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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1年我们在河北省架城县聂庄大队做了冬小麦

用铂酸按和硫酸锰拌种的试验
。

.

试验采用大田对比方

式
,

共三个处理
,

每个处理为 2
。

5亩地
,

共 7
.

5亩
。

三

个处理是
:

l( ) 铂拌种
,

冬小麦种籽一斤
,

加一克锡酸钱
,

再

加水一两拌匀
。

(2 ) 锰拌种
,

冬小麦种籽一斤
,

加硫酸锰一克
,

再

加水一两拌匀
。

( 3) 对照
,

冬小麦种籽一斤
,

加水一两拌匀
。

以上三个处理
,

拌好种之后分别在水泥地板上堆

成一堆
,

堆放 48 小时
,
让药液充分被种籽吸收

,

最好

挣种之后
,

放在塑料袋内闷种
,

然后再播种
。

三个不同处理于 1 9 8 1年 10 月 11 日下午同时播种
,

播种量
、

播种机具及小麦品种等其他条件都一样
。

其

出苗情况和幼苗期
、

冬前生长情况分别见表 1
、

表 2
。

不同处理的穗粒数
、

千粒重以及产量情况见表 3
。

从小麦出苗
、

生长以及最后的产量情况看
,

钥或锰

拌种的小麦较对照早出苗几天
,

苗期及冬前
,
地上部

!
l

表 1 不 同 拌 种 处 理 的 冬 小 麦 苗 情

出出 苗苗 相 差差

时时 间间 天 数数

出 苗 叶片长度 《厘米 )

情 况

十株小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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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注
: 1 0月 n 日播 种

,

11 月 3 日调查
。

不 同 拌 种 处 理 冬 小 麦 冬 前 生 长 情 况

处处处 尺尺 每每 平平 个个 个个 地上部分 (克 ))) 地下部分 (克 ))) 条条 条条 无无 每每
理理理 苗苗 尺尺 均均 叶叶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次次 次次 次次 株株

株株株株 内内 每每 以以 以以 鲜鲜 每每 干干 每每 鲜鲜 每每 千千 每每 生生 生生 生生 平平
数数数数 总总 株株 上上 下下 重重 株株 重重 株株 重重 株株 熏熏 株株 根根 根根 根根 均均
调调调调 茎茎 分分 的的 的的的 鲜鲜鲜 干干干 鲜鲜鲜 干干 株株 株株 株株 叶叶
查查查查 数数 集集 株株 株株株 重重重 重重重 重重重 重重 数数 数数 数数 面面

株株株株 包包 数数 数数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积积
数数数数 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 (厘米 2 )))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铝铝 拌 种种 2333 3 888 0
。

777 2 111 222 8
。

555 0
。

3 777 2
。

333 0
。 1000 1

。
222 0

。

0 555 Q
。

555 0
。

02 333 1 222 777 444 7
。

555

锰锰 拌 种种 2 999 3 222 O
。

lll 1 333 生666 5
。

444 0
。

1 999 1
。

666 0
。

0 666 1
。

111 0
。

0 444 0
。

444 O
。

0 1555 111 555 2 333 5
。

333

水水拌种 (对照 ))) 2 444 2 444 000 111 2333 3
。

666 0
。

1555 1
。

lll 0
。

0 555 0
。

777 0
。

0 333 O
。

333 0
。

0 1 333 000 000 2 444 3
。

444

注
:

冬小麦为条播
,

表 中数据 皆为条播 1 尺内的数值
。

于 12 月 1日调查
。

表 3 不 同 拌 种 处 理 的 冬 小 麦 产 量 结 果

理 } 稿 粒 数 千 粒 重
(克 )

亩 秘 数
产 量

(斤 /亩 ) ( % )

增产每斤麦

成本 (元 )

水拌种 (对照 )

2 3
。

0 5

23
。

9 5

2 2
。

8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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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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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1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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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拌拌相锰

注 : 相酸按每市斤 2 8
.

4元
,

硫酸锰每市斤 7 ,

。 2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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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酸按与大豆根瘤菌混合拌种的增产效果

郭 廷 超

(福建省惠安县农业局 》

_

1牙7 6年我们开展了大豆拌翎酸钱试验
、

示范和推

广
。

,

19 79 年又进行了根瘤菌剂与相酸按混合和单独拌

种的对比试验
。

几年来
,

大面积示范
、

推广应用表明
:

相酸按与根瘤菌剂混合拌种比单独拌种好
,

可以增产

10 %左右
。

且省工
、

省本
、

方法简单易行
,

达到了预

期结果
。

现把试验小结如下
。

收 9
.

9斤 (表 1 )
。

混合拌种的增产效果非常显著
。

表 1 大豆根瘤菌剂与钥酸铁混合拌种的

增产效果

一
、

试脸情况

由福建省农科院土肥室提供的优良菌株制成的根

瘤菌剂
,

含菌量约为 5 ~ 10 亿
。

我们分别在县农科所

等 6 个单位
,

10 个点进行试验
。

试验处理
:

( 1) 对照 ,

(2 ) 每亩用大豆根瘤菌 l 斤拌种 , (3 ) 每亩用钥酸按

10 克拌种 , ( 4 ) 每亩用相酸峨10 克加根瘤菌剂 1斤混

合拌种
。

小区面积五厘
,

重复二次
。

二
、

试验结果

一 ( 1 ) 大豆用翎酸按与根瘤菌剂混合拌 种 可 增 产

19
.

5%
,

每亩增收 34 斤
,

比单独拌种的增产总和还多

点刽衡一
注 : 试脸结果 由县农科所

、

城关公社梅 山大队和东园里

春大队提供
。

( 2) 大豆用根瘤菌剂或钥酸按单独拌种
,

或铝酸

钱与根瘤菌剂混合拌种
,

均可促使根瘤数增加 20
.

9~

2 6
.

7 %
,

根瘤重增加 1 4
.

3~ 5 9
.

5 %
。

由于根瘤增加
,

根

系发达
,

因而
,

提高了成荚率
、

成粒率和百粒重 (表

2 )
。

表 2 根瘤菌剂与钥酸铁混合拌种对大豆经济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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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验表明
,

大豆拌根瘤菌剂
、

相酸按或根瘤

菌加钥酸按混合
,

都能提高大豆根部的结瘤能力
,

增

加根瘤数和根瘤重
,

尤其是混合拌种的效果更好
,

增

产更加显著
。

分和根部发育都很旺盛
,

所形成的分粟也多
,

年后小

麦的成穗率
、

穗粒数
、

千粒重都高
,

因而
,

形成了较高

的产量
,

并且增产成本很低
,

值得推广
。

特别是历年播

种冬小麦的三秋大忙季节里
,

时间紧
,

任务重每年都

常留下一些晚播田
,

是否可在晚播田中采用铂或锰拌

种
,

以便提前出苗
,

促其增产
,

值得进行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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