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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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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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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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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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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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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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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5

} N H C I

…> 4
.

5

…未 定

}

…未 定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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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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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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僵原因有的是复合交错的
,

其中以缺磷发僵最为

常见
。

缺磷僵苗除具有一般发僵的共同特征 (僵直
,

矮

缩 )外
,

它 以叶色暗绿或青蓝而区别于其他类型
。

这一

发僵类型土壤一般全磷量在 0
.

05 %以下
,

有效磷小于

s p p tn (0
.

I N H C I浸提
,

铝蓝 比色法
,

下同 )
。

它说明了

这种发僵是直接由于土壤缺磷
,

尤其是有效磷而引起

的
。

但不是所有低磷土壤
,

稻苗都发僵
,

1 9 7 6年闽北

山区松溪县调查
,

速效磷小于 s p p m 的稻田占7 6
.

7 %
,

而发僵的早稻田为 17
.

8吓
,

发僵的晚稻田为 8
.

8 %
。

闽

南高产区龙海县翠林大队速效磷小于 s p p m 的水田占

2 5
.

4 %
,

而发僵 田只有 4
.

6 %
。

这些材料说明不论高产

区
,

还是低产区
,

低磷田的面积都可能大于发僵田
。

同

一低磷水平的稻田
,

有的发僵
,

有的不发僵
。

由此看

出
,

缺磷发僵田的土壤必定低磷
,

而低磷土壤未必都发

任
,

而且有的稻苗外观生长还很正 常
,

甚至也可取得较

高产量
,

但它对施用磷肥有良好增产效应
,

这说明这种

稻苗磷素营养是不足的
,

只不过尚未达到引起发僵的

程度
。

所以从土壤低磷到稻苗发僵之间还有一个过程
,

通常是低磷土壤又加以有机质和氮素不足
,

或低温
、

冷

浆
、

土壤物理性状恶化等不良条件
,

便极易引起 以缺

磷为特征的发僵症状
,

这些条件对缺磷发僵似乎起了
“

诱发
”

的作用
。

所以缺磷发僵固然是以缺磷为主要原

因
,

但往往又复合其他因素
。

由于南方缺磷土壤所占

面积很大
,

一旦遇上其他不利条件
,

缺磷外僵的症状便

很快地表现出来
。

这就是南方发僵田在多数情况下既

是复合因素
,

又是 以缺磷为普遍和突出矛盾的原因
。

群众治 I 经脸的创析

福建山区群众治佩的传统经验是浸冬和烤田
,

即

在晚稻收获后
,

稻 田继续浸水过冬
,

以防止发侄
,

或当

单季稻发僵时
,

于入伏期实行烤田
,

可使僵情好转
。

这

在生产实践中都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

正如上述分

析
,

稻苗发僵是与土坡磷素水平密切相关
。

因此
,

我

们应用示踪原子研究法研究群众的这些措施与土城确

素营养究竟有那些关系
。

我们采取邵武县吴家塘农场发僵的黄鳝泥田土雄

进行示踪盆栽试验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为2
.

45 %
,

全碑

量 0
.

0 2 1 %
,

速效磷 3
.

3 p p m
,

按态盆 1 9
.

S P p m
,

p H

5
.

3
。

仿照生产上 干冬 (冬季排水 )和浸冬处理土城
,

每

盆装土 12 斤
,

施用” “ P标记的过磷酸钙 1克
, , Z

P总强

度为 1 2 7微居里
,
与土壤均匀混合

。

每盆栽水稻 3 株
,

三个重复 (全生育期末施其他肥料
,

以下盆栽实验同 )
。

于水稻分菜末期采样
,

测定植株放射性强度
,

并用相黄

法测定全磷量
。

分别计算出水稻对肥料磷和土城确的

吸收盘
,

并用F ir e d法求出土壤有效磷的水平 ( A值 )
。

结果列于表 1
。

表 1 发僵土 壤 浸 冬和 千 冬对 土 滚有效磷 的影 响 (盆栽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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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说明
,

发僵土壤有效磷水平和植株吸礴盆远

较正常田为低
。

而在发俺土壤中
,

浸冬处理的土坡有

效碑水平比千冬处理高7
.

