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子图
、

能快速粗略统计各类土坡面积等优点
。

使用

仪 器 也比较简单
,

一般计算站即可完成
。

当然
,

这次

试脸是 很 初浅的
,

只是从已知到已知
,

并没有多大的

生 产 价值
。

但它的意义在于
:

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
,

初步掌握了电子计算机 自动绘制土城 图 的基本方法
,

为在我国研究土城制图自动化迈出了第一步
。

今后我

们考虑
:
一方面要继续深入开展土坡波谱特性变化规

律 的研究
,

深入掌握它和各种遥感数据的相关性
,

为

从根本上 解决应用计算机处理遥感磁带数据进 行 土

城 自动识别分类与制图的程序
、

模式 等 间题提供可

靠依据 , 另 一方面
,

要系统研究从遥感图象与地形图

上提取与各种土镶 形成发育有关的定量地形数据
,

把

它作为改造
、

整理现有土坡分类系统与指标的蓦础
,

使

之适合于计算机 自动识别
、

制图的要求
。

我们认为如把

这两方面的工作系统开展起来
,

积累起相当的数据
,

将

有可能较完善地建立土城遥感 自动识别与制图的全 自

动化作业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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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甲 嗦 氮 肥 增 效 剂 施 用 效 果
,

印 天 寿

(安徽农学院淮北分院 )

2一甲墓
一 4

,
6一双 (三氛甲墓 )均三嚓简称舰甲嗓

,

是

我省蚌埠化工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一个盆肥增效剂的新

品种
。

与氮肥拌合施用
,

可以提高氮肥肥效
,

促使作

物增产增收
。

为鉴定抓甲嗓的施用效果
,

自1 97 5年起
,

连续地进行了四年试验
。

试验在我所及我场若千大
、

中生产队进行
。

土质

均为粉砂粘族型土壤
,

p H值为 6
.

。一7
.

4
,

土坡有机

质为 2
.

3一 1
.

6%
,

全氮 0
.

06 2一0
.

0 53
,

全碑 0
.

0 2 4一

0
.

0 30%
,

代换量为 7
.

5一 1 2
.

3毫克 / 1 0 0克土
。

表 1 级甲嗦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作 。 …处

.

{
对

早 稻 }抓甲哪荃脚
(湘般早 “ 号 ) }抓甲嗦 (荃迫肥 )

产 t

(斤 /亩 )

增 产

斤 /亩

{
%

3 7
。

0

7 5
。

0

5
。

2

1 0
。
5

000
ǔ

20..

…
吐曰nU众ù
-自勺月产,二ù勺8

一J性月才目肠才̀开才一J借J弓

双 季 晚 稻

(武 农 早 )

对 照

舰 甲嗓 (荃迫肥 、 3 4
。
8 1 1

。
2

试脸结果和讨论

瓜蔽- 藻一 }
对 ,

}
`沪 农 早 ) }抓 甲嘴 `基追肥 )l

2 3 9
。
6

2 6 4
。

2 2 4
。

6 10
。

3

1
。

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我们施用的抓肥以 碳 酸

组按为主
,

抓甲嗓按施氮肥总氮盘的 3%拌 用
。

在 水

稻
、

油菜
、

小麦
、

棉花上试验
,

均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一般约增产 5一 10 % (表 1 )
。

2
。

对生长发育的作用 舰甲嗓有利于作物 的生

长发育
。

表现为水稻的株高增加
,

叶色较绿
,

能早发多

菜增雄
,

有效称数增加
,

但穆粒数及千粒重则稍 见 减

少 ,油菜的颈较粗
,

开盘较大
,

植株较高
,

分 枝 数 较

对 照

饭 甲嘴 (基迫肥 )

( 7 1一8 15 )

对 照

抓 甲嗦 (追肥 )

3 6 0
。
2

3 7 9
。
2 1 9

。

0

1 6
。

2

5
。

3

注 : 试验一般均重复 2一 3次
。

棉花系籽棉产 t
。

* 本试脸在安徽省白湖农场农 科所进行
。

得到蚌埠化工

研究所及省农科院的帝助
。
还有陆华同志今加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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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有效英果数增加 (小区 )
,

或每英果 粒 数 增 加 (大

田 ) ,小麦叶色深绿
,

株高增加
,

秘粒数增加 (表 2
、

表

3
、

表 4 )
。

3
.

