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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按造粒深施是提高氮肥利用率的有效办法
,

目

前已在很多地方推广应用
。

但在苏南双三制高产地区
,

早稻生育期短
,

土坡肥力和施肥水平高
,

若碳钱深施

技术掌握不当
,

可能会引起贪青迟熟等情况
。

为了明

确碳按粒肥在高产地区不同土壤上的增产效果和施用

技术
,

我所在 1 9 7 6年双季早稻深层追肥试验的基础上
,

1 97 7年又组织有关方面进行了一些试验和研究
,

现将

试脸结果综合报告于下
。

一
、

碳彼较肥深施对双季早稻的增产效果

我所1 9 7 6年双季早稻深层追肥试验结果表 明〔 1〕 ,

在高产水稻土上
,

早稻采用深层追肥的方法是减少无

效分栗
,

提高成穗率
,

增加每亩穗数的有效措施
。

1 9 7 7

年我们在本所高肥土坡上继续进行了碳钱粒肥的深施

试验
,

并在全县土壤肥力高
、

中
、

低三类不同地区布

置了粒肥深施试验
,

全县共 10 个小区试验点
,

另在跨

塘公社进行大田示范试验
,

共52 块田计 78 亩
,

其有代

表性的试验结果列于表 1
。

从试验结果来看
,

在水稻

亩产达千斤左右的高肥力绪血黄泥土上
,

碳钱粒肥深

施比粉肥面施增产 4
.

9一 10
.

9 %
,

每斤碳按粒肥深施后

比粉肥面施的多增产稻谷 0
.

7斤和 1
.

2斤
。

在全县大面

积一般肥力水平的黄泥土上和肥力较低的青黄土上
,

粒肥深施比粉肥面施的增产更为显著
,

一般增产率都

在 10 % 以上
。

从碳钱深施对水稻产量结构的影响来看
,

在高产

高氮肥情况下
,

栽培
“

广陆矮 4 号
”

