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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 的不断增长
,

对粮食需求问题 日益突出
。

在耕地面积不可能

有太多扩充的状况下
,

改 良中低产土壤是增加粮食产量之重要途径
,

而中产土壤的改 良要比

低产土壤投入少
、

见效快
。

一般来说
,

中产土壤大多数没有特殊问题
,

分布在具有一定农业生

产条件的地区
。

只要土壤限制因子得到改善
,

即能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
,

登上新的 台阶
。

马肝土是沿长江两岸下蜀黄土丘陵谷地水稻土的主要类型
,

为 长江中下游地区中产水稻

土
,

广泛分布于苏
、

皖
、

赣
、

鄂诸省
。

就江苏省而言
,

马肝土约占该省水稻土面积的 16 % 左右
。

马肝土土层深厚
,

质地粘壤— 壤质
,

有机质含量在 2 0g k g ” 左右
,

无僵板
,

冷烂
、

酸瘦
、

盐碱等问题
。

解放初期
,

水稻品种采用中釉稻农家品种
,

产量不高
。

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
,

新

的高产水稻品种不断更替
,

化肥用量增加
,

施肥水平提高
,

水利等农业生产条件得到 改善
,

虽然水稻单产有了大幅度增长
,

但仍徘徊在中等产量水平
。

近十余年来
,

由于产量 的 增长
,

氮素肥料用量相应增加
,

水稻长势虽喜人
,

但后期若稍遇不 良天气
,

则倒伏严重
,

瘪粒增加
,

产

量下降
。

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
,

其亩产也不易超过 50 0公斤
。

一
、

中产原因的诊断

沿江丘陵冲田 ( 谷地梯田 )马肝土发育于地带性起源土壤 (母土 )黄棕壤上
。

从笔者对该地

区 黄棕壤和水稻土的研究分析结果以及第二次土壤普查有关县的分析数据表明
,

黄棕壤铁的

游离度在 40 一 61 %
,

具有一定程度脱硅一富铁作用
,

马肝土继承了黄棕壤的特性
,

其铁的游

离度较高
,

并有缺硅的可能
。

为此
,

笔者分别在江苏省丹徒县蒋桥乡
、

漂水县渔歌乡
、

漂水县

农科所进行剖面采样
。

前两者为粘壤质地
,

后者为粉砂含量较高的壤土
。

土壤有效硅分析结

果表明
,

土壤剖面有效硅含量随剖面深度而增高
,

耕层含量最低
。

以蒋桥乡 剖 面 为 例
,

耕

层有效硅含量仅含量 sl m g k g
一 ’ ,

犁底层为 1 22 m g k g 一 ’ ,

渗育层增至 1 58 m g k g 一 ` ,

漪育层 达

20 2 m gk
g 一 ` ,

具有明显的下移现象
。

丘陵冲田水稻土耕层有效硅含量与所处冲田部位高低 ( 上
、

中
、

下冲 )有一定的关系
,

并与

水稻土的发育有所联系
。

为了便 于说明起见
,

仅举部分数据于表 1
。

表 1 表明
,

下蜀黄土丘陵冲田上部的早地 (黄棕壤 )
,

可 以作为该地 区水稻土的起源土壤

进行对比
,

其有效硅含量一般在 1 20 m g k g
一 ’

左右
,

亦有少数大于 i 50 m g k g
一 」 。

`承 漂水县
、

丹徒县
、

镇江市润州 区
、
丹 阳市

,

句容县农业 局土肥站支持
、

参加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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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水县下蜀黄土丘陵冲田水稻

土耕层有效硅含量

上样编号 采样地点
地形部位

德鳌鹰邸
盯叨姗
,

四77以

冲田的 -It 冲部位
,

因水源条件之差异
.

