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亩施3 2斤磷素的
,

多收 1 8
.

1斤
。

曾有报道〔 2〕 ,

小麦吸收磷主要在抽穗前
,

抽穗以

后所吸收的磷
,

主要积累在根部
。

据春麦抽穗 ( 5 月23

日)及成熟 (6 月23 日 )时取土分析结果表明
,

亩施 23 斤磷

素的
,

春麦生长后期遗留在土壤中的速效磷多 ( 1 1
.

2一

8
.

s p p nt )
,

下茬可少施或不施磷肥
。

亩施磷素 16
.

1斤的
,

与播前土壤速效磷 4
.

6 p p m较接近 ( 5
.

2一 2
.

SP p m )
。

而

亩施 6
.

9斤磷素的
,

则出现土壤速效磷含量 (3
.

6一2
.

4

p p m )比播前有降低的趋势
,

说明至少不能低于这一用

量
,

下茬作物需要增施磷肥
。

以下 )
,

把磷肥施在5一 6厘米 (即种子下 3厘米附近 )
,

则

增产显著
。

当土城速效磷在以 11 一 2 3 p p m时
,

磷肥深

施 20 厘米
,

也可提高产 t
。

2
.

潮土麦田施用磷肥
,

重点应放在土 坡 速效礴
7

.

6 p p m 以下的地区
,

经济效益较高
。

3
.

土壤速效磷很低 ( 4
.

6 p p 二 )
,

土壤熟化程度差

的潮土麦 田
,

单施氮肥无效
,

加施磷肥显得更为重要
。

亩施磷童 ( P : O 。
)以 16 斤左右较为适宜

。

三
、

小 结

1
。

潮土麦田磷肥施用深度与土壤速效磷 含 量高

低
、

熟化程度和温度等密切有关
。

如土壤缺磷 (7
.

6P p m

参 考 文 献

〔 1〕 汪植琼
:
田间试脸— 纽料薄腆池栽 法

,

土 城 肥

料
,

第 6 期
,

第 4 5页
,

1 9 79
。

〔 2〕 区沃 恒等 . 小交的礴素营养
,

中国农业科学
.

第 ,

期
,

第 4 ,页
,

i , 7 5
-

不同轮作制对改造次生潜育化水稻土的初步探讨
’

陶 世 栋

(湖南衡 阳地 区农科所 )

次生潜育化水稻土是一种分布较广的 低 产 水 稻

土
。

据我区五个县的土壤普查资料统计
,

这类稻田占

25 %左右
,

比第一次土集普查增加 10 % 以上
。

次生潜

育化水稻土的主要特点是还原性物质较多
,

有不同厚

度的青泥层存在
,

通透性不良
,

泥温低
,

化肥胃 口大
,

供肥迟缓
,

早稻禾苗发僵或坐克
,

亩产比一般稻田低

二三百斤
,

严重地影响我区大面积平衡增产
。

为此
,

自

1 9 7 9年起
,

在第四纪红土次生潜育化水稻土上设计了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
、

冬翻播绿肥一稻一稻及 以

板田绿肥一稻一稻为对照的四种轮作制的长期定位试

脸
。

小区面积 1
.

44 至 1
.

77 亩
,

未设重复
。

早稻品种为

湘矮九号
,

晚稻为威优六号 ; 追肥的品种
、

数量皆相

同
。

经过两年来的试验研究初 步看 出
,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等轮作制对土质粘重
、

排水不 良而又长期

实行板田绿肥一稻一稻耕作制所形成的次生潜育化水

稻土的改造有较好的效果
。

剖面进行观测
,

油一稻一豆区青泥层 (原来厚 13 厘米 ,

巳经消失
,

油一稻一稻区青泥层已不明显
,

冬翻播绿

肥一稻一稻区青泥层由13 厘米减少至 8 厘米
,

而对照

区的青泥层却有所增厚
。

一
、

对 * 泥层的影晌

经过两年的试验
,

于 1 9 8 1年 4 月初及 11 月对土城

二
、

对土滚中还原性物质的影晌

实行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等年内年间的水早

交替轮作制后
,

土集中各类还原性物质都有较明显的

降低
。

1
.

