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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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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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1不 同 浓 度 D D乳 剂 的 杀 菌 效 果

丫丫汽
·· 对 照照

处处理时阅 、
\\\\\

至至̀小 时时 4咯咯

4448小 时时 峨咋咋

7772 小 时时 奋奋奋

注 :

村表示栩枯病 , 生长良好
,

一表示没 有生长

4 00倍稀释液处理” 小时
,

无论是单独放置的菌块还是

埋入土族的茵块上的病原蔺均被杀死
,

而清水处理的

仍生长正常
。

2
.

埋在装于 1 0 0 0毫升广 口瓶中土澳内的带菌棉

杆
,

以粉释 2 00 倍的 D D 乳剂浇徽至饱和
,

并于 25
O

C下

放里 10 天后取出枪侧
。

结果表明
,

稀释 2 00 倍的 D D乳

剂对埋在灭蔺和未灭蔺土族中的 , 期病秆内的棉枯病

菌有良好的杀灭作用
,

处理 10 天后杀蔺效果为 10 0%
,

即病杆带菌率为 O
,

而 对 照 病杆带蔺为 95 一 10 。%

(表 2 )
。

从以同法处理的成株期病秆得到类似结果
。

片 i )
。

说明 D D乳剂稀释液 1 0 0倍经 6 小时
,

20 0倍 一2

小时
,

40。倍 48 小时均能将田间土城内的棉枯病 菌 杀

死
。

D D乳剂对棉杆内病菌的杀灭效果

埋 杆 数

带 曲 效

带 菌 %

黑弊粤州翼
.

::
,

刻
`

:
`

:…洲
`

:
`

:

。

一创

(二 )大田试验
1

.

D D乳剂对土族中病原菌的杀灭效果 将棉枯

病曹蔺块埋入大田土族中
,

或将病原菌均匀地接种到

土旗中使土坡带菌
,

然后用稀释10 。
、
200

、

400 倍的 D D

乳剂浇灌土旗至饱和
,

以只浇水的作为对照
,

经 6
、

12
、

2 4
、

48
、

72小时后取出
,

以灭菌水冲洗后放在改良的

P a r k
尸

培养墓上培养
,

两种处理的结果一致 (表 3
,

照

照片 1
.

带菌土堆经 D D 乳剂处理后的分离平板

注 : 左上 为稀释 1 00 倍 的 D D 乳荆处理病土 6 小时 ,右上

为 2 0 0倍稀释液处理 6 小时 .左下为 4 00 倩稀释液处

理 12 小时 .右下为对照
。

表 3 D D液对埋入田间菌块的杀灭作用
*

T 一一厂一一一下一一丁一一下一
认 济

现 } 对 照 } 1 0 0 } 20 0

4。。 吮
舜

处理 时间

6 小

1 2小

2 4 IJ’

4 8小

7 2小

. , + ,

农示份续生长 . ` 一 ’

农示菌丝 已彼杀死
,

不再 生长
。

照片2
.

带菌棉杆经 D D 乳剂处理后的分离平板

注
:

左上为稀释 100 倍 的 D D 乳荆处理 5 天
,

右上为 2 00

倍称释掖处理 5 天 l左下为 40 0 倍稀释 液处理 5 天 ,

右下为 对燕
,

++十一十一一一++++杆++++时时时时时



照片 1中除对照出现白色绒毛状棉枯病菌菌落外
,

经 D D 乳剂处理的土城没有出现任何菌落
。

同样说明

带菌土壤中的棉枯病菌已被 D D乳剂杀死
,

2
.

D D乳剂对染病棉杆中病原菌的杀灭效果 将

染病棉杆埋入旧 间土壤
,

经浇灌稀释 100
、
200

、
400 倍的

D D乳剂之后 5 天检测
,

除对照有棉枯病菌生长外
,

凡

经药剂处理的病秆中均没有病菌生长出来
,

表明棉秆

内的病菌均己被杀死 (照片 2 )
。

3
.

零星病点的铲除 带菌棉杆和带菌土城 的 室

内外试验都已证明稀释 100 一凌00 倍的 D D 乳荆能把其

中的病原菌杀死
。

为在实际铲除零星病点中验证这种

效果
,

于 197 6
、
1 9 77两年分别在盐城地区新洋试验站

,

射阳县黄尖公社民立三队
、

新洋公社东南五队
、

十队
,

盐城县北蒋公社成窑十队及东辛农场作了铲除试验
。

处理时适当扩大处理范围 (沿病点顺行向两端各扩大

长度一倍
,

两侧各扩大半倍 )以防病菌因耕作
、

流水等

原因扩散而造成铲除不彻底
。

在处理区四周用病点以

外的土壤筑成土埂
,

以稀释 2 00 倍的 D D乳剂浇灌达饱

表 4 大 田 零 星 病 点 的 铲 除 试 验 (1 9 6T 一 19 77 )

病点号 { 地 点 {处理时间
处 理 前 处理面积

播种时间
病 株 数 (平方米 )

