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以氮肥 引起环境问题 的可能性最大
。

氮肥所 引起 的问题有两个
:

一是 由 NO
3 一
淋失等 对水体

的污染
,

一是反硝化产物所造成的同温层臭氧的破坏问题
。

对于后一问题 目前意见尚不一致
。

化肥污染问题 的研究应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

譬如我国南方虽然雨量较大
,

易于造成N O 3
一

N 淋失
,

但南方稻田占有很大比重
,

在稻田 中大部分无机氮是 以按态氮存在的
,

加上水田的

渗漏量不大
,

所以这些条件都对防止富营养化有利 ; 据少数测定表明渗漏水和径流含氮量在

.1 s p p m左右
,

在比英国农田渗漏水平均含氮 1 0 p p m 少得多
。

在北方
,

由于雨量较少
,

琳失的

可能性要小一些
。

但是也有人认为我国个别地方 已经出现富营养化
,

前些年北方一些地方进

行
“

肥水
”

调查表明
,

一些地区井水含 N O
。

一 N高达数十 p p m ,
.

远远超过了应有的饮用水标准
。

这样高 N O
3

一 N
,

对人 民健康有何影响 ? 这部分 N O :
一 N是哪里来的 ? 与施肥有无关系丫都

不甚清楚
。

磷肥问题可能要简单一些
,

它通过淋失进入水源 的数量是不多的
,

但随着洗涤剂用且的

增加
,

生活污水中磷的污染也是不可忽视的
。

有机物料的污染包括厩肥及城市废物
。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城市废物对农田的污染
。

因

为城市有机废物施于农 田是最理想的处理办法
,

不仅解决了废物对城市的污染
,

而且也为农

业提供了肥料
。

但伴随而来的是这些废物可能对农 田造成的污染
。

’

这个问题在我国似乎还研

究得不多
,

但是一旦造成农田污染
,

消除它就要花十倍的力量
,

所以
,

这个问题也应予以重

视
。

而事实上
,

大量的城市垃圾正在施于农田
。

厩肥对环境的污染
,

在我国似乎还不是一个

问题
,

但是
,

随着有一定规模养殖场的建立
,

厩肥可能成为一个环境问题
。

以上这些问题
,

有的是建议尽快解决的
,

有的是希望开展研究的
。

只是提供一得之见
,

希

望有助于我国肥料工作服务于四化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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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钾肥用且配比与水稻病害的关系
’

何电源 朱应远 张伟达 叶承思

( 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 究所 )

随着水稻施肥量的不断增加
,

有些地区因肥料配合比例不当等原因
,

导致水稻病害加重
,

尤其是纹枯病和胡麻斑病
,

已成为夺取水稻高产稳产的主要障碍之一
。

一般认 为 〔” ,

纹 枯

病的发生和为害
,

受菌源数量
,

水
、

肥管理
,

种植密度
,

品种抗性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形晌
。

缺肥 (尤其是缺钾 )或是氮钾比例不当
,

一般都会促使胡麻斑病发生或加重
。

.
’

1邹 2 年 我们在湖南长沙县谷塘乡调查
,
发现当地近年来水稻发生纹枯病和胡麻斑病相当

严重
,

为了解肥料用量
、

配合比例与两种病害发生的关系
,

特在该乡青夹泥田上布且了早祖

和晚稻试验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 土城和植株分析由本所龚惠群
、

陈顺庄和郭小林等 同志完成
。

朱应远同志现在润北省荆州工作
,

叶承 思同志现在溯南湘潭农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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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方法
表 1试 验 处 理

肥 料 用 蚤 (斤 /亩 )

(于 )试验设计 本试验为随 机 区 组 排

列
,
:

L

小区面积Q
.

1亩
,三次重复

。

试验处理见

表
,

1 ,
.

