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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稻田氮肥施用技术在红壤上的应用

尹端龄 饶德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 ) (江西省刘家站垦殖场 )

目前
,

我国稻田多施用碳酸氢馁和尿素
,

但碳钱的氮素利用率不足 30 %
,

尿索 的利用率

虽略高
,

也仅为 30 一 40 %
。

而施入稻田 中的氮肥残 留于 田面水中的损失量却十分可观
。

为了

减少氮肥在稻田 中的损失量
,

朱兆良等在中国科学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内推行了经改进 的

稻田氮肥施用技术 〔 1〕 ,

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

为了将此项技术应用于红壤稻田
,

笔者在中国科

学院鹰潭红壤生态实验站旁的刘家站垦殖场一分场进行推广性试验
。

试验按中国 科 学 院 资

源生态环境网络研究项 目中
“
06 一 02 一 02 一 03 课题

”

所规定的田间试验设施方案进行的
。

氮肥

施 用方法分为习惯法
,

即有水层混施
; 改进 1 法

,

即无水层混施和改进 2 法
,

即无水层犁沟

条施
。

3 种施肥方法所用的肥料量均相同
。

现将试验结果简报如下
:

(一 )改进的施肥法能减少 田面水的氮态氮量并降低其 P H
。

试验表明
,

与习惯施 肥 法

相比
,

改进 的施肥方法可 以显著地减少稻田施氮肥后田面水中留存 的氨态氮量 (表 1 )
,

而卫
`

田

面水的 P H也有所降低 ( 表 2 )
。

(二 )改进的施肥法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由表 3 可见
,

改进 2 法与习惯法相 比
,

在基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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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改进施肥法对田面水 P H 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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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改进施肥法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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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改进施肥法对氮肥利用率 ( % )的影响

丛肥小区试验 基肥 + 追肥 小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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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可使水稻增产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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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产率为 19 %
,

达到极显著水准
; 而改进 1

法仅增产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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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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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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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基肥 + 追肥的条件下
,

改进

2 法较习惯法增产 3 7
.

2 千克 /亩
,

增产率为

1 0
.

7%
,

达极显著水准 ; 改进 1 法则比 习惯

法 增 产 2 2
.

2千克 / 亩
,

增产率为 6
.

4%
,

亦达显著水准
。

(三 )改进的施肥法可以提高氮肥利用率 改进法控制 了氮的损失
,

从而提高了氮肥利用

率 (丧 4 )
。

_

!几述结果表明
·

改进 的施肥方法用于红壤稻田亦可取得良好的增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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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丝对锌的吸收和 运输与磷的吸收和运输没有密切的关系
。

锌在菌丝内运输机理需要进一 步

研究
。

菌丝所吸收的锌在植物体内的分布与植物磷营养状况有关
。

外室不施磷肥时
,

植物体内

锌大部分滞留在根中
,

锌从根部向地上部的运输受 到抑制
,

随着施磷水平 的增高
,

菌丝吸磷

量增加
,

宿主植物磷营养得到改善
,

锌向地上部的运输量也相应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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