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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萍的枝茎顶端的分枝 (即顶芽 )具有 生 长 点 组

织
,

可 以分裂产生新萍体
,

当新萍体长大后
,

分枝的基

部即与母体发生断离
,

形成新的个体
。

这就是红萍的无

性萦殖
,

也叫断离萦殖
。

为了探索不 同气温条件下红萍断离繁殖过程中的

顶芽生长速度
,

我们曾在 1 9 7 5年的春夏两季 (4 一 8月 )

进行了一些观察
。

观察材料分两组
,

每一组观察四个

红萍单株
,

每天观察测记一次
。

七月份以前每天下午一

时半至两时进行
,

七月份以后
,

每天下午二时至 三时

进行
。

第一组 四个单株每天用透明塑料方格计算纸测

量
,

记载一次红萍叶面积 /平方毫米直至产生新 萍 体

前
,

当新萍体断离母体后
,

观测其生长量
。

第二组 四个

单株
,

每天观察一次
,

新萍芽断离情况
,

记载发生新萍

体的日期
,

但只记载每一个萍母分出的第一个新萍
,

其

余断离的新萍一律不再观察
。

在观察过程中逐 日测记

当日的平均气温和晴雨现象
。

第一组萍株观察测量资

料列成图 1
。

从图 1可以看出
:

4月下旬至 5月下旬
,

气温变幅一

般在 20 一 30 ℃之间 ,

较适于红萍顶芽的生长
。

平均每

个萍体每天增长量达 3一 6平方毫米
,

而以 4月下旬气温

平均在 25 ℃上下 ,

顶芽生长最快
,

每 日平均增长量最

高可达 8一 14 平方毫米
。

6月份以后
,

气温稳定上升到30

℃左右
,

最高达36
.

5℃
,

顶芽生长迟慢
,

平均每天增长

量 1一 4平方毫米
,

有时甚至没有丝毫增长
,

但从图中可

以看出
,

7月上中旬顶芽生长仍较快
,

出现第二个高峰
,

据我们查了一下气象资料
,

这段时间天气多雷阵雨和

多云 阴天
,

气温多在 30 ℃左右
,

是否是这个原因尚待研

究
。

根据我们的观察
,

气温尽管有时竟高达 36
.

5℃
,

尚

不会导致萍体受伤
,

但萍体颜色变红
,

萍叶很薄
,

生长

接近停滞状态
。

红萍个体顶芽生长量
,

也以 4 月下旬这一世代为

最高
,

萍体壮而大
,

一般均为60 一 80 平方毫米
,

最高达

90 一92 平方毫米
。

4月中旬前因温度较低的缘故
,

个体

叶面积一般仅40 一 50 平方毫米
,

6 月份气温升高后
,

红

萍顶芽生长量显著受到 抑 制
,

个 体 叶面积多为 3。一

40 平方毫米
。

7 月份虽然温度高
,

但是由于雷阵雨较

多
,

红萍顶芽生长量有所回升
,

可达 60 一 70 平方毫米
。

图 2 观察资料表明
,

从 4 月 23 日至 8 月15 日止
,

共
1刊天

,

平均每个萍母断离出新个体 2 5
.

2 5个
,

其中第一

号萍母断离出新萍体最多
,

为 28 个
,

第四号萍母断离

出新萍体最少
,

为23 个
。

按照这个数字平均
,

大约 2 5
.

2 5

4
.

5天可以断离出一个新萍体
。

但是
,

4一 5月份温度较

适合
,

尤其是 4 月下旬断离速率快
,

大约2一 3天就可

分出一个新萍体
。

6一 7月份一般需 5一 7天甚至更长一

点时间
,

才能断离长出新萍体
。

综合上述观察资料可知
。

红萍顶芽的生长速率以

4 月下旬为最快
,

萍体叶面积也最大
,

是红萍生长最旺

盛的阶段
,

也是鲜萍产量最高的时期
。

其次
,

5 月份

断离繁殖速率也较快
,

也值得认真抓紧繁殖利用
。

6

月份以后
,

红萍顶芽的生长速度减缓
,

断离繁殖受到抑

制
,

萍体叶面积也显著变小
,

是红萍越夏保种的阶段
。

但是
,

在越夏过程中
,

尽管高温会抑制红萍顶芽的生

长及断离
,

如遇到雷阵雨天气
,

仍有利于 红萍的顶芽生

长繁殖
,

75 年观察过程中 7 月中下旬的雷雨天气影响
,

出现了另一顶芽生长高峰
,

就足 以证明这一点
。

根据这次初步观察结果
,

我们建议利用下面二条

途径
,

大力发展红萍
,

增加早
、

晚稻的基肥
,

夺取粮食高

产丰收
。

1
.

