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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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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生白花草木择“ 介 l`o * u s a lb“ 5 D e s r )
。

在我

区的主要利用方式有二
,

一是早春套 (混 )种在小麦田

间
,

而麦收后利用两个月的夏闲季节
,

绿肥继续生长

直至翻压
,

此称夏闲草木择绿肥 , 另一利用方式是让

根茬越冬
、

翌春由越冬芽萌菜生枝
,

产生大量绿肥
,

此

称春闲草木挥绿肥
。

夏闲和春闲草木择绿肥的栽培利

. 协助化脸分析作工的有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 究所地理室分析室
,

新班农科院农科所分析室
,

新班荒考 队分析室
,

阿

拉尔农 科所 分析室
、

本所分析室 ,杨文翰同志今加部 分田间工作
。

均此致谢
。



用基于其如下生物学习性
: (l ) 草木橱苗期长而且生

长迟缓
,

可 以使其与小麦共生期间不致严重影响主栽

小麦的生长
,

② 草木杯刘后再生性能好
,

可 以迅速恢

复生长
,

③ 二年生草木椰越冬后 生 长 迅 速
,

为短暂

春
、

夏闲期生产大量绿肥提供了可能
。

为研究和探索

草木挥绿肥培肥增产效应
,

自1 9 7 4年起连续系统进行

田间小区试验
,

获得若干资料
,

报导于下
:

一
、

试验条件和方法

试验地为古老灌溉淤积土
,

质地粉沙轻壤
,

上壤肥

力较高
,

灌溉条件良好
。

由于试验过程一切田 间作业

(包括绿肥的耕翻 )均人工进行
。

故采用微小区
,

多重

复
,

夏闲和春闲草木梆绿肥两类试验小区面积分别为

6 平方米和 10 平方米
。

两类试验田间布置方式相同
,

各设 A
、

B
、

C
、

D四

个区组
,

每区组三个小区
,

对照小区 (无绿肥 )置于翻

压草木择绿肥的两个小区的中间
,

这样
,

绿肥区重复 8

次
,

对照区重复 4 次
。

试验开始后小区位置和边界多

年不变
。

夏闲草木梅绿肥试验开始于 1 9 7 4年秋
,

按试验方

案规划小区种植冬小麦
, 1 97 5年 3 月初在各区组绿肥

区套种草木椰
,

当年 8 月20 日翻压 (深度15 厘米 )
,

9 月

2 2日播种第一季后作冬小麦
,

1 9 7 6年 7 月 7 日播种第

二季后作复播玉米
,

1 9 7 7年 4 月 5 日播种第三季后作

玉米
,

19 7 8年 4 月 13 日播种第四季后作玉米
。
1 9 7 4年越

冬前给主栽小麦追施尿素 22 斤 /亩
,

脱氟磷肥 40 斤 /亩
,

翌春返青后又迫施尿素 20 斤 /亩
,

均按小区净面积施

用
,

这些化肥保证和促进了当季小麦和草木择的健壮

生长
,

同时部分残留给后作
。

1 9 77年的第三季后作曾

于玉米拔节孕穗期追施尿素 10 斤 /亩
。

其它环节未施

任何肥料
。

春闲草木挥绿肥试验于 1 9 7 6年9月 25 日规划小 区
,

播种冬小麦
,
1 9 77年 3 月 23 日按设计要求套种草木择

,

同时 以不施
、

施用10 斤 /亩
、

20 斤 /亩
、

30 斤 /亩 4 个等

级分别为 A
、

B
、

C
、

D 4 个区组追施尿素化肥 (按小区

净面积施用 )以此造成小麦生长差异
,

考察草木择与小

麦共生的相互制约关系
。

当年 ( 1 9 7 7年 )秋将草木择地

上部割去过冬
,

开春后萌发新茎叶
, 1 9 7 8年 5 月 n 日

翻压绿肥 (深度2 0厘米 )
,

播种玉米
。

播前和生育期间

不施其它肥料
。

二
、

试 验 结 果

1
.

