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菜秸秆还田增肥改土效应的探讨

谢 再 稚
晰

(江苏省深阳县农业局 )

我县位于太湖以西
,

茅山以南
,

地形复杂
,

系半低山丘陵半灯乡地区
,

部分土壤养分贫

瘩
,

且淀浆板结
,

历来以种植稻
、

麦为主
,

实行水稻
、

三麦
、

油菜
、

红花草轮作换茬制
。

随着

耕作制度的改革
,

复种指数提高
,

近几年来冬绿肥面积大幅度缩减
。

据统计
,

从六十年代末

的绿肥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34 % 以上
,

下降到 1 98 3年不足 6 %
。

由于优质有机肥料减少
,

氮

素化肥大量增加
,

造成用地与养地
、

有机肥与无机肥比例严重失调
,

致使土壤僵板粘闭
,

物

理性状变差
,

影响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
。

针对这一突出问题
,

充分利用我县每年约 20 万亩

油菜生产优势
,

大搞油菜桔秆还 田
。

经过多点试验
、

示范
、

推广
,

于 1 98 3年全县应用油菜秸

秆还田面积达 35 万亩
,

占水稻土面积的 40 %
。

通过五年 ( 1 9 7 9一 1 9 8 3 ) 4 8组大田对比和 6 组小

区定位试验
,

以及前后近百万亩示范推广应用
,

结果一致表明
:
油菜秸秆直接还田增肥改土

效果好
,

省工节本产量高
。

创出一条适合我县特点的开辟肥源
、

培肥改土的途径
,

并已成为

全县推广应用的一项新的农业技术
。

现将取得的结果资料汇总如下
。

一
、

油菜秸秆直接还田的增肥改土效应 次

1
.

油菜桔秆直接还田能改替土城物理性状 广辟有机肥源
,

增施有机肥料是改良土壤的

根本途径
,

也是不断提高土城肥力的物质基础
。

油菜秸秆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

木质素等
,

油

菜枯秆还田可增加土壤多糖
、

腐殖质
,

有利于土壤团聚体的形成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据大

田和 6组小区定位试验田块土壤理化性质测定结果
,

土壤容重下降 0
.

01 一 0
.

10 克 /厘米
“ ,

总

孔隙度增加 0
.

44 一 3
.

39 %
,

非毛管孔隙增加 1
.

19 一 4
.

52 %
。

2
.

油菜桔秆直接还 田可提离土滚肥力 油菜桔秆中含有丰富的养分
,

据 6个植株样本分

析结果
,

平均含氮 0
.

5 85 %
,

全磷 P
:

O
。

0
.

16 6 %
,

全钾K
:

0 0
.

89 7 %
。

根据大田连续三年定位

试脸的土壤分析
,

油菜秸秆还 田后 。一 15 厘米土层中
,

土壤有机质为 1
.

36 %
,

比 对 照 区 的

1
.

2 9 %增加 0
.

07 %
,

土壤中速效磷
、

速效钾
、

土壤代换量分别由 3
.

4 p p nZ
,

64
.

l p p m
,

1 3
.

46 毫

克当里 / 1。。克土增至 7
.

IP p m ,

86
.

2 p p m , 1 6
.

7 毫克当量 / 10。 克土
。

故油菜桔秆还田
,

可直

接补充土壤养分
,

更新土壤有机质
,

有利于养分的转化
,

提高土壤肥力
。

二
、

油菜秸秆还田的增产效果

经过多点试验
、

示范和推广应用
,

油菜秸秆还田增产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

据小区定位试

脸结果
,

水稻产量还田区比对照增产 8 % (表 1 ) , 大面积观察调查结果
,

油菜桔秆还 田种杂 申

优稻及单季晚的稻区分别比未还田的增产 7
.

6 %和 1 0
.

5 %
,

与定位试验结果一致
。

其增产原因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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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处 理

油菜枯秆还田

油 菜 秸 秆 还 田 定 位 试 验 调 查 资 料 (水 稻 )

平均 产址的变异系数 %

2
。

7 7

补 未 还 田 ( 对 照 )

增 产 % …二…誉犷 3
。

5 1

1
.

油菜秸秆还 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

氮
、

磷
、

钾养分
,

增强土壤微生物活动
,

促使养分

转化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有利根系伸展
,

促进地上部植株生长
。

由于供肥平稳
,

以及在还

田同时适量配施化学氮肥
,

达到迟速配合
,

缓急相济
,

确保了稻苗早发
、

稳长
、

老健
。

据周

城农科站观察记载
:
在水稻分栗

、

拔节
、

成熟三个阶段
,

油菜枯秆还田的水稻株高
、

茎粗
、

单

株绿叶
、

单株分菜
、

百株干重等均超过未还田的对照区 (表 2 )
。

表 2 油 菜 桔 秆 还 田 试 验 水 稻 考 苗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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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油菜桔秆还 田对水稻经济性状的影响

重粒克千粒 数 实粒数
(粒 /秘 》 } (粒 /德 )

8 5
。

7

7 1
。

5

2 8
。

1 5

2 8

1 9
.

9 0
。

5 4

介0OU一
.

..一no

2
.