:

试脸的六个处理分别布置在两块 田 内
:

(劝
、

甲毋
,

分别作早稻和晚稻试验
,

施杀虫

郊但不施杀菌荆
,

在无虫害的影响下观察肥

料对病害的发生和发展有无影响 ; ( 2) 乙 田
,

只作早稻试验
,

.

施杀虫剂和杀菌剂 (井岗霉

素 )
,

了解在防治病
、

虫害的条件下
,

肥料对水

稻病害的影响
。

处 理

N (尿素 )
r z

O
S

(过磷酸钙 )

K 么
O

(氧化钾 )

1
。

对 瓜

2
。

P

3
。

N I P

4
。

N Z P

5
。

N I PK

6
。

N : PK

0

0

1 0

1 6

1 0

1 C

0

1 O

1 0

1 0

1 0

1 0

0

0

10

l 0

注
:

确肥作基肥一次施入
。

早稻
:

氮
、

钾肥 60 %作基

班 , 30 拓作分案肥
,

10 % 作穗肥
。

晚稻
:

拢
、

钾肥 50 %作

基肥
,

10 % 作分雍肥
,

20 纬作穗肥
。

(二 )供试土旅 试验布置在红砂岩发育的青夹泥田上
,

土壤养分状况列于表 2
。

在早稻试

验前
,

两块田还施用了绿肥和由肥
。

甲田亩施紫云英鲜草 2
, 6 60 斤

,

由肥 2
.

42 立方米 (由肥成

份
:

`

全氮 ( N ) 0
.

1 2 %
,

全磷 ( P ) 0
.

1 0%
,

全钾 ( K
:

O ) 1
.

2 5 %
,

有机质 5
.

5 2 % ) ; 乙田亩施

紫云英鲜草 2
,
4 00 斤

,

由肥 1
.

7 9立方米〔幽肥成份
:

全氮 ( N )0
.

16 %
,

全磷 ( P ) 0
.

07 %
,

全钾

( K : O ) 1
.

0了%
,

有机质 4 ; O落% 〕
。

*ōP兄ǔ速̀表 2

试 脸 田 块

甲田

乙 田

试
·

验 田 的 土
`

壤 养 分 状
-

-

一 一

一
~ 一一

-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一

-

一

一一
` ~ ,认

一
~ 一价 `

全 氮 全 磷 全 钾 碱 解 氮
( N % ) ( P% ) ( K : 0 % ) ( N P Pm )

效 磷
P P m )

速 效 钾 p H
( K :

O P P n i ) (水提 )

质机%有

一一
O曰,弓 曰J工an甘nù

:
n甘nRQ甘9ùǹ

:
néùUO口OUQU拓D

:

分析方法 系采用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坡研究所编
:

《 土城 理化分析》 一 书中的有关 方法
, 一

『同
。

二
、 。

结果和讨论

( 一 )肥料配比与故枯病 . 的关系 将早稻和晚稻试验调查得到的纹枯病病情指数作百分

数反正弦 ( iS n 一 ’
了 P )转换后

,

再作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表 3 )
。

早稻和晚稻在最高分萦期
,

除

乙田有几个处理之间的纹枯病差异达到显著外
,

其它各处理之间的差异都不显著 ; 在始穗期

和齐德期
,

各处理的病害从重到轻 的次序基本上是 N : P K ( 乙田齐穗期N , P K略低于 N :

)P >

草、 P> N
: P (除甲田晚稻齐德期 N :

P略低于N
: P K外 ) > N : P K

、

对照和 P
,

且差异达到显著

或极是著水准
。

由表 3 的结果还可以看出
: 只施磷肥或不施化肥的水稻病害最轻

,

施氮肥后

病害都加重
,

在 N
;

的用量时
,

施钾肥可减轻病害
,

但达到N
:

的用量时
,

即使施用钾肥也不能减

轻病害
、
从早稻不施杀菌剂和施杀菌荆的两块田的病情指数看

,

施杀菌剂的乙田 (三次调查的

平均病情指数分别为 1
.