草木梅与主栽小麦的相互制约关系

草木择苗期长
,

又荫蔽于小麦行间
,

在出苗后到分

枝期以前的一个月时间内
,

生长非常迟缓
,

分枝期后
,

生长加快
,

到小麦成熟时
,

草木择株高通常达70 厘米

以上
。

这两种植物共生于统一生物群体
,

互相制约和

影响
,

草木杯必然争夺土壤部分可给态营养
,

特别是

磷素养分
,

而其根瘤组织中的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又可

调节和补充土壤氮素
。

反之
,

小麦的群体发育状态也

影响于草木择
。

如表 1 所示
,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
,

小

麦的长势渐优和产量渐高
,

草木择则逐渐受到抑制
,

小

表 1 麦 田 草 木 握 与 小 麦 共 生 的 相 互 制 约 关 系 ( 1 9 7 7年 7 月 8 日 )

区

A

B

C

草木杯播 皿
(斤 / 亩 )

尿素 施用量*

(斤 / 亩 )

小麦 收割时草
木挥株 高 (厘米 )

小麦 收割时间田 间草
木探 鲜草蚤 (斤 / 亩 )

小麦成熟株 商
(厘米 )

小 麦产盈
(斤 / 亩 )

O甘几J交U一卜é
.

…
R叮曰,曰一了Q口户UnUn甘

心.上心.二劝.1

} 1

D 组

1 0

2 0

3 0

5 5 8
。 4

7 3 2
。
6

5 9 2
。

7

2 3 3
。

1

5 8 9
。

6

6 2 9 。
7

7 0 7
。

7

7 6 4
。

5

O甘叮̀口自叮̀
.

…
,曰OUQ甘月才00内b八七

J
组nj勺dCJC舀组组组

麦株高变化和草木杯株高变化恰成反相关
,

产量的变

化情形亦然
,

可见
,

小麦生长愈差
,

与之共生的草木梆

愈旺盛
,

其给予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也较大
。

2
。

草木梅的供肥性能及其培肥作用

夏闲
、

春闲草木娜绿肥临翻压前的植株营养状况

及其绿肥生产量分别列入表 2
、

表 3
。

麦收以后
,

草

木择解除郁闭状态
,

又正值高温多水季节
,

灌溉方便

及时
,

在 50 天左右时间里
,

积累大量绿色体和氮素营

养
。

试验表明
,

截至 8 月 20 日翻压
,

此种夏闲绿肥总

产量达到 67 0 5
.

5 一 8 7 0 3
.

5斤 /亩
,

平 均 7 6 4 3
.

5斤 /亩
,

所积累的氮素总量到达 41
. 。一 52

.

2斤 /亩
,

平均 4 6
.

3

斤 /亩
。

春闲草木杯绿肥依赖越冬芽于开春后萌 菜 生

长新的绿色体
,

到 5 月 11 日翻压
,

株高70 一 80 厘米
,

已

有部分植株现曹
,

地 上部绿色体产量达到 4 0 0 0一 50 00

斤 /亩
,

绿肥总产量达到 6 509
.

9一7 1 63
.

6斤 /亩
,

平均

6 6 8 5
.

0斤 /亩
。

积累氮素总量达 3 2
.

7一 3 6
.

8斤 /亩
,

平均

3 4
.

2斤 /亩
。

草木挥的肉质根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绿肥成份 (表
3 )

,

夏闲草木择绿肥鲜根的产量平均达到 1 7 3 3斤 /亩
,

春闲绿肥根的产量更高
,

平均为 2 2 3 7
.

8斤 /亩
,

而且根

内养分浓厚 (表 2 )
,

可为土壤提供大量有机质和作物

营养
,

夏闲绿肥的肉质根积累氮素13
.

