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峰出现
,

峰高随土城类型而异
。

表明在土壤
一
绿肥处理的培养液中

,

由氧化铁还原出来 的 亚

铁足够与二价硫形成F e
S

。

碳水化合物和酚类物质的数量都较纯绿肥处理者为低
,

其中尤以砖红壤和红坡中者为甚
。

扣 这可能由于氧化铁与其作用所致
。

两种物质比较
,

酚类物质似较碳水化合物更易失去 电 子
,

因而具有较强的还原性质
。

二
、

关于挥发性有机酸

在 30 天培养过程中稻草的挥发性有机酸总量较紫云英者高 3一 4倍
,

而且酸的种类也较紫

云英为多
。

前者包含乙酸
、

丙酸
、 n 一丁酸

、

异丁酸
、 n 一

戊酸
、

异戊酸和异己酸
,

其中以乙酸

含量最高
。

后者包含 乙酸
、 n 一丁酸

、 n 一
戊酸和异己酸

,

其中以 n 一丁酸含量最高
。

从动态变化

看
,

由紫云英产生的挥发性有机酸
,

大部分 出现在培养后 14 天
,

在 30 天后消失
。

而由稻草产

生的大部分挥发性有机酸出现在培养后的 5一 14 天之间
,

30 天后仍存留一定数量的乙酸 和 丙

酸
。

在挥发性有机酸总量与 p H或与E h 之间无一定的相关性
。

看来
,

挥发性有机酸不是决定

其所在体系的 p H或 E h的主要因素
。

与无土处理相反
,

加土后
,

紫云英的挥发性有机酸总量一直较稻草者为高
,

而且其总量

随时间波动的幅度也较稻草为大
,

其中尤以中国砖红壤和意大利砂土最为明显
。

从酸的种类

看
,

在培养过程中
,

由紫云英产生的主要有 乙酸
、

丙酸
、 n 一丁酸

、

异丁酸
、

异戊酸或己酸
,

由

稻草产生的主要有乙酸
,

丙酸和
n 一丁酸

。

土壤类型可强烈影响挥发性有机酸的存在
,

在第四

纪红粘土中
,

一直存在一定数量的 由紫云英分解产生的乙酸和由稻草分解产生的丁酸
,

而在

, 其它土坡中则甚少
。

旱粮作物化肥基施的增产效果

张永存

(辽宁省辽阳市农科所 》

氮素化肥一次基肥深施
,

是指高梁
、

玉米等早粮作物早春作垅时
,

将作物全生育期所需

用的化肥一次施八耕层
,

这一施肥方法是我市施肥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改革
,

近几年来我们的

多点试验示范和大面积生产实践表明
,

基肥一次深施 (简称基施 )方法简便
,

效益显著
,

是一

项经济有效的施肥方法
。

一
、

化肥基施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一 )甚施与追施对比 根据我所 36 个点的基施与追 施 单 因 子 试 验 结 果
,

亩 施 纯 氮

伶 .17 5一22
·

5斤
,

高梁
、

玉米分别平均增产 1 9
·

8 %
、

21
·

7 %
,

折合每斤纯氮增 产 高 梁 2
.

49 一

6
.

07 斤
,

玉米 6
.

29 一 7
.

90 斤
,

基施效果非常显著
。

(二 )甚施与其它施用方法对比 以尿素
、

碳酸氢按两种化肥为试材
,

分别对玉米
、

高梁



进行等氮量基施
、

基施加追施 (用量各半 )
、

作种肥和生育期 l’ d e追肥 (作对赚 )
,

兰次重复的复

因子试验
。

除作种肥的没有产量结果外 (因烧种
,

出苗仅 51
.

0一 55
.

5 % )
,

均以基施为最高
;

与追施相比
,

尿素增产20
.

6 %
,

碳酸氢按增产 17
.

0% , 与基施加追施比
,

尿素增产 13
.

8 %
,

碳酸级按增产 8
.

8%
。

(三 )若施与分次追肥对比 在所内与基点队进行了玉米和高梁的基施化肥与分次追肥的

田间试验
,

即基施与等量化肥一次
、

二次追肥的肥效对比
。

试验为三次重复
,

小区面积 30 平

方米
。

玉米为尿素
、

氯化按
,

高梁为碳酸氢按
。

亩施纯氮24 斤
,

基施在早春作垅时一次施入
,

追施是穴施根部附近然后躺土覆盖
,

厚度 l 寸左右
,

追肥时间玉米为 16 片叶即抽穗前20 天左

右
,

高梁于 12 片叶即幼稼分化前施入
。

二次追肥玉米本着前轻后重的原则
,

第一次于 12 片叶
,

用量为总量的 1/ 3 ,

第二次为 19 片叶
,

用量为 2邝 , 高梁本着前重后轻的原则
,

追肥用量第一

次为 2 / 3
,

第二次为 1/ 3 ,

追肥时问与玉米同
。

虽然当年前期降水偏多后期伏早严重
,

但从尿

素
、

抓化按
、

碳酸氢按三个化肥品
.

