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看来
,

古人把土壤科学要义
,

寓意于
“
土

” 、

“

城
,

和
`
土族

”

的涵义中
,

既一分为二认识
“

土壤
” .

而又

辩证的综合起来说明土壤
,

利用土镶
,

其用心之处
,

造

诣很深
。

几千年前
,

有此认识
,

是很可贵的
。

溯往知来
,

承先启后
,
可以发人深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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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氮 肥 施 用 技 术 的 探 讨
,

张 增 巩

(浙江 省玉环县 陈的区农技站 )

我县过去早
、

晚稻都推广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
,

即

90 % 以上的氮肥作基肥和苗肥施下
,

仅留不到 10 %的

氮肥在中
、

后期捉黄塘 (呈现缺肥的地方 )
。

此种施肥

法虽能夺得足够的苗数
,

为多穗高产打下基础
。

但往

往会形成
“

笑苗哭稻
’

产量不高的现象
,

为此
.

设计了几

种水稻施肥法
,

进行了多年试验对比
,

经小区试验和大

田生产实践证明
,

以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为优
。

试验结

果如下
:

表 1 不 同 施 肥 法 对 产 , 的 影 响 (斤 /亩 )

增一
.

一
渭

(基 肥 2 0 )

(追 肥 3 0 )

(荃肥 2 0 )

(迫肥 3 0 )

(荃肥 3 0 )

(追肥 3 0 )

19 6 6

晚 稻
(羞肥 3 0 )

(追肥 5 0 )

1 9 7 3

早 褶
(基肥 3 5 )

(迫肥 4 0 )

1 9 7 4

晚 胭
(基肥 2 0 )

(追肥 3 0 )

1 9 7

晚
(基肥
(迫肥 (% )

两 攻 一 保

少肥一攻一保

盛典期攻苗

早 期 攻 苗

8 0 1

8 00

7 6 9

7 65

6 3 3

6 3 0

6 2 0

6 0 4

8 6 6

8 6 0

8 0 8

8 3 1

7 6 5

7 1 3

6 7 5

6 9 8

7 3 0

6 9 0

6 3 7

7 1 3

蕊一 {
7 6 3

7 2 5

7 3 5

3
。

7

一 1

注
:

基肥单位是栏肥担 /亩
,

追肥单位 是硫酸按 斤 / 亩
。

表 2 不 同 施 肥 t 和 施 肥 法 对 产 份 的 影 响 (斤 /亩 )

一

—
甲甲下一矿一矛一

犷不厂下一福于荀
.

一处 理 甲

}

—
-一厂

.

一
一一一币
一一

甲一一
-

-

一

—
}一兰}

一 3。
一

{
一 `

生一!-
5。 -

{
“ , 2

}
8 5 3

)
“ 8`

{
“ 0 0

” : “ : “ : ’
}

78 `

}
“ 2 6

1
召5 4

!
“ 吕4

7 : “ : ` : ”
}

7 4 2

}
7 7 9

!
8` 9

}
平 均 } 7 7 8 }

吕 19 }
“ 5 2 } 名8 1

增 产 ( ,̀ )

7
。

8

4
。

6

“ 。。

{
-

8 3 3
! 一

* 是墓肥 : 苗肥 : 穗肥 : 粒肥的比 例
。

. 本文写作过粗中承桨台州农科所伴效 良
、

刘 绍寿两位 同志指导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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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不同施肥法对产 , 的形晌

试验地土澳为粘集土
,

土城肥力较高
、

保肥性能尚

好
,

p H值 6
。
5

。

试验设计共分四个处理
: ( 1)

`

两攻一

保
”
施肥法

,

在插后七天
,

主秘幼穗分化第一
、

二期和主

德减数分裂初期各施追肥 40 %
、

40 %和 20 %
。

( 2 )
“
少肥

一攻一保
”

施肥法
,

总追肥最减少 20 %
,

其余的60 % 和

2 0%分别在主穗幼穗分化第一
、

二期和主移减数分裂

初期施用
。

( 3)
“

盛菜期攻苗
”

施肥法
,

在插后十四天

和二十一天各施追肥 50 %
。

( 4)
`
早期攻苗

,

施肥法
,

50 % 的追肥并入基肥
,

在整地后插秧前施下
,

50 %在擂

秧后七天施下
。

试验结果产量如表

从表 1 看出
,

以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为优
,
比

`
早期

攻苗
”

施肥法增产 6
.