对土堆的硝化抓制效果 对施用氯甲 嗓后 的

土坡进行侧定
,

结果为
:

在一定时期内
,

钱态抓含 t

保持较高
,

而硝态兔则相反
,

较少
。

例如
,

在油菜地

试验
,

施苔肥后连续三次分析土集 (表 5 )
,

结果说明硝

化抑制效果是较好的
。

表 2 级 甲 啼 对 水 稻 生 长 发 育 的 作 用

株 高 } 有 效 趁 ! 往 粒 数

总 粒 数 实 较 数
谷 草 比

产 t

(斤 /亩 )

抓 甲嗦 ( 羞肥 )

叙甲嗦 ( 基迫肥 )

6 9 。 6

6吕。 7

(毯 /丛 )

8
。
6 5

9
。

9 0

1 0
。
4 3

5 2
。

6 9

5 1
。
4 1

5 2
。
7 2

4 0
。

8 5

3 9
。
3 8

3 7
。

78

2 7
。
6 5

2 5
。
9 5

2 6
。
7 7

1
。

二诬

1
。
3 1

1
。
3 7

7 13

7 5 0

7 8 8

5 。
1 9

10
。
5

表 3 氛 甲 嗦 对 油 菜 生 长 发 育 的 作 用

分 枝 致
单 株 总 英

果 数

单 株 有 效

英 果 数

每 英 果

狡 数

千 较 重

(克 )

产 扭

{
增 产

( 斤 / 亩 ) { (% )

.

高,

米厘

株̀

小小区试脸脸 对 照照 12 4
。

111 2 2
。
666 4 6 4

。

333 2 7习
。
666 1 9

。

111 2
。

7 555 2 9 2
。 777 1 2

。
888

级级级 甲 嘴嘴 12 4
。
999 3 3

。
222 5 2 5

。
777 3 2 4

。

555 1 8
。
555 2

。
7 555 3 3 0

。
22222

大大 田示范范 对 照照 1 1 4
。
000 2 5 。 555 5 0 4

。

aaa 3 1 1
。
777 1 2。

222 3
。
1 555 2 3 9 ,

666 1 0
,

333

氮氮氮 甲 嗓嗓 1 19
。
555 2 7

。

111 5 7 4
。

000 3 1 0
。

999 1 4 。 777 2
。
8 999 2 6 4

.

22222

表 4 氛 甲 嗦 对 小 麦 生 长 发 育 的 作 用

株 高 每 抽 数 l 称 长

祖 克 数
重 } 产 t !增 产

( 厘米 ) (万 ) ( 厘米 )

千 粗

( 克 ) (斤 / 亩 )

对 服 }
3 % 叙 甲 嗦

5 % 舰 甲 嗓

7 2
。
5

7 8
。

1

7 8
。
9

一

万厂下丽门 }
’ 7 · 2

】 ` 3
·
4 】 2 7

·
o 】

一竺兰一 !一里生i !_ “ 0
·

“ }

3 1
。
0

3 6
。
0

2 9
。
8

( % )

1 6
。

1

1 0
。
7

表 5 抓 甲 嗦 对 土 堆 的 硝 化 抑 制 效 果

时间 ( 月 / 日 ) <连克 / 1 0 0克土 ) ( 毫克 / 10 0克土 )

按硝 态态
第 一 次 侧 定

( 3 / 2 )

3
。

6 7

2
。

00

硝 态氮 占 35
。

3

抓撼态态按硝第 二 次 侧 定

( 3 / 8 )

3
。

37

1
。
73

硝 态笼 占总 t % 3 4
。
0

3
。

9 9

1
。

9 2

3 2
。

5

4
。
匀4

2
。
2 5

3 1
.

3

第 三 次 侧 定

( 3 / 2 2 )

0
。
9 7

1
。
15

0
。
8 9

0
。
4 5

抓笼态态按硝

硝态笼占总 t % 5 4
。
2 3 3

。
6

注
:

2 / 2 4施苔肥
,

按总佩 t 3% 拌用抓 甲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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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对组织液营养水平的影响 对油菜施 用 舰甲

嗓后连续三次检查其植株组织液
,

结果是
:

苔期检查

两次
,

氮
、

碑
、

钾浓度一般较低
,

是因为油菜的生长

比较旺盛
,

营养物质在较大的体内分散
,

所以浓度较

低
。

但进入花期
,

进行了第三次测定
,

却发生了明显

的转变
,

植株组织液中
,

氮
、

礴及钾均较多
,

这有利

于开花结荚
,

提高产盆 (表 6 )
。

表 6 氮甲嗦对油菜组织液营养水平的影响
. |)一n
.一nó一八甘11一0

tJ内U一八甘70一n
ó几U.U工苏旧一3

户甘八.一3
.七5一3
,甘nō一耳卯一32一52一513

洲 定 时 间

(月 / 日 )

侧 定 项 目

第 一次洲定

( 3 / 2 )

硝 态 撼

礴

钾

( P Pm )

4 0 0

67

2 0 e 0

第二次侧定

( 3 / 8 )

硝 态 盆 3 5 0

7 4

2 00 0

礴钾

第三次洲定

( 3 / 2 2 )

硝 态 犯

碑

钾

7 50

1时

1 50 0

注 : 采样部位均为主 茎顶叶往下效 的第五及第六 叶叶

柄
。
采祥时间为早层 8 时至 8 时 3 0分

。

洲定硝态

抓用梢旅试粉法
,

礴用铝兰法
,

钾用四笨 . 钠浊 度

法
,

洲定宜友三次
。

5
.

