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 色 土性 水 稻 土 中锌 的含 t状 况

以 及 锌 肥 对 防 治 水 稻 住 苗 的 作 用
,

李 贵

(润甫省衡 阳县农业局 》

欧阳沸 钱承梁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搜研究所 )

翻南省衡阳地区分布着大面积的紫色土
,

仅衡阳

县由石灰性紫色砂页岩发育的水稻土就有 二 十 余 万

亩
。

从 197 4年开始
,

此类土族上便有零星的田块发生

水稻任苗现象
,

以后面积逐年扩大
,

到 1 9 8。年任苗田

达 习万亩之多
,

其中比较严重的有 4
.

6万亩
。

由于僵苗

每亩减产稻各60 多斤
,

严重者达二
、

三百斤
,

甚至失收
。

为了解决这个间厄
, :

我们对土城中某些营养元素作了

侧定
,

并进行了多点的田间小区试验
,

证实了施用锌

肥对防治水稻侄苗
,

提高产 t 方面效果显署
,

并已在

15 万亩紫泥田地区全面推广应用
,

普遍获得不同幅度

的增产效果
,

现将初步取得的结果整理如下
。

本文所用的分析方法
:
土城全锌含 t

,

采用氢氛

酸
、

硝酸
、

过抓酸分解土样后
,

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侧定 ; 有效态锌的测定用鳌合剂 D T P A (二 乙三胺五

醋酸 )溶液提取
,

提取液成分为。
.

o 05 M D T P A
, 。 .

01

M C a C I :
,

0
.

zM三 乙醉胺 ( PH 7
.

3 )
,

滤液用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洲定
。

锌肥试脸均在白蟹系石灰性紫色砂页岩发育的水

稻土 (紫泥田
、

青萦泥田 )上进行
,

土壤农化性状见表

1
.

表 1 供试土滚的农化性状 (
.

。一 20 厘米 )

土土 城 类 塑塑 pH 值值 有 机 质 ( % ))) 全 撼 <% ))) 速 效 价价 速 效 钾钾 缓效性钾钾
((((((((((( P

,
P Pm ))) ( K :

0
,,

( K
:
0

,

P Pm )))

PPPPPPPPPPPPP Pm )))))

一一一一

范 围围 平 均均 范 围围 平均均 范
、

围围 平均均 范围围 平均均 范 圈圈 平均均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5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萦萦 泥 田田 7

。

6一 3
。
333 2

。

8 3一3
。

0 666 2
。

9 555 0
。
1 4 5一 0

。
1 6 000 n , 民 ,, 2 3二6一 6 7

。

66666 65一 8 333 7 444 23 6一 2 5 555 2 4 666

《《暇化还原型水稻土 》》》》》》》》》》》》》》》》》

青青 紫 泥 田田 7
。
5~ 8

。
222 3

。
0 4一 3

.

4 555 3
。
2 555 O

。
1 6 9一 0

。
1 7 888 0

。
1 7 444 3

。
心9一 3 0

。
9666 13

。

666 6 0一 7 333 6 777 3 15一 3 3 000 3 2 444

(((还原型水相土 )))))))))))))))))))))))))

荒荒 丘 及 早 地地 7
。
1一 8

。
444 0

。
5 4一 0

。
8 111 0

。
6 888 O

。
0 3 1一 0

。
0 8 222 0

。 0 4 666 1
。
9 2一 4 。 4 000 3

。

1666 86一 10 333 9444 3 4 0一 5 3 000 4 3 555

一
、

土幼中锌的含 t

(一 )土壤中全锌含 t 根据国外资料
,
土坡中锌

的含盈为 10 一 3 00 p p m ,

平均含盈为50 p p m 〔 1〕
。

根据

我们现有资料
,

衡阳县萦色土及紫色土性水稻土含锌

t 范围为 8 2
。

92一 12 7
.

92 P P口 ,

平均含锌 t 为 10 0
。

05

p p m
。

比世界土族平均含 l 高出一倍
,

与我国土城全

锌平均含 t 100 p p , 羞本相同〔幻
。

如以表层进行对比
,

姻水田与早地含锌 t 近似
,

而以荒丘含锌 t 略高些 (表

2 )
。

在 1米左右深度的土城剖面中
,

锌的分布比较均

匀
,

并没有积累于表层的趋势
,

国外也有类似报导〔3 、

4〕
.

