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因土施肥
,

精耕细作
:

阴黑土土性阴凉
,

须

施热性肥料
,

如骡马粪
、

炕土等
,

以提高土温
,

改变其

滞效性
,

并增施速效性氮
、

磷肥
,

保证作物苗期养分的

需要
。

对缓效性的黑沪土和淡黑坊土
,

亦可采用类似

的方法
,

改变缓效性能
。

对上述土壤要特别注意掌握

适耕期
,

避免形成大屹垃
。

耕后压碎糖绵
,

保持细瓣 (或

细粒 )结构
,

便于保墒保暖
,

有利幼苗扎根发芽
。

(三 )种植绿肥牧草
,

实行草田轮作
:

固原县人少地

多
,

发展绿肥牧草有充分条件
,

首楷和草木栖是本地

优 良收草
,

对改土培肥效果很好
。

据测定
,

团庄四队

二年首楷地有机质 和 全氮 含 量 分 别 为 1
.

02 % 和

O
。

05 0 8%
,

三年的为 1
。

09 % 和 0
.

05 89 %
,

四年的提高

到1
.
1 8% 和 0

.

0 6 4 3%
。

同时
,

首精改良了土壤结构
。

据

测定
,

根际土壤 (0 一 15 厘米 )水稳性团粒含量比根外土

壤 (0 一 15 厘米 )提高 4
.

7 %
。

首楷和草木栖除留下大量

根系于土壤中
,

其地上部分可作堆肥
、

饲料和燃料
。

(四 )深耕改土
,

伏耕晒垫
:
固原县主要农业土澳

耕作层有机质和全撼量
,

较下部埋藏的有机质层少
,

深

翻可 以增加土城中有机质和氮的含量
。

据定测
,

深耕

比浅耕分别增加速效氮
、

磷三分之一到一倍左右 1 )
。

伏

耕加速土城风化过程
,

促进土体内养分的释放
,

特别

对滞效性
、

缓效性土壤
,

效果更大
。

群众经验证明
,

伏

耕二次
,

秋耕一次
,

增产效果显著
。

一般要做到早耕
、

深耕
、

细耕
。

(五 )保持水土
,

维持地力
:

保持水土
,

必须结合农

田基本建设
,

修筑水平梯田
。

沟谷中闸沟打坝
,

节节拦

蓄
,

层层设防
,

达到水不下 山
,

泥不出沟
。

在黄土丘陵

营造以薪炭林为主结合发展经济林
、

用材林和木本汕

料林
。

严禁陡坡开荒和倒山种植
,

在提高粮食单产的

基础上
,

大于 10
“

的坡耕地
,

逐步退农还林还牧
。

同时
,

加强草山建设
,

实行封山轮牧
,

建立人工饲料基地
,

发

展畜牧业
。

低丘红壤新造 田 的磷素演变和磷肥肥效

张连佳 程宗利

(浙 江 省 十 里 丰 农 场 农 科 所 )

浙江省十里丰农场地处金 (华 ) 衡 (县 、盆地
,

绝大

多数耕地发育于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
。

建场初期进行

坡耕早作
,

年亩产粮食仅 82 斤
。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
“

农业学大寨
”

的伟大号召
,

于 1 9 6 4年冬有计划地进行

早改水与造田运动
。

1 9 6 8年完成了万亩造 田
。

由于早

坡地改成水田
,

改善了上壤环境条件
,

防止水土流失
,

改变了耕作制度
。

双季稻
、

大小麦
、

绿肥比例扩大
,

提

高了复种指数
,

加速了土壤熟化
,

培肥了土壤
,

促进了

农牧业生产发展
,

粮食总产量 迅速提高
。
1 97 7年比 1 9 6 4

年增长80
.

24 %
,

年亩产 9 58 斤
,

增加了 7 4
.

拐%
。

现仅

将我们在开发黄土丘陵
,

扩大耕地面积
,

提高单位产

盈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过程中
,

关于红壤性稻田合理

施用磷肥问题加以总结
。

一
、

红 坡早地改为稻田后

土坡的磷家演变

红壤全磷含量低
,

无效态比例高
,

磷的供应水平

低
,

这是一个重要特点
。

改水田前虽经过十年的旱坡

耕种
,

但 由于雨水冲刷严重
,

保水保肥能力差
,

土壤肥

力提高较慢
。

就全磷而言
,

含量仍只有 0
.