4倍
。

植株吸收磷量也有较大

提高
,

而且主要来自土壤中的磷
,

它说明浸冬有利于

动员利用土壤中的潜在磷
。

所 以山区浸冬田 占较大比

例
。

闽北山区建哑县东游公社调查
:
平原 区的东游大

队浸冬田占31
.

2 %
,

半山区的张挡大队占 4 6
.

3 %
,

山区

的沐下大队占80 % 以上
。

群众把浸冬作为一项必要措

施
。

我们认为
,

尽管授冬在治僵上发挥一定作用
,

但它

带来以下的不良影响
:

(1 ) 土城水
、

肥
、

气
、

热不协调
,

土坡有机质含量虽高
,

但难以转化
,

潜在肥力难以发

挥 , (2 ) 土层糜烂
,

机械化耕作困难 , ( 3) 土温降低
、

毒质增多
、

酸性大
。

我们调查一些浸冬田
,

有机质含盈

达 4 % 以上
,

耕层 6一 7寸
,

虽不发僵
,

但常年亩产只有

50 0一 6 00 斤
。

说明浸冬田的潜在肥力
,

在长期演水条

件下
,

难以发挥出来
。

所以
,

从提高复种指数和发展土

坡肥力的总方向来看
,

在有条件的地 区
,

浸冬需要逐

步改革
。

至于来年发僵问题
,

可 以通过增施磷肥
、

冬

翻晒透
、

早耕细耙和合理水浆管理加以解决
。

松溪县

溪东公社举上大队上保段 40 0多亩田
,

从 1 9 6 2年以来
,



逐步改革漫冬
,

扩种紫云英
,

并结合上述措施
,

实行水

早轮作
,

亩产由原来的5 00 斤左右
,

提高到现在的 1 0。。

斤以上
。

烤田的作用在植物生理
、

植物营养
、

土集环境和土

坡养分供应等各方面已被广泛研究
,

程云生等报告 〔 1 〕

指出
:

烤田对土城中有效养分的供应
,

特别是对虹素
,

起到抑制作用
,

但在复水后可表现促进作用
。

群众烤

田治僵
,

是否与提高土壤有效磷有关
,

我们进行示踪

盆栽试验
,

研究这一问题
。

供试土壤与前述试验相同
,

每盆装土 30 斤
,

施用
“ Z P标记的过磷酸钙 5 克

, 3 2 P总

强度 2 54 微居里
,

与土壤均匀混合
,

每盆栽水稻 3 丛
,

每丛 5 株
,

三个重复
。

于分栗末期分别进行烤田和不

烤 田的处理
,

然后如同上述方法测定各处理稻株放射

性强度
、

全磷量和土镶有效磷 A值
。

试验结果证明烤

田处理土壤有效磷比不烤田处理提高 34 %
,

肥料磷吸

收量提高39 %
,

土续磷吸收量提高8 6% (表 2 )
。

这说

表 2 烤 田 对 土 壤 磷 有 效 性 的 影 响 (盆 栽 试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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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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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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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 13 9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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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烤不烤

明烤田治僵显然与提高土壤磷的有效性有关
。

以硫促确的作用

福建山区水田有长期使用硫磺的习惯
,

邵武县历

史上曾有68 %耕地使用过硫磺
。

群众经验水稻每亩用

半斤硫磺沽秧根
,

可促进发苗快
、

分雍早
、

成穗多
。

发

僵田
、

冷演田效果尤好
。

O ls o n 等报告〔2 〕 ,

在温暖地

带中性土和碱性土上施用硫对提高磷的有效性有 良好

作用
,

而在湿热地带的酸性土上应用未得证实
。

根据

群众经验的提示
,

为了探明南方酸性田中施用硫磺对

提高土坡磷有效性的作用
,

我们进行示踪盆栽试验
,

供

试土壤是与前述验验相同的发僵土
,

每盆装土 30 斤
,

一

种处理是每盆施
“ “ P 标记的过磷酸钙 (过磷酸钙是用

化学纯磷酸一钙代表 ) S克 (相当于每亩 10 0斤用量 ) ,

另一处理是每盆施同量
3 “ P 标记的过磷酸钙并加硫磺

。
.