5%
。 “

少肥 一攻一保
”

施肥法虽然

追肥量减少 20 %
,

但是产量反比
“

早期攻苗
”

施肥法增

产 3
.

7%
。 “

盛集期攻苗
”

与
“

早期攻苗
”

施肥法相近
。

几年来大田采用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都容易获得高

产稳产
。

如县良种场的大田 196 6年开始全面采用此法

施肥
,

辅以壮秧等措施
,

早
、

晚稻同时首次超纲要
,
1 9 6 7

年早稻首次破 9 0 0斤关
,

19 7 2年早
、

晚稻超双千斤
。

城

南公社上段大队第十二生产队 1 97 6年开始采用此法施

肥
,

当年早
、

晚稻双上纲要
。

连续三年季季超历史
,

三

年水稻亩产上升7 81 斤
。

去年早
、

晚两季水稻亩产达到

2 14 1斤
。

1 9 7 8年晚稻在古顺公社五一大队第一生产队作了

汕优六号施肥试验
,

取得同样结果
。

本试验的施肥水

平为亩施标准肥20 担
、
3 0担

、

40 担和 50 担 (我省统一规

定每担标准肥约合纯氮 0
.

5斤 )
。

除基肥亩施 30 斤氮水

外
,

全部基
、

追肥都用尿素
。

各水平都设
“

重肥攻苗
,

区

(基肥占20 %
,

苗肥占20 %
,

攻稍肥占10 % )
, “
两攻一

保
”
区 (基肥占30 %

,

苗肥占20 %
,

攻称肥占30 %
,

保粒

肥占20 % ) ,

折中区 (基肥占50 %
,

苗肥占20 %
,

攻艳肥

占 2 0 %
:

保粒肥占10) 试验结果见表 2
。

表 2 表明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亩产 862 斤
,

比
“

重肥

攻苗
”

施肥法增产6 2斤
,

平均每担标准肥多产稻谷 1
.

8

斤
。

ǎ妞、伙à级粗神权

二
、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的增产旅因

1
.

提高成德率
,

增加有效德

提高成穗率
,

增加有效穗数是水稻增产的主要因

素
。

试验结果表明
,

早稻或晚稻在大多数年分
`
两攻一

保
”

比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包括
“

早期攻苗
”
和

`
盛菜期攻

苗
”

成穗率提高
,

有效称数增加 (见表 3 )
。

从表 3 看出
,

除 1 9 7 3年早季气候不正常 (前期长期

低温阴雨 )
,

分菜成穗与往常不一致外
,

其余六次试验

的最高分菜数都以
“

两攻一保
”

和
“

少肥一攻一保
’

施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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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低
。

就以
一

七次平均
,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每亩最高

苗数为4 3
.

6万
,

比
“

重肥攻苗
”

的两区分别少 2 万或相

近
。

每亩有效穗数以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为 高
,

达 到

3 0
.

2万穗
,

比
“

重肥攻苗
”

两区分别多 1
.

5万穗和 1
.

3万

稍
。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的成穗率为 69
.

3 %
,

分 别 高

6
.

3%和 3
.

6%
。

究其原因
,

总肥量全部作萦肥施下
,

产

生大量分菜
,

吸收和消耗大量肥料
,

流失了部分肥料
,

待转入生殖生长时肥力不足
,

致使大部分中
、

小分粟死

亡
,

造成多雍少穗状况
。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分菜后期

(无效分雍期 )肥力不足
,

分菜数减少
。

生殖生长初期

施了攻穗肥
,

稻株吸收了较多氮肥
,

使相当一部分中
、

小分菜成穗
,

增加了有效穗数
,

提高了成穗率
,

提高了

施肥效果
。

2
.