处 理 后

观察苗数 病 株 数 } 病 枝% } 备 注

ù.二,几d工1 ! 盐城 新洋试验 站 6 月 1 4 H 7 月 7 日

7 月 2 0口 S J ] 12 日

0
。

1 1

0
。
1 1

0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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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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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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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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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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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一般每平方米约用药液 0 8一 0 1。斤)
,

20 天后翻土
,

待干后播种经多菌灵消毒的感病品种
“

徐州一 1 4 2
” ,

秋

季舅秆检查
,

结果列于表 4
。

由表 4 可见
,

35 个零星病点中有33 个经药剂处理

后没有再出现病株
,

但 34
、

35 号病点由于周围还有病

株
,

处理时未发现
,

和处理范围不够大
,

以致由于周围

病土的再感染
,

在病点上第二次播种时仍有病株出现
。

由此着来
,

只要病点界限清楚
,

适当扩大处理范围
,

灌

足药液
,

D D 乳剂是能够铲除土壤中棉花枯萎病达到

防病效果的
。

零星发生的枯萎病点的铲除
,

是一项细致而复杂

的工作
。

由于土壤中病原菌累积到一定数量后
,

而导

致侵染和发病时方被人们发觉
,

所 以要划定精确的病

点界限是困难的
。

界限不清楚
,

处理后的再感染是严

重的
。

例如
,

我们在进行用药量试验时发现
,

在用塑料

薄膜覆盖的小区中每平方米加 17 1毫升 D D乳剂
,

处理

2。天后土坡中已分离不到任何真菌
,

但因小区周围病

土的再感染
,

四个半月后
,

每克土壤中镰刀菌数竟达

65 5一 1 190 个
。

因此
,

欲消灭零星发生的棉枯病点
,

需

要持之 以恒
,

发现病点立 即处理
,

直到不再发生为止
,

方可达到消灭零星病点
、

控制棉枯病蔓延的目的
。

河北省各类土壤中微 t 元素的含 l 和小麦施用锰肥的效果

刘 鸿 皋
(河北师范大学化学系 )

李 云 荫
(河北师范大学 生物系 )

一
、

前官

有关徽童元素的研究崔没
、

李继云等在专论中已

综合报导 t1
,
2 〕

。

自1 97 6年始
,

我们选衡水地区安平县南王庄小麦

试脸田进行施用锰肥的探索性观察
,

收到显著效果
。

在

亩产 800 斤地块上增产 1 4一 16 % (表 1 )
。

由于缺锰 主要

出现在石灰性土镶上
。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
,

是石灰

性土坡
。

为了研究微量元素锰与小麦生长的关系
,

针

对本省地区性土坡特征
,

分成九个地区
、

十个类型用

光谱全分析测定锰及有关元素在耕作层的总量
,

了解

徽 t 元素的贮存状况 (表 2 )
。

然后在全省各样点对主

要作物小麦进行田间试验
,

分别获得2
.

4一3 6
.

6%的增

产幅度
。

_

L述工作对了解河北省不同土壤类型
,

耕作层中

微量元素贮存状况提供 了原始资料
,

并为进一 步研究

不同土壤中施锰与否提供参考数据
。

二
、

光汾结果分析

1
。

表 2 测得结果与
“

中国土壤
”

全国统 i十数字对

照
,

就其中B
、

Z刀
、

C u 、

M ” 几种主要微量元素做一对 比

(表 3 )〔 3〕 ,

可以看出
,

河北省各类土壤耕作层中锰的

含量低于全国土壤的平均含量
。

2
.

从表 2 提供的全省含量分布区域看
,

石 家庄地

区
、

衡水地区和张家口地 区尤为短缺
。

3
.

全省为石灰性土壤
,

p H > 8
,

这对于使锰 (主

要是 3
、
4 价态锰 )转化为植物吸收的 2价锰尤为困难

,

故在关键的生育期施用锰肥可收到明显效果
。

表 1 衡水地区安平县南王庄小麦施用锰肥的效果
*

( 1 9 7 6一 19 7 7 )

0
。

0 5

0
.

0 7

0
。

1

对照

括括 ,, 基基 冬冬 曰曰 秘秘 小小 德德
斤斤斤 本本 魏不不 成二二 长长 鹅鹅 粒粒

种种 /// 苗苗 族悠悠 ~ 刀刀 厘厘 数数 数数
田田田 万万 数数 秘 甲甲 米米 个个 个个

全全 ~~~~~~~ 数数数数数

222 000 1 8 444 2
。

444 2 888 7
。

555 1 7
。

00000 3
.

555 4 3
。

lll 9 6 555

222 000 2 0
。

OOO 2
。

444 2 999 7
。

555 1 7
。

55555 3
。

444 4 2
。

888 9 8 000

222 000 17
。

222 2
。

555 2 777 7
。

444 1 6
。

00000 2
。

888 4 0
。

555 80 888

222 000 l了
。

666 2
。

666 2 777 7
。

444 1 6
。

33333 3
。

444 4 1
。

222 8 4 555

* 安 平县农林局
,

南工 庄科学技术组
,

河北师人 化学系崔金好
、

吴瑞芳参加部分观侧

习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