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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水稻坐莞情况

我省常年水稻栽摘面积近 S千万亩
,

坐莞约 5 百

万亩
。

钙质土水稻坐莞面积较大
,

约 350 万亩
。

坐莞后

一般一亩损失稻谷 10 0斤
,

低温年损失更大
。

近年随着

化肥施用的增加
,

坐莞面积不断扩大
,

病情加重
,

采用

一般办法防治收效甚徽
,

严重影晌水稻生产
。

我省钙质土主要是含峨酸钙
,

p H值在 7 以上
,

包

括发育于紫色盆地砂页岩地区的沙澳庙组
、

遂宁组
、

灌

口组
、

自流井组
、

羞莱镇组和城墉岩群等地层上的各类

紫色土
,
以及分布在川西平原的原生

、

次生石灰性土

城
。

以往
,

紫色丘使区的坐莞田主要分布在冲沟的中

下部
,

水稻坐莞多出现在冬水田
、

囤水田
、

深脚烂泥田
,

但是近年坐莞已超出上述范围
,

支冲和场田也有发生
,

甚至发展到了两季田
,

如青神高台公社八大队六生产

队
,

坐莞田占全队稻田面积的一半
,

其中又有约一半

发生在两季田上
。

川西平原的坐苑
,

一直主要发生在下湿潮田上
,

这

些田都含有碳酸钙
,

过去是冬水田
,

现在已经改成水

早轮作
,

但坐莞并未消除
。

上述地区的水稻坐莞
,

以往主要发生在早稻或中

稻的本田里
,

近年却发展到秧田里和晚稻上
,

但影响

最大的仍是早
、

中稻的本田坐苑
。

钙质土地区本田坐莞的主要症状是在栽秧后 10 ~

30 天内发生
。

最初秧苗下部叶片的中部出现细小的褐

色斑点
,

逐渐连片
,

直至全叶变揭
,

并发展至上部叶

片
。

发病叶变脆
,

最后干枯死亡
,

甚至全田死亡
,

砚攀
`

重栽
。

这种症状同日本
、

南南亚各国发生的缺锌症 (即

赤枯 I 型人 k a g a r e T y p e l )一致 〔1〕
。

的土坡上产生的水稻营养失调症有三种情况
,

即可能

缺磷或缺钾
、

或缺锌〔幻
。

四川省钙质土的性质基本上与此相似
,

但考虑到

大部分钙质紫色土含钾 t 不低〔3〕及多年使用礴 肥 的

情况
,

故认为缺锌的可能性最大
。

因此
,

着重研究坐

莞与锌
、

礴
、

氮的关系以及锌肥的经济用法
,

对是否

因缺钾而引起的坐莞
,

只进行适当的土城分析予以排

除
。
田间试验共有三组

:

第 1 组是水稻坐莞与锌
、

礴
、

氮的关系
,

试验处理列于表 1 , 第 2 组是不同施锌方

法对预防坐莞的效果
,

试验处理列于表 2 , 第 3 组是

水稻坐莞后施锌的防治效果
,

试验处理列于表 3
。

每

个处理重复血次
.

试验分布在前述各类钙质土地区
。

供

试品种为杂交稻和桂朝二号
。

锌肥为一水硫酸锌
,

含

锌35 %
,

过礴酸钙含 P 2 0 , 14 %
。

试验区组间扎双田埂

作水沟
,

以便分区排灌
。

收获时分区收割
,

拌桶脱粒
,

分区晒干
,

小秤称 t
。

在坐莞期间取土 (一般为鲜样 )

进行分析
。

表 1 第 1组 田 间 试 验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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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试验研究方法

日际水稠研究所资料指出
,

在高p H值的含钙量高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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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 2组 田 间 试 验 处 理

不施锌

沾抉根

把面肥

秧床肥

不施锌肥

栽秧时
,

亩用 1 斤锌肥沾秧根

亩用 2 斤锌肥作把面肥

亩用 5 斤锌肥撤于秧厢表面

注
:

各处理 其余肥料用 t
,

均相 当于各地 大面积

的沌肥水平
。

表 3 第 3 组 田 间 试 验 处 理

锌 肥 用 t

得的苗情
、

植株性状和产 t 结果分别讨论如下
。

1
。

锌对水稻秧苗及植株性状的影响 锌的 主 要

作用是参与生长素的合成
,

也是碳酸醉醉的必需组分

并参与氮的代谢〔4 〕。

水稻施锌提高了光合作用
,

增加

了碳水化合物
,

加强了盆的代谢
,

防止了坐莞
。

各试验

一致表明
,

栽秧后约 1一 4 周内
,

凡施锌处理的绝少坐

莞
,

秧苗生长正常 , 凡未施锌的均发生了坐莞
,

秧苗矮

缩
,

叶片出现缺锌病症
。

现举青神县的调查为例 (表 4 )
,

在未施锌区都发生了坐莞
,

病叶达 8
.