降低了亚铁含盆 亚铁的测定佑果 (表 1 ) 表

明
,

改制各区两年间水稻各生育期的土城亚铁 t 均比

对照区减少
,

以油一稻一豆区减少最多
。

2
。

降低了土滚中活性还原 物 质 改制各区水早

轮作的头一年
,

即只经过一个冬春的早作
,

其活性还原

物质便比长期板田绿肥一稻一稻 区有明显的下降
。

其

中以油一稻一豆区最显著
。

例如 19 80年 7 月 18 日早稻

收割前测定
,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和冬翻播绿肥

一稻一稻区的活性还原物质分别 比对照区降 低 9
.

74
、

8
.

87 和。 .

23 毫克当量 / 1。。克土
。

第二年 ( 1 9 8 1年 )早稻

生育期内的连续测定结果 (表 2 )表明
,

活性还原物质

* 本文分析数据由王开元 同志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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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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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

9
。

3 J

9
。

1 6

] 0
。

7 9

1
。

5 2

5
。

9 8

6
。

7 1

豆拍、、拍相油油

仍在继续下降
,

一般比对照 区低 2一 5毫克当量 / 1 0 0克

土
。

3
.

降低了还耳性物质 总 t 两年中对耕作层还

原性物质总盆进行了连续侧定〔表 3)
。

以 1 9 8。年早稻生

育期间三次 ( 5月
,
6月

,
7月 )侧定结果为例

,

油一稻一豆

区还原物质总纽平均为 4
.

71 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比对

照区降低 3
.

33 毫克当量 / 10 0克土
。

油一稻一稻和冬翻

播绿肥区分别比对照区降低 3
.

19 和 1
.

81 毫克当量 / 1。。

克土
。

同年晚稻及次年早晚稻期间
.

均有降低的趋势
。

比对照区提高 30 一 10 0毫伏
。

1 9 8 1年 10 月油一稻一豆

区收豆时比对照区晚稻收割时的土坡氧化一还原 电位

高 2 9 2 毫伏
。

四
、

对土坡通扭性的影晌

三
、

对级化一还原电位的影晌

侧定各处理土城渗漏量的结果 (表 5 )表明
,

不 同

轮作制进行的第一年
,

犁底层渗漏量尚无 明 显 的 差

别
。

而进行第二年的植稻期
,

改制各区的日渗漏量 比

对照区有明显的增加
,

一般约增高50 %
,

有的甚至潜

加一倍以上
。

土城氧化一还原电位的高低
,

一般取决于土坡还

原性物质的多少
。

水早交替耕作
,

有助于土城氧化作用

的进行
,

从而提高了土坡整个氧化一还原 电位
。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改制的各区
,

土壤氧化一还原电位约

五
、

促进了作 物对土坟养分的利用

改制后由于土坡理化性状得到改善
,

从而促进了

作物对土壤养分特别是钾素养分的吸收 利用
。

1 9 8 1年

植稻期测定土壤速效养分和植株养分的结 果 (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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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 处 理 土 滚 和 植 株 养 分 含 t
( 19 8 1年早稻 )

生生 育 期期 处 理理 土 城 ( P Pm ))) 植 株 (写 )))

((( 日 /月 )))))))))))))))))))))))))))))))))))))))))))))))))))
NNNNNNN H 4一NNN P :

0
555 K :

OOO NNN P么0 666
K 2 000

分分 集 期期 油
、

稻
、

豆豆 4777 2 0 555 7 444 3
。

3 111 0
。

9 777 3
。

6 444

((( 15 / 5 ))) 油
、

稻
、

稻稻 3666 14 888 6 444 3
。

0 555 0
。

9 666 3
。

3 888

冬冬冬 翻绿肥
、

稻
、

稻稻 2 444 2 1999 6 888 2
。

8 555 1
。

1111 4
。

1 999

板板板 田绿肥
、

稻
、

稻稻 5 666 25 999 1 1777 3
。

4 333 0
。
匀888 2

。

3 777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9 11111111111幼幼移分化期期 油
、

