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草还田对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

陈德章

(福建省将乐县农业局土肥站 )

近年来
,

我县实行稻草还 田的面积每年达 13 万多亩
,

占双季稻草种植面积的 95 % 以 上
。

稻草还 田具有就地 取材
、

肥源广
、

成本低
、

省劳力等优点
。

对解决晚稻 田有机肥源不足
,

促

进全年增产有着重要的作用
。

为了研究稻草还 田对培育土壤肥力的作用
,

我们选择黄底灰泥

田
、

黄泥田进行连续 3 年 ( 1 9 83 一 1 9 8 5) 田间试验
。

本文是试验的总结
。

一
、

试验方法

试验是在将乐县农科所的试验地上进行的
。

供试土壤为黄底灰泥田和黄泥田
; 试验设 2

个处理
:
晚稻 田加阜稻茎秆处理和晚稻 田不加早稻茎秆处理 (对照处理 )

,

但各处理均施用纯

氮 ( N ) 9
.

3 5公斤 ; 纯磷 ( P
。
O

:
) 4

.

6 5公斤 ; 纯钾 ( K
Z
O ) 9

.

3 5公斤
。

试验重复 2 次 ; 试验 区

面积为 0
.

4一 0
.

52 亩
。

试验前后对有关的土壤理化性质进行了分析
。

二
、

结果和讨论

( 一 )稻草还田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1 ,

有机质含量及其组成的变化
.

连续 3

年的试验表明
,

实行稻草还田的小区
,

其有

机质含量有所提高
,

腐殖质组成也有一定的

变化
。

黄泥 田的有机 质 含 量 由 试 验前 的

2
.

37 %提高至 2
.

99 %
。

而未实行稻草还 田的

对照处理
,

三年内土壤有机质含量则有趋于

下降之势 (表 1 )
。

实行稻草还 田不仅使土壤

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
,

而且腐殖质组成也发

生相应 的变化
,

例如
。

土壤胡敏酸含量有所增

加
,

11 / F 比值也相应的增大
。

2 ,

土壤养分的变化
。

分析结果表明
,

稻

草还 田处理区的土壤全氮含量明显增加
,

土

表 1 稻草还田对土壤有机质含量

及其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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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全钾含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表 2 ) ; -

而对照处理区则与之相反
,

处于维持或下降之趋势
。

3 ,

土壤物理性状 的变化
。

稻草还田使土壤物理性状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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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稻草还田对土壤养分及土壤物理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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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土壤容重降低 ; 土壤物理性粘粒 ( < 0
.

01 毫米 )减少和土壤总孔隙度增加等
,

这些表现与

稻草还 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关
。

此外
,

稻草还田对土壤酸度及吸收性能也有一定的影

响
。

稻草还田能增加土壤潜在酸含量
,

因此
,

稻草还田 时
,

应施适量的石灰
,

以消除其某些

不利方面的影响
。

(二 )稻草还 田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
,

稻草还 田有利于改善土壤的环境条件和营养状况
,

从而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

育
,

最终表现提高了水稻产量
。

三年试验结果表明
,

稻草还田处理区平均每年增产稻谷 6 4
.

5

公斤 /亩 (黄底灰泥 田 )和 67 公斤 /亩 (黄泥 田 )
,

增产率分别为 8
.

16 %和 1 2
.

7 % ; 而对照处理区

平均每年增产稻谷 27
.

5公斤 /亩
,

增产率仅 5
.

1%
。

三
、

结 论

1
.

稻草还田能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养分的含量及有效性 ; 改善土壤物理性状
,

从

而提高了土壤肥力水平
。

2
.

稻草还田能提高水稻产量
,

增产率可在 8 一 13 %左右
。

3
.

实行稻草还田应配合施用适量石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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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嚎田首国际会议在喀达尔召开

1 9 8 8年 1 月 5一 8 日
,

在西非塞内加尔共和国首都达喀尔召开了一次具咏 田著 ( S 。 :
ab

。
ia

R os tr at a) 基础研究与农业应用的国际会议
。

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美洲
、

欧洲
、

非洲 和 亚 洲

的巧个国家的 72 位代表分别在会上作了有关具咏田著的学术报告
。

与会者一致认为
,

具咏 田

著是一种固氮能力很强的豆科绿肥作物
,

它的根和茎上分别长有能营共生固氮作用的根瘤和

茎瘤
,

其固氮量约为 36 斤 /亩纯氮
,

鲜草 (花期 )亩产三万斤
。

作水稻基肥 (生长 50 天后翻压 )
,

喊 水稻产量可增加一倍
。

具咏田著除作绿肥和饲料外
,

它的茎秆和种籽还可作工业原料用
。

(姚惠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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