04 8克 (相当于每亩 0
.

9 6斤用量 ) 各盆放射性强度为

25 4微居里
,

栽水稻 3 丛
,

每丛 5 株
,

三个重复
。

于水稻

分萦末期采样
,

按上述同样方法测定植株放射性强度

和全磷量
,

并测定盆栽产量
,

结果于表 3
。

表 3 说明
,

硫磺配合过磷酸钙处理比单施同量过

表 3 硫 磺 对 水 稻 吸 磷 t 的 影 响 (盆 栽 试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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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钙处理
,

水稻吸磷量提高 60 %
,

其中吸收肥料磷提

高57 %
,

吸收土壤磷提高61 %
。

同时
,

水稻千粒重由

28
.

5克提高至 28
.

8克
,

每盆有效分萦数由“ 株提高至

7 7株
,

盆栽产徽提高 7 %
。

这个材料说明在酸性的发僵

田上施用硫磺
,

既能提高碑肥利用率
,

又能动员利用

土壤的潜在礴
。

因此
,

以硫促磷间题值得重视
。

当前
,

由于硫磺肥源不足
,

以及施用硫磺的作用未能在科学

上加以肯定
,

因此
,

施用面积逐年减少
。

我们认为
,

在

低稗土攘尤其是冷演田
,

施用硫磺对提高土壤磷的有

效性是十分有益的
。

因此硫
、

磷配合治僵
,

可取得 良

好效果
。

以礴治住的方法

缺碑发僵既级土壤缺磷为 主要矛盾
,

因此增施磷

肥效果特别显著
。

同量磷肥施于缺磷发僵田 要比施于

一般高
、

中产田多增产 10 一 30 %
。

因此
,

使用磷肥时
,

应重点保证发僵田的需要
,

以取得较大的增产幅度和

经济效益
。

以磷治僵在于早
,

做到治僵于发僵之前
。

发

僵田于耕耙时将磷肥作为面肥使用较好
。

磷肥数量较

少时
,

采用沾秧根方法
,

保证有限磷肥集中于根际
,

其

水稻早期吸磷量将比撤施高一倍以上〔幻
。

当僵情发生

后
,

及时追施磷肥
,

一般 5一 10 天也能见效
。

磷肥用量



不只从增产幅度出发
,

而且还要考虑经济效益
。

虽然

水稻吸磷量可因磷肥用量的加大而相应增加
,

但在一

定农业生产水平下
,

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按 比例提高
。

示踪盆栽试验
,

相当于每亩施用过磷酸钙 25 斤和75 斤

的两个处理
,

用量虽差 3 倍
,

但水稻后期吸磷量只差

0
.

