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 (一般每平方米约用药液 8 0一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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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河北省各地区 (十个点 )土壤全锰及部分微 t元素含 t
*

(Pm P)

采 样 地 点
土 。 类 型` *

}
p H

!
M n

{
Z n

{
cU

C
o

c r} T 五 !V
B 】b P

)
z

r

】 s
·

}
Y

00 ,ù3l0
"八UnUn材n.叹U工b咋̀勺口

iN一40

6 0 0{ < 1 0 0 0 0!1 0 0

|
.

|
.侣
lee以,

101010

11尸即

nU八nU甘ǹnUn甘品U九U.

30

30幼> 8

> 8

> 8

> 8

> 色

6 00

5 0 0

5 0 0

4 0 0

< 10 0

< 10 0

1 5 } ,

极少 1 0 2 0

nón盔UnUn
,̀,U乃山J吧叮口

尸甲护甲护

807080
.

60
护

7080

腼ì尸网
.

肋l肠Llbo
.

SQ阮6050
,扩

60
,

40拍40

5030
!

3030

川
.

一川川叫州川川耐
唐 山滦县农 场

承德平 泉县 农科所

邯郸永年县河北 铺

邢台裕链农场

张家 口张北县城关

张家 口怀安县城关

廊坊三河县李旗庄

衡水安平县南王 庄

石家庄正定县三角村

石家庄市郊河北师
范大学生物系农场

黄沙土
,

坡积沙坡质石灰性褐土

山地 上城 区
,

河淤黑土

黄土
,

轻坡质石灰性揭土

姜黄土
,

轻攘质

坝上土城区
,

黄沙土

山地土坡区
,

黑土

黄土
,

城质石灰性褐土

黑黄土
,

轻墩质浅色草甸土

黄沙土
,

沙坡质石灰 性褐土

黄土
,

镶质石灰性褐土

> 8 }4 0 0

0
óUólln甘叹J,山砚Jǹ

> 8

> 8

> 8

3 5 0

3 0 0

3 0 0

< 1 0 l 0

5 0 0 0

50 0 0

3 50 0

50 0 0

1 5 0

4 50

3 5 0

3 0 0

2 0 0

1 5 0

2 5 0

< 1 0 0 1 5 0 { < 1

> 8 3 0 0 {极少 3 0 } 4 0 } 4 0 0 } 6 0

, 。。

{
’ 。

2 5。

{
`。

几曰n甘姚U
, 1月.1J .二

…
1
.

es

lll
0
内U
ó
U, 1,曰叮̀

* 串

由河北省地质局中心实验室 光谱组分析
。

华北平原土壤图集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1 9 6 1
。

表 3

微 鱼
元 素

河北省与全国土壤微量元素含量比较
上述分析已为取得的田间试验结果证实

。

全国土壤微 皿
元素含量范围

全国平 均含后
河北 省含量
范 围

B

Z n

C u

M n

6 4 P Pm

1 0 0

2 2

7 1 0

( 1 0 0 P P m

< 10 0

10一 3 0

3 0 0一6 0 0

表 4 锰 肥

三
、

田间试脸

一 几个主要试验点所取得的锰肥田间试验结果
,

列

于表 4
。

表 4 说明
,

播种前以不同浓度硫酸锰 ( M
n

S O ` ·

S H Z O )溶液拌种
、

浸种或在生长发育中以不同浓度溶

一 液进行叶面喷施
。

初步结果看来
,

冬小麦
“

品 3护以低

田 间 试 验 结 果
*

、 J一月了,1咋̀充舀Onù,自,二厅̀一舀

万̀,叫,一咭̀内̀óO,白ōó一丹O摘O,̀J,

目

f、一匆U勺J介̀吸J,̀ùnJ八J比J空U
点 袱甜

% )

…黯 ; …谧恶铲 …
抽溉可

丽

而
-万一一万一几而一丁一一几衷而

-

一卞兀石一廿
-

粒 重
克 )

1
。

12 5

l
。

5 15

1
。

2 8 5

1
。

3 0 5

0
。

8 15

(小冬麦品阳

验一河

城匕

铺

试一邯哪地区永年县

1110 5 000 + 2 7
。

666 3 7
.