施用效果的影响因素 抓甲嗓施用效果 的 影

响因素
:
在砂质土城上施用抓甲嘴没能获得增产

,

在高

舞水平下抓甲嚓效果低于低氮水平
。

除这些影响因素

外
,

我们的试验结果还表明
,

水稻田及土坡 p H 值对

抓甲嗓施用效果有一定影响
。

历年来我们在水稻上施用抓甲嗓
,

有时是增产的
,

但有时则不增产
。

经研究后认为
,

土壤 p H值 可能有

一定的影响
,

如果土坡水浸出液p H 值是偏孩 性 的
,

可能是平产或减产
。

我们也对其它一些增效剂品种进

行了试验
,

所得结果相同 (表 7 )
。

p H 7 以上的偏孩性土镶不能增产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按态扭的挥发损失较多
,

同时硝化抑制效果较差
。

取土镶分析
,

按态扭含 t 未见增多
,

而硝态抓含蚤也

没有减少 (表 8 )
。

对早地作物在偏孩性土城上仍增产
,

其原因
:
一是

早作施肥系沟施
,

施后即复土
,

故土集虽然偏碱
,

但

氮肥的挥发损失较少 ;二是早地土壤的通气状况良好
,

处在氧化状态
,

土坡硝化作用较强
,

作为硝化抑制荆

的抓肥增效剂便能发挥出较大作用
,

土坡分析结果确

也表明如此
,

即在一定时期内按态氮较高而硝态姐较

少
。

故与水稻不同
。

6
。

不同拌用 t 的效果比较 对舰甲嗦的拌用t
,

我们进行了比较试验
。

试验在单季晚稻田进行
。

结果

表明
,

1% 拌用量太少
,

无甚效果
,

增大拌用 t 至 3一

4%
,

则效果明显增加 (表 9 )
。

表 了 土 堆 p H 值 对 水 稻 施 用 级 甲 嗦 效 果 的 影 响

PPP HHH 早 稠 产 t (斤 /亩 ))) P HHH 双 季 晚 胭 产 t (斤 /亩 》》

对对对 照照 氛 甲嗦 (基肥 ) }抓 甲嗓 ( 基追肥 》》》 对 照 1抓 甲 嘴嘴 眯 荃 施 脉脉 三饭 甲羞毗旋旋

666
。
666 7 13

。
000 7 5 0

。
000 7 8 8

。
000 芍

。
888 4 42

。

222 47 7
。

000 5 6 5
。
000 5 7 8

。
000

777
。
222 7 9 6

。
22222 7 8 2

。

555 7
。
222 6 6 0

。

000 6 5 0
。
0000000

777
。
333 8 2 8

。
00000 8 2 0

。

0000000000000

注
:

试 脸地点为一大队种子队
, 本所试脸区和本所水稻队

。

试脸地面积为 1一 3亩
。

级甲雌及眯荃硫碌均按总纽 t 的

3% 拌用
,

三级甲荃毗 陡按 2 % 拌用
。

表 8 偏 碱 性 水 稻 土 施 用 级 甲 嗦 后 土 滚 分 析 的 结 果

洲 定 项 目 照 } 抓 甲 嘴 } 眯 基 盛 皿 三筑甲荃毗呢

, 。 :

【
.2

于一 }
一 .16 “

}
梢 奋 笼 }

” .36 }
”

·

1s
’

}
硝 态抓占 a t % } ’ 刁

·
4 } 10

·

l
}

1
。

76

0
。

26

I
。
7 3

0 . 4 2

1 3
。

0 19
。
5

注 : 采土时间8/ 17
,

为第二次迫肥后 第七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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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氛 甲 嗦 不 同 拌 用 t在 水 稻 上 的 效 果 比 较

合产折亩株 高 有效祖
一

, ,

} 毯 粒 数
秘 仁 }

_
千 , 重 { 小 区 产 t (斤 )

增 产

实粒数

(厘米 ) (万 /亩 ) (厘米 )

实粒率

(% )
(克 )

2
}

: ! 平 均 }
(斤 ) (% )

井用t

ó切é厅JJ任ùn甘尸aùó暇口户合月了自七UQ工匕,̀月̀O臼口亡.0月七一匕魂七O口J任恤几才̀jlób七J自七6
冉O

对 照

{
” ,

·

。

1% 1 1 0 2
。
4

1 4
。
4

1 3
。
6

1 5
。
0

15
。
0

15
。
2

1 0 3
。

0

1 0 7
。

2

1 2 8
。

3

12 9
。

0

11 3
。

4

2 7
。
0

nù跪U丹tJ`
.