5一 l倍
。

生产调查
,

发僵田每亩施用磷肥在50 斤 以

内
,

每斤磷肥大约能增产稻谷 2 斤以上
。

用量继续增

大
,

虽仍有增产作用
,

但增产幅度逐步下降
。

以现有

农业技术水平来看
,

每亩一 季用量宜控制在 50 一 70 斤

以下
,

视僵情程度而有所不同
。

生产上曾出现每亩用

盆在 10 0斤以上的作法是不必要的
。

正如上述分析
,

缺磷发僵田往往合并氮素
、

有机

质不足
,

或土壤物理性质恶化等问题
,

因此
,

磷肥与氮

肥或有机肥配合使用
,

不仅可 以提高磷肥利用率
,

而

且兼治其他发僵因素
,

从而取得综合治僵的作用
。

群

众经验
,

猪粪与磷肥混合使用
,

治僵效果很好
。

示踪

盆栽试验
,

过磷酸钙和硫酸钱配合使用比单施同量过

磷酸钙的处理
,

磷肥利用率提高16 %
。

生产上 观 察
,

当缺磷发僵稻苗满足磷素营养之后
,

缺磷症状有所好

转
,

若此时没有相应的氮素供应
,

往往出现缺扭的症

状
。

所以磷
、

氮配合使用
,

将进一步发挥以磷治任的

效果
。

综上所述
,

治理缺磷发住田
,

准确使用礴肥是主要

关键
,

适量硫确可以提高土城和肥料磷的有效性
。

配

合使用氮肥和有机肥
,

将起综合治僵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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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乳剂对土壤及棉残体中棉枯病菌的杀灭效果

顾希贤 蒋国先 应淑琴 施亚 琴 戴丽 莉

(
,

卜国 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棉花枯萎病菌是一种寄生兼腐生的病原真菌
,

这

利
,

真菌可以寄生于植物体内
,

也能 以土中植物残体作

为其能量和营养来源在土壤中繁殖并长期 营 腐 生 生

活
,

并由耕作
、

流水等途径逐渐扩散
,

以致病害逐年加

重
,

造成减产或甚至失收
。

因此
,

除了加强植物检疫
,

不使带菌棉籽
、

棉残体等进入无病棉区外
,

及早发现和

消灭初发零星棉枯病点土壤中的病原菌
,

对控制棉枯

病的蔓延极为重要
。

本文介绍我们用 D D乳荆杀灭土

堆和棉残体中棉枯病菌及大田零星病点铲除试验所得

到的部分结果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材料 ( l) 试验用的棉枯病菌是从盐城新洋

试验站棉枯病田汾离到的 37 号菌株 , ( 2) 在马铃薯蔗

糖琼脂平板上培养后
,

以直径 10 毫米的钻孔器打取 37

号菌的菌块 , (3 ) 带菌棉杆是蕾期和成株期 已感染棉

枯病的棉株
,

剪成约 5 厘米长的小段 , ( 4) D D棍剂

(石油化工副产物
,
无锡树脂厂提供

,
主要杀菌成分为二

抓丙烯和二抓丙烷 )加 3一 5 % 乳化剂 (南京钟山化工厂

提供的农乳 2 0 4 )即成乳剂
,

用时 以水稀释成所储浓度
。

(二 )方法 检查处理后的菌块和带菌棉杆中病原

菌的存活
,

均以马铃薯蔗搪琼脂平板上是否长出绒毛

状白带紫色的气生菌丝
、

基质紫色等特征性菌落为准
。

个别试验中采用改 良 P a r k
尹

培 养 基 ( N a N O
: 2 克

,

K H : P O . 1克
,

M g S O ; ·
7 H 2 0 0

.

5克
,

K : S : O 。
0

.

3

克
,

山梨搪 10 克
,

琼脂20 克
、

蒸谊水 1 0 0 0毫升 )
。

在后一

种培养基上
、

棉枯病菌的菌丝白色绒毛状
、

致密
,

基质

内菌丝淡橙色
。

处理后的菌块和棉杆取出后用灭菌水

冲洗数次 (棉秆经灭菌水冲洗后在2 00 倍的四环素液内

浸泡 2 0分钟
,

剥去皮
,

剪成 5 毫米长小段 )
,

放在琼脂平

板上
,

25
O

C 培养 5天
。

带菌土壤处理后用稀释平板法在

改良的 P a r k
’

培养基上检测土城中病原菌存活情况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室内试验

l
。

棉枯病菌菌块放在三角瓶中
,

分为两组
,

一组

不加土
,

一组加20 克土
,

分别加入 以水稀释 2 00
、

4 00 倍

的 D D乳剂
,

处理 24
、

拐
、

72 小时后取出侧定
,

结果列

于表 1
。

从表 1 可见
,

D D 乳剂 2 00 倍稀释液处理 24 小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