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江县土壤中的锌及水稻施锌效果

耿 成 杰

(四川省开江县科争技术委员会 》

`

开江县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区
,

大巴山脉向南延伸的丘陵体系
,

地质状况复杂
,

成土母质

种类繁多
。

经全县第二次土壤普查
,

全县低产土壤占耕地面积的 3 1
.

3%
,

而缺锌土壤占耕地

面积的9 0% 以上
。

为此
,

开展了施用锌肥的试验研究
,

取得了一定效果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土壤的基本农化性状

据调查
:
在老冲积黄泥母质上发育形成的卵石黄泥土

,
、

多为酸
、

粘
、

瘦 ; 在母质琉松
,

养

分丰富的新冲积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

形成比较肥沃的紫色性冲积土 , 在蓬莱镇组
、

沙溪庙组
、

自流井组紫色母质上发育而成的土坡
,

一般母质风化度高
,

胶体品质好
,

土壤呈酸性至中性
,

窗食钾素
, 在遂宁组母质上发育而床的土城

,

多为粗砾
,

富含钙
、

镁
,

呈碱性反应 , 在须家

河母质上发育而成的土壤
,

受亚热带针叶和掌绿阔叶棍合林影响产生富铝化过程
,

成为典型

的地带性山地黄坡
。

这些土壤的基本农化性状列于表 1
。

由表 1 可以看出
,

全县土壤有机质

含 t 偏低
,

娜素
、

磷素不足
,

富含钾素
,

偏酸偏碱稻田所占面积大
。

这些性质将影响土壤微

t 元素的丰缺
。

表 1 不 同 土 壤 的 基 本 农 化 性 状
*

声
一

一
??

一
?
,

一
肠?

一
”·上城分 区

{

成土母质 土雄类型
热有机质

{ ( % )

全 姐
( % )

碱解笼
( p P m )

有 效 礴 速 效 钾
( p : 0 。 即m )1

( K : 0 Pp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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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4一63..5?.1一.8.5.7老 冲 积

断 冲 权

卯石黄泥

紫冲泥

0
。

0 6 6

0
。

0 8 4

7 1
。

0

8 8
。

2

坝区平土各泥宽黄丘权低冲

中丘中谷灰棕
策泥土区

沙澳庙组 反丽 }
~

丽万{
-

棕泥灰紫

平状方山惊紫
泥 , 红稼萦泥
土区

遂 宁 组

笼莱谈组

红棕紫泥

棕紫泥

0
、

0 6 1

0
。

0 6 1

5 8
。

2

5 9
。

2

9
尸。6
ù
71
ù
00..1213一.12一.11.10一.13.11

低 山 冷 砂 货
泥、 暗萦泥 土
区

自流井组

须家河组

暗紫泥

砂黄泥

几;蔽
一

…又奋
0 。 0 6 6 } 6 5

。
8

,

6
。
台

5
。

4

* 按全国第二 次土城普查官行技术规程中的土城理化分析方法侧定
。

分析样品59 8个
。

二
、

土壤的全锌含量
`

人

全县土壤全锌含量为 5 2一 3 1 9 PP m
,

平均 15 6P p m
_

,

高于我国土壤平均含量 ( 10 o PP m )和世

界土城平均含量 ( 50 一 1 00 PP m ) l(, “ 〕
。

从土城类型米看
,

各类土壤全锌含量均高
,

这与成上

毋质有关
,

虽然存在着一定差异
,

但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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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壤有效锌含量

土壤锌的有效性受着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

在一定条件下
,

土壤锌可转化为作物可 以利用

的有效锌
。

但测试的数据表明
,

土壤全锌含量与有效锌的多少并无明显的关系
。

表 2 土 壤 全 锌 和 有 效 锌 含 色
*

. , .

一
— 一 ~

~
卜 一

一一 一—
~
一

一
,

一一
, , . . , 一一

, ~ ~ , , 甲 一 ~

一
一一 ~ ~ , ~ , .一

{
,

分析样品
有 效 锌 ( p P口 )

一

|
一一一

ù

一恻
ùō

土城类型

(个 ) 范 围 范 圈

1
。

0 5一 1
。

6 9

0
.