2斤 /亩
,

春闲绿



表 2二年生白花草木择植株养分含量 (干物重% 、

植植株部位位 采 样 时 间间 灰分 (% )))有机质 (% )))全氮 (% )))全 磷 }全 钾钾
}}}

C/ NNN
P (((((((((((((:0 。% ) } (K 20 % )))

`

钠钠钠
(((((((((((((((N a 2

0 % )))))

茎茎 叶叶 8月0 2日日 8
。

2 555 1 8
。

3 999 2
。

7 90 999
。

27 2 111
。

6 O 111
。

222 16 1
。

999

秋秋秋 翻 前前前74
。

444 6 2
.

2 85550
。

93333333 5 15
。

333

翌翌翌春 5月 1 1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春春春 翻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根根根根4
。

4 9997 7
。

93 555
·

“ ” 3

{
。

·

50 333 1
。

卫 OOO0
.

222 1

666666666 9
。

4 000 2
·

4 7 1}0
·

3333333 1 8

表 3草 木 择 翻 压 时 绿 肥 产 量 和 含 氮 量

茎叶产量 (斤/ 亩 )根产量 (斤/ 亩 )总 产 量 (斤/ 亩 )

称 级时 间 区 组 号

千 重 含 氮 量 }鲜 重 }千 重 含 氮量
1

鲜 重 }千 重 }含 氮 t

一

重一一鲜

7 33 1
。

0

7 3 3 1
。

0

17 3 3
。

0

17 3 3
。

0

37 5
。

4

3 57
。

4

3 57
。

4

3 57
。

4

3 1
。

2

3 1
。

2

13
。

2

3 1
。

2

0 7 83
。

8

6 827
。

9

7 3 3 8
。

5

60 7 5
。

8

7 15 1
。

6

137 6
。

4

6 17 8
。

3

3 2 5 1
。

0

52
。

2

4 1
。

7

50
。

2

4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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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5年

8月 2 0日

(夏 闲 )

A 组平均

B 组平均

C 组平均

D组平均

69 70
。

8

50 94
。

9

66 0 4
。 5

4 9 7 2
。

8

13 9 4
。

2

10 19
.

0

13 2 0 9

9 9 4
。

6

1 9 7 8年

5 月 1 1日

( 春 闲 )

A 组平均

B 组平均

C 组平均

D组平均

48 2 2
。

4

43 5 5
。

5

43 2 2
。

2

4 0 8 8
。

7

8 7 8
。

0

7 8 4
。

0

7 78
。

0

7 3 6
。

0

2 4
。

8

2 2
。

]

2 2
。

0

2 0
。

8

2 3 4 1
。

2

2 3 0 1
。

7

2 0 8 7
。

7

2 4 2 1
。

2

5 5 0
。

2

5 4 0
。

9

4 9 0
.

6

5 6 9
。

C

:::

::::

7 1 6 3
。

6

6 6 5 6
。

7

6 4 0 9
。

9

6 5 0 9
。

9

14 2 8
。

2

1 32 4
。

9

1 2 68
。

6

1 3 C5
。

C

3 6
。

8

3 3
。

9

3 2
。

7

3 3
。

2

nMó衬

* 各小 区样段掘根称重的综合平均数
。

肥的肉质根积累氮素 1 1
.

7 斤 /亩
。

草木择根系粗壮发

达
,

在生长期间
,

由于其机械作用和生物化学活动
,

有

利于改善土坡的物理化学性状
。

草木择绿肥补给土壤有机质和各种养分
,

培肥作

用显著
,

效益比较长久 (表 4
,

表 5 )
。

绿肥翻压后
,

大

量有机体进入耕层
,

分解矿化作用也随之加强
,

经过

表 4 夏闲草木择绿肥翻压后各时期耕层土壤养分含量

有机质 (% 》 全 氮% 全礴 ( P
: 0 5 % )

水 解 态 氮

采 样 时 间
毫克 / 10 0克土

速 效 磷
毫克 / 10 0克土

作物生育期

绿肥 区 对服 区 } 绿肥区
对照 区 } 绿肥区 对照区 绿肥区 对照区 绿肥区 {对照区

一O内O内七一合一匀O曰一匕月了
.

…
. J主,止n乙,工八Uú0QUē从甘,曰Rù1二月自

.