品种的都以深施后

提高分菜成穗率
、

有效穗多而取胜
。

但是
,

在高氮水

平下
,
深施区氮肥利用率提高后

,

群体常易过大
,

田

间郁蔽度高
,

粒 数 的 增 加 不 稳定
。

且 由于植株体

内撼素营养增高
,

碳氮比失调而增加空批率
,

降低成

熟度
。

增产主要靠穗多
,

如控制不当
,

穗数的增加还

不足 以弥补粒数的损失时
,

那就不能增产
,

在这种情

况下
,

对总施肥量
、

基追肥的比例就要严格掌握
,

并

要控制水稻生长不过茂
,

有适当群体
,

防止贪青迟熟
,

才能获得增产
。

在一般产量水平和氮肥用量情况下
,

如跨塘
、

斜塘公社的粒肥深施比粉肥面施的既增加 了

穗数
,

也因提高了肥效
,

防止了早稻早衰而增加了粒数

和千粒重
,

成熟度也不下降
,

增产 的效果就大
。

试验表

明在双三制高产地区大面积一般的土壤肥料条件下
,

碳按粒肥深施确实能提高利用率
,

是一项有效的增产

措施
。

即使在高肥力土壤和较高的氮肥水平下
,

使用

得当也有较好的增产效果
。

另外
,

试验还表明
,

碳按粒肥深施除增产效果显

著外
,

还能节省肥料用量
,

达到增产增收
。

例如
,

本

所 1 9 7 7年亩施 6 3斤粒肥深施区亩产 92 6斤
,

超过了亩施

9 4斤碳按粉肥面施 区的产量 ( 9 1 0斤 /亩 )
,

相近的产量

节省了三分之一的用肥量
。

又如跨塘公社的大田对比

试验中
,

亩施 4 0斤粒肥深施亩产 稻谷 73 2斤
,

亩施 80 斤

粉肥面施亩产稻谷 7 19 斤
,

粒肥用肥量减少 了一半
,

获

得了相近 的产量
。

二
、

碳被粒肥深施对水稻吸收利用氮素

营养的影晌

1 9 7 6年我所的试验测定结果表明
,

碳按深施后
,

改善了土壤氮素供应的状况
,

增加了土壤速效氮的供

应 〔 l 〕。

为了进一步明确碳按深施后对水稻生长发育的

影响
,

1 9 7 7年详细观察了作物的反应和测定了植株氮

素营养状况
。

据观察
,

在分萦期面施区
,

早期叶色较

绿
,

而粒肥深施区稍淡
,

约 10 天后得力
,

15 一 20 天后

才能转绿
。

此时测定叶片氨基氮
,

深施区超过了面施

区
,

但叶片含氮量仍相近
。

25 天后面施区开始转色落黄

时
,

深施区则明显达到深绿色
。

此时测定氨基氮
,

深

施 区比面施区高 S Op p m
,

叶片含氮量达 2
.

9 6 %
,

比面

施区 2
.

74 %增高 0
.

2 19 %
,

提高 8 %
。

以后至拔节期
、

孕穗期 ( 施肥后 35 天和 4 5天 )
,

深施区叶色一直保持

绿色
,

测定其功能叶氨基氮和全氮含量均比面施区高

(表 2 )
。

收获后测定稻谷和 稻草含氮量
,

也是粒肥深

施 区比粉肥面施区高
。

据差减法计算结果
,

粉肥面施

的氮肥利用率约 35 %左右
,

而粒肥深施区提高到 55 %

左右
。

但在同一试验中
,

用肥量增加
,

稻谷 的生产效

率降低
,

如亩产施 94 斤粒肥深施区的利用率仅欢O%左

右 (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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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肥力土娘上碳铁拉肥深施对双季早稻的增产效果 ( 1 9 77年 )

土土 城 名 称称 土土 碳碳 试 验 处 理理 稿 粒 结 构构

坡坡坡坡 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筱肥肥肥肥 用用用 侮亩穗穗 每穗总总 每 德实实 空 批批 千 较较 成 熟熟

力力力力 量量量 数数 粒 数数 粒 数数 率率 重重 度度
((((((( 斤 /亩 ))))) ( 万称 /亩 ))) ( 粒 ))) ( 较 ))) ( % ))) 丈克 ))) ( % )))

县县农农 幼血 黄泥土土 高高 6 333 粉 施施 2 8
。

999 6 9
。

222 5 2
。

2 3 888
。

7772 7
。

000 0 8
。

444 8333 8

科科所所所所所 粒 施施 3 0
。

555 6 8
。

111 5 6
。

333 1 7
。

444 2 6
。

3 777 8
。

88892 666

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93 000黄黄堆堆 结血黄泥土土 高高 9444 粒 施施 4 0
。

444 5 1
。

555 4 6
。

7779
。

222 2 5
。

000 1 8
。

10 8884222

公公社社社社社社 4 2
。 53 777

。

4 777 8
。

77710
。

333 2 5
。

000 6 8
。

88888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3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踌踌塘塘 黄 泥 土土 蔽蔽
6 OOO 粉 施施 3 0

。

1 444 5 5
。

8883 7
。

8882 8
。

999 2 1 。
9 8882

。

000 71000

公公 社社社社社 粒 施施 3 5
。

1 11111 4 0
。

555 2 7
。

555 2 3
。

444 91
。

000 81 333

斜斜塘塘 青 黄 上上 较较 1 0 000 粉 施施 3 2
。

8886 5
。

555 5 8
。

222 1 1
。

2 lll0
。

66666 5 000 7

公公杜杜杜 低低低 粒 施施 3 4
。

222 75
。

555 6 5
。

7771 2
。

7772 1
。

00000 5 8555

注 : 1
.