(二 )土堆中有效态锌的含盆 土壤中全锌含量虽

高
,

但对植物的有效态锌并不一定高
,

因而土壤中全

锌含 t 不足以反映它对植物的有效性
。

土坡中有效态

锌的含盆充足与否
,

对动植物营养关系极为密切
。

根

据我们对 18 个样点及 3个土坡剖面的初步分析结果来

. 湖 南省衡阳县农业局今加工作的还有郭雄
、

杨汉

植 同志
。

22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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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萦色土例面中锌的含t 分布 (以典型剖面为例) 表 3 缺锌对稻苗体内氮
、

礴
、

钾含t ( )%的影响

土 坡 利

用 惰 况

土层深度 !锌 含 盆 ( p p m)

( 厘米 )
} 全 歪 有效态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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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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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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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2· ` 0 1”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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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内洲定值为10 个试脸点的箱苗 分析值 的平均数
。

三
、

锌肥的不同施用方法及其珊产效果

从表 1
、

表 2土城分析的结果可见
,

此类土城 p H

值高
,

有石灰性反应
,

是有效态锌含量很低的土集类

型
。

现将锌肥的不同施用方法及其增产效 果 分 述 于

下
。

(一 )锌肥对水稻植株生长的影响 缺锌植株与施

用锌肥后水稻的生长情况及对产量结构的影响见表4 ,

施用锌肥后的植株比缺锌的分菜率提高 55
.

8%
,

并提

前返青
、

分策
,

抽穗成熟期也提前 2 天
。

施用锌肥后使

水稻有效穗数增加 9 ` 5%
,

每穗粒数增加 1 1
.

2%
,

千粒

重增加 4
.

8% ,空充率减少 4
.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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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田

0 一 2 1

2 1一 3 6

3 6一 8 6

早早 地地 O一 2 000 8 9
。
3 222 0

。

3 222

22222 0一4 555 9 5
。

9 222 0
。

1 444

44444 5一 8 555 9 5
。

7 222 0
。

1 444

荒荒 丘丘 0 一2 000 1 2了
。

9 222 0
。
3 222

22222 0一 4 000 1 07
。
5 222 0

。
2 000

44444 0厘米 以下下下 0
。

1666

注 . 土壤剖面采自湖 南衡 阳县金星公杜

着
,

由紫色砂页岩发育的荒地
、

早地
、

水田
,

其表土含

锌盆范围在 O
。

20 一 o
.

40 p p m 之间
,

低于缺锌临 界值

<O
。

s p p也 )
,

可以认为锌的供给是不足的
。

有效态锌在土城剖面中的含量分布
,

就一般情况

来说表层高于底层
,

有随剖面深度增加而锐减的趋势
。

因而在平整土地
,

修筑梯田时
,
应注意表土的复位

。 表 4 锌肥对水稻植株生长及产 t 结构的影响

二
、

水稻缺锌症状

通过三年多的大田调查和田间试验观察
,

水稻缺

锌住苗症状出现于移栽后 10 一 20 天
,

叶龄 6一 8片
。

新

叶抽出主脉基部带白色
。

叶片变窄
、

短小
,

植株中部叶

片有揭斑或褐条状病斑
,

枯尖 , 下部叶片发脆 易 断
。

披叶较早
,

老化较快 , 株型矮小
,

叶片丛生
,

绿叶少
,

黄叶
、

病叶多 , 根系细弱
,

白根少
,

黄根多
,

分策延迟
。

·

快锌植株体内氮
、

磷
、

钾的变化 (表 3 )
:

水稻苗期

刚开始缺锌时
,

植株体内含氮量比正常的高。 .

50 %
,

碑

低。
.

22 %
,

钾低 1
.

38 %
。

随着缺锌程度加重
,

植株体

内扳
、

钾含量下降
,

而含磷盘上升
。

处处 理理 总苗数数 分雍率率 有效称称 千狡 ttt 空先举举
(((((万 /亩 ))) (% ))) (万 /亩 ))) (克 ))) (% )))

缺缺 锌锌 16
。
222 17

。
444

:;;;
2 3

。
000 乞0

。
8 666

施施锌肥肥 2 7
。
222 7 3

。

22222 2 4
。
111 土6

。
5肠肠

注 : 1 8次试验的平均值
。

(二 )锌肥的增产效果 根据在大胜
、

六塘
、

金里
、

清平四个公社和渣江
、

官埠农科站所进行的 17 个点的

小区对比试验 (每亩施用 20 斤尿素作基肥
,

施锌处理为

每亩施用 2 斤硫酸锌 )结果表明 (表 5 )
:

施锌的比不施

锌的增产
,

平均增产 1 0
.