利用红花绿肥翻沤 后 (一 般 4 月上 旬前 ) 至早

稻插秧前 (一般 5 月上旬前 )的红萍顶芽快 速繁 殖 季

节
,

大养春萍
。

养萍后既可 以捞取作田头窖沤肥
,

供二

晚基肥使用
,

捞不尽的红萍可以作为萍种继续留在早

稻田养殖
,

增加稻田有机肥料
。

2
.

适当推迟一部分早稻田的栽插时期
,

如 4 月下

旬栽的可考虑推迟到 5 月上旬来栽
,

这样争取 20 天左

右时间繁殖红萍
,

增加早
、

晚稻的有机肥料
。

但推迟栽

的比例不能过大
,

而且要妥善处理好这部分迟栽田的

品种茬口
、

秧令播量等问题
,

既要多产萍肥
,

还要夺取

迟栽田水稻的高产
。

参加本项工作 的有红色公社农 科所徐凤邦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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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红萍顶芽生长速度与气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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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土 壤 科 学 的 研 究 现 状

李 庆 速 龚 子 同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我们随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考察团
,

于三月二十

二日至四月十二 日在日本先后访问了东京农业 大 学
、

东京大学农学部
、

京都大学农学部
、

国立农业技术研究

所
、

热带作物研究中心
、

农业土木研究所
、

果树试验场
、

木京农机所
、

农业试验场以及静岗
、

爱和
、

爱媛
、

熊本
、

鹿儿岛五个县的试验场
、

畜牧场
、

林场和设施栽培 (指

在温室条件下生产农产品 )
。

回国以后又陪同日本农业

科学工作者
,

在湖南桃源县做了五天的考察
。

在这里就

考察所见
,

以及日本朋友提供的文献资料
,

对日本土

城
、

肥料及植物营养方面的科研工作做扼要介绍
。

土壤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的现实
。

因此
,

在

谈土壤科学的研究工作以前先介绍一下 日本农业的特

点
。

一
、

日本农业的特点

1
.

以工业装备农业 日本自五十年代
,

特别是

六十年代以来
,

随着工业的高度发展
,

逐步的实现了农

业现代化
。

机械化
、

电气化和化学化程度较高
。

一九七

七年的水平是
:
机械

,

每公顷十匹马力 , 电力
,

每亩三十

五点六度 , 化肥
,

平均每亩施用约 58 斤 (以 N
,

P Z O 。 ,

K : O 计算 ) , 塑料薄膜
,

每亩二点四斤
,

同时设施农业

也蓬勃发展
。

目前
,

日本的农业是以工业装备起来的

农业
。

2
.

高产的农业 日本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
。

水

稻栽培面积占谷物面积 93 %
,

产量占97 %
。

多年来水稻

单产稳步上升
,

虽面积逐年减少
,

总产不减
。

一九七

七年亩产稻谷九百三十斤 (折合糙米七百四十 三 斤 )
。

日本目前森林复盖占土地总面积的 68 %
,

为农业生产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

日本的畜牧业是专业化的
,

一般在山里建立小型养牛
、

养猪
、

养鸡场
。

目前
,

鸡和鸡

蛋已 自给
,

牛肉自给率为 69 %
,

猪肉自给率86 %
,

果

树生产中柑桔发展最快
,

亩产三千多斤
,

年总产 3 54

万吨
,

仅仅爱媛一个县相当于我国全国产量
。

3
.

以兼业农户为主的农业 日本全国耕地面积

8
,

2 7 2万亩
,

其中水田 占4
,

8 2 5万亩
。

农业人 口 2
,

2 2 3

万
,

占总人 口 20 % 弱
。

按人 口计
,

每人平均耕地七分
。

按农业人 口计
,

每人平均 三 亩 多
。

全 国 共 有 农 户

4
,

7 8 8 2 2 0户
,

其中专业农民 6 1 9
,

7 7 0户
,

占2 2
.

9 %
。

以

农业为主要收入的第一类 兼 业 农 民 8 84
.

1 00 户
,

占

18
.

5 %
。

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 的 第 二 类 兼 业 农 民

3
,

28 4
,

34 0户
,

占6 8
.

6 %
,

农民收入并不低于工人
.

但

专业农民仍在不断地减少
。

4
.

日本农业上的几个向题 首先是土地利用率

低
,

农机具利用率也低
,

农产品自给率下降
。

1 9 6 0年全

国农地复种指数为 13 3
.

9 %
,

至 1 9 7 6年为 10 3
.

5 %
。

同

时
,

每个农户为了保证季节
,

不 得不购置大批的
、

全套

农机具
,

而很多农机具一年只用几天
。

日本谷物自给

率3 7 %
,

除大米外其余靠进 口
,

特别是小支
,

只能满足

需要的 4 %
,

1 9 7 6年进 口达58 2
.

7万吨
。

其次
,

随着肥料
、

农药
、

农机具的增加
,

消耗越来越

1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