试验施肥方法
:

粉施的2邝作 基面肥
, ] / 3分菜期面施

。

粒施的 1 / 3作墓面肥
,

2 3/ 在分集期深施
。

2
。

试脸小区为 O
。

1亩
,

本所重复三次
,

黄漆卫星 农科所等重复二 次
。

表 2 拉肥深施后水稻叶色和叶片合氮借的变化 ( 197了年 )

生育期和甜定 日期 ( 日 /月 ) 验 处 理 氨 墓 撼 ( p p ln ) 全 抓 ( % )

分 集 期 ( 1 5 / 5 )

粉肥 面施

粒肥 深施

… 转 绿 } }

较而施处理色浅

卜一…一

分 集 中 期 ( 2 0厂 s )
粉肥 面施

粒肥 深施

1 5 0

2 0 0

分戴盛期 ( 3 1 / 5 )

拔 节 期 ( 1 0 / 6 )

粉肥面施

粒肥深施

粉肥面施

粒肥深施

粉肥 面施

粒肥 深施

粉肥 面方红

粒肥深施

转 绿

开始落黄

深 绿

1 0 0

1 6 0

黄 绿 1 0 0

2 0 0

1 0 0

222
。

7 555

222
。

7 222

2
。

6 0

孕 移 期 ( 2 0 / 6 )

2 0 0一…
一一绿一绿

2 0 0 2 。
0 3

灌 浆 期 ( 1 3 / 7 )

2 0 0 2
。

5 3

注 : 1
。

氛荃抓用苟三阴速测法
,

全 扭用凯 氏法
。

2
。

试脸品种为
“

广陆矮四号
” 。

3
。

5 月 5 日施追肥 4 2斤
.

2 1



表 3碳铁 拉肥 深 施 对提高氮肥 利用 率的作用 ( 19 7 7年 )

施 肥 t

( 斤 / 亩 )

稻 谷 产 ,

(斤 /亩 )

稻 谷 氮 量
施 肥 方 法

( % )

稻 草 全 笼 量

(% )

氮 肥 利 用 率

(% )

.

O甘,叨尸O
几Jlbùa

0
。

74 7

0
。

8 0 5

0
。

8 7 7

,二斤̀一了0̀n心乙乙
,

;6 3 (折纯 犯 10 斤 )

粉肥面 施

控肥 分集期深施

粒肥穆前 40 天深施

3 8 3
。

4

9 26 。 6

8 90
。

6

9 4 ( 折纯扭 1 5斤 )

粉肥 面施

粒肥 分集期深施

粒肥 雄前 4 0天深施

9 1 0

9 2 3

9 0 3

。

2 4

。

3 1

。

4 1

3 2
。

4 1

4 0

表 4 深施追肥时间对空批率和氮素的稻谷生产效率

碳 恢 用 量 稠 草 全 氮 空 批 率

试 脸 时 间 深 层 追 肥 时 间
( 斤 /亩 ) ( % )

稻谷生产效率

斤 /斤氮

1 9 7 6年
1 4

。 4

2 1
。

9

54
.

5

5 1
。

8

5 3
。

0

1 9 7 7年

分菜前期 (栽后 10天 )

抽毯 前 4 0天

分雍 前期 (栽后 10天 )

抽祖前 4 0天

( % )

0
。

8 4 6

0
。

9 1 8

0
。

8 1 9

0
。

8 9 0 }
“ 6

·

“
1 5 0

·

5

三
、

离产地区早稻深层施肥技术的讨论

1
.

根据双季早稻的生育特点
,

要考虑适当的基追

肥比例

据报导〔 2〕 ,

水稻深层追肥的要领是少施基肥
,

多

施迫肥
,

采用深施技术来减少无效分萦提高有效茎率
,

确保必要的穗数和粒数
。

在高产地区
,

双季早稻粒肥

深施时
,

必须注意解决好早稻要求早发和深施肥效较

迟的矛盾
,

即要在争取一定早发壮雍的基础上
,

增加

深施迫肥的量
,

防止分菜过剩
,

群体过茂等不良现象
,

使有较多的有效穗和足够的粒数
,

以夺取早稻高产
。

根据我们的实践
,

初步认为早稻施肥要以早发足苗为

前提
,

在肥力较好的土壤上
,

施用草塘泥等有机肥为

基础
,

以化肥总施肥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作中层肥
,

在

栽秧前施入土集表层
,

以促进早稻早分菜
,

保证最高

分集数能达 60 万苗左右
,

如遇低温
、

大雨等不利气候
,

还要看苗补施追肥促早发
,

在这样的基础上将化肥主

要用于深层施肥 ( 可为总化肥用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
,

可以提高成穗率
,

也是经济用肥夺取高产 的 有 效 办

法
。

2
.