8% (每亩平均增产稠谷65 斤 )
,

经配对
“
t

”

值测验
,

达到极显著 ( t 二 7
。

9 6 1
,

P < O
。

01

恤 甲 38)
。

前作绿肥田比前作油菜田的增产效果好
。

表 5 锌 肥 对 水 格 的 增 产 效 果

地地形部位位 土 澳 名 称称 前 作作 试脸焦牲
示示 平均产 t (斤 /亩 ))) 增 产产

’’’’’’

不 浦
介
有有 施 锌锌 斤 /亩亩 %%%

低低垄田田 青 紫 泥 田田 草 子子 吕吕 6 0666 6 7 666 7 000 1 1
。
666

((((( 还原型水 稻土 )))))))))))))))

二二排 田田 萦 泥 田田 草 子子 222 6 6 444 7 4444 一 一 }}} 12
。
000

((((( 叙化还原型水相土 ))))))))))) 8 00000

低低垄 田田 育 紫 泥 田田 油 莱莱 555 5 8 888 6 4 666 5 888 O
。
999

(((((还原型水稻土 )))))))))))))))

二二排 田田 紫 泥 田田田 222 5 4 111 5 8 8
。

555 4 7
。

555

(((((氧化还原型水稻土 )))))))))))))

注
:

小区面积 0
.

05 亩
,

对 比排列
,

重复 2一 3次
,

水拍晶种为湘矮早九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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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旅锌方法的场产效果 锌肥的几种施用

方法都有增产效果(衰 6)
。

每亩增产稻谷 4 2一7 s斤
。

每斤硫酸锌可增产稻谷 4 1一 8 17
。

5 斤
。

其中以沽秧根

和作基肥面施的效果较好
,

缺锌的植株于生长中
、

后

期喷施锌肥效果最差
。

此外
,

以沾秧根的经济效益最

佳
。

表 6 锌 肥 不 同 施 用 方法 对 水 稻 的 增 产效 果

试脸

次数

平均

亩产

( 斤 ) 斤 /亩

旅吸锌 2斤 /亩作羞尼面旋

班吸锌 2 0 0克 /亩沾抉很

.
。
1%林吸锌洛液于分获

、

孕粗 期喷施

硫胶锌 2斤 /亩作羞肥面施 + 0
.

1% 硫吐锌溶液于孕称期咬施

对 照

%

1 1 。
3

9
。

7

3
。

1

1 1
。
7

每 斤 硫 吸 锌

增 产 稻 谷

( 斤 )

4 3
。

5

1 8 7
。
5

6 0

4 1

75872490一
口了ùó

.

扭蕊U月正口0J.O品仙O甲.
n甘月石口̀n6,曰

33
自J,口

四
、

不同盆
、

礴
、

钾水平下锌肥的效果

(一 )不同磷肥水平下锌肥的增产效果 根据36 个

点的试验结果统计
,

施礴减产的占试验次数的 6 8
.

8%
,

平均减产 7
.

96 % ,施碑增产的占10 %
,

平均增产3
.

5%
,

经统计测定乃属于土城误 差 效 应 , 施 礴 平 产 的 占

21
.

25 %
。

又据另 12 个试验点的结果表明 (表 7 )
,

未施

(三 )增施钾肥条件下锌肥的效果 每亩施 20 斤氯

化钾加 3 斤硫酸锌的亩产 93 2斤
,

比单施 3 斤锌肥
,

每

亩增产 97 斤
,

增产 1 1
.

6 %
。

根据土集肥力动态祠查
,

紫

泥田速效钾含盆70 p p m 以下的占66
.

7 %
,

小于 30 p p ln

的占1 1
.

1%
,

级效性钾含 t 范围为 2 3
.

4一 2 5
.

7 毫克 /

10 。克土
,

平均 2 4
.

8毫克 / 1 0 0克土
,

因此紫泥田含速效

性钾偏低
,

而缓效性钾含 t 亦较低
,

故在施钾肥的基

础上施用锌肥效果更好
。

表 7 不同确肥水平下锌肥的效果

处处 理*** 试脸 次数数 平均产 ttt
、

冰 产产

(((((((斤 /亩 ))))))))))))))))) 斤斤斤斤斤 /亩亩 %%%

ZZZ nnn 1 222 7 7 222 3 222 4
。

333

ZZZ
n + PPP 1 222 7 4 000 4 222 5

。

888

ZZZ n + ZPPP 1 222 7 3 0000000

* Z n :

硫胜锌 2 斤 /亩
, P

.

