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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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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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
,

瘩谷较增加
,

甚至倒伏
,

往往不表现增产效果

(表 2 ,

表 3 )
。

如淮安县三堡公社盛庄一队
,

在产羞

较低的田块上
,

西毗使水稠显著增产 , 在前茬小麦单

产 7。。斤 /亩的田块上
,

西毗没有增产作用 ,在后一种情

况
,

虽然西 ltJ 使水稻对氮肥吸收利用率净增加 1
。

72 %

(皿 =
27

,
p 二 .0 06 )( 表 4 ) ,

但并投使水 稻产t 增加
.

因此
,

在高肥力的田间试验条件下施用西毗
,

由于盆

肥效率提高不太大
,

不易准确地侧 t 出来
,

而且产 t

因子又受土壤条件
、

栽培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

因

此能否获得增产效果
,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

表 1 不 同 土 堆 施 用 西 唯 对 水 稻 的 增 产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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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 毗 对 水 稠 性 状 的 影 响

疙 较 产 t { .J 产株移单成

(斤 /亩 ) (个 ) (% ) (斤 /亩 ) 斤 /亩 { %

尿尿素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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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处理 1为两合土 (准安三蛋 )
,

土城 全扭含 t 为 0
.

12 %
, 处理 2 为幼血黄泥土 (吴县农科所 )

.

土城全组含 t 为 0
.

17 %
。

. * 达到统计 上 ( p < 0
.

0 1) 且着平准 . n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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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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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肥力水平水稻施用西唯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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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西毗提高水稻对氮肥利用率的作用

( 1 97 8
,

田间微区 N “ 肥料试验 )

水稻 吸收

N 1 . (% )

净 增 加

( % )

相对增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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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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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 P

尿素粒肥中层施

同上 + e P

尿素粉肥鹅肥表施

同上 + c P

破暇级旅粉肥表施

同上 + c p

琉暇按粉招衰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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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试脸设在准安三鱼公杜圣庄 一队

,

土坡为两 合 土
。

《 2 ) 徽区为埋入田间的无成皿拱圈筒
,

面积约 0
.

0 62 平方

米
,

筒高 45 皿米
。

( 3) 笼肥用 t 为每亩 10 斤纯 笼
,

基

迫肥各半
,

西毗用 t 为纯抓的 3%
,

即 7 5克 /亩
。

( 4) 试

脸采用随机区组和成对比较法设计
,

四次 宜 盆
,
( 5) 表

中效宇 为四次宜 X 的平均值
。

( 6) 供试 水稠品种 为农 垦

6 7 , 6 月 2 3 日摘抉
,

9 月 6 日收获
.

为探讨西毗在田间试验条件下对硝化作用的抑制

效果
,

在水稻生长期间
,

我们选用一
、

二次追肥之后
,

定期对练湖农场二队栗子土
、

十三队油泥土和吴县农

科所黄泥土的试验地采集O一 10 公分的多点混合土样
,

分别测定了亚硝酸菌数量和硝化率 (表 5 )
。

结果表明
,

在试验条件下
,

西毗对稻田硝化作用确有显著抑制效

果
。

这与我们室内多次培育试验的结果一致
* ,

国外施

用抑制剂后 N O 3一N 的消长情况也有类似报导〔 2 、
3〕

。

在

一定时间内稳定 N H ` 一N
,

有利于水稻利用氮素
,

提高

氮肥有效利用率
,

这是西毗增产的主要原因
。

为探讨西毗可能使水稻增产的又一根据
,

我们曾

用西毗对水稻做了两批水培试验
。

第一批试验
,

西毗

选用 l p p m和 s p p m两种浓度
。

结果表明
,

l p p m 时
,

西

毗能刺激水稻根系庞大 , s p p m 时
,

它对水稻根系 和

植株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第二批试验表明
,

西毗在

O
.

l p p ln 低浓度时
,

能促进植株含氮量增加
,

从对照的
1

.

6 4%提高到 1
.

7 7%
,

增加 0
.

2 3% ( n = 4
,

P ( 0
.

0 5 ) ,

叶色较深
,

长势也较健壮
。

这与我们以往的盆栽结果

和田间试验的表现一致
。

国内外也有抑制剂提高植株

含氮全的资料以
、
5 〕

。

我们认为
,

刺激根系伸展发 达
,

特别在低肥条件下
,

根深才能叶茂
,

这可能也是它增

产的原因之一
。

综上所述
,

在田间试脸条件下
,

西毗对硝化作用

* 中国科学院甫 京土城研究所生 钧脱组防 治组 . 关于拐

肥增效刘的情况汇报
,

19 7 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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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西 峨 对 稻 田 硝 化 作 用 的 抑 制 效 果

二
…

·

…
,

处 (斤 /亩

川
`

黑次
’

…
` (

艾
》 `

习于冬一
…

3

:

}
。 2

)
` 。

… 8 2

{ 6 6

货 泥 土

《吴 县农科所 )
施 肥 后 五 天

硫按 17

硫按 17+ e P

7 1
。

4 2

7
。

7 6

注 : 亚硝酸曲菌数用稀释法目定
,

N O 3一N 用燕馏法洲定
.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在低浓度时对水稻根系生长有刺

激作用
。

这是西咙使水稻增产的两个主要原因
。

在中
、

下等肥力的土坡和较低施肥水平的条件下西毗对水稻

有增产作用 , 在土城肥力较离和施肥水平也高的条件

下
,

西毗一般表现为不增产
。

因此在使用硝化抑制剂

西此时
,

必须考虑到它的适当使用条件
,

才能更好地

发挥它的增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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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氨电极测定土壤中尿素的转化

保 学 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法方一

尿素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新型化肥
,

它是固

体盆肥中含盆 t 最高的一种
,

肥效高
,

又不含副成分
,

是有发展前途的化肥
。

尿素是尿态的有机氮素
,

离解度小
,

在 25 ℃时仅

为1
.

5 x l 。一 `
M

,

故可以看做非电解质
。

尿素在 土 城

中的分解是由于土坡中有很多徽生物能分泌尿阵
,

使

尿素水解为碘酸按或重谈酸按
:

1
。

在碳酸少时

( N H : ) : C O + 3 H : 0

一
( N H ` ) ZC O : + 2 4

.

5卡

2
。

在碳酸多时

( N H : ) I C 0 + Z H : O + H : C O s

一
Z N H

`
H CO : + 2 4

。

3卡

根据已有的资料
,

关于土滚的 p H 对尿素转化的

影响比较强询〔 1一 0
,
而关于土壤氧化还原条件影 响

尿素转化的资料则少
。

我们使用氨电极侧定盆t
,

来

了解尿素在不同的 p H和氧化还原条件下的 转化
,

为

合理施用尿素肥料提供一点参考材料
。

为了能使用氨电极洲定尿素转化的H N ` + ,

首先要

了解在洲定过程中尿 t 是否会在孩性条件下发 生 水

解
。
因为如果有水解反应

,

那么在侧定过程中会有N H :

释出
,

而无法侧定尿素的真实的转化 t
。

为了了解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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