…
月任̀皿月了n匕SQ臼1孟J任ó父ùn甘̀住O甘

.

…
úLdl了., .内O1 9 76年 4 月 1 日

1 97 6年 5 月 2 6 日

1 9 7 6年 8 月 g H

1 9 7 7年 6 月 1 4 日

1 9 7 8年 5月 1 7 日

l
。

3 5

1
。

3 2

l
。

4 9

1
。

3 7

1
。

3 3

0
。

10 1

0
。

10 4

0
。

0 80

0
。

0 8 4

0
。

0 75

0
。

C 97

0
。

0 9 2

0
。

0 7 8

0
。

0 8 1

0
。

0 7 3

C
。

16 8

0
。

16 1

0
。

18 0

0
。

17 4

0
。

18 0

0
.

16 4

0
。

15 9

0
。

16 4

0
。

16 3

0
。

18 8

;:;{
: ;:

4
。

8 4
。

6 1
。

4 1
。

4

冬麦返青期

冬麦抽铭期

夏播玉 米拔节期

玉 米拔节期

玉米拔节期

J任几On七,曰,自`, nQ工舀J吸J叹
..

…
,1d.人目.二j .二,二

表 5 春闲草木橱绿肥翻压前后耕层土壤养分含量变化

采样深度

(厘 米 )

有 机 质 % 全 氮% 全 磷%
水解态氮 速 效 磷

采 样 时 间

绿绿肥区区

毫克 / 10 0克土 l毫克 / 10 0克土
备 注

绿肥区 对照 绿肥区 对 照 绿肥区 I对 照 绿肥 区 对 照

邢
16f se引叫aserIse

19 7 7年 7 月 8 日

19 7 8年 5 月 10 日

19 7 8年 7 月 1 9日

0 一 2 0

0 一 20

0 一 25

6 4 { 0
。

0 8 4

0
。

0 8 1

0
。

0 88

O
。

1 90

0
。

2 1 3

O
。

2 2 1

0
。

18 6

0
。

19 6

O
。
2 0 8

5
。

9 9
。

4

5
。

8

1 0
。

1

,

;::

小麦 收割当天

翻压前一天

翻压后 7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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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腐解期以后测定
,

土壤有机质绝对值的增加不甚

显著
,

有机质含量高千对照 0
.

03 一 0
.

09 %
,

而土城氮素

状况的改善明显
,

特别是水解态氮显著增加
,

在夏闲草

木挥绿肥的第一季后作生长期间
,

水解态氮比对照高

出1 6
.

8一 22
.

4 P P m
,

此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第三季后作

期 (表 4 )
,

在春闲草木择绿肥第一季后作生长期间
,

水

解态抓超过对照 l4 P P m (表 5 ) ,

显而易见
,

可给态氮

素的这种大幅度增加
,

乃是草木择绿肥培肥增产作用

的主要基础
。

在夏闲绿肥后的第一季小麦返青期测定

土城容重
,

对照区平均 1
.

59
,

绿肥 区 1
.

45降低0
.

1 4
,

表

明土坡物理性质得到改善
。

表 4 和表 5 还指出
,

草木择绿肥生长期间和翻压

后初期
,

耕层土城有效磷含蚤低于对照区
,

这是因为草

木择吸收和利用了多盆碑素
,

转化成体内有机态礴
,

而

当绿肥翻压后
,

这些有机态确逐步分解
,

转化成可给

态
,

需要有一个过程
,

因此起初表现在全磷 t 增加
,

后

来有效磷含量渐渐超过对照区
。

由此可见种植草木娜

绿肥巧施磷肥的重要
。

3
.

夏闲草木钾绿肥的增产效应

夏闲草木挥绿肥的第一季后作冬小麦
,

自苗期到

成熟的各个阶段生长发育都优于对照
,

(详见表 6 )
,

小

麦产量大幅度增高 (表 7 )
。

翻压绿肥各小区小麦平均产

量 7 6 6
.