5 4一 0
。

9 4

0
。

5 1一 0
。

7 9

0
。

55一 0
。

8 1

0
。

3 4一 0
。

4 7

七
。

5 3一 0
。

9公

0
。

7 3一 1
。

1 1

0
。

3 4一 1
。
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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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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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一 2 0 1

8 7一 3 1 4

1 7 2一 3 1 9

5 2一 1 16

10 `~ 2 1 5

12 0一 14 8

5 2一 3 19

锌

|
783515610281ù卵石黄泥

紫 冲 泥

灰棕紫泥

红棕紫 泥

棕 紫 泥

暗 紫 泥

冷砂黄泥

全 县

1 3 5

1 5 4

1 9 3

2 3 4

8 0

16 0

1 3 4

15 6

* 全锌用狱溶法
,

有效锌用 D T P A 浸提
。
均用 A A一 6 50 纽原子服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胃权称如暇教ù絮黔翻始拨昭拓蔽出暇戮推切

从表 2 看出
:
由紫色砂

、

泥岩发育的

紫色土类
,

有效锌含量较低
,

老冲积黄壤

和 山她黄壤有效锌含量较高
。

有效锌含量

大于 1
。

O o p p m 的土壤 (如卵石黄泥和部分

冷砂黄泥 )占耕地面积的 8
.

7 % ; 有效锌含

量在 0
.

5一 1
.

。。p p m 之间的土 壤 (如 紫 冲

泥
、

灰棕紫泥
、

红棕紫泥
、

暗紫泥等 ) 占耕

地面积的8 5
.

3 % ;
有效锌含量小于 o

.

s p p m

的土坡
,

占耕地面积 6
.

。 %
。

从稻田和早地土壤有效锌 含 量 来 看

(图 1 )
,

除山地黄壤外
,

所有的水田比早地

土城的有效锌含量均高
。

这与旱地水土大

量流失
,

土地越种越薄有关
。

全县早地水

土流失严重的约有 11 万亩
,

占 早地 面 积

60 %左右
,

这是早地土壤有效锌含量低的

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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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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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稻田和旱地土墩有效锌含母比较

四
、

有效锌的丰缺与土壤农化性状的关系

上壤有效锌的丰缺程度既受自然因素的影响
,

亦受土壤农化性状的制约
。

(一 )有效锌与 p H值 土城有效锌与 p拜值之间有紧密联系
。

在碱性或中性条件下
,

锌多

呈氢氧化锌沉淀
,

降低了锌的有效性
。

反之
, p H较低的土壤

,

锌的有效性就高
。

而偏酸性的

深脚烂泥田也表现缺锌
,

这可能是还原物质
`

H : S使锌形成 Z sn 沉淀
,

从而降低了锌的有效

性
。

据随机取 28 个土壤样本的有效锌与 p H值进行统计 ( 图 2 )
,

得到回归方程式
: y 二 2

.

23 -

。
.

21 二 , : 二 一 0
.

81 9 ,

达到 1 %显著水准
。

说明土城 p H值与有效锌成负相关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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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值

图 2 土坟有效锌与土滚 P H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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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效锌与有机质 有机质 含 量高

时
,

土壤全锌含量亦高
。

一般来讲
,

在土壤

有机质含量偏低的情况下
,

有机质与有效锌

呈正相关
。

但是
,

全县有 12
。

3 %的土壤
,

有

机质含里超过 2 %
,

这些土壤属于长期淹水

的烂泥田
、

冷浸的冬水田
,

有机质在嫌气条

件下分解产生有机酸或硫化氢等有毒物质
,

会降低锌的有效性
。

(三 )有效锌与有效礴 土壤中的有效磷

与有效锌有一定关系
。

一方面磷可与锌结合

而沉淀
,

生成榕解度低的磷酸锌
,

降低了锌的

有效性
。

另一方面水稻生育期中吸收磷时
,

必须得到锌营养
,

否则造成植株体内磷
、

锌

比例失调
。

据随机取 2 8个土壤样本的有效锌

含蚤与有效礴进行统计 (图 3 )
,

得到回归方

程
: y = 0

.

9 6 一 0
.

3 9劣
, r = 一 0

.

5 5 0 ,

达到 1%

显著水准
。

五
、

施用硫酸锌的效益

全县土壤中的全锌含量一般较高
,

但由

于自然因素的影响
,

特别是土壤酸碱性的影

响
,

使土城有效锌的含量较低
。

19 79 年土壤

普查前
,

常年约有万亩稻田发生
“

坐莞
, 。

由

于施锌肥防治水稻
“

坐莞
”

取得一定效果
,

因

2 4 6 8 1 0 1 2 14

有效磷 ( PP m )

图3 土边有效锌与土坡有效磁的关系

而
,

198 1年在全县不同土壤上
,

按照统一方案布置了田 间试验
,

试验处理有
: 1

.

对照 (不施

蕊酸锌 )
, 2

.

每亩 2 斤硫酸锌作底肥 (耙面肥 )
, 3

。
。

.

1 %硫酸锌浸秧根 10 分 钟
, 4

.

0
.

2%

硫故锌喷施二次 ( 2 00 斤 /亩 )
,

栽秧后 7 天喷第一次
,

再隔 7 天喷第二次
。

各处理均施碳 按 100

斤 /亩
,

钙镁磷肥 5。斤 /亩
,

小区面积为 0
.