92
, 3

。

7 3和 4 `
那 )比不施杀菌剂的甲田 (三次调查的平均病情指数分别

为 0
.

91
,

1 0
.

3和 1 3
.

8) 有两次显著减轻
。

可见菌核是发病的基础
。

因此
,

要防治纹枯病的蔓延
,

首先要杀灭病原菌
,

同时也应注意施肥的种类
、

数量和比例
。

(二 )水稻的 , 养状况与故枯病容的关系
、

一般认为〔 Z J ,

稻株生长旺盛或过密
,

分孽多
,

行间封闭
,

则株间湿度增大
,

有利于纹枯病气生菌丝迅速生长
,

病害易于向四周扩展
。

为此
,



表 3 水稻各生育期稻纹枯病病情指数和作正弦转换后的方差分析

最 高 分 维 期
{ 齐 艳 期

病枯指数
( 处理平均 )

转换后 的
处理平均

差异显著性 处 理
病情指数

(处理平均 )
转换后 的
处理平均

差异显著性

5% 1 %

DD刀
ù

BB CBc cBB

AAAAAA

J二JJ一 CC

aabb c
eabbbN : P

N I PK

N
Z PK

对 照

N
I P

P

0
。

9 8士0
.

3 2

1
。

0 5土0
。

4 6

1
。

0 0 士 0
。

58

0
。

8 6土0
。

3 5

0
。

81 土 0
。

3 2

0
。

3 7士O
。

1 7

5
。

4 6

5
。

51

5
。

3 7

5
。

1 7

5
。

0 3

4
。

8 7

N Z PK

N Z P

N
I P

N; PK

对 翩

P

2 4
.

4 士4
。

3 1

1 9
。

8土3
。

2 8

1 3
。

7土3
.

1 1

1 1
。

5士 5
。

0 8

7
。

3 6士 l
。
0 0

5
。

3 7士 O
。

78

2 9
。

5

2 6
。

4

2 1
。

6

1 9
.

4

1 5。
7

1 3
。

8

甲田早稻

N : PK

N
I P

N
: P

N
I PK

对 照

P

5
。

3 3 士 3
。

7 6

4
。

0 2 土 1
。

59

3
.

51 士 0
.

2 7

2
。

79 士O
。

5 6

2
。

1 4 土0
。

4 9

1
。

2 6士 0
。

4 2

2
.

68士 0
。

67

2
。

0 6士0
。

3 1

2
.

1 4 士 0
。

2 9

1
。

4 6士 0
。

2 8

1
.

3 5土 0
。

1 7

l
。

3 0 士 0
。

60

12
。

6

1 1
。

3

1 0
。

7

9
。

5 7

8。 3 5

7
。

2 9

2 9
。

4

2 3
。

4

2 3
。

0

2 2
。

4

1 1
。

2

9
。

2 5

甲田晚稻

bb c
eee

aa

.

匕 CC
a

.

bb

N
x PK

N
: P

N
: PK

P

对 解

N x P

9 。 3 2

9
。

2 7

8
。

3 8

6
。

9 2

6
。

2 6

6
.

3 3

1 %

A

A

A

A

A

A

A

人

A

A

A

,
A

人

A

A
)

一 A

一 A

A

N
: P K

N
Z P

N I P K

N I P

P

对 照

N Z P

N 么P K

N I P

N I P K

P

对 照

2 4
。

2 土 3
。

0 7

1 5
。

9 土 2
。

4 4

15
。

3 士 1
。

97

1 4
。

7 士 3
。

0 7

3
.

92 士 1
。

4 4

2
。

6 2 士 0
。

7 5

1 0
。

0 士 1
。

7 1

9
。

9 9 士 0
。

4 0

5
。

0 1 士 2
。

0 7

2
。

3 1土 1
。

6 3

1
。

2 0士 0
。

8 5

0 、 5 5
’

士 0
。

5 6

1 8 。
4

1 8
。

4

1 2
。

7

7
。

0 6

5
。

9 2

3
。

2 8

乙田早稻

注
:

( l) 乙 田始穗期和齐穗期 的 N
Z P K 处理均缺一个小 区的数据

,

其方差 分析和多重 比 较 ( L
.