德大粒多

提高每穗实粒数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手段
,

特

别是高产更高产情况下
,

更应着重提高每穗实粒数
。

试

验结果表明
,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比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

穗大粒多 (见表 4 ) ,

从几年来的平均结果看穗部的性状
,

每穗总粒数

和实粒数都以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为多
,

每穗实粒数为

表 4 不同施肥法对穗部性状的影响

} 。 长 每 。 `

万 丽了蕊}
, 谷率

施肥法前吃后空
,

待到幼德分化期和减数分裂期肥力

不足
,

致使穗头变小
。

3
.

提高功能叶片的光能利用率

功能叶片主要是剑叶和倒二叶
,

尤其是剑叶对稍

谷产量影响极大
。

不同施肥法对功能叶片的影响见表

5
。

表 5 不同施肥法对功能叶片的影响

{ 倒二叶 }

剑叶面积 } 而积 {

(厘米 ) 火皿 米 ) {

倒 四 叶
合计面积
(厘 米 )

叶面积

系 数

两 攻 一 保

少肥一 攻一保

盛 菜 期 攻 苗

早 期 攻 苗

1 1 0 {
4 ·

6

9 9 } 魂
.

0

` 0 9
}

`
. 3

10 9 ! 4 。
3

处 理
(厘米 ) { 总粒敬 } 实粒数 社谷数 1 ( % )

两 攻 一

叫
少肥一 攻一保 }
盛草 期攻苗 {
早 朋 攻 苗 !

1 7
。

1

1 6
。

6

1 6
。

5

16
。

3

63
。
8

58
。
3

6 1
。

4

5 7

5 5
。

8

5 1
。 2

5 1
。

7

5 0
。
3

1 4
。

3

5 5
.

8粒
,

比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两 区分别多 4
.

1粒和 5
.

5

粒
。

结实率以盛菜期攻苗区为最低
。

产生上述情况的

原因是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控制了幼秘分化前的笼素营

养
,

到幼穗分化初期重施了一次攻穗肥
,

攻大了穗头
。

减致分裂初期又施保粒肥
,

防止和减少了基部弱势颖

花的退化
,

又增加了每穗粒数
。

与此相反
, “

重肥攻苗
”

从几年试验平均结果看
,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的剑

叶面积和叶面积系数都明显增大
,

中
、

后期功能叶色均

较深
,

提高了叶片的光合作用强度和增强杭逆力
,

有

效地防止早衰
。

与此相反
,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中
、

后期

肥力不足
,

致使剑叶细小
,

功能叶色较淡
,

不能充分利

用光能进行光合作用
。

且倒三
、

四叶转黄快
,

容易早

衰
。

表中单株功能叶 (上位四叶 )面积
, “

两攻一保
”

和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仅相差 l 平方厘米
。

但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无效分集多
,

倒三
、

四
、

五叶面积大
,

田间最大叶

面积系数 (一般出现在孕穗期 )往往以此为大
,

所以封

行早
,

郁闭度高
,

不利稻株的生长和光合产物的积只
。

如县良种场1 97 1年晚稻丰产试验田前期施用了过量的

基肥和苗肥
,

尽管以后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
,

仍不见

效
。

叶片徒长
,

封行早
,

下部出现大量黄叶
,

结实率很

低
,

亩产仅6 00 多斤
,

比大田产量都低
。

我县各地
“

重

肥攻苗
”
攻过头而造成减产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

4
.

增强抗倒伏能力
“

两攻一保
”

比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基部三
、

四节间

明显缩短 (表 6 )
,

增强执倒伏能力
,

有利于获得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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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 同 施 肥 法 对 节 间 长 度 的 影 响

19 6 6 年 晚 稻 节 间 次 序 (节 ) 1 9 7 3 年 早 稻 节 向 次 序 (节 》

计一1了2合一召3峨峨四ǔ第 二 第三
、

四 第 二 { 第三
、

:

nJ91巴J左ó勺眨J亡口口a丹了J任OJta
.