05 一。 .

06 %
,

荒地更低
,

仅 0
.

04 %左右
。

速效磷极缺乏
,

只能测到

痕量
。

新改稻 田施用磷肥
,

是粮食
、

绿肥作物增产的重

要措施
。

增施有机肥料是改 良红壤稻田的主要措施
,

而重

视磷肥和有机肥的施用
,

则是土壤磷素含量增加的根

本途径
。

早地改水田种稻
,

加快了土壤熟化
,

迅速提高

土壤肥力
,

土壤磷素也相应显著增加
。

据统计
,

经 17 年

早地耕作
,
土壤全磷增加0

.

0 2 2
,

而只经 10 年的水田种

植
,

其全磷增加值达 0
.

0 3 2
,

比前者高 41
.

3% (表 1 )
。

同时
,

随着水田熟化程度和土壤肥力的迅速提高
,

速效磷也随之增加 (表 2 )
。

由于耕作环境和施肥
、

土壤管理等人为因素的影

响
,

虽成田年份相同
,

土坡中全磷含量有较大的差异
。

据分析
,

目前我场红壤水稻土含磷量只有。
.

078 %
,

而

场农科所为 0
.

124 %
,

速效磷含量差异也较大
,

分别为
2

.

0 7和 G
.

3 3 P P m
。

1) 梅冬青
,
1 9 7 5 : 宁夏南部山区的抗旱耕作法

。

宁夏农业科技
,

第~ 期
。



表 1水早耕作土壤全磷增长比较

一 …二 {
·

年 限 …荒地 {十七年
{

`

禁暮霜
)

…三年 七年 {十年

p :0。 %
{

。
·

。“ …
。

·

。 6 6

…
。

·

。5 “

{
。

·

。 7“

…
。

·
。8 2

巨卫竺
_

夕些些丝】
“

{
5 。

·

6

】
。

1
32

…
` 2

.

4

{
5 4

.

5

县讥 卷…
。 ,。

.

0 2 2: 。 。
.

o l o

j
o

.

o 2 5

1
。

.

0 32

注 : 全礴用酸溶 比色法侧定
。

表 2 红堆改水田后土壤速效磷含量的变化
、

德甄 新改田 }三年水田 }七 年水叫 十年水田

产率为 19 % ; 早
、

晚稻连续施磷肥亩产 5 8 9
.

8斤
,

比对

照 53 6斤增产 10 %
。

早稻施用磷肥的后效
,

增产 率 为

5 %
,

次于新改田
。

3
.

有少数肥力较高的红壤性老田
,

年产在 1 0 0 0一
1 6 0 0斤

,

因多年连续施用磷肥
,

土壤磷素含量达。
.

1%

左右
。

另一种成 田年限在 10 年左右
,

由于注意了培肥

土壤
,

重视磷肥和有机肥的施用
,

土壤中磷素的积眼较

快
,

达 0
.

12 %
,

磷肥对水稻的增产效果不明显
,

如本所

五年来的多点试验表明
,

磷肥对水稻没有增产作用
。

但

在这类田块上施用磷肥对大麦
、

油菜
、

紫云英仍有增产

作用
,

增产率分别为 2 2
.

1%
,

2 6
.

5%
,

2 5
.

4%
。

因此
,

含磷量较高的红壤性稻田在种植麦类
、

油菜
、

紫云英

时
,

仍不可忽视磷肥的施用
。

P ( P Pm )

P 增 加 %

0
。

4 7 1
。 7 8

.

2
。

2 7

2 7 6

{
3 7。

注 . 速效 礴用 O
.

I N I理C I 浸提
。

二
、

红坟性水稻土上磷肥

对水稻的增产效果

我场虽然大多数水田 已种稻多年
,

但由于耕作
、

施

肥水平较低
,

大多数土壤肥力仍较差
,

加上红壤缺磷及

磷肥的利用率低
,

所以仍有大面积水稻缺磷呈僵苗现

象
。

前几年
,

由于
“

四人帮
”

的破坏
,

磷肥来源较缺
,

造

成一些水稻因缺磷而减产
。

据在各种不 同熟化程度的

红城水田进行了多点试验
,

表明磷肥对我场大多数稻

田的增产作用较明显
。

据 1 97 6和 1 977两年早
、

晚稻试

验结果
,

施用磷肥平均亩产59 6
.