9一 21
.

3 %
,

而施

锌区无坐莞现象
,

秧苗比无锌区高 8
.

8一 1 3
.

9 厘米
。

施

锌处理的水稻株高
、

穗粒数
、

每稼实粒数都比未施锌

的为高 (表 5 )
,

同时
,

成熟期提早 3一 6天
。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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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s.

|
右厂|es

不 施 锌

娜 秧 肥

喷 锌 3 次

其它施锌方法

不施锌肥

亩用 2 斤锌肥

O
。
2%锌液喷 施 3 次

,

亩用液 6 0一80 斤

锌 肥用法各地 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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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试验研究结果和讨论

(一 )锌
、

确
、

燕与水稻坐莞的关系

关于这个间题共进行了 14 个试验
,

现将试验所测

* 调查地点
:

青神县高 台公社八大队六队
。

土城母质 : 湘口 组萦色土 , p H 7
.

7
,

C O
’ 3 十 + + + ,

有效锌 0
.

6 7 P Pm
.

调 查时间
:

栽秧后 3 0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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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对水稻产一的影响 14 个 试验的产且结果

和土坡有效锌含量列于表 6
,

试验有关养分处理的互

比效果列于表 了
。

由此可以看出
:

( 1 ) 无论扭肥或礴肥施用童的多少
,

凡是施锌的

都比未施锌的增产
。

( 2) 施锌增产效果最大的是处理 2 高笼高礴加锌

与处理 4 高扭中礴加锌
,

其次是处理 6 中氮高碑加锌

和处理 8 中盆中礴加锌的处理
。

说明提高氮肥用量略

有加大缺锌的情况
,

更说明本试验水稻坐克不是缺氮

或缺磷引起
。

( 3) 在中兔中牌的基础上亩用 2千斤猪粪水的 (处

理 9 ) 增产不显著
,

而在中盆中磷基础上增施锌肥的

(处理 8 )却比施用猪粪水的 (处理 9 )平均亩产增加86

斤
,

可见增施有机肥并不能防治水稻严重缺锌坐免
。

( 4) 在等碑 (高碑或中礴 )墓础上增施盆肥的增产

不显著
。

无锌情况下高氮 (处理 l )比低撼 (处理 5 )亩

产减少 28 斤
,

这也说明增施氮肥会加大缺锌
。

( 5) 在等氮基础上增施碑肥时
,

增产也不显着
。

(二 )栽秧前施锌 顶防坐莞的效 .

1
。

秧田施锌的效果 秧田亩用 5 斤硫酸锌
,

可提

有秧苗素质
,

据广汉县试脸
,

在播种后 43 天调查
,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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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 1 组 试 验 的 土 滚 有 效 锌 含 t及 产 t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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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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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P
: 纯 P : 0 5 7 斤 ( 过礴吸钙 5 0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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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比未施锌的秧苗分集多 1
.

8个
,

株高增加 4
.

。厘米
。

2
。

本田不同施锌方法的效果 从表 8的锌肥不同

用法试脸结果看出
:
不管用法如何

,

施锌的增产效果

都很显著
。

效果最好的是亩用 1斤锌肥沾秧根
,

其增

产幅度最大
,

此法锌肥用 t 少
,

成本低
。

亩用 2 斤锌

肥撤施作把面肥的效果也好
。

效果较差的是秧田施锌

而本田不施锌
。

这是因为许多地方栽的是洗根秧 (即

把秧根的泥洗掉 )
,

苗期吸收的锌少
,

遇上严重缺锌的

田块仍满足不了需要
,

因此秧田施锌还需结合本田施

锌
。

但据乐至县试脸结果
,
亩用锌肥 5斤作送嫁肥带

泥移栽
,

每亩增产 13 3斤
,

本田每亩仅合锌肥 0
.