有着三种情况
,

即旱地 ;望天田 (淹育型水稻

上 ) ; 和种稻年份较长
、

发育较好 的水稻土

(渗育型 )
。

一

旱地和望天田耕层土壤中有效硅

含量一般 > 1 0 Om g k g
一 ` ,

如 L一洪 I一工和 I
J

一

云 I一 I
。

后者一般 <I O0 m g k g
一 ’ ,

如 L一东 I

一 I
、

L一明 I一 I
、

L 一明卜 I等
。

中冲部位

水稻土耕层部分有效硅除受下渗水垂直淋移

和水稻收获物携走外
,

还要受地表灌概水向

下冲移动
,

因 此 含 量 较 低
,

大 多 在 50 一

9 0m g k g 一 ’

范围
,

占此次调查 2 3条冲田 7 0 %
。

下冲水稻土虽然也要受到下渗水垂直淋移作

用和水稻收获物携走
,

但同时它又承接了地

衷灌溉水从中冲淋移
一

F来的硅酸胶体
,

它的

含量通常情况下要大于中冲
。

从调查结果统

计
,

< l o o m g k g
一 主

者仍 占 6 0%
, > 10 0m g k g

的样点
,

大部分含量仍在 1 30 m g k g
一 ’
以 内

,

仅个别的达到 1 50 m g k g 一 ’ 。 _

L部水源条件差

的冲田
,

从地形由高到低
,

耕层土壤中有效

硅含量的分布呈现上冲>中冲 <下冲之趋势
。

1一 东 l 一 1

I 一东 I一 2

L一东 I一 3

东芦乡

_

上冲

,

朴冲

下冲

L一 明 I 一 1

I
J

一明 I 一 2

L一明 I 一 3

L 一明 l 一 1

L 一明 I 一 2

L 一明 贾一 3

明觉乡

上冲

` 1
1

冲

下冲

明觉 乡

上冲
,

1
1

冲

下冲

例91101一50盯蚝1 一洪 I 一 1

L 一洪 I 一 2

L 一洪 I 一 3

洪兰 乡

_

1几冲

,

卜冲

下冲

L 一渔 I 一 3

L一 渔 I 一 2

L一渔 1一 1

L一云 I 一 1

L 一云 皿一 2

L 一云 l 一 3

渔歌乡

上冲

中冲

下冲

云合 乡

上冲

中冲

下冲

1 12

7 6

10 2

在水源条件较好的冲田
,

上
、

中
、

下冲种稻年代均较长
,

不同地形部位之水稻土都得到

较好的发育
,

则耕层土壤有效硅含量分布呈上冲 <中冲 <下冲的形式
,

这是因为地形部位造成
_

l二冲水稻土耕层土壤受水分淋移较强的缘故
。

此种情况颇能代表下蜀黄土丘陵地区冲田水稻

土发育后
,

耕层有效硅含量分布的规律
。

除此而外
,

从所调查研究的材料中
,

还可看到个别采样点
,

因特殊的水分条件
,

有效硅

含量较高
,

超过 20 0m h k g
一 `
但这种土壤的面积很小

。

水稻是喜硅作物
,

土壤有效硅不足
,

将成为水移增产的限制因子
。

大致而言
,

水稻土耕

层土壤有效硅含量低于 1 00 m gk g
一 二时

,

水稻施用硅肥就有显著增产效益
。 一

厂蜀黄土丘陵地区

水稻土具有一定程度脱硅一富铁作用
,

因而有效硅含量不丰富
。

水稻土发育后
,

耕层
,

1
丁,

有效

硅受水的淋移和随水稻物收获携走
,

致使含量普遍低于 100 m g k g
一 ` ,

这也是该地区水稻增护
“

的限制因
了

J’.
。

二
、

施用硅肥改善限制因子

从 1 9 83 年起
,

以镇江市郊丹徒乡张许村
、

润南村为试验基点
,

傲了 5 年水稻大田施用硅

肥试验
,

并先后在漂水县城郊乡
、

句容县二圣乡
,

丹徒县大泊乡等试验点配合进行田间试验
。

(一 )水稻施硅肥的增产效果

镇江市郊丹徒乡张许村
、

润南村 试验 从
.

从均在
`
!
,

冲部 位
,

马肝土 (漪育型水稻土 )从本性

质列于
一

友 2
。

以镇江市钢铁 )
一`

高炉熔渣作为硅肥
,

其化学成份主要为硅
、

钙化合物
,

是
·

种

缓效性硅 )J巴
。

以 5 10
2

一

`了C a O
一

计共:
,

务占 3 6 , o%
、

3 5
,

8早石
,

其次为铅铁三权化物
,

占1 4
.