8斤
,

比对照 5 1 1
.

7斤侮

亩增产 85
.

1斤
,

增产率为 16
.

6%
。

并且 由于成田种稻

年限不同
,

耕作施肥水平的差异
,

土壤熟化程度及土壤

肥力的高低
,

对磷肥的效应有较大的差距
,

增产幅度相

差很大
。

初步归纳如下
:

1
.

新改田和种稻年限短的新稻田
,

上壤全磷含量

低
,

平均 0
.

0“ %
,

磷肥的效应最强
,

增产幅度最大
。

如

196 5年
, 1 97 6年三次试验

,

施用磷肥亩产 59 9
.

9斤
,

比

对照弱 7
.

8斤每亩增产 13 2
.

1斤
,

增产率为 2 8
.

2%
。

早
、

晚稻二季连续施用
,

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而且后效的

增产作用也达 1 3%
。

2
.

成田种稻年限较长 ( 5 一 10 年 )
,

年产 1 0 0 0斤左

右的稻田
,

由于耕作栽培和施肥水平低
,

土壤熟化程度

与肥力水平仍较低
,

磷素含量也较低
,

平均 0
.

07 8%
。

这一类型占全场水田面积的大部分
,

常年有较重的僵

苗现象
,

而早稻更为突出
,

施用磷肥的效果也很显著
。

据 1 976
、
1 9 7 7二年在有代表性的 9 个点的试验结果

,

施

碑肥的亩产 56 7
.

5斤
,

比对照 477 斤每亩增产 90
.

5斤
,

增

三
、

红坡性水稻土的礴肥施用技术

1
.

据在含磷量较低的红壤性稻田上的试验
,

水稻

产量随着磷肥施用量的增加而提高
,

每斤磷肥的增产

值则相应降低 (表 3 )
。

所以对于缺磷的红坡性水稻土

重视和适当增施磷肥极为必要
。

在肥源不足的情况下
,

以亩施 30 一 50 斤较为合适
。

表 3 磷肥施用量与水稻的增产效果

处 理 } 亩 产 (斤 ) } 劝 产 %

钙镁礴肥 90 斤 /亩 67 4
} 淞

·

9

钙镁磷肥 70 斤 /亩 } “ .0 `

… “
·

“

钙镁 ` 肥 5。 )、 /亩
1

62 9
·

。 , 2 4
.

,

钙镁 。 肥 3。斤 /亩…
5 9 7

·

3

…
1 7

`

8

对 照 {
50 7

.

1
{

。
一

—
2

.

由于磷肥容易被固定且移动性小
,

因此在施用

方法上
,

宜采用根际或集中施用
。

1 9 7 7年晚稻试验
,

在

相等施磷量的条件下
,

集中用于秧阪
,

亩产 6 4 2斤
,

比在

本田作追肥施用亩产 5 68斤增产 1 3
.

1%
。

如果磷肥的施

用量较大
,

而水稻密植程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

采用

耙面肥一次撒施
,

比分次远根塞施的效果好
。

这可能

是早施磷肥
,

满足 了苗期对磷素的需要
,

促进了早发
。

因此
,

磷肥宜以基肥早施
,

增产效果好
。

3
.

磷肥与钾肥和氮肥配合施用
,

增产作用可 以进

一步发挥
。

1 9 7 3年和 1 9 7 6年在缺钾的红壤性稻 田上三

次试验
,

表现出相同的规律性
。

单施磷肥不增产
,

施用

钾肥增产 1 9
.

6%
,

而磷
、

钾肥配合施用则增产 25
.

1%
。

4
.

从 1 9 7 7年早
、

晚稻的磷肥试验来看
,

早稻施用

磷肥的增产效果高于 晚稻
。

早稻 7 个点平均增产率为

17
.

4%
,

晚稻 4 个点平均增产率为 8
.

2%
,

因此
,

初步

认为磷肥施用宜 以早稻为重点
。

又据两次试验 结 果
,



氮
、

磷
、

钾三要素配合比单施磷
、

钾肥的增产58
.