6斤
,

因

此粉来更为经济
。

(三 )坐免后施用锌肥防治的效果

从表 9 看出
,

水报坐克后施锌仍有显著效果
,

但

208

表 8 锌肥不同施用方法的增产效果

试 脸 处 理 } 对 沾秧很 l 把面肥 }秧床肥
( 1斤 /亩 ) }( 2斤 /亩 ) {( s 斤 /亩 )

试试 脸 数数 1 777 1 444 1666 1 222

亩亩 产 (斤 ))) 8 2 999 9 4 333 9 2 888 8 5 888

增增 产产 斤 /亩亩亩 1 1 4* *** 99本*** 2 999

%%%%%%%%% 1 3
。

888 11
。 999 3

。

555

帕 t 侧脸达极显著水平
。

不及栽狭前施用的效果好
。

两种用法比较
,

以亩用 2

斤锌肥作璐秧肥 (追肥 )比用 O
。
2% 锌液喷施三次效果

好
。

(四 )坐莞田土坟氮
、

礴
、

钾
、

锌的含里

分析了29 个坐莞田土族的速效据
、

碑
、

钾
、

锌含量
,



表 , 水稻坐苑后锌肥的防治效果

试试 验 处 理理 对 抓抓 茄 秧 肥肥 0
.

2 % 液液
((((((( 2斤 /亩 ))) 啧 三 次次

试试 脸 数数 1111 1000 1 111

亩亩 产 (斤 ))) 7 0666 7 9555 7 8 111

增增 产产 斤 /亩亩亩 89* *** 7 5* ***

%%%%%%%%% 1 2
。

777 ] 0
。

666

* * t 侧 脸达极显著水平
。

结果列于表 10
。

从表 10 可 以看出
:

l
。

29 个土样有效氮平均为 108
.

5 p p边
,

低于临界

值 s o p p m 的只占1。
。

3 %
。

试验结果也表明不管氮肥多

少
,

施锌可防治坐莞
,

可见这些田不是因缺抓而引起

水稻坐莞
。

2
。

29 个样品中平均有效礴含 t 8
.

7 p p m
,

低予临

界值 5 p p m① 的样品占37
.

9%
。

因此不排除这些田存

在缺磷的可能
,

但调查和试验表明增施礴肥也不增产
,

并且产生了坐莞
,

而增施锌肥增产显著
,

说明缺锌仍

是主导因素
。

表 10 坐 芡 田 土 堆 速 效 氮
、

确
、

钾
、

锌 含 t ( P P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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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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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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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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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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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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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二竺
- …
一

兰一…一竺二卜渭鹦弊嘿嘿共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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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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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n

}
”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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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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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一
:

…
`一

{
“ 。一

{

3
.

29 个土样有效钾平均含量为 gG
.

6 p p m
,

高于南

京土坡研究所分级标准的极 低 限 ( SO p p m ) 和 中低

( SOp p m )② ,
而且样品中只有 12

.

2 %低于 50 p p m
。

同

时
,

水稻缺钾的典型症状是老叶边沿和尖端干枯
,

且

多在生长中期发生
。

调查和试验结果证明
,

本区坐莞

症状和发生时期都与缺钾情况不同
。

4
。

2 9个土族平均有效锌含量为 0
.

6Op p m
,

低于

国际水稻所提出的.0 5~ 0
.

s p p m的缺锌范围 ( 5〕 ,

其中

有 4 8
.

3 %低于 0
.

s p p m , 82
.

7%低于 0
.

s p p m
,

如果以

南京土集研究所的分级标准 i p p垃为准
,

则低于 IP p tn

的占8 2
.

6 %
,

说明坐莞的主要原因是缺锌
。

(玉 》水箱土有效锌含 , 与土滚 p H
、

碳 . 趁

t t 的关系

分析并洲试了 58 个稻 田土壤的有效锌
、

p H及破

徽盐反应
。

“ 个样品中有效锌低于 。 .

s p p m 的有打个
,

占81
.

0%
,

其中有 41 个 p H > 7
.

。
,

占 8 7
.

2%
,

这 41 个

高p H 土样中
,
又有 38 个含有不同程度的碳酸盐

,

占
9 2

.

7%
。

而有效锌高于 o
.

s p p m 的 11 个样品中有 6 个

p H 低于 了
,

这 6个土样中又有 5个不含碳徽盐
,

占

83
.

3%
。

说明土城有效锌含量与土澳碳酸盐含量
、

p H

关系密切
。

一般含有碳酸盐的土壤其p H 都超过 7 ,

大

郁分有效锌含徽低
,

这是四川省大面积钙质土地区水

稻坐莞的主要原因
。

因此可考虑用土城碳酸盐的有无
,

土壤 p H 值的高低
,

再结合坐莞症状来判断是否由缺

锌引起
。

综上所述
,

钙质土壤水稻坐莞的主要原因除土城

含锌量低外
,

大里单一笼
、

碑化肥的施用
,

特别是氛

水
、

碳按
、

尿素
、

钙镁确肥等的施用
,

进一步提高了

土壤 p H 值
,

从而降低了土壤锌的有效性和阻碍水稻

对锌的吸收
。

同时高产品种的推广更加增大了锌的供

需矛盾
,

这是四川省近年坐克面积发展
、

病情加重的

原因
,

这与国际水稻所的调查情况相一致〔幻
。

四
、

结 语

通过对发育于沙澳庙组
、

遂宁组
、

差莱镇组
、

浪

口组
、

城墙岩群地层上的紫色土和新冲积地区的原生

或次生石灰性土等 6 个主要钙质土城上的14 个水稻坐

克与锌
、

碑
、

姐的关系试脸
,

26 个施锌方法试脸和 29

① 刘 志敏
:

