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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
,

隶属闽浙丘陵山地
,

是九山
、

半水
、

半分田的地 区
。

分布有大

面积的由酸性火成岩类发育的土壤
,

近几年发现原因不明的小麦
“

青空不实
”

症
,

曾疑为缺硼
,

但经试验
,

硼 (包括锌
、

铂等 )对矫正
“

青空不实
”

的效果并不明显
。

自1 9 8 9年起
,

又进行施铜

肥的试验
,

证实了小麦
“

青空不实
”

与土壤缺铜有关
。

小麦在生长前期缺铜症状一般不明显
,

待至抽穗时
,

穗颈短缩
,

部分穗甚至未能抽出叶

鞘
,

某些叶片成捻纸状枯死
,

表现结实不 良或严重不实 , 至成熟阶段
,

缺铜小麦结实不 良
,

株

色呈黄
、

绿相间的斑驳状
。

小麦缺铜
,

导致结实
、

退秆不 良
,

部分光合产物如糖类
、

氨基酸阻滞在茎秆叶片内
,

易

受蚜虫危害
,

部分植株在生长后期还有再分菜的现象
。

一
、

研究概况

本研究以田间试验为主
。

即通过田间试验方案设计
、

实施
,

症状表现观察
,

测定生物经

济性状及实产和土壤有效铜含量等
,

研究证实小麦
“

青空不实
”

症系由土壤缺铜所引起
,

进而

在全区不同土壤类型和地形部位布点以探明小麦缺铜与土壤类型
、

地形部位等关系
。

还对铜

肥施用技术反复作了比较
。

有多处理
、

多重复的小区
,

随机区组试验和简单的施铜与不施铜

大区对比试验
。

试验中除铜的施用量不同外
,

其他生产条件严格一致
。

试验在本区主产小麦

的绍云
、

遂昌
、

松阳
、

丽水
、

青田
、

云和等县 (市 )进行
,

上述县 (市 )土肥站承担了部分田间

试验工作
。

土壤有效铜含量由浙江省测试中心徐素君协助测定
,

方法用D T P A浸提
,

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

全区土壤有效铜含量引用土壤普查资料
,

分析方法同上
。

二
、

研究结果

(一 )小安缺铜与土旅母质及地形部位的关系

多点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小麦缺铜与土壤的母质及所处地形部位关系最为密切
。

就母质

而言
,
本区凡由酸性火成岩 (如凝灰岩及花岗岩 )发育的土壤 (如黄砾泥

、

麻摧砂土等 )种植小

麦均表现出严重的缺铜症状
。

然而在黄铁矿附近由花岗斑岩发育的土壤
,

虽然质地很粗
,

但

小麦缺铜症状却不明显
。

但由红紫砂砾岩发育土壤
,

小麦缺铜则明显
。

由冲积物发育 土 壤
,

小麦缺铜最轻
,

小麦施铜效果也不显著
。

就地形部位而言
,

河谷平原靠河流两侧中心地带的

* 本研究在浙江农业大学秦遂初教授指导下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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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壤
,

小麦缺铜较轻
,

但向外延伸至与山坡连接处的土壤
,

小麦缺铜较重
,

而丘陵
、

山坡地

土壤小麦缺铜更重
,

上坡粗骨浅薄地土壤小麦缺铜特重
。

小麦缺铜还与土壤琳失及距离灌概

水远近有关
。

此外
,

小麦缺铜与小麦品种也有一定的关系
。

从大量试验点的品种间的比较来

看
,

87 选 6 、

辐鉴 7 号
、

鄂麦
、

丽麦 1 6
、

浙麦 1 号等小麦品种表现出较重的缺铜症状
,

浙麦

2 号缺铜中等
,

丽恢 4 号缺铜较轻
。

(二 )哪水地区土城缺铜的概况

表 1 结果表明
,

丽水地区自然早地土壤与水稻土两者之间有效铜含量差距悬殊
`
自然及

早地土壤 平均有效铜仅 。
.