6%
。

四
、

红坡性水稻土磷素含

量指标及分析方法

据儿年来二十多个点水稻磷肥试验
,

分析了土壤

全磷含量
,

初步看出土壤全磷含量与水稻增产效果有

密切关系
。

因此
,

红壤性稻 田土壤全磷含量在一定程

度上可 以作为水稻增产率的一种参考指标
。

而有机质
、

全氮等含量则看不出明显的相关性
。

全磷在 0
.

1% 以

上
,

属磷素丰富范围
,

施用磷肥对水稻几乎没有增产

效果
,

而全磷含量小于 0
.

06 %
,

则属很缺磷土壤
,

施用

确肥的增产率在 30 % 以上 (表 4 )
。

表 4 红壤性水稻土全磷含量与稻谷增产率的关系

一

_ 今 诀 食 傲

亩
、

户矿一一
P

Z
0

6 %

(平均位 )

P Z
0

5 %

指 标

< 5 %

5 一 10%

10一3 0%

> 3 0%

> O
。

1

。

1一 0
.

0 8 5

。
0 8 5· 0

.

0 6 4

< 0
.

0 6

土壤全磷含量是土壤潜在肥力的一个指标
,

在此

基础上
,

我们又分析了土壤速效磷含诬
,

并获得了速效

磷的分级指标
。

由于土城速效磷的分析方法有 多 种
,

加上土壤类型不 同
,

所提出的指标差别很大
。

为了找

出在红墩水田速效磷含置与磷肥肥效的关系
,

我们将

常用的浸提剂
: 0

,

SM N a H C O ,
法

,
0

.

I N H C I法
, 0

.

5

N N a : C : O ;

一 0
.

3 N N a O H 法和 0
.

0 3 N N H 一F
一

·

0
.

o z 5 N H C I法
,

四种方法作 T 比较 (表 5 )
。

结果表明
,

以 O
.

I N H C I浸提法较好
,

测得土壤速

效磷含量虽然低
,

但其含量与增产率之间的关系较协

调
,

其绝对含量差值较大
,

当土壤施用磷肥后测得速效

磷的增加率在四种方法中居第一位
。

同时
,

由于在比色

计上的观察区范围大
,

可增加结果的准确性 (表 6
、
7 )

。

据试验
,

此法应用于水稻缺磷僵苗的诊断也较准确
。

O
.

SM N a H C O :
法

,

可以用于红壤性稻 田速效磷

的分析
。

所测得的速效磷含量比 O
.

I N H C I法高
,

其含

量与增产率之间的关系也较好
。

当施用磷肥后
,

测得

的速效磷的增加率也较高
。

但由于红澳速效碑含盘一

般较低
,

所以显色后
,

比色计上的观察区范围小
,

造成

的误差可能偏大 (表 6
,

7 )
。

o
.

SN N a : C : O一 o
.

3 N N a O H 法
,

作为红坡性稻

田速效磷的含量指标还是可以的
,

它与增产率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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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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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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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土 壤 速 效 磷 含 贵 与 水 稻 的 增 产 效 果

一~

念遥汗 0
.

1刀 h C I 0
.

5五I N a : H CO 。

0
.

5 N N
a :

C
2
0

`

一0
.

3 N N
a
0 H

0
.

0 3 N N H 一
F

一 0
.

0 2 5 N H C I

< 5 %

5 一 1 0% 7 0

10一 3

( 1
。

2 ) ( 4 4
.

5 )

> 3 0%

巴巴 月月 l 月 e 、、
口口 一 任任任

( 2
.

2 )

2
,

6

注
:

铝 蓝 比色法
,

括 号 ( ) 内数字为平 均数
。

表 6 施用磷肥后土壤有效磷的增加

与 测 定 方 法 的 关 系 表 7 土壤速效磷含量与比色透光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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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相关性
,

所得速效磷含量值最高
。

当施用磷肥

后
,

测得速效礴的增加率与。 .