…
咋.一了心U月O移心自ó勺乙,一

Rùó抖八UC甘巴d
. .

…
OùOU
,.二nJ内」

20
目心U已J,Q

2%

8
。

3

任̀,自一ó0自
.

…
匕Jlbl卜dtlO曰OURó石11. .1比J九b八U

..

…
O口丹J月UQ甘n恤O口OUO曰口U0.

3%

ó

照
,。`̀

/。ù

4 ,`

11 3
。
2

1 07
。

3

1 14
。
7 8 8

。

6

5 8
。

6

5 8
。
6

5 9
。

6

6 3
。

0

6 5
。

O

9 7 8

9 7 8

9 9 3

1 0 5 9

10 8 3 10
。

7

注 : 小区面权 O
。
1 67 亩

,

试脸重 X 三 次
。

另在小交上也进行了比较试验
,
以 5% 或 3%拌用 t 较好

。

通过连续四年的试验
,

我们认为
,

氮肥增效剂氯

甲嗓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

一般可使作物增产 5一 10 %
。

对氯甲嗓的拌用量
,

我们提出
,

按总氮量的 3一4 %拌

用比较适宜
。

硝 化 抑 制 剂西 毗对 水 稻 的增 产 效 果
`

减 双 周秀如 潘映华 李良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镶研究所 )

据报导
,

在一般田间微区试脸中
,

施入的化肥氮

中不能回收的部分高达 40 一 50 %
。

特别是在千湿交替

的水稻土中脱氮作用更为严重
。

少量 日本资料 介 绍
,

档田盆肥损失 31 一 61 %
,

平均 52 % 〔 1〕 。

氮素 损失 的

主要原因一般认为是淋溶作用和生物反硝化作用
。

因

此
,

研究如何减少氮素淋溶和防止生物反硝化 作 用
,

具有实际意义
。

因为紧接着硝化作用的发生
,

反硝化

作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

控制了硝化作用既可减少硝

态盆的淋溶损失
,

又可阻碍生物反硝化作用的进一步

发生
,

是减少龙素损失的途径之一
。

为了减少因脱氮

作用而造成的氮素扭失
,

除采用深层施肥
、

包膜肥料

等措施外 六十年代起
,

硝化抑制剂的应用也成为国

内外减少氮素损失和环绰保护的研究课题
·

近几年
,

我们就硝化抑制剂西毗〔2一氛一 6( 三氯

甲基 )毗吮〕 ( C P )和硫脉等在江苏省主要土城类 型 上

对水稻作了田间小区试验
,

就其有效施用条件
,

如土坡

类型和肥力高低等做了初步探讨
,

现将西此试验的结

果作简要报导
。

田间小区试验
,

分别在吴县
、

丹阳县
、

淮安县和洪

泽县进行
。

试验土壤分属漪育性水稻土和潜育性水稻

土两种
,

为中性或石灰性反应
。

试验均施用有机肥和

确肥
,

氮肥用盆为每亩 15 一 45 斤尿素
,

西毗用蚤为化

肥纯氮量的 2 %或 3%
。

氮肥与抑制剂 (先与少 t 干 细

土拌匀 )棍匀后撤施
,

随即耘稻
。

施用期分为面肥 (或

分草肥 )和德肥
。

试验小区面积为。 .

03 亩一。 .

3亩
,

重

复3一 4次
,

每小区实行单灌单排
,

单打单收
。

试验中
,

资料比较完整的且有三次以上重复的计

49 例
。

其中亩产 70 0斤以上的有40 例
,

这 40 例之中统计

上达到显著平准的有 3 例
,

占7
.

5% , 亩产 7 00 斤以下

的有 9例
,

其中统计上达到显著 平 准 的 有 6 例
,

占

6 6
。

7 %
.

根据我们的试脸
,

西毗对水稻产盆的影响
,

在不

同的土坡上
,

只要是氮肥有显著效果的地方
,

稻谷产

量一般在 70 0斤 /亩以下的
,

通常都能获得增产效果 (表

1 )
。

往往表现为分策增加
,

加快抽称速度
,

抽秘整齐
,

成穗数增多
,

剑叶功能期延长
,

有明显的 增 产 效 果

(表 2 )
。

而对于土壤肥力较高
,

或施龙肥盈较多
,

姐

素供应充足的条件下
,

或者其他限制因素使氮肥不能

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

虽然分栗增多
,

但延迟抽稚
,

贪青

* 参 与大 t 工作并修改本文的还有准安县农业局演升值

同志
,

吴县农科所刘茂林同志
,

丹阳国营练湖农场吴世忠 同

志 , 洪泽县 农业局衰成位
,

陆维臣同志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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