稻
、

豆豆 2 999 2 4 333 3 777 2
。

7 888 0
。

8 666 3
。

8 555

((( 1 5 / 6 ))) 油
、

稻
、

稻稻 3 222 28 444 4 666 2
。

3 555 1
。

0 111 3
。

7 555

冬冬冬翻绿肥
、

稻
、

稻稻 3 888 29 999 5 222 2
。

5 999 0
。

9 888 3
。

8 333

板板板田 绿肥
、

稻
、

稻稻 4 lll 3 2 111 3 888 2
。

9 999 0
。

8 000 3
。

0 666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88888888888 0
。

8 11111111111抽抽 秘 期期 油
、

稻
、

豆豆 痕 迹 量量 20 333 3 888 l
。

5 777 0
。

8 111 3
。

8 000

((( 23 / 6 ))) 油
、

稻
、

稠稠 痕 迹 量量 24 000 3 000 1
。

9 444 0
。

8 888 4
。

4 999

冬冬冬翻绿肥
、

稻
、

稻稻 222 2 1999 3 555 1
。

4 888 0
。

3 999 3
。

6 777

板板板田 绿肥
、

稻
、

稻稻 777 2 199999 1
。

7 111 0
。

4 111 3
。

4 44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422222222222

成成 熟 期期 油
、

稻
、

豆豆 痕 迹 ttt 2 888 2 888 1 。 Z GGG 0
。

4 111 3
。

8 888

((( 19 / 7 ))) 油
、

稻
、

稻稻 痕 迹 量量 3 999 3 999 1
。

1 66666 4
。

7 999

冬冬冬翻绿肥
、

稻
、

稻稻 555 2 333 2 333 0
。

9 88888 4
。

0 333

板板板 田绿肥
、

稻
、

稻稻 1 555 3 000 3 000 l
。

7 66666 3
。

4 333

表明
,

在水稻生长最旺盛的分萦期
,

对照区的土坡速

效撼
、

磷
、

钾含量一般略高于改制各区
,

其他各生育

期
,

不同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

水稻植株的全氮
、

全磷

含量各处理间也无明显差异
,

但植株内钾含量大都显

著地高于对照区
。

例如水稻分菜期植株全钾里
,

油一

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和冬翻播绿肥一稻一稻区分别比

对照区高。 .

91 %
、

0
.

“ %和 1
.

82 %
。

幼穗分化期和成熟

期也有同样的趋势
。

9 9



六
、

有利千千物质积 . 和产 t的提离

由于改制各区土城中的还原性物质特别是还原性

快的显著降低
,

有利于水稠根系和植株的生长 发 育
。

1 9 8 1年早稻抽称期观浏结果 (表 7 )表明
,

株高
、

叶面

积指数以及植株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千物质量都有所

增加
,

各区植株干物重平均每 克 分 别 比 对 照 区 高

3 7
.

2 %
、

18
.

6和 6
.

9 %
。

晚稻齐穗期观测
,

植株和根系

千物重也比对照区增加
,

其增加量 比早稻略少些
。

此

外
,

根系素质较好
,

白
、

黄根比对照区多
,

黑根少
。

改制后对水稻经济学性状也有较明显的改善
。

从

对水稻的考查结果 (表 8 )可以看出
,

油一稻一豆 区每

亩有效植 2 5
.

5 8万
,

比对照区多 2
.

23 万
,

每穗实粒数多

1 3
.

8粒
,

千粒重增加。 .

44 克
。

油一稻一稻和冬翻播绿

肥一稻一稻区 的有效移虽比对照 区略少
,

但每穗实粒

数比对照区分别增加 14
.

2粒和 1 1
.

4粒
,

千粒重也比对

照区有所增加
。

1 9 8 1年 早稻验产结果
,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和冬翻播绿肥一稻一稻区的产量每亩分别

比对 照区增加 2 2
.

2 %
、

2 0
.

3 % 和 6
.

5 %
。

同 年晚稻
,

油一稻一豆区 (间作玉米 ) 折谷后与对照区平产
,

而

油一稻一稻和冬翻播绿肥一稻一稻区比对照分别增产

1 2
.