S
.

D检验 ) 是按缺区分

析方法进行
。

表 中其它则采用 L :s R ( M
.

R
.

T )法检验
。

(2 ) 因始秘期与齐穆期趋势一致
,

故表 中略去始穗期资料
。

我们在晓稻试验时着重考察了水稻的分孽数量与病害的关系
。

相关分析表明
,

其病情指数 (均

经转换 )与分集数呈显著的正相关
。

水稻最高分粟期的分集数 y :
与始穗期的病情指数为 的相

关系数
r , = 0

.

8 8 4水 ,

回归方程式 y : = 8
.

8 05 十 1
.

7 7 3气 ( n 二 6 ) ; 水稻齐穗期的分菜数沙、 与病

情指数 二 : 的相关系数
r : = 0

.

8 5 7
* ,

回归方程式 y : =
10

.

72 十 0
.

2 1 8二 2
(

, = 6 )
。

从调查资料中

可以看出
,

未施化肥或仅施磷肥 的处理
,

平均每莞水稻只有 n
.

6 ~ 1 2个分草
。

而施用氮肥以

后
,

则可达 13 ~ 19 个分集
,

而且氮肥施用愈多
,

分孽也愈多
,

病情则更重
。

为了解水稻体内的营养状况与水稻纹枯病害的关系
,

我们在早稻最高分菜期和收嫉期及
晚稻抽穗期和收获期分别取样测定了植株和稻草中的养分含量 (表 4 )

,

相关统计表明
,

病情

指数与植株或猎草的全磷 ( P )
,

全钾 ( K )含量和 N / K 比值及稻草的全氮含量之间都没有达到
J

显著的相关
;
而早稻始穗期的病情指数与最高分草期的植株全氮量都达到了显著的正相关

。
分

析结果表明
,

植株体内含氮量愈高
,

’

病情指数也愈高
,

尤以分萦期更为突出
。

这可能与氮多

使作物生长快
,

分雍多
,

组织柔软
,

更易受到病菌的侵染有关
。

(三 )肥料配比与胡麻斑病的关系 在试验中
,

早稻很少发生胡麻斑病
,

而在晚稻上胡麻
斑病发生很普遍

,

从孕穗期开始病斑增多
,

到乳熟期病情更重
。

我们调查了各处理水稻发举神
寐斑病的情况 (每小区调查 20 莞

,

约 20 0一 34 。片剑叶 )
,

将其结果作亿丽干r 转换后进行方差分

析列入表 5
。

统计表明
,

N : P处理的水稻胡麻 斑
`

病 比 N
:

P K
、

N
: P K

、

P和对熊的重
,

其差

异达极显著水准 ; N ; P 的水稻胡麻斑病比 N
:

P K 的重
,

且达显著水准
,

也比 N :
P K

、

P 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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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重
,

但未达到显著水准
。

由此可见
,

水

稻感染胡麻斑 病后
,

氮肥用量愈高
,

发病愈

重
,

加施钾肥以后
,

一般可减轻
,

这些情况通

过大田调查对比 (表 6 )也得到了验证
。

胡麻斑病与水稻体内的氮
、

钾营养状况

也有明显的相关
。

将表 5 中各处理的胡麻斑病的叶斑数与
表 4 中各处理的营养状况进行相关分析

,

结

果表明
·

卜每片剑叶上的胡麻斑数与水稻全氮

表 5
·

各处理胡麻斑病方差分析 (甲田晚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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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成正相关 (相关系数 ,为 0
.

8 1 8
*

~ 0
.

90 8* n 二 6 )
,

与水稻全钾含量成负相关 (r 为0
.

8 4 5 .
~

。
.