222

111 0 5 000 + 2 7
。

666 3 7
。

222

111 2 0 000 + 3 6
。

666 3 7
。

777

777 6 000 OOO 3 777

8884 000 + 14
。

333 3 3
。

666

8887 000 + 1 7
。

222 3 1
。

333

8884 000 + 14
。

333 3 1
。

666

888 4 000 + 14
。

333 3 7
。

777

777 2 000 000 3 7
。

888

拔节喷期施
O

。

0 5

0
。

0 7

0
。

1

对照

O曰盔”óO心,
.ó勺

..

…
J,óó即̀肉O曲j八̀的̀C̀ǹ,.孕秘期喷施一拌

ǎ冬小麦品39à
生农物系场

河北师范学大石家庄市郊区

4 3

J场月任80̀ó“U,1,l
.

…

张怀 ,

家安春 京

口 县小红

尝董
,

昼

0
。

0 5

0
。

1

0
。

1 5

0
。

2

对 照

0
。

0魂

0
。

8

l
。

2

1
。

6

对照 种

4 8 6

5 19

5 1 9

4 6 9

+ 3
。

6

+ 1 0
。

7

+ 1 0
。

7

0

3 1
。

6

2 9
。

8

3 1
。

3

3 2
。

3

4 5
。
5

3 9
。

5

3 8
。
5

4 0
。
5

* 各试验点
、

河北师范大学 生物系冯福生
、

曹敏
、

于惠英同志参加部分观 侧

az



浓度 < ( 0
.

1% )浸种和以 0
.

1%拔节期喷施或孕德期喷

施
,

效果较好
。

春小麦
“

京红 8 号
”
以 0

.

4% 浓度拌种效

果较好
。

另外
,

用春小麦
“

京红 8 号
”
所进行的浸种和根

外喷施试验证明
,

0
.

07 % 浓度效果较好
,

各增产 了
.

5%

与19
.

3%
。

从河北省不同地区联合观测结果说明
,

施用锰 肥

无论浸种
、

拌种或根外喷施
,

除个别试验或个别浓度较

高者外
,

普遍获得较好效果
。

增产幅度为 2
.

4一 3 6
.

6% ,

穗粒重与千粒重均有所增加
。

表 5 结果可看出
, (1 ) 以不同浓度浸种处理冬小

表 5 锰 肥 对 株 高 与 穗 部 状 况 的 影 响 (冬 小 麦 )

试 脸 点 { 品 种

试 验 方 法

与

浓 度 (% )

株高 (厘 米 )

秘 部 状 况

秘长 (厘 ;长
不育小格数

(个 )

可育小鹅致
(个 )

0
.

05 汉种

0
。

1

0
。

15

O
。

二

对照

84
。

4 8
。

l

8
。

8

8
。

1

7
。

9

8
。

3

ó知
,的且」

…

6
确bl匕nRùùHó000吕

品3 9

1 5
。

O

1 5
。

6

1 5
。

5

1 5
。

O

1 5
。

8

品 3 9

0
.

0 5拔 、左期喷施

C
。

0 7

0
。

l

对照

0
.

C5品孕秘期喷施

0
。

1

0
。

1 5

O
。

2

对 照

87
。

1

87
。

2

8 5
。
6

7 7
。

5

7 2
。

1

8 3
。
2

7 4
。

4

8 1
。

4

8 1
。

8

7
。

9

7
。

9

7
。

9

4
。

5

4
。

0

4
。

1

5
。

0

河北铺

邯郸地区永县年

8
。

1 一

7
。

7

7
。

8 !

7
。

6

6
。

9

7
。

1

4
。

0

3
。

1

3
。

2

3
。

1

3
。

2 }
生物系农场

河北师学大范石家庄市郊区

麦
,

浓度适宜有促进株高的作用
,

但对穗的增长不明

显 , (幻 拔节期喷施与浸种效果基本一致 ; ( 3) 对小

称数增减看不出规律性 , “ ) 孕德期喷施
,

对株高影

响不明显
。

徽 t 元素锰主要促进营养生长
,

对生殖生

长的促进不明显
。

综上看来
,

锰在p H > 6
.

5的土城环境中
,

正适合其

孩性或两性 3 和 4 价态锰的稳定状态
,

这即在石灰性

土坡中不易释放为离子态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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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主要利用方式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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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早春套 (混 )种在小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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