小
,

在玉米
、

高粱两个作物上的肥效反应看
,

基施肥效均

好于一次
、

二次追肥
,

如表 1
。

表 1 基 施 与 分 次 追 施 的 产 t 比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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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次宜 X 的平均值

(四 )甚施的适宜用 t 为了探索基施化肥的适宜用量
,

进行了高粱
、

玉米的基施用量试

脸
,

以碳酸氢按
、

尿素
、

氯化按为试材
,

基施纯氮用量分为 。
、

12
、

16
、

20
、

2 4
、

2 8斤六级
,

三次重复
。

结果表明
,

除施纯氮28 斤外
,

其它产量均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
。

增产幅度以施

纯氮24 斤的为最高 (表 2 )
。

表 2 氮 肥 不 同 用 量 基 施 的 产 量 比 较
·

一
,

一一~
.

一一
-

一-
一-

妇

一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 —
肥 料用盆

( N
,

斤 /亩 )

尿 素 氛 化 按

玉米产 l 玉 米 产 t

碳 酸 氛 筱

高 梁 产 t

斤 /亩

7 5 6

1 0 2 5

1 0 6 3

1 0 9 3

1 1 0 8

10 9 6

增产% 斤 /亩

6 7 6

9 7 6

10 19

1 0 9 2

11 2 6

1 1 2 9

增产% 斤 /亩 增产%

0 (对照 )

1 2

1 6

2 0

2 4

2 8

3 5
。

C

4 0
。

6

2 4
。

4 2
。

一呼̀J,目08一O丹ùù勺,̀O甘一此080
甘O一 臼

一

4 4
。

6

4 6
。

6

4 5
。

0

4 4
。

4

5 0
。

7

6 1
。

5

6 6
。

6

6 7
。

0

4 5
。

3

1 0 4 4

9 7 5

5 2
。

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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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基施化肥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 一 )谷施对作物生育性状的影晌 几年来
,

基施化肥的作物出苗正常
,

除抓化按苗期个

别有肥害外
,

没有发生坏种伤苗现象
。

当植株生长 7
、

8 片叶时叶色由黄转绿
,

逐渐加深
,

当

10 片叶时
,

基施植株生长速度显著快于追施
,

至收获前仍保持差异
,

无脱肥症状
。

据两年调

查结果
,

高粱 12 片叶时基施比追施的高 4 厘米
,

单株叶面积增加 1 10 厘米
“ ,

相 当每株增加半个

功能叶片 , 玉米 15 片叶时比追施的高 1 7
.

6厘米
,

单株叶面积增加 2 37 厘米
“ ,

接近增加 0
.

7个功

能叶片
。

由于深层施肥
,

满足了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
,

使作物茎节增粗
,

提早成熟
。

三年试验结

果是基施比追施高粱提早成熟 4一 6天
,

玉米为 2一 3天
。

高粱株高降低 12 一 18 厘米
,

玉米增高

2
.

1厘米
,

穗位增高 4
.

6厘米
。

高粱
、

玉米的基部茎粗
,

随着施肥量增加并增粗
,

基施与追施

的基茎比为 1
.

12 一 1
.

19
,

在 19 8 0年风雹灾害中虽然倒伏严重
,

但是基施倒伏率降低 1 4
.

5%
。

(二 )签施对作物产 t 因素的影晌 据三年统计
,

基施化肥处理
,

玉米的稼粗增加 0
.

06 厘

米
,

秃尖减少 0
.

5厘米
,

特别明显的是穗长增加 0
.

54 厘米
,

百粒重增加 1
.

2克
。

基施化肥对高

粱产量因素的影响与玉米基本相同
,

突出表现在穗部长度增加。
.

66 厘米
,

小秘增加 1 9
.

6 个
,

千粒重在螟虫危害严重的条件下增加。
.

21 克
。

三
、

基施对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牵 三年试验证明
,

基施可提高作物的氮肥利用率
。

其中高粱氮肥利用率基施为 4 9
.

8 %
,

比

追施提高 1 7
.

2 %
。

玉米基施利用率为4 2
.

6 %
,

比迫施提高 18
.

2 %
。

基施氮肥主要是把化肥深

施在土中保存起来
,

随着作物生长而逐渐被吸收
。

从而满足作物生
一

长发育的要求
,

达到保肥

增产目的
。

总之
,

化肥基施改变了作物根系吸收环境
,

妥善地解决了本地区迫肥季节时
,

因天气干

早覆土不严对追肥的不利影响
,

满足了作物生长发育的需求 , 化肥基施使作物具有发苗
、

早

熟
、

耐早
、

抗倒伏等生育特性
,

可增强抗风
,

抗御低湿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

为作物高产创造

了有利条件
。

化肥基施的适宜用量与土壤有关
,

一般在保水保肥性能较强的粘质或壤质土壤上
,

对高

粱
、

玉米作物的基施用量可为纯氮20 一 24 斤
。

化肥基施措施能把氮素化肥追肥的 有 效 期 从

30 一 45 天左右
,

提高到作物全生育期
,

实现作物免追肥
,

节省大量人畜用工
,

缓和夏锄生产

大忙季节争工争时等矛盾
。

且方法简单易行
,

不仅适合当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形式的

需要
,

对实现机械免耕作业也提供了方便条件
。

更 正

本刊 1 9 8 6年第 18 卷第 3 期
,

第 15 3页末行
“

水杨醚
”

应改为
“

水杨醛
” ; 第 15 6页倒第 3 行

“
d H

,

应改为
“
p H

, , “
o

.

SM E D T A
”

应改为
“

o
.

o 5M ED T 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