过确咬钙 1 00 斤 /亩 . ZP :

过礴吐钙 2 00 斤 /亩
。

碑的产 t 最高
,

增施礴的产盆有下降趋势
,

礴肥的施用

t 愈高
,

产 l 下降相应增大
。

国外曾有报导
,

在富含礴

或大盆施用碑肥的土坡上
,

会引起作物缺锌 〔 5 、

的
。

也

有文献指出〔7 〕为了维持植物正常生长
,

植物需要有`

定的碑 /锌 ( P / Z n )比值
。

我们对紫色土性水稻土的19

个样点 (分布在四个公社 )进行了侧定
,

从结果来粉
,

土

坡 P / Z n 比值平均为52
,

其中有 14 个样点的土城 P / Z n

比值 > 30
,

则水稻禾苗往往有缺锌任苗现象出现
。

(二 )不同氮肥水平下锌肥的效果 据 3 次田间试

脸的结果
,

在亩施四千斤草子作基肥的荃础上
,

分别

施入 10 斤尿素和 3 斤硫酸锌的亩产 93 2 斤
,

比施尿素

50斤和 3 斤硫酸锌的增产62 斤
,

平均增产 7
.

1%
。

由此

可见
,

在土城锌不足的条件下
,

增施抓肥不仅不能纠

正缺锌任苗症状
,

而且还会使产 t 有所下降
。

五
、

结 京 洛

四年来全县参加锌肥试验的公社
、

农科站
、

队共计
3 9个

,

在石灰性紫泥田上施用锌肥其增产幅度为 0
.

4一

3 0
。
5%

,

平均增产 10
.

8%
,

每亩增产稻谷 24 一 150 斤
。

因

缺锌引起的任苗田由原来 台万亩
,

至 81 年已缩小到 8

千多亩
。

而且出现缺锌症时
,

施用锌肥后能使禾苗较

快的恢复正常生长
。

据有关文献报导
,

当土坡有效态锌含量偏低的情

况下
,

大坛施用礴肥
,

将会导致植物缺锌 , 倘若连年

施用尿素亦将会引起土坡缺锌的发展
。

而衡阳县紫色

土性水稻土正是属于有效态锌含量很低的土 坡 类 型

(低于缺锌临界值 o
.

s p p m )
,

由于历年均向水田 施用

红
、

磷等矿质肥料
,

致使水田中盆
、

碑含 t 有所增高
。

因此
,

在施用肥料时应考虑营养元素平衡问题
。

如在

. 施扭肥的同
t

时
,

必须配合施用钾肥和锌肥
,

在一般

不映礴或含礴丰富的田块则可暂时少施或不施 礴 肥
,

才能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

此外
,

在长期演水条件下亦会影响锌对水稻的可

给性〔8〕 ,

因而在此种类型土族上可考虑水早轮作制
,

例如冬季种油菜
、

春季种大豆与棉花轮作等
,

均有助于

改善土城的理化性质
,

提高锌的有效性
。

( 下 转第 2 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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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ǎ但、东

形降低
,

地下水位抬高
,

耕层有机质
、

氮
、

磷等养分

含童逐渐增加
。

图 5 表示微地形变化与耕层有机质含

t 之间的线性关系
,

其相关形式虽和丘陵地区一致
,

但

在对作物产量上的意义却恰恰相反
。

随着人工土层的

增厚
,

耕层粘粒含量随之减少
。

以太仓县西郊公社为

例
,

高好田 (相对高程 3一 4 米 )耕层粘粒平均含里为

7
。
3 %

,

低好田 (相对高程 2
.

8一 3
.

0米 )为 12
.

3%
,

好心

田 (相对高程为 2
.

4一 2
.

8米 )为21
。
2%

。

此外
,

地下水位的升降与作物产量特别是三麦产

6的
y = 27 5 + 1 99 x

蓦
4 0()

8
.

0

{
。

l 。 。

9
6 .0

3的 `
D

.

5 1
.

0

地下水埋深 (M )

图 6 好区春季地下水埋深与小衰产 t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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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也呈直线相关 (图 6 )
,

因此
,

如

控制春季地下水位在一定的深度以下
,

小麦产量显著

增加
,

反之则大幅度减产
。

据苏州地区多年的调查资

料表明〔7〕: 地下水埋深不到 0
.

2米时
,

小麦几乎颖粒

无收 , 从 0
。
2米降至 0

.

5米左右时
,

每亩增产 200 斤左

右 , 从 0
.

5米降至 0
.

8米左右时
,

可增产 100 斤左右 , 从
。 .

8米降到 1
.
2米

,

还可增产 60 斤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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