,

测定土壤按态氮含量为 2 4
.

o p p m
,

有

效磷为 6
.

2 5 p p m
,

速效钾为 g。一 g o p p m
,

均属中等含

表 1 返 青 期 稻 株 的 性 状

……株高
(厘米 )

}}}根长
(厘米 ))) 叶片 (个 )))

111 4
.

3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111 1
。

8777 下 2
。

1 000 3
。

0 888

111 5
。

5777 1工
.

2 555 3
、

1 000

111 7
。

2 333 9
。

3 222 3
,

5 666

111 0 。 4 999 1 0
.

2 000 3
.

8000

99999
.

导555 2
。

1 000

白根 (条 )

障
根 (条 )

{巍、 条 )

17
。

6

1 4
。

9

15
。

4

15
.

0

1 1
。

3

叶色及生长状 况

叶
.

淡黄
,

脚叶枯死

叶淡黄
,

脚叶枯死

叶深绿
,

色泽较暗

叶青绿
,

色泽新鲜

叶浅黄
,

脚叶枯死

量范围 ; 而稻株磷含量为 1 2 Op p皿
,

钾含量为 500 p p m
,

说明土壤三要素供给能力与稻株的吸肥水平是协调一

致的 (表 2 )
。

施氮肥的处理
,

稻株也子 4 月 26 日返青
,

但叶色

表 2 返青期土壤及稻株营养的测定 ( 单位
:

pp m )

土 媲 养 分 含

处 理

稻 株 养 分 催

钱 态氮 ( N H
4
一N ) 逮效磷 ( p ) 速效钾 ( K ) 磷 ( p ) 钾 ( K )

l

|一!ǔ

3
.

1 2 5

80一 9 0

80一 9 0

8 0一 9 0

8 0一 9 0

80一 9 0

::
1 2 0

3 0一 60

7 50一 1 , 0 Q 0

75 0一 1 ,
0 0 0

75 0一 1 , O〔 0

5 0 0

75 0一 1 , 0仓0

量一…
一

…ù了即z哎JS
血自八jZ勺臼

.肠

:
QùQ心户O户D

漏106盯脚.105
1怪曰乃合4一a

注 测定方法
: 土壤

一

按态氨一
王

一

。% 氯化铆液浸提
,

瓤
试
撇

色法 ,土壤速效磷一邸雌
酸
缈液浸娜钥兰ha 气

土攘速效钾—
四苯 硼钠法 ; 植株磷—

0
.

1八盐酸浸提
,

铝 兰法 比 色 ; 植株钾— 六硝基二苯胺试 纸法
。

深绿
,

其长势较正常
,
比施氮

、

磷肥的处理差
,

但优于其

它各处理
。

土壤按 态 氮 含 量 为 19
.

5 p p血
,

速 效 磷

为 6
.

2 5 p p坦 ,
速效钾为8。一 g o p p m

,

属中等含量水平 ;

稻株磷及钾的含量分别为 6力p p m及夕5。一 10 00 p p m
,

稻

株中度缺磷
,

叶色深绿是稻株缺磷的表现
。

施用过磷酸钙及沈渝磷酸钙的两处理
,
稻 株 迟 迟

不返青
,

叶色淡黄
,

叶片直笃不披
,

基部 2一 3片叶枯

死
,

株型紧缩
,

长势差
,

呈
“

一柱香
” ,

发僵较严重
。

迟

至 5 月 6 日
,

历时十六天才开始返青
。

此时两处理土

壤钱态氮含量为 10
。

孙 p 租
,

速效磷为.9 37 p p m及速效

钾为 80 一90 p p m
。

可见土壤磷
、

钾含量状况较好
,

惟

速效氮素缺乏
;
稻株磷含量为 90 一12 0P p 。 ,

钾含量为

7叨一 10 。。 p p m
,

均不缺
。

而叶色发黄
,

脚叶枯死
,

营

养生长不 良
,

主要是由于土壤缺乏速效氮素
, 以至稻

株发僵
。

未施肥的对照处理
,

稻株延迟至 5 月 1 0 日
,

历时

二十天才渐返青
,

长势长相均较其它处理差
,

株高
、

根

长
、

叶片数
、

白根及总根量处于最低水平
,

叶色浅黄
,

脚叶枯萎
,

叶片似马耳状
,

株型瘦矮
,

属典型发僵症

状 (表 1 )
。

测定该区土壤及稻株营养结果表明 (麦 2 )
,

稻株发僵是由于土壤缺乏速效氮素及磷素所造成
。

2
.

分粟阶段 施氮
、

磷肥及施氮肥的两处理
,

自

移栽后八天 ( ` 月 29 日) 即见分栗
, 5 月移目

一

达到分孽

盛期
。

施氮
、

磷肥处理的单株分靡力为 0
.