…
二口to冉O目O,上,走,几,上介01匕巴J八O

.

…
冉勺自勺亡J
`生叮10山n曰ǹ两 攻 一 保

`

少肥一 攻一保

盛 萦 期 攻 苗

早 期 攻 苗

1 0
。

7

1 0
。

1

1 2
。 8

1 3
。
2

第

2 3
。

8

2 1
。

9

2 3
。

6

2 3

1 2
。

4

1 1
。

7

1 2
。

6

1 2
。

5

4
。

3

4
。

1

5
。

8

6
。

7

注 : 节间次序是指距茎荃部的距离
。



表 7 不 同 时 期 追 肥 的 产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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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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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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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效是指每斤抓化按或 0
.

5斤尿素增产稻 谷数 (我省 习惯子把尿素一斤当作二斤 笼肥计算 )
。

三
、

称肥
、

较肥的施用技术

1
.

施德
、

拉肥条件

称
、

粒肥能否增产
,

关键是个
“

巧
”

字
,

就是要合乎

水稻的吸肥规律
,

并不是所有水稻都强调施用穗
、

粒

肥
。

实践证明
“

巧
”

就在于看苗
。

即稻苗幼穆分化初期

有明显的落黄现象
,

施用攻穗肥才会有效
。

减数分裂

前叶色有祖淡的表现
,

施用保粒肥才能有增产 作用
。

否则盲目施用使水稻贪青
,

致使严重郁闭和病虫害的

大 t 发生
,

造成减产
。

2
.

稼
、

拉肥施用时期

称肥施用时期是否适宜对产量影响极大
。

根据县

良种场 19 73年早稻广陆矮四号和 19 75年晚稻双孺一号

分别用抓化钱20 斤和尿素10 斤进行分期追肥
,

试验结

果是
:

在齐德前20 一 32 天内追肥
,

早施穗头大
,

迟施德

数多
,

均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尤以齐称前 26 天左右追肥

的产 t 为最高 (广陆矮四号 27 天
,

双播一号 24 天 ) (表

7 )
。

此时广陆矮四号是主茎幼穗分化二期
,

双擂一号

是早长主茎幼德分化进入二期
,

群体为幼穗分化一期
。

因此
,

齐称前 26 天左右便是施攻穗肥的适期
。

因为此

时是叶色祖黄最明显时期
,

容易看清缺肥位置和程度
,

增加准确度
。

太早
,

一则大部分植株未进入生殖生长

期
,

叶色未祖下来
,

看不清缺肥的位置和程度
,

增加盲

目性
。

二则增加无效分菜
,

延迟进入生殖生长期
,

推迟

抽撼成熟
。

太迟
,
失去大部分稻毯的二次枝梗分化期

和巩固中
、

小分雍良机
,

达不到最大限度地增称增粒的

目的
。

具体施肥期
,

还应根据品种和苗情而定
。

一般

粗
、

猫稻宜略早
,

轴稻宜略迟 (早与迟
,

按幼稍分化进度

而言
,

不是指齐称前天数多少
,

下同 ) , 生育期短 (孕穗

期短 )的品种宜略早
,

反之宜略迟 , 三类苗宜略早
,

一
、

二类苗宜略迟
,

高肥地区的一类苗为防止剑叶和倒二

叶过大
,

也可推迟到幼稼分化第三期施 ; 结实率高的

品种宜略早
,

结实率低的品种宜略迟
。

保粒肥宜在主

慈减数分雍初期施
,

约在齐穗前 12 一 14 天施
。

此时施

肥可防止嫂花退化
,

又会加深后期叶色
,

增强光合作用

和抗逆力
,

达到增粒增重高产的目的
。

3
.