双季早稻深层追肥的适宜时期以分菜前期为

宜

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在无锡东亭大队

的试验〔 3〕 ; 苏州地区黄泥土上 目前土坡供氮的 特 点

是偏迟
,

即前期偏少
,

后期较多
,

在高氮肥条件下
,

后期易贪青迟熟
,

早稻追肥的时间应当提前
。

又据我

们二年试验的结果
,

在分栗前期
,

深层追肥的效果均

比穗分化前深施的好
。

穗前深施的有贪青迟熟的趋势
,

空批率也高
,

实粒数则反而下降
,

结果是氮肥利用率

虽提高
,

却是增加了稻草的全氮量
,

稻谷的生产效率

降低了 ( 表 4 )
。

在大面积较差的土壤上
,

前期不发是主要矛后
,

更需要提早施肥
,

促进分桑
,

争取茎数
,

因此
,

高产

地区的双季早稻
,

深层迫肥的时间以分孽前期为宜
。

3
.

在肥沃的土壤上要严格控制肥料的用量 和 水

稻的生长
,

防止贪青迟熟

肥沃的水稻田
,

加上基肥量充足
,

迫肥量大
,

生

长常会过于繁茂
,

产量不稳定
。

采用深层迫肥方法提

高利用率后
,

对总肥量若不加以控制
,

则会产生结实

率低
、

贪青迟熟而减产
。

1 9 7 7年枫桥公社农科站在高

肥的鳍血黄泥土上
,

每亩施用 10 0担优质草塘泥和 10 5

斤碳钱粒肥深施的小区
,

病害严重
、

贪青迟熟
,

产量

仅78 6
.

7斤 /亩
,

比粉肥面施区 8 0 8
.

9斤 /亩
,

减产 22
.

2

斤 /亩
。

所 以要稳产高产
,

就要控制总施肥量和 适 当

的基 追 肥 比 例
,

掌握合理施用的时间
,

使水稻生长

发育有一个协调过程
。

根据我们试验
,

在有机质 2
.

5一

3
。

O %
,

全撼含量 0
.

巧一 0
。

20 % 的高肥力黄泥土上
,

每

亩施用60 一 10 0担优质草塘泥
,

再施 10 斤纯氮量的化肥



( 约折碳按6 3斤 )
,

其 1/ 3作基肥
,

2 / 3深层追肥即能

达到千斤产量
。

因而在高产地区
、

高肥力土壤上
,

深

层施肥的恰当用量的决定应以结实率不低于 80 %
,

成

称率能达 65 一 70 %为指标来调节
。

如果基肥 超过 10 0

担有机肥
,

化肥超过巧斤纯氮量 ( 折碳钱约 94 斤 ) 往

往是贪青迟熟
、

空批率高
。

所以施肥量能控制高峰苗

在 60 万左右
,

成穗率达 70 %左右
,

40 万有效穗
,

每穗

5 5粒实粒
,

千粒重 26 克上下
,

亩产 1 1 0 0斤左右
,

是 比

较合理的结构
。

应先进行肥料用量试验
,

以成熟度在 80 % 以上
,

空批

率在 20 % 以下
,

能达到亩产一千斤指标的适当施肥 t
,

来安排好基追肥的比例
。

在同样产盆情况下
,

采用粒

肥深施后可 以节省碳按施用量三分之一以上
,

可达到

经济用肥的日的
。

这在当前化肥还不足的情况下
,

对

大面积水稻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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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碳钱粒肥深施是减少肥分损失
,