6 ;石
.



表 2

地 点

镇江市郊丹徒乡试验点土壤基本性质

土壤 质地
有机质
( g k g一 l )

全
( g k
多

、

g
孟
少

全 磷
( g k g一 1

亡 有效硅
( m妙 g一 ` )

张 许 村

润 南
’

才士

粘壤土

粘壤土

6
.

0 5

C 0 5

2 0
.

5

1 8 5

29

15 0 6 9 1

表 3 润南村试验点硅肥区与对照区的水稻植株某些性状比较

植株中 5 10
2
15 1 0

2含量

处 理 含蚤
一

增加率
一

克 /每克千草 %

一有效穗数
(万 )

穗 粒结构

总粒数
`

实粒数 {瘪粒数

千粒重
(克 )

实

公斤

产
一 _ _ _ _

性
_ _

汽
_

/亩 公 斤 /亩 %

硅肥区

对照区

0
_

1 0 75 1 1 3 9 3 1
_

2

0 09 65

1 1 0 9 6

1 0 4 9 0 1 4
.

7 30
.

4

5攻5
.

9 6 2
.

6 1 2
.

9

4 8 3 3

含有少量的磷 ( P
Z
O

。 3
.

Og k g
一

)
, p H 9

.

45
。

熔渣硅肥经粉碎处理
,

颗粒粒径大部分在 1一 0
.

3

毫米
,

每亩用量 1 00 公斤
,

麦收后栽秧前做而肥施入
。

试验表明
,

施用硅肥
,

改善了因土壤有效硅含量不足
,

产生倒伏的问题
,

水稻植株 5 10
2

含员有明显的增高
。

因此
,

水稻茎秆坚硬
,

挺拔
,

抗倒伏性能显著
。

如 1 9 8 4年整个夏季气温

和降雨情况正常
,

立秋以后
, 8月中旬天气干早

, 8 月底至 9 月上旬转为连绵阴雨
,

正值水

稻生长后期
,

气温偏低
,

日照不足雨水偏多
。

成熟期测量植株基部茎秆
,

施硅肥区平均墓部

茎秆总围长 7
.

4厘米 / 10 株
,

而对照区为 6
.

9厘米八 O株
,

水稻长势前 者 整 齐
、

健壮
,

无 倒

伏
,

后者倒伏面积达 35 %
。

从考种的情况来看
,

虽然有效穗数没有增加
,

而实粒数和千粒重却

有增加 (表 3 )
。

, 据对丹阳县大泊
、

胡桥
、

建山 3个乡大 田试验结果的差异显著性测定
,

施硅肥与不施硅

肥水稻产量达极显著水平 ( t = 6
.

27 t 。 . 。 :
( 1 4 ) 二 4

.

14 t ) t 。 . 。 :
)

。

平均增产幅度为 1 1
.

2%
。

同

期漂水县及句容县试验
.

点先后做了硅肥试验均获得相 同的效果
,

在当地 目前施肥水平下
,

增

施硅肥均能达到水稻产量 5 00 公斤 /亩
,

不发生倒伏 的问题
,

增产率亦在 10 % 左右
。

(二 )高产试验

鉴于马肝土硅素养分供应不足
,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氮素肥料施用水平
。

适 当增加一些

氮素化肥用量
,

能否提高水稻的单产 ? 为此
,

在 1 9 8 5年不同施氮水平施用硅肥小 区试验的基

础上
, 19 8 6年进行了水稻高产大 田试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正常的施肥水平下
,

每亩增施氮

素 3一 4 公斤
,

亦即每亩增加 25 公斤碳铁作基肥
,

每亩实产 6 5 6
.

4 公斤
,

产量超过一般的农

户 ( 4 5 0一 47 5公斤左右 )
。

说明马肝土施用硅肥改善了限制因子
,

必然要影响到其 它 养分 条

件
,

进一步提高产量的潜力是很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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