作物翻素养份平衡与礴肥增 产 作 用
。

山东土肥所
,
1 9 8 0

。
(未刊 )

② 谢建昌等 : 我国主要土城的钾素 养 分 供 应 借

力与需钾前景
。

第 9 页
,

中国科学忱甫京土城 研究 所
。

(未刊 )

君口9



个坐宪田土雄的分析结果看出
,

在上述土坡上水稠坐

览的主导因素是土城供锌不足
,

大 .t 单一的氮
、

碑化

肥的越用不当也是原因之一
。

分析 58 个摺田土城表明
,

有效锌低于 o
.

s p p m 的

占8 1
.

0 %
,

其中p H高于 7 的占57
.

2 %
。

p H高的土集

中含有不同程度碳酸盐的占92
.

7%
。

因此
,

可 以考虑

用土城破酸盐含 t 和 p H 值结合水稻症状来诊断水稻

坐莞是否是由于块锌引起
。

施用锌肥防治水稠坐莞效果显著
。

最好是防重于

冶
,

预防方法以亩施五斤硫酸锌带土移栽或亩用 l 斤

锌肥沾秧根最好
,

次为亩用 2 斤作把面肥
。

坐克后亩

施 2斤锌肥璐秧或用0
.

2%锌液喷叶三次也有较好的效

果
。

由于施锌防治水稻坐莞效果显著
,

方法易行
,
1 9 8 1

年全省水稻施锌面积近 10 0万亩
, 1 98 2年约 4 00 万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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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白 山 地 区 土 坡 中 的 微 t 元 素
’

孟宪玺 佘中盛

(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

植物
、

动物和人所盆徽盆元素大都直接
、

间接地

来自于土镶
。

土城中缺乏某些徽 t 元素
,

植物就不能

正常生长和发育 , 过多了
,

又会使植物中毒
,

或在植

物体内只积
,

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
。

特别由于近些年

来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
,

土坡徽 t 元素的研究引

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关切
。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小
,

比较完

整地保持了原有自然环境特点和生态系统
,

对此开展

土城徽 t 元紊的研究
,

不仅有助于阐明元素在 自然状

况下的迁移转化规律
,

探讨土雄形成与生物地球化学

作用的关系
,

亦可用以判断流域和毗邻区土城污染状

况和进行污染预报的重要依据
。

本工作共分析了 10 2个土坟样品
,

分别属于五个土

类的22 个剖面
,

都是按发生层次采集的
。

多属北坡土

扭
,

个别为西坡
。

高程自海拔6 00 米至 26 50 米
。

同时还

采集和分析了相应土城上的优势种植物样品
。

全部样

品均由硝故一高舰酸和红氛酸消解
、

处理
,

分别用火

焰分光 /原于吸收法
、

石易护原子吸收法和催化波极谱

法侧定
。

一
、

形晌土坡橄 , 元众的环境条件

(一 )气候特点和土堆垂直分布规律

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

亚洲大陆东岸
,

主峰

白头山为东北地区最高峰
,

向四周呈同心园状阶降
。

由

于近海和地势高耸
,

气候为明显的季风型
。

冬季长而

寒冷
,

夏季短且凉爽
。

年平均气温 3

一 7℃ ( 白头山天

池低于寸℃ )
,

年降水量 700 一 1 0 00毫米
,

全年相对提

度70 一 75 %
,

七
、

八月在80 %以上
。

无霜期不足 120 天
。

气候的垂直分异明显
,

生物 (尤其植物 )
、

土续也随山

势增商和气候的变化而出现一系列与较高纬度相应的

类型
。

长白山地处中纬度
,

属退带湿润地区针烟叶混交

林一暗棕色森林土地带〔 1〕 。

往上
,

其植物和土族的垂

直带讼 (北坡 )是
:
针叶林一棕色针叶林土带

、

亚 高山

岳桦林一山地生草森林土带和高山苔原一高山苔原土

带
。

这种自然景观的垂真结构
,

是欧亚大陆东岸温带

* 文内娜分效据取 自长白山地区环境背景值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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