称
、

拉肥用 t

攻穗肥用量应看田
、

看苗
、

看品种而定
。

一般田姗

深保肥力强
,

品种耐肥
,

缺肥部位比例大
,

脱肥严奄的

要重施
,

可亩施硫酸按 20 斤左右
。

反之要少施
,

但是一

般也应在 10 斤以上
。

否则效果不大
。

保粒肥可少些
,

具

体数量应看当时稻苗长势而定
,

一般可亩施 10 斤 左

右
。

为了提高穗
、

粒肥的增产效果
,

须结合傲好水控工

作
。

多年来都采用无效分菜期烤田
,

施攻林肥时准浅

水
,

自然落干后继续进行搁田一星期左右
,

以后进行间

歇湿润灌概
。

四
、

讨论与小结

春粮田早稻和连作晚稻采用
“

两攻一保
.

施肥法比
“
重肥攻苗

”

施肥法为优
。

它较能控制无效分菜
,

提高

成德率
,

增加有效穗数 ,攻大穗头
,

提高成移率
,
增加

每稍实粒数 ,剑叶和倒二叶厚大
,
倒三

、

四叶细小
,

封行

迟
,
下疏上密

,

功能叶色深
,

光合势强 , 株型松散
,

各

稻株基部受光均匀
,

个体间生长健壮整齐一致 ,植株矮

壮
,

基部三
、

四节间短
,

有利抗倒 ,后期长势旺盛
,

增强

抗逆力
,

有效地防止早衰
。

幼德分化初期 (齐移前 26 天左右 )是水稻
、

一生中对

氮肥反映最敏感阶段
,

肥效最高
。

此时施肥既会增大

剑叶
、

倒二叶和称头
,

又会增加秘数
,

从而显著地提高

产量
。

特别在 目前大面积施肥水平不很高
,

叶面积系

数偏低情况下
,

强调培育细小而直立的剑叶和倒二叶
,

同时不敢施攻穗肥的做法是不利提高肥效和产盆的
。

幼撼分化初期施攻穗肥会使结实率稍降低 一 点
,

但总粒数的增加远远超过结实率的降低
,

能增加实粒

数
,

提高产童
。

因此
,

就是部分高肥地区在此时也不该

把氮肥控得过死过严
。

肥料不足地区
,

在培育壮秧
,

提高插植密度
,

增加

基本苗数的前提下
,

可减少前期用肥里
,

增加中
、

后期

用肥盘
,

即采取
“

少肥一攻一保
”

施肥法
。

前期多插苗
,

插壮苗少施肥
,

靠插不靠发 , 中
、

后期攻撼保粒
,

努力增

加穗数和粒数
,

较能充分发挥肥效
,

提高产 t
。



油 菜 施 硼 的 增 产 效 果

万 秉 权

(江西省抚州地区 农业局 )

油莱是抚州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
,

历年种植

面积达20 多万亩
,

栽培品种绝大多数属自菜型
。

近儿年

来引进的部分
一

甘兰型油菜
,

因
“
花而不实

”

产量仍不能

大幅度提高
,

但是
,
1 9 78年普遍获得了丰收

。

丰收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施硼是重要因素之一
。

对于油菜施硼

的增产效果
,

我们进行了调查
,

现将调查结果简报如

下
。

一
、

油莱施翻的增产效果

全区 1 9 77年调进翻泥66 0多吨
,

翩砂
、

硼灰共 2 0 0 0

多斤
,

油菜施侧面积 1 0 0 0 0余亩
。

油菜施硼后产量大幅

度提高
。

不论丘陵
、

山区或是平原
,

硼肥施到那里
,

那

里就增产
。

从各地油莱施硼的43 个小区对比试验材料

看
,

施翻的油莱普遍获得了增产
,

没有出现减产的小区
,

施砚每亩增加油莱籽的幅度为 4
.

2一 19 2
.

8 斤
,

平均 58

斤
,

增产率为 2
.

9一 4 2 8
.

2%
,

部分试验小区材料见表 1
。

从各地大面积施翻材料看
,

油莱施硼增产效果也

十分显若
。

黎川县种植的3 00 0亩甘兰型油菜
“

西 南 三

0 二
”

施翻以后显著增产户该县良种场种植的6 9亩
“

西

南三 O 二
”

油菜
,

每亩用硼泥 80 一 10 0斤作基肥
,

抽苔

期喷施一次0
.