7斤 /亩
,

对照区平均产量 569
.

8斤 /亩
,

平均增产

19 6
.

9 斤
,

增产率变动幅 度 为 21
.

5一 43
.

1 %
,
平均

表 6 第 一 季 后 作 冬 小 麦 的 主 要 生 育 性 状 ( 1 9 7 6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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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夏 闲 草 木 择 绿 肥 的 增 产 效 应

{{{ 小 区实产折合成亩产 (斤 ) 增 产 (斤 / 亩 ))) 每千斤绿肥增产粮食 (斤 )))

区区 号 {一

—
} -

一一 厂
一

几一
- -

—
一

二 : }}}}}}}}}}}}}}}}}}}}}}}}}}}}}}}}}}}}}}}}}}}}}}}}}}}}}}}}}}}}}}}}}
`̀

第 1季烈第 2季 !第 “ 季 {第
` 季 ` 第 l 季 }第

“ 季 }第 ” 季 }第 ` 季2 季季 第 3 季季 第 4 季季 第 1季
}}}
第 , 。

{{{
第 3季季 第 4 季季

AAA 组绿肥区 平均均 87 8
。

2 555 2 5 7
。

777 9 3 4
。

111 6 5 9
。

999 2 6 4
。

8 555 1 0 4
.

999 1 8 0
。
666 一 2 2

。

333 2

生
666 ,

全
888 2

竺
33333

对对 照 AAA 6 1 3
。

444 15 2
。

888 75 3
。 555 68 2

。

8888888888888888888

BBB组绿肥 区平均均 6 27
。

1 555 17 8
。

333 8 07
。

444 4 9仑
。

888 1 1 0
。

9 555 5

竺
333 1 1 7

。

999 一 1 3 。
444 ,

土
,,

少少
,

1
,,,

对对 照 BBB 5 1 6
。

222 1 2 3
。

555 6 8 9
。 555 5 12

。

2222222222222222222

CCC 组绿肥区平均均 8 7 0
。
1 555 2 8 9

。

333 8 6 9
。

777 5 2 9
。

777 2 14
。

3 555 17 9
。

888 1 6 1
。

111 一 82
。
555 2

至
222 2

兰
222 ,

生
,,,

对对 照 CCC 6 5 5
。
888 1 0 9

。

555 7 0 8
。

666 6 12
。

2222222222222222222

666 9 1
。 222 18 0

。

444 7 8 6
。

111 5 15
。

222 19 7
。

555 5

全
333 1 1 8

。

lll 一 1 3 。
444 2

全
666

犷犷
1 7

。

111

444 9 3
。
777 1 2 3

。

111 67 8
。

000 5 2 8
。

66666666666666666

* 第 1 季后作冬小麦新冬二号
,

第 2 季后作复播玉米 5 2 8
,

第 3 季后作春播玉米伊 黄 单 交
,

第 4 季后作春抽玉米

本地白
。

3 4
.

5 %
,

每千斤绿肥平均增产小麦24
.

2斤
。

表 7 还可看出
,

夏闲草木杯绿肥的增产效益可持

续到第三季后作
。

至第四季后作增产效应消失
,

产量

略低于对照
。

4
.

春闲草木柳绿肥的增产效果

春闲草木杯绿肥虽然将后作玉米播种期推迟半个

月左右
,

但因改善和丰富了作物营养
,

土坡物理性质特

别是土壤结构和孔隙状况亦获得改良
,

故大大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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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
。

5 月 11 日翻压绿肥
,

5 月

12 日播种中熟杂交玉米 (海地 1 01 x 五月黄 )
。

玉米生育

性状的表现绿肥区均比对照区健壮
,

如表 8 所示
。

其

产 t 结果 (表 9 )除区组 C 基本平产外
,

其余三区组绿

肥区均显著增产
,

绿肥区平均产量 1 0 75
.

4 斤 /亩
,

对

照区 96 4
.

5斤 /亩
,

平均增产 1 1 0
.

9斤 /亩
。

平均增产率

1 1
.