05 亩
,

重复2一 3次
,

随机排列
,

供试品种杂交稻矮

优 1 号
。

试验结果如下
。

(一 )锌肥对水箱苗期的效果 缺锌
“

坐莞
”

在全县范围比较儿泛
。

既有秧田
,

也有本田
。

抉田缺锌
“

坐莞
”

多出现在杂交稻的假植阶段
。

寄插 2一 3周后
,

秧苗叶片退绿变黄
、

变白
、

生

长停带
,

此后叶片出现大量褐色斑点 , 本田缺锌在移栽后 1一 3周出现
,

主要症状是叶片退绿变

白
,

心叶难抽出
,

老叶生揭斑
,

平摊于水面
,

生长停滞
。

1
.

防治水稻苗期
“

坐克
, -

水稻移栽两周后观察
,

不施锌肥的返青慢
、

分策少
、

黄苗严重
、

死苗增多
。

施用锌肥 以

后
,

不同施用方法对防治水稻苗期
“

坐克
”

均有明显效果 (表 3 )
。

2
.

促进水稻提早分萦
,

成稼多

施锌肥后分菜高峰期和分莫终止期均提前
。

锌作底肥
、

浸秧根和喷施的分萦高峰期分别

比对照提前 16 天
、

15 天
、

13 天 , 分集终止期提前 5 天
, 5 天

, 4 天 , 平均每莞成穗多。
.

4个
、

0
.

4

个
,

0
。

3个
。

1 4 2



表 3 施锌肥防治水稻苗期
“

坐克
”

的效果

苗 i佰 分爽数
苗亏含变化 (各 10 0株 )*

处 理
(厘米 ) (个 ) 绿苗 黄 苗 死 苗

3
。
3 一 61 2 6 13

3
。

5
.

7 3 1 6 1 1

{

3
·

8 { 7 8 1 8 4

3
.

4! 67 2 0 13

,二介J丹七,ù
丹山心口乃J勺U

.

…
nJ心J吸tU西

(二 )锌肥对水稻经济性状的影晌 水稻

施锌肥的经济性状均优于对照
。

锌作底肥
,

浸秧根和喷施的空批率分别比对照低 3
.

7 %
、

2
。

7 %
、

1
.

7 %
,

千粒重分别比对照高 0
.

9克
、

0
.

9克
、

0
.

7克
,

直至成熟期上述各处理均忱

对照生长 好
,

分 别比 对 照 增产 1 4
.

8纬
,

1 3
。

9%
,

5
。

4 % (表 4 )
。 ,

(三 )锌肥对水稻的增产效果 全县多点

试验结果表现
,

在不同类型土壤上施用锌肥
,

水稻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由于土壤有

对 照

锌作底肥

锌浸秧根

锌 喷 施

* 各处理在移栽前 选相同的绿苗3Q O株
,

分三个
.

点移

栽
,

各点 10 0株
。

移栽两周后在 田间实地考 查
。

效锌含量丰缺状况以及锌肥不同施用方法
,

水稻增产效果也不一样
。

在有效锌含量大于 1
.

00

p p m 的土壤上以喷施的效果最好 , 有效锌含量在 。
.

5一 1
.

OOPP m 之间的土壤上以浸秧根最好 ,

有效锌接近临界值 (或小于 0
.

SP p m )的土壤上以锌作底肥为最好 (表 5 )
。

从表 5看出
:

土城有效锌的丰缺与施用锌肥的增产效果有密切关系
。

土壤有效锌含量愈

表 4 锌 肥 木 同 处 理 水 稻 经 济 性 状
*

处 理

株 高

(厘米 》

有 效 称

《万 /亩 )

移长

(厘米 )

秘 拉 数 空秋率
袱 ` ~ } 产 盆
1 一 七匕 月医

(粒 ) (% ) (克 ) 亩产 《斤 )

月̀丹才之」

…
ù勺一blb的̀ǹ,臼

6
OU几0内0nUn甘n甘n甘,二d.占曰.上. .几

对 照

锌作底肥

锌浸秧根

锌 喷 施

11 8

1 2 8

1 2 3

1 1 5

2 2
。

0

1 8
。

3

1 9
。

5

2 0
。

3

2 4
。

8 9 1 5

1 0 5 0

1 0 4 2

9 6 4

增产 ( % )

1 4
一

8

1 3
。

9

5
。

4

* 各处理均是五点取样
,

每点 10 窝
。

产皿为小区实产
,

单打单收
。

表 5 锌 肥 不 同 施 用 方 法 对 水 稻 的 增 产 效 果

有 效 锌 f 净增稻谷 ( 斤 /亩 )

土组 名称 土种名称
.