63 个
,

施氮

肥处理的单株分孽力为.0 4 2个
。

这时
,

侧定两处理土

壤及稻株营养结果表明 (表 3 ), 施氮肥处理的土攘及

植株缺乏磷素
,

施氮
、

磷肥处理的仍维持中等含量水

平
。

施磷肥的两处理及对照处理
,

迟至 5 月拐 日
,

历

时二十三天才开始分粟
,

至 6 月 19 日已停止分孽
,

单

1口荃



表 3 分孽期土壤及稻株营养的测定 ( 单位
:

PP m )

窟丽丽一…
量一…
一

…
{ 土 壤 养 分 含 量 } 稻 株 养 分 含 量

按态氮 ( N H 、
一 N ) 速效磷 ( p ) 磷 ( P ) 钾 ( K )

7 5 0一 1 , 0 0 0

7 5 0一 1 , 0 0 0

7 5 0一 1 ,

0 0 0

7 50一 l ,
0 0 0

7 5 0一 1 ,
0 0 0

八UōUsn曰几ù,自qéJ主味山Od11怕.ù八Un。nUōU
ō
U曰在曰才Ré月了尸口9

。

37

9
。

3 7

3
。

2 5

6
。

2 5

3
。

2 5

一
注

:

测定方法同表 2 。

株分孽力分别为。
.

13 个
,

0
.

09 个及 0
.

08 个
,

可见
,

分

寨期迟
,

分孽期短
,

分粟势弱
。

通过营养诊断结果表

明 (表 3 ), 施用磷肥的两处理
,

土壤及植株磷
、

钾均

不缺
,

惟土壤速效氮素缺乏
。

因此
,

稻株氮素营养不

足
,

是造成分粟迟发
、

早衰的根本原因
。

对照处理的

土壤及植株的速效氮
、

磷素均缺
,

其分粟势比施磷肥

的处理更弱
。

3
.

增产效果 表 4 结果表明
,

各施肥处理均比对

表 4 各处理对早稻经济性状及其产量的影响

二
一

l’ .

二
”

味瑞奇不石属杯笋{坏{稼若
_ _ ~

…
.

_ _ ~
.

翻
_

上
_ _

一

里
_

忿
_

胜
_

_

…
_ _

性…
_

于{
_

组…奢
照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其中
,

以氮
、

磷肥配合施用的

处理增产效果最为显著
,

增产 102
,

吐%
,

增产的主要因

素是成穗率高
、

穗长
、

每穗实粒多
、

空批率低
、

千粒

重增加
。

这说明
,

经济合理地配合施用氮
、

磷肥
,

不

仅可以有效地防治乌枚子土水稻田早稻僵苗
,

促进快

生早发
,

正常生长
,

而且可 以充分发挥化肥的利用率

及增产效果
,

提高单产
。

施用氮肥的处理
,

增产 5 2
.

2 %
,

其穗部各经济性状

低于施用氮
、

磷肥的处理
,

但高于其它各处理
。

单施

氮肥的弊病是造成空批率增加
,

千粒重降低
。

试验结

果表明
,

乌枚子土水稻田缺乏氮素营养
,

是早稻僵苗

的主导因素
。

所 以
,

合理施用氮肥
,

可以及时满足早

稻苗期氮素营养的迫切需要
,

有效地防治僵苗危害
。

施用磷肥的两 处 理
,

增产 率 分 别 为 14
.

7 %及

18
.

4%
。

沉淀磷酸钙为径河农场自产
,

质量不稳定
,

其施用量虽比过磷酸钙大
,

但增产效果不及过磷酸钙
,

可能是由于两种磷肥所含的磷酸形态不同而造成的差

异
,

沉淀磷酸钙是磷酸二钙
,

过磷酸钙是磷酸一钙
,

前者常不及后者水溶性大
,

有效性高
。

试验结果表明
,

乌枚子土水稻 田既缺氮
,

又缺磷
,

而早稻僵苗的主要

因素是缺乏氮素营养
。

所 以
,

单施磷肥
,

不能有效地

改变僵苗症状
,

同时
,

增产效果也不及施用氮肥的处

理
,

更不及氮
、

磷肥配合施用的处理
。

综上所述
,

乌枚子土水稻田早稻僵苗及低产的根

本原因是
“

瘦
” ,

即土壤潜在肥力及有效肥力都很低
。

因

此
,

积极种好绿肥
,

增施有机肥
,

逐步加深耕作层
,

客施湖泥
、

塘泥
、

沟泥等是改造乌枚子土的治本措施
。

土壤有机质是改良土壤的主要物质基础
,

是作物所需

营养元素的重要来源
,

是统一
、

协调
、

促进土集
“

水
、

肥
、

气
、

热
”

等肥力因素的调节剂犷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
,

经济有效地配合施用化肥
,

可 以急缓相济
,

互相朴充
,

为防治水稻僵苗及夺取高产创造优良的土壤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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