油菜秸秆组织枯软
,

很少蜡质
,

还田

后易于腐解
,

具有机肥料缓效的供肥特点
,

这

是油菜枯秆还田能巩固分禁成穗
、

促进大穗
、

粒多粒重
,

获得增产的内在因素
。

据 6 组油

菜秸秆还田定位试验水稻考种资料
,

还 田区

的成穗率
、

每穗粒数
、

实粒数
、

千粒重均高

于未还田的对照区 (表 3 )
。

222 3
。

3 333

222 333

111
。

444

3
.

油菜秸秆还田的稻棵青秀老健
,

病害轻
,

杂草少
。

据杂交稻的拔节期调查
,

还田 区的

纹枯病穴发病率为 1 4
.

5 %
,

比未还田 的穴发病率48
.

4 %轻 2 9
.

9 % ;
单季晚稻 ( 10 一 5) 区秸秆还

田 的纹枯病穴发病率 5
.

9 %
,

比未还田的 1 8
.

7 %轻
,

同时杂草也少
。

4
.

油菜秸秆还田对后作三麦增产作用仍为明显
。

由于油菜桔秆还田改善了土壤理 化 性

状
,

通气爽水
,

使土壤由僵变松
,

有利麦根伸展
,

促进麦苗出苗早
、

分菜早
、

分粟多
,

起到

增穗
、

增粒
、

增重的作用
。

据 3组小区定位试验结果
,

油菜秸秆还 田的小麦产量比对照平均

增产 9 一 12 %
。

这与大面积油菜秸秆还田的效果一致
。

三
、

油菜秸秆还 田的主要技术措施

今 1
.

秸秆用量适中 根据 6组不同土攘上用量对比试验
,

每亩还田 3 00 斤桔秆的
,

每百斤

增产稻谷 18 斤 , 每亩还田 40 。斤
,

每百斤增产稻谷 16 斤 , 每亩 5 00 斤的
,

每百斤增稻谷 14 斤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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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土坡的水利条件好 (符合好地标准 )
,

或者该土壤分布区内有 60 %的面积
,

水利条件符合好地

标准等等
。

作出单项因子评价后
,

现在要进行三项因子的综合评价
。

在进行综合评价前
,

人们 自

然要问
:

你对这三项因子是等量齐观
,

看作同等重要
,

还是其重要性各不相同呢 ? 也就是要首

先确定各因子的权数分配
。

显然不同地区
,

不同评价 目的
,

各因子的权系数是不同的
。

今似定水

利条件较重要
,

养分与土层深度均次于水利条件
,

重要性相等
,

这时权数分配是
:

( 0
.

4
,

0
.

3 ,

0
.

3 )
。

评判结果是
:

0
。

2 0
。

2 0

( 0
.

4 , 0
.

3 ,

0
。

4 0
。

1 0
。

1

0
。

4 0
。

2 0
。

1

…
…

“ ` O
’

4 5 。
·

3 2 0
·

’ 7 0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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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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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U

即从三项因子综合的进行评价时
,

有 45 %是好地
,

较好
、

中等和差地各分别 占32 %
,

17 %
,

6 %
。

综合评判的思想方法较符合客观实际
,

运算简便
,

结果合理
,

因而有广泛的用处
。

模糊数学创立至今时间不长
,

但应用广泛 〔幻
,

发展迅速
,

并在许多模糊性突出的一些领 域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

在难于应用数学的中医诊断
、

天气预报等部门
,

应用成果尤为突出
。

当然

模糊数学只是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枝
,

有它较为适用的领域
,

但同时也不否定经典数学的应用
,

而

是要合理选用相得益彰
。

从模糊数学在其它领域广泛的被采用的发展势头看
,

在土壤领域也会

逐步被采用则是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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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践证明
:
油菜秸秆还 田用量 以30 0斤为宜

,

大致为一亩还一亩
。

2
.

配合底施化学氮肥 油菜秸秆还 田因秸秆 C / N 比例较大
,

必须配施一定数量的化学氮

肥
,

以满足微生物活动的需要
,

加速秸秆腐熟
,

以及促进稻苗早发
。

据沙河东陵大田对 比试

验
,

每亩用 3 00 斤油菜秸秆还 田
,

配合 35 斤碳按作底肥的亩产 8 93 斤
,

比对照田 7刃斤增产 18 %
。

这与其他大田对比试验结果是吻合的
。

3
.

秸秆还田的沤制 在同样施足面肥的条件下
,

油菜秸秆还 田上水沤制 6一 7天后
,

浅耕

整田栽秧的比随还 田随上水浅耕整田栽秧的发棵早
、

产量高
。

据上沛
、

周城等四个乡农科站考

察结果平均
,

上水沤制一星期的比随还田随上水栽秧的增产 9
.

2 %
。

4
.

油莱枯秆还田的水桨 I 理 油菜桔秆还 田的稻田
,

栽秧后五
、

六天要放水落干二
、

三

天
,

以利扎根
、

通气供氧
、

水气协调
,

促进稻苗早发高产
。

据沙河扬庄
、

马垫等农科站统计
:

对

2 5
.

5亩油菜桔秆还田的杂交水稻示范田调查
,

其中18 亩采取栽后五
、

六天落干措施的稻苗发棵

较快
,

平均亩产 9 15 斤
,

比还 田后未及时落干的 7
.

5亩杂交水稻亩产 8 63 斤增产 6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