5%
。

每千斤绿肥平均增产 1 6
.

3斤 (因试验地土地

本身肥沃
,

对本试验的增产效果有一定干扰 )
。

表 8 春 闲 草 木 挥 绿 肥 后 作 玉 米 若 干 性状 ( 1 9 7 8年 1 0月 )

区 组 号

A组绿肥区 平均

秘 长 (厘米 ) } 平 均 籽 粒 (行 ) } 根 长 (厘米 ) 须 根 数 (条 )

3 1
。

3

对 撇 A ! 1 .6 9 } 1 .4 5
,

2 .7 6 :::;
B 组绿肥 区 平均

对 照 B ;::: ;::;
之9

。
6

{ 3 0
。 4 :;::

C 组绿肥 区平均

对 照 C } 1.7 9
;::; … ::::

4 9
。

7

5 1
。

4

D 组绿肥 区平均

对 照 D

18
.

2

16 。 5 :::: ::::

表 9 春 闲 草 木 择 绿 肥 对 玉 米 的 增 产 效 果 ( 1 9 7 8年 1 0月 )

山斤一.一36阵食一21
ō

ù

:
ù

片
ō,

粮一一呀一一%了
、月,咋曰J性

率.5一.6一一击一产22增
门毛刃,目
.
1舀七̀口川了2一5一刁一魂一

J尸ù通已J冉D,1j̀性,曰咋自勺口úJ,及ù丹011ō毛八Jóbt勺了̀ùUQ血OJ甘之口却。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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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唁甲.月,nolb区 组

A组绿肥 区平均

对 照 A

B 组绿肥 区 平均
、

对 照 B

C 姐绿肥 区平 均

对 照 C

D 组绿肥 区平均

对 照 D

三
、

提 要

本文探讨二年生白花草木挥做为夏闲绿肥和春闲

绿肥的培肥机理和增产效应
。

现已取得的资料 表 明
,

夏闲草木择绿肥到 8 月 20 日为止的翻压期
,

可提供绿

肥总盈 76 43
.

8斤 /亩
,

积累氮素 46
.

3斤 /亩
,

春闲草木择

绿肥到 5月n 日为止的翻压期
,

可提供绿肥总量 66 85
.

0

斤 /亩
,

积累氮素 3 4
.

2斤 /亩
。

绿肥翻压 以后
,

土壤有

机质和抓
、

磷全量都趋于增加
,

物理性质趋于改善
,

而

最突出的变化
,

是水解氮的显著增加
,

在夏闲绿肥第

一季后作生长期间
,

水解态氮超过对照 22
.

4P P m
,

在

春闲绿肥第一后作生长期间
,

水解态氮超 过 对 照 41

P P m ,

而且这种高水解氮趋势可持续二季到三季后作

期
,

草木择绿肥培肥和增产的主要依据是这种水解态

氮的显著和稳定的增加
。

有效磷含量在绿肥生长期和

翻压之初低于无绿肥区
,

尔后随着绿肥中有机态磷的

逐步分解释放
,

有效磷含量才逐步升高
,

因此种植绿肥

常需配合施磷
。

夏闲草木择绿肥第一季后作平 均 增 产 1 9 6
.

9斤 /

亩
,

第二季后作增产 9 9
.

2斤 /亩
,

第三季后作增产 144
.

4

斤 /亩
,

三季共增产粮食4 4 0
.

0 5斤 /亩
,

比对照三季累计

产量增长 3 1
.

4%
。

第四季后作增产效应消失
。

春闲草

木择绿肥第一季后作平均增产 1 10
.

9斤 /亩
,

比对照增

长 1 1
。

5 %
。

夏闲草木择绿肥每千斤绿肥增产粮食 的 平均 数

值
,

在第一季后作是 24
.

2斤
,

第二季是 12
.

3] 于
,

第三

季是 1 8
.

3斤
,

三季总和
,

共增产粮食 5 4
.

8斤
。

每千斤春

闲草木挥绿肥在第一季后作平均增产 16
.

3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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