含 皿 [

}
, .

一
、

一 锌作底肥 l 锌浸秧根 锌肥喷试
_ _

_
, , _

竺~ 上 {二
_ _

_ _ 一一

试 验 单 位

县土肥站

县上肥站

拔妙乡农科站

臼曰J,ùó弓自O汀2
盛山任口O叨O曰OJJ,

由.门1

月恤n山JI,二J,ùó,叼,几.之.0̀吸叹口

…
,二曰卫

卵石黄泥

白缮泥 田

黄 沙 田

死黄泥 田

紫 冲 泥

潮 砂 田

潮砂泥 田

湘 泥 田

0
。

9 4

百
.

0 3

0
。

8 5

…一 1 32

15 9

9 5

3 2

7 4

1 4 7

~ ~ , ~
.......

1 4 1

1 7 4

县农技站

县农技站

杨 乡 农 科 站

灰棕紫泥

细红砂 田

黄 泥 田

半砂半泥田

0
。

6 0

0
。

7 6

0
。
7 9

1 35

12 2

1 17

4 9

1 3 1

l 5

县农技站

拔妙乡农科站

杨柳乡农科站

田一田泥浸一泥砂冷
一

夹夹红棕紫泥 0
。

7 0 1 7 5

1 27

1 3 9

12 7

1 5 5 靖安 乡农科站

nU一U

棕 紫 泥

一
6 0

。
5 3

1 4 6

2 3 9

1 0 1

1 3 3

1

;:
新太 乡农科 站

讲治 乡农科站

冷砂货泥 黄砂泥 田 0
。

7 3 1 9 2 2 1 9 1 1 4 采石 乡农科站

1 4 3



低
,

锌肥对水稻增产效果愈显著
。

总的看来
,

三种施肥方法 中以锌作底肥效果最好
,

根据统计分

析得到
,

土壤 {j’ 效锌与锌作底肥的水稻净增产量间的回归方程为 y = 2 7宁
一

16 7叉 , :
·

二 一 0
.

肠 7 ,

达 1 %显著水准
。

六
、

结 语

开江县土壤中锌的含量受成上母质的影响
。

不同类型土壤的全锌含量有一定差异
,

但均

比国内外的平均含量高 , 有效锌
.

与全锌含量有一定关系
,

但没有规律佳的变化
, 有效锌含量

的丰缺与土壤农化性状有密切关系
,

在土壤有机质含蟹偏低的情况下
,

有效锌与有机质含量

呈正相关 , 有效锌与 p H
、

有效磷呈负相关
。

全县缺锌的土壤占耕地面积的 90 %以上
。

早地土壤有效锌含量更低
。

因此
,

在早地作物

上施用锌肥对提高产量是无疑的
。

水稻上施锌肥不仅能防洽苗期
“

坐莞
” ,

而且提早分莫
、

成穗

多
、

经济性状好
,

有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土壤有效锌含量愈低
,

`

施用锌肥的效果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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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翻试验 , 减少非
、

轻
、

中盐化土洗盐定额
。

20 0方 /亩
,
强盐化土宜保证 200 一 3 00 方 /亩

,

地
,

抢场播种
,

抢时中耕
,

防止返盐
。

非
、

轻盐化土宜用水 1 00 方 /亩
,

中盐化土宜 1 00 一

灌淤土类要少量多次
,

潮土类不早不灌 , 抢墒犁

2
.

发称夏洪优势
,

培肥改土
:
克孜河夏季洪水多

,

水质好 (。
.

1 8克 /升 )
,

加之夏季光
、

热

丰富
,

有利脱盐改土和作物生长
。

( 1) 利用夏洪扩种绿肥盆县境上游轻盐化灌淤土区实行短

期复播绿肥和麦田套种草木择并举 ; 中游中盐化灌淤杏区实行复舞牌豆与播种首藉并举
, 下

游重盐化溯土区扩种首猎
,

利用夏洪增加产草量
。

(幻 利用夏洪种植水稻
,

改良恶性构型重盐

化土
。

即下游底粘
、

腰粘构型潮土区
,

在完善灌排渠系前提下种植水稻
,

实行肥
、

稻
、

瓜轮

作
。

( 3) 利用夏洪
,

发展草场和薪炭林
。

有计划地引洪
、

`

拦洪
,

在北部盐化棕漠土区发展怪柳

为主的耐盐灌丛
,

上
、

中游盐化草甸土区发展沙枣为主的双层草场萝最下游洪泛洼地发展胡

阳和怪柳
。

扩大生物排碱面积
,

增加
“
四料

, ,

摆脱农业能源危机
。

此外
,

变废水为宝
,

将大

区干排碱水引入南部沙漠
,

分期分批发展高度耐盐的胡杨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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