7 8 5 , n = 6 )
,

除与抽穗期植株全钾含量的相关未达显著水准外
,

其余均达显著水准
。

如果

将水稻植
.

株或稻草中的悦/ K 比值与胡麻斑数进行相关统计
,

其相关系数均可达显著或极显著

水准 (相关系数
:

为0
.

9 1 0
*

~ 0
.

99 1* 半 n 二 6 )
。

可见
,

水稻胡麻斑病的发生和发展不仅与植株

表 7 早晚稻试验稻谷产量

理
弋斧替

L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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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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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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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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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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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6 2 9 土 45
.

9 一

6 2 0 士 2 7
。

6
`

6 1 8土 12
。 `

3
,

a

盏b

的氮
、

钾营养的含量有关
,

而且与氮
、

钾的

相对比值有更大的相关
。

因此
,

我们在考虑

施肥与作物病害的关系时
,

不仅需要考虑某

一种肥料的用量
,

而且还要考虑氮
、

钾肥的

配合比例
。

(四 )肥料对稻谷产 t 的效应 从两块试

验田早
、

晚稻的稻谷产量统计分析 (表 7 )可

以看出
: ( 1) 施磷肥是无效的

,

这与土壤中的

速效磷含量较高有关
。

在早稻试验前
,

甲田

的土壤速效磷 ( P )为2 2
.

s p p m
,

乙田 为 1 7
.

9

p p m
。

晚稻试验前
,

不施磷小区土壤速效磷

( P )为 2 5
.

o p p m
,

各施磷小区土壤速效磷 ( P )

为 2 1
.

9~ 2 7
.

Op p m
。

我国大量的肥料试脸和

室内分析结果表明
,

用O
.

S M碳酸氢钠提 取

的土壤速效磷 ( P ) 高于 I OPP m 时
,

对水稻施

磷不会增产〔 3〕 ,

本试验的结果再 次 证 明 了

这一点 , (2 ) 凡施用氮肥的处理
,

稻谷产盈

都明显高于对照和仅施磷肥的处理
,

但氮肥

用量达到每亩 16 斤纯氮时 (即 N
:
处理 )

,

则产

田乙早稻

皿大多明显低于 N :
处理 , ( 3) 两块田早

、

晚两季稻的产量都以 N :
P K 的为最高

,

说明在 N : P

肥的基础上配施钾肥的增产效应是明显的
。

这与土攘中的速效钾含量较低有关
。

在早稻试脸

前
,

甲田的速效钾为 47
.

s p p m
,

乙田为
.

右s p p二
,

晚稻试验前
,

不施钾的各小区为49 ~ 5 6 PP 。 ,

施钾的小区为 45
.

8~ 64 p p m
,

大多属于施钾有效的范 围〔3 〕
。

N
: P K 的稻谷产量虽列为第二

,
但

肥料成本高 ( N
Z
P K成本为巧元 /亩

,

N
:

P K为 12 元 /亩 )
,

病害重 ; 每斤氮钾肥的稻谷生产效率

不高
。

综合以上各点初步认为
,

在土壤速效磷较高而速效钾较低的稻田里
,

在每亩施用 2`。O~

2 7 0 0斤鲜绿肥的基础上
,

施用 10 斤纯 N的化肥
,

必需配合施用 10 斤 K :
O

,

这样对减轻病害和

提高产量都有好处
。

三
、

结 论

1
.

水稻发生纹枯病以后
,

氮肥加 重 病害
,

在氮肥用量适当时
,

施钾肥可减轻病害
,

但氮

肥用量过高时
,

钾肥也不可能减轻病害
。

2
.

水稻发生胡麻斑病以后
,

·

缺钾发病重
,

在缺钾的情况下
,

氮肥用量愈大
,

发病愈重
,

·

且病害轻重与植株的N / K 比值成极显著的正相关
。

卜
.

3
.

在土壤速效磷较高和速效钾较 低 的稻田
,

采用N : K 为 1 :0
.