15%硼砂溶液
,
平均亩产 106 斤

,

不施硼

的 5 亩平均亩产只有 13
.

8斤
,

每亩增产 9 2
.

2斤
,

增产

“ 8%
。

临川县东馆公社站上大队种植的70 亩
“

西南三

O 二
”

油菜
,

苗期和苔期各喷施了一次0
.

15 % 硼 砂 溶

液
,

平均亩产 15 3斤
,

比不施硼的每亩多收 1 09
.

3斤
,

增

产25 0%
。

临川县农科所 15 亩
“

西南三 O 二
”

油菜
,

每亩

施 80斤翻泥作基肥
,

苗期和初花期各喷施一次0
.

2 %硼

砂溶液
,

平均亩产 2 23 斤
,

比去年不施硼的油菜亩产 100

斤左右增产 1 23 %
。

东乡县农科所 1
.

1亩
“

西南三 O二
”

油菜试验田
,

用0
.

1%硼砂液浸种 12 小时
,

每亩用 10 0斤

硼泥作基肥
,

盛花期喷施 0
.

1%硼砂液
,

亩产 2 17
.

7 斤
,

比不施硼的西南三 O 二平均亩产 99
.

4斤增产 119 %
。

高

肥平原地区的抚州市红雨桥公社红旗 5 队
,

过去种甘

兰型油莱
,

产量很低
,

种植 18
.

8亩
“

西南三 O 二
”

油菜
,

由于在花期喷施了两次 0
.

2%的硼砂溶液
,

平均 亩 产

15 8斤
。

1
.

2亩
“

秀油二号
”
也获得亩产 1 55 斤的好收

成
。

二
、

油菜施翻的增产原因

油菜施硼为什么有如此显著的增产效果呢 ? 我们

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1
.

油菜是一种需硼较多
,

对硼 有良好反应的油料

作物
。

硼是植物正常生长发育所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

的一种微量营养元素
,

尤其是甘兰型油菜对硼的需要

量较大
,

对缺翻的反应也较敏感
。

根据田间观察
,

甘

兰型油莱缺硼的一般症状是
:

植株明显矮缩
,

二次甚

至三次分枝增多
,

分枝部位较低
,

全株呈帚状
。

有的

植株在高度上与正常植株差异不大
,

但株型松散
。

一

次分枝显著伸长
,

枝条弯曲
,

下部短而直的小分枝丛

生
。

叶片变厚
,

具有紫红色斑块
。

主根粗 短
,

支 根
、

细根少
。

在正常终花期之后
,

仍不断陆续开花
,

尤其是

基部小分枝的花序顶端不断开花
,

花期显著延长
。

角

果不膨大
,

细而小
,

不结实
,

少数角果能结实
,

但籽

粒数锐减
、

畸形
,

大小不一
。

在终花至结角期
,

正常

有效分菜终止期
,

随着基肥和苗肥用量的减少和

追肥时期的推迟而推迟
,

投有一个固定时期
。

转入生

殖生长前也不一定都耍有三片叶才能成穗
。

如 1 9“ 年

晚相施肥试验各处理的有效分雍终止期早迟相差 16 天

( 8 月1 7日至 9 月 2 日)
,

1 9 7 3年早稻施肥试验各处理

旱迟相差21 天 ( 5 月 16 日至 6 月 6 日 )
。

这两年的
“

少

肥一攻一保
”

区前期未追肥
,

叶而积系数低
,

有效分萦

终止期都出现在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期
。

更有甚

者
,

1 9 7 3年攻穗肥施后发出的分萦成穗每丛达 3
.

1个
,

占整个分萦成秘的 75
.

6 %
,

成为有效稍数最高者 (见表

3 )
,

获得了较高产量
。

据
一

!
·

多年的观察和实践
,

幼艳

分化初期重施氮肥攻穗
,

是促进三类苗增穗增粒迅速

赶上一
、

二类苗
,

实现平衡高产的有效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