5 1m g / k g ,

变动在 0
.

12 一 2
.

42 m g / k g 范围 , 水稻土平均有效铜 为

i
.

5 4m g / kg ,

变动在 0
.

7 2一 3
.

2 3m g / k g之 间
。

根据小麦施用铜肥试验结果
,

我们将土壤有效铜低于 0
.

7m g / k g 的土壤定为严重缺铜土

壤 , 。
.

7一 0
.

g m g k/ g为缺铜土壤
, o

·

9一 1
·

2 表 1 丽水地区土堆有效铜含 t ( gm /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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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 k g 为轻度和潜在性缺铜土壤
,

高于 1
.

2

m g / kg为不缺铜土壤
。

(三 )防治措施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硫酸铜 (作基

肥
,

用量为 1千克 /亩 ) 能有效的矫治小麦缺

铜症
。

在小麦分草
、

拔节期各喷施 1 次 0
.

1%

硫敌铜液
,

也有较好的效果
。

何念祖
、

孟赐福在《植物营养原理》一书

中提出
,

土壤施用铜 1千克 (笔者折为 硫 酸

铜 4千克 )其效果可维持 10 年以上
,

认为土壤

施铜是较佳方法
。

笔者为节省铜肥用量
,

认

为采用 2 次喷施 0
.

1硫酸铜液方法
,

也是可取

的
。

在轻度或潜在缺铜土壤上
,

亦可喷施 1

次
。

据对 23 块试验田的统计 (表 2 )
,

小麦施

铜平均亩产 1 57 千克
,

较对照增产 17 %
。

经 t

测验
,

达极显著水准
。

施铜小麦平均有效穗

20
.

44 万 /亩
,

每穗实粒数平均为 29
.

8粒
,

千

粒重 30
.

27 克
,

表明施铜主要作用在于增加

每穗实粒数
,

从而防治小麦的
“

青空不实
”

症

在绍云
、

遂昌
、

松阳
、

丽水等县 (市 )多

处早地和水田试点
,

小麦施用铜肥有极显著

的增产效果
,

少数试点小麦施铜肥后增产高

达 10 倍以上 ; 还有部分试点由于土壤仅轻度

(或潜在性 )缺铜
,

小麦虽无缺铜症状
,

但施

铜肥也有不 同程度增产
。

据 1 9 8 9一 1 9 9 1年全

区试验统计
,
3次重复以上试验点共 7 个

,

施

铜肥后平均小麦亩产 176 千克
,

较对照增 产

17 %
。

新复极差测验结果
,

增产显著 3 个点
,

土。 名称

{
土 , ,

)
, 均有效。

}
面积 (万 “ ,

自 然 及 早 地 土 城

石 砂 土

砂粘质 红土

红紫砾土

红 泥 土

黄 泥 土

黄陈泥土

棕 泥 土

山地黄泥土

红萦砂土

培泥砂土

红 松 泥

水 稻 土

白 砂 田

山地黄泥田

山地黄泥砂田

烂 灰 田

黄 泥 田

红 砂 田

红 泥 田

洪积泥砂 田

红 质 田

红泥砂 田

黄泥砂田

紫泥砂 田

烂 泥 田

烂 翁 田

新 黄筋泥 田

培泥沙 田

老黄筋泥 田

泥 砂 田

红松泥 田

红松泥沙 田

6
.

9 7

2 2
.

7 5

2
.

5 8

3
_

2 3



表2 小 麦 施 铜 增 产 效 某

试试脸地点点 土 族族 土 城城 大发发 小区面积积 重复复 试脸①① 亩 产产 增 产产 增产产 显著性性
有有有有效饭饭 品种种 ( 亩 ))) 次致致 处理理 《千克 ))) 《千克 /亩 ))) ( %)))))

((((((( mg 户g )))))))))))))))))))

绍绍 云 县县 凝灰岩岩 0
.