83 的比例施肥
,

对减轻

病害和提高产量的效果都较好
。

(下转第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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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作法是把大量的洪水
、

农闲水引进盐碱滩
,

不让它 白自流掉
。

例如奇台县草原站利用

冬闲水 以沽冰形式灌溉盐化草场
,

由于土集水盐状况得到不断改善
,

因此牧草产量也不断提高

(表 3 )
。

另外
,

为了减少与农业争水
,

建议在具备电力的地区
,

尤其是地下水位很高而又少地

礴 表水来源的地区
,

要积
瘫

倡开发利用地下水
。

表 3 沽 冰 改 良 盐 土 草 场 效 果
*

草 层 生 长 情 况
沽 冰 年 限 优 势 植 物

高度 (厘米 ) { 盖度 ( % ) 一产 t (克 /米勺

产 草 t 比较

(% )

土城 总盐
( % )

O甘,孟n.`1几b.8.1.6一沼.8
j马
2
1.立,上̀Un仙吸Un6nó

ùnùn.n.月,,一1甘ó吕Jq,孟1孟1孟,自勺̀OUnón甘几nO甘̀Uōl.匕月̀
ù
OQ口吸UQ甘,臼,臼勺尺口口冲̀了盛

心自

`

l
.r一

…
111

…
J

n Ióǹ九勺nónō八甘,自q自的00八O臼O曰on
仙nn臼n甘ōU.0no

.
1几Uù,白ǹ,孟,几

,上1上,人,孟

未 沽 冰

沽冰一年

沽冰二年

沽冰三年

沽冰五年

沽冰七年

发发草
。

( 尚有 白刺
、

盐角草等 )

蔑盆草
.

(次为盐角草
、

猪毛莱等 )

发发草
.

(次为猪毛莱等 )

苦马豆
.

(次为箱公英苦曲菜等 )

佛于茅
。

(次为苦马豆苦曲菜等 )

佛于 茅
.

(次为黑麦草天兰首猎等 )

* 资料 引自
:

石长魁 等
,

冬季沽水改 良盐演 土植被
。 《新班草原 资料汇编》 1 9 8 1年

。

沽冰就是 于每年十一月中
、

下旬
,

引冬闲水浪溉盐化草场
,

使结冰层夜盖全部表土
。

六
、

重视牧区的造林工作

新疆干燥多风
。

由于大片平原森林和灌丛遭到严重毁坏
,

更加剧了风力对上壤的破坏作

用
。

大风对土壤造成的严重破坏有
:

1
.

刮走了肥沃表土
。

据侧定
,

一次七级大风在一小时内刮走表土 0
.

3厘米
。

其主要成分

者 是粒径 < 。
.

01 毫米的细土粒
。

2
.

埋没或沙化农田
。

如在精河沙泉子地区有时一次大风就可使沙丘位移 1一 2米
。

不仅埋

没和沙化了大片农田
,

而且还经常阻塞交通
,

妨碍车辆的正常运行
。

3
.

从盐碱地区刮来的尘土
,

给土城带来大量可溶性盐分
。

据分析
,

此种尘土含盐量可高

达 3 %以上
。

这些盐分 降落到地表和作物上
,

不仅使土城盐渍化
,

也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发

育 ; 牧畜吃了这种带盐的牧草也容易发生疾病
。

为了尽快改变牧区面貌
,

提高草原土壤生产

能力
,

要切实搞好植树造林工作
。

对现存的原始森林要实行计划采伐
,

并划定禁伐区作为防

风固沙林带
。

加强对伐后次生幼林的保护和培育工作
。

为了解决职工的薪炭问题
,

可在一些

水土条件较好的地方营造片林
。

另外
,

也可利用灌
、

排渠道
,

河湖沿岸种植耐湿
、

耐盐
、

牲

畜不啃食
、

生长块的毛柳
。

为了能尽快地改善牧区面貌
,

大力开展对广大荒原植被恢复问题

的研究
,

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上接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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