提高氮肥利用率

的有效途径
,

对双季早稻来说
,

也有较好的增产效果
。

但要注意施用的技术
,

即要解决早稻要求早发和深施

与土壤迟发引起贪青迟熟的矛盾
。

在现有大面积的基

肥 和化肥施用水平的情况下
,

把粉肥面施改为粒肥深

施可达到增穗
、

增粒
、

增重的显著增产效果
。

在高产地区肥沃的土壤上
,

实行碳按粒肥深施时
,

〔 1〕 扛 苏省吴县 农业科学研究所
,

双季 早稻深 层迫肥试

验
,
土壤

,
3 期

,
1 4 7一 1 5 4 , 1 9 7 7

。

〔2 〕 田 中检
,

深层迫肥 稻作 O 荃本
,

农业 百 上 口 正园

芸
, 5 1卷

,

第 4 号
.

〔 3 〕 中国科 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东亭任务组
,

苏州地区

双三制下提高笼肥对水稻的 增 产效 果问题
,

土城
, 3 期

,

主2 7一 1 3 5
一

1 9 7 7 。

气象因素和磷肥效应对紫云英
、

曹子生产的影响

蔡大同 钦绳武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响水点 )

江苏省淮北地区
,

几年来大面积推广紫云英取补

了显著成效
,

群众对于紫云英的栽培技术已有不少的

经验
,

同这地区习惯种植的苔子 比较
,

二者对于气象

因素
,

尤其是对于水分的要求迥然不同
,

对于磷肥的

反应也有较大的差别
。

我们结合响水县东风大队的生

产实践
,

对于气象因素同紫云英的栽培措施的关系作

了调查分析 , 又引用过去里下河地区严重缺乏速效性

磷的沤改早 田上有关的试验材料
,

和现在淮北地区速

效性礴很低的早改水田上的试验结果
,

对冬绿肥苔子

和紫云英的磷肥效应作初步的比较
,

以供发展紫云英
,

建立水稠和绿肥轮作中磷肥的合理分配与 施 用 时 参

考
。

~
、

气象因紊对策云英生长的影晌

及有关的措施

(一 )早播是紫云英安全越冬
、

减轻盐害的措施

淮北地区
,

八月下旬气温已在 30
O

C 以下
,

冬季来

临早
,

九月中旬之后常为早季
。

紫云英适当地提早套

种于稻田
,

使幼苗在冬前有足够时间生长
,

并在较湿

润的土壤条件中扎根结瘤
,

都有助 于培育壮苗安全越

冬
。

局部盐斑上早播有促成立苗
,

减轻盐害的效果
。

据两年来的调查
,

早播的 ( 八月底 ) 鲜草产量比

迟播的 ( 九月下句 ) 明显地提高
。

例如
, 1 9 7 4年 8 月

3 0日播种的每亩鲜草 8 0 0 0一 1 0 0 0 0斤
,

9 月 3 0 日播种

的下降为 5 0 0 0一 7 3 0 0斤
,

1 9 7 5年 8 月 2 7日至 9 月 2 日

播种的 6。亩
,

产量均超过遵0 0 0斤
,

其中绝 大部 分 在

5 0 0 0一 7 0 0 0斤
,

9 月 1 8一 2 0日播种的 2 0亩
,

只有1 1 4 0

一 3 5 4 0斤
,

迟播的由于苗小
,

部分田块还遭受盐演而

成片死亡
。

早播的幼苗茁壮
,

越冬没有受冻害死亡现

象
,

而迟播的由于冻害死亡率达 33 一 49 %
,

无结痛的

小区高达 7 2一75 %
。

表 1 为 1 9 7 5年冬前调查的结果
,

8 月 2 7日播种的单株平均有 1
.

6一 4
.

1个腋芽
,

24 一50

个根瘤
,

而 9 月 18 日播种的只发生 0
.

4一 1
.

0个腋芽
,

1
.

4一 3
.

1个根瘤
,

植株重量相差约十倍
。

在盐斑地段上
,

8 月 30 日稻收之前套种 ( 撤播 )

的紫云英
,

同非盐碱地段上的一样齐苗
,

经过一冬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