555 3 浙浙 0
.

333 0 111AAA2 1 1
.

555 10 0
.

888 86 4
.

000申冲冲

城城 东 乡乡 发育黄黄黄 麦麦麦麦 CCC2 7
.

6 000 0
。

5 333 17
.

000冲 ***

西西 乘 村村 砾 泥泥泥 1111111BBB6 7 1
.

000 16 5
。

333 工2 3 8
.

222 *今今

坡坡 地地地地 号号号号DDD 75
.

6 3 000
。

2 5 333 4
.

777 * ***

EEEEEEEEEEEEEEEEE 1 1
.

777777777

丽丽水市水东乡乡 同 上上 0
.

5 444丽丽 0
.

333 1444BBB 15 0
.

555 35
.

3 999 1
.

5
...

***

大大处村山坡地地地地 麦麦麦麦 EEE 114
.

666666666

66666666666666666 111111111

邀邀昌县马头头 二长花花 0
。

5 000浙浙 0
.

0222 333AAA2 19
.

3 7 000
.

888

况况
***

乡乡下马头村村 岗岩发发发 发发发发 CCC6 9
.

7775
.

5555555

山山坟地地 育赚组组组2222222 EEE9 1
.

222222222

砂砂砂土土土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松松阳县裔坛坛 泥砂头头 0
.

6 1118 777 0
.

0555 333AAA 162
.

6 888 0
.

3335 8
.

888 * ***

乡乡花 田岔村村 老黄筋筋筋 选选选选BBB5 8 1
.

8886 5
.

3335 4
。

999 串 ***

水水田田 泥田田田6666666 CCC2 8 1
.

1112 5
.

2 666 5
.

QQQ冲 ***

EEEEEEEEEEEEEEEEE2 0 1
.

555555555

遂遂 昌县金竹竹 黄泥土土 1
.

777 0丽丽 0
.

0 111444人人2 13
.

0002 7
。

0004 1
.

555 * ***

乡乡云内村坡坡坡坡 麦麦麦麦BBB2 06
.

2 666 0
.

000 0 1
.

吕吕 *攀攀

地地地地地6666666 1EEE 16 8
.

000000000

云云 和县云坛坛 洪积泥泥 0
.

9666 浙浙 0
.

333 0333AAA2 3 3
.

3332 5
.

000 1名
.

000 ***

乡乡沈岸水 田田 砂 田田田 麦麦麦麦BBB2 3 777 02 2
.

444 10
.

匕匕 举举

222222222222222 EEE2 08
.

333333333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18 8
.

000000000

7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8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青青田县东砚砚 泥砂田田田 浙浙 0
.

0555 333AAA 7 0 1
.

000 18
.

000王 0
.

666 * ***

俄俄东该村水水水水 麦麦麦麦BBBBB333 4
.

777率率

田田田田田2222222 EEEEEEEEEEE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注 .①处理A
,

荃施硫故铜除绍云西寮点用量为 0
.

5千克 /亩
,

其他点为1
.

。千克 /亩
,

B
.

分集 和拔节期 2 次喷施

0
.

1% 硫酸悯液 : C
。

分雍期 1 次喷施 0
.

1 % 硫酸炯液 .
D

.

每亩40 克硫酸铜 用水溶化拌种 ,
E

.

对照 (不施铜 )

极显著 4 个点
。

当前全区小麦严重缺铜面积约占30 %左右
,

约有10 万亩
,

轻度或潜在缺铜面积约占40 %
,

约有 14 万亩
,

不缺铜面积占30 %左右
,

约有 1 0万亩
。

也就是说
,

全区小麦缺铜和潜在性缺铜

的面积
,

共有24 万亩左右
。

如果 24 万亩缺铜土地全面推广施用铜肥
,

全区可增产小麦 6 24 万

千克
,

这是一项成本低廉
,

经济效益可观的小麦增产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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