8 % 和 5
.

4 %
。

表 了 各 处 理 水 稻 植 株 千 物 重 及 根 系 素 质 比 较

株株株 叶面积积 地 上 部 分分 地下部分分 白
、

黄根数数 黑 根 数数 侧定时间间

高高高 指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似似似似 霄霄 } 千 重重 健雷雷 l 千贾贾贾贾贾贾贾

气气通不 ))) 7
。

2 888 (克 ))) (克 ))) (克 ))) (克 ))) 杀杀 %%% 条条 肠肠 1 9 8 1年年

999 555 6
。

5 666 1 3 333 2 9
。

555 10
.

555 2
。

00000000000 亘扣 抽 艘艘

999 88888 1 0777 2 5
。

555 8
。

999 1
。

6666666666666

::::;::: ::::
2 3

。

000 8
。

000

::::::::: {
’’}}}

2222222 1
。

555 6
。

9999999999999

鲜鲜 重重 干 重重
移移 琪琪

条条 努努

:::::: {丁丁
7

。
2 888 叹兄 ))) (兄 ))) 吸兄 ))) 吸兄 )))))))

99999 888 6
。

5 666 1 3 333 2 9
。

555 10
.

555 2
。

0000000

111111111 0777 2 5
。

555 8
。

999 1
。

6666666

::::::
9 111

::;::: ::::
2 3

。

000 8
。

000

::::: 一一一
99999 1111111 2 1

。

555 6
。

999999999

* 苗 /莞系 5 莞平均值
。

表 8 各 处 理 的 早 稻 经 济 性 状 及 其 产 t
( 1 9 8 1年 )

%一.22

株 高 {毯 长 {悉高忿1有效刻总较刻实粒数…实结
:

, . 叮 山“ 、 l , 咭叮 ,招 、 l , 闷 洲几 l , , 留 , 七匕 、 l , 月日. , 翻自 、 11 自、 I 月自 、 】 I 口 / 、

、 声口巴 z卜 I }、 决日` 月 、 ] } r , 若 I 嘴书 、 卜 护 J l 闪 少 }、 恨` l , . j l` 弓` I , . 1 1 、 2口产
1 1 、 , J I P刁 , 1 1 1 1

千粒重
(克 )

谷草比
亩 产

( 斤 )

增 产

斤 /亩

n甘巴J八ljl份rl舀óO
心.11.1油

、

胭
、

豆

油
、

租
、

稠

冬翻抽绿肥
、

租
、

稻

板田 绿肥
、

稻
、

稻

8 4
。

2

8 5
。

8

8 9
。

3

8 2 。
0

2 0
。

7

2 0
。

5

2 0
。

4

2 0
。

5

3 7
。

3 8

3 5
。

0 0

3 3
。

1 3

3 6
。

0 0

10 7
。

5

9 5
。

3

9 5
。

7

9 5
。

4

8 2
。

5

8 2
。

9

8 0
。

1

6 8
。

7

7 6
。

7

8 7
。

0

8 3
。

7

7 2
。

0

24
。

8 7

2 4
。

6 7

2 5
。

2 7

2 4
。

4 3

l 。 14

1
。

0 9

1
。

15

1
。

0 1

9 3 5

9 2 0

8 15

7 6 5

2

:::

二ùRù通
ó口舀ōó咬U曰了,曰

.

…
óó0山充U内口O山,ó心自,曰

小 给

通过两年不同轮作试验初步认 为
,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耕作种植方式
,

对次生潜育化水稻土的不

良性状有较明显的改 良效果
,

主要表现在 ( l) 消除或

降低了青泥层厚度
,

其中尤以油一稻一豆制最快
。

( 2)

显著地降低了还原性物质
,

也 以油一稻一豆最 显著

( 3) 促进 了作物对土壤养分特别是钾素的 吸 收
。

( 4)

不同程度地提高产量
。

但是
,

由于土壤潜在养分消耗

的增加
,

尚需增加施肥量
,

以肥地 力和持续的高产稳

产
。

1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