SM N a H C O : 法相近
,

由

于显色后在比色计上的观察范围大
,

所得结果的准确

性也较高
。

其缺点是土壤速效磷低时
,

所得结果规律性

较差
,

对有机质含蚤较高的土壤
,

由于浸提剂强碱性的

作用
,

使一部分胡敏酸也被浸提出来
,

浸提液颜色较

深
,

影响分析结果
,

若要去色则手续较烦
。

从四种方法相比较
,

o
.

o 3 N N H ; F一 o
.

o 2 5N H C I

法所得的速效磷含量与产童之间规律性较差
,

因此
,

作

为红坡性稻田速效磷含量指标似不适宜
。

根据磷肥对水稻的增产作用
,

比较了以上四种测

定方法
,

初步提出红壤性稻田速效磷含量与稻谷增产

率之问的关系指标 (表 8 )
。

表 8 红壤水田速效磷含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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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速效磷含量仅作为水稻缺磷与否的指标
,

对

于麦类
、

油菜
、

绿肥等作物的指标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五
、

小 结

我场红壤全磷含量只有0
.

。遵一。
.

06 %
,

速效磷含

通极低
。

由于早改水和生荒造田
,

改变了土壤环境条

件
,

加速了土壤熟化
,

粮食产量得到较大幅度增长
,

亩

产由500 多斤上升到 900 多斤
。

随着土壤肥力的提高
,

土

坡碑素得到更快的积累
,

十年水田耕作
,

全磷增加值

O
`

0 3 2
,

比耕种十七年的早作地高 4 1
.

3%
,

速效磷也相

应提高
。

从全场红壤性稻田的多点试验来看
,

磷肥对水稻

的增产率为 16
.

6 %
。

由此表明
,

施用磷肥仍然是我场

生产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增产措施
。

其效果大小
,

以新

改田或种稻年限短的水田最显著
,

后效亦最大 , 大部

分田虽经十年左右耕作
,

由于施肥水平低
,

土壤肥力还

较差
,

年亩产在 1 0 0 0斤左右
,

其磷肥效果也较明显
,

但

后效较差 , 少部分老 田与经十年耕作及注重培肥的新

稻田
,

因全磷和速效磷含量较高
,

磷肥效果不明显
,

但

对大麦
、

小麦
、

油菜
、

绿肥仍有较好效果
。

施用磷肥能有效地防止僵苗
,

促使早发
,

增产效果

早稻高于晚稻
。

由于磷肥移动性小
,

又容易被土壤固

定
,

结合水稻苗期对磷敏感的特性
,

应采用拌种
、

施于

秧饭
、

沾秧根
、

早施
、

集中施等方法
,

以较少的磷肥获得

较大的增产效果
。

对于缺磷的红壤性稻 田
,

适当提高

磷肥用量
,

能相应提高水稻的产量 , 对于不缺磷的稻

田
,

则可集中用于拌种或秧田施用
。

磷肥只有在氮
、

钾

肥的适当配合下
,

才能充分发挥其增产作用
。

试验说明
,

土壤全磷含量可 以作为估计磷肥对水

稻增产率的参考指标
,

土壤全磷在 0
.

1% 以上
,

施用磷

肥对水稻没有增产作用
,

而含量在 0
.

06 % 以下
,

则有显

著增产作用
,

增产率在30 % 以上
。

通过多年田间试验和用不同方法分析土壤中速效

磷含量
,

以0
.

I N H C I法所得结果与水稻产量的相关性

较好
。

由此初步提出红壤水田速效磷含量用于水稻的

指标分为四级
:

大于 5 p p m为丰富
,

小于 1
.

2 p p m 为

缺乏
,
2

.

5一 5 p p m 为稍缺
,
1

,

2一 2
.

s p p m 为较缺磷土

集
。

以 硫 促 磷 以 磷 治 僵
,

朱 鹤 健

(福建师范大学 )

潘 廷 国
( 福建农学院 )

水稻住情的分析

水稻插植后
,

生长缓慢或停滞
,

株形僵直
,

通称发

僵
,

或称坐苗
、

坐兜
、

蹲苗等
。

这是农业生产上很普遍

而又突出的问题
,

影响平衡生产
。

山区发僵田一般占

10 一 30 %
,

双季早稻发僵尤多
,

有的达 50 一 70 %
。

一般

减产二成左右
,

严重的颖粒无收
。

平原区也有发生
,

但面积较小
。

引起发僵的原因有
: ( l) 上壤中缺乏磷

、

钾
、

氮和硫等元素 , (2 ) 多量毒质为害 , ( 3) 低温
、

冷

浆和 土壤物理性状不良的影响 , ( 4) 生土种稻等
。

这

* 本研究是作者 19 6 5年的 示踪试脸和近年的调查
。

洪如水 同志参加 1 9 6 5年的 田间 试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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