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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早春气候多变
,

双季早稻生长中期又常遭
“

五月寒
”

的影响
,

加之据肥用量过多
,

有

机肥用量锐减以及高产耐肥品种的大面积种植
,
增加了土壤中矿质养分

,

特别是钾
、

镁
、

锌
、

硫和氮等养分的消耗量
,

致使近年来水稻营养失调症的发生日趋严重
,

特 别在 双 早分菜盛

期- 幼植分化期间发生的黄叶型生理病症逐年扩大
。

本文重点分析黄叶症的发生类型和条件
,

为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黄叶症的特征类型及其对产 , 的影晌

(一 ) 黄叶症发生的特征

水稻生长中叶片黄化现象主要是由各种生理性营养障碍引起的
。

黄叶症大部分先从下位

叶叶尖
、

叶缘开始
,

逐步向叶基部和上位叶扩展
,

少部分是心叶先黄化
,

再向下位叶艾延
。

多发生在红泥沙田
、

沙质田和黄泥田上
。

病情来势凶猛
,

但随气温升高会逐步转绿
。

釉稻品

系中以 7 9 10 6
、

7 8 1 3 0尤为严重
。

(二 ) 黄叶症的类型

据田间调查和化学分析的综合资料
,

黄化症可分为
:

1
.

缺钾型 发病之初
,

下位叶叶尖
、

叶缘先褪绿发黄
,

并渐向叶基扩展
,

继而病变部呈

褐色并卷缩
,

叶片出现点状或条状褐斑
,

严重时整株叶枯焦
。

有的病株根系发黑
。

2
.

缺镁型 镁是叶绿素组成分之一
,

缺镁时
,

叶片出现失绿黄化 (刘芷宇
, 19 8 2 )

。

首先

下位叶叶脉间呈现条纹状褪绿
,

叶脉仍绿色
。

叶尖
、

叶缘先发生
,

色从淡绿变淡黄而后黄白
,

逐渐向叶中和叶基扩展
,

中
、

下部叶片披垂
,

一般根系发育正常
。

3
.

综合型 发生于沙质田
。

下位叶的叶片先褪黄
,

白化现象不明显
,

而褐斑较多
,

更象

缺钾
,

但必须同时施用钾肥
、

镁肥才能矫正
,

病株钾
、

镁含量低于正常水稻植株
。

4
。

缺硫型 常发生在禾苗移植后
,

迟迟不返青
,

叶片狭小
,

从心叶开始整株褪黄
,

分某

少
,

习称
“

黄僵
” 。

5
。

毒害型 多发生在早稻插秧后遇较长时间的低温天气
。

禾苗叶片发黄
,

生长停滞
,

不

分菜
,

平顶叶
,

白根少
,

老根棕褐色
,

伴有少量黑根
,

水稻体内铁总量多大于 3。。nI : k f
’ 。

此外
,

稻株缺氮
、

缺锌等也会发生黄化现象
。

(三 ) 黄叶症对产且的影晌

黄叶症主要出现在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期间
,

时值幼穗形成
,

因而对穗数影响较大
。

发

生严重的田块
,

稻株生长停滞
,

分菜减少
,

后期有的抽不出稚
。

据调查
,

发生黄叶的田块平

均亩产32 4公斤
,

比未发生黄叶的减产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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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黄叶症与土旅条件

黄叶症发生的条件比较复杂
,

但主要与土壤营养条件有关
。

(一 ) 缺模型黄叶症发生的条件
1
.

土壤供镁不足 据研究
,

酸性土壤中交换性镁低于 2: m g k g
一 , ,

作物时常感封镁 的不

足
。

据我站对水田耕层近 2 00 个土样的测定
,

其中交换性镁低于 25 m g k g
一 ’

的占总土样数的 1 7一

44 %
,

尤其是红砂泥田
、

沙质田
、

黄泥田等土壤供镁能力更低
。

2
. “

五月寒
”

的影响 多年来
,

双季早稻发生黄叶症多在
“

五月寒
”

期间
。

即发生在骤冷骤

热的天气
,

日温差高达 2 1℃和 12 ℃期间
。

因为低温减缓了土壤养分的释放
,

降低了水稻生长

活性 , 而突然升温
,

则加骤了土壤— 水稻营养供需之间的矛盾
,

从而诱发了生理代谢的暂

时失调
。

尤其在水稻幼穗开始形成期
,

对镁的需求特别敏感
,

一旦气候骤变
,

或氮肥施用量

过多
,

土壤中铁的供应则感不足
,

黄叶症也随之发生
。

3
.

水稻体内养分失调 表 l 表明
,

凡钾含量高的水稻植株
,

其镁含量一般均较低
。

发生

黄叶症的稻株
,

其 K /M g及 N / M g比值平均分别为 24 和 38
,

明显高于正常水稻植株
。

发生黄叶症的水稻植株体内总铁量高于正常植株
,

原因有待研究
。

表 1 黄叶症水稻与正常水稻在若干营养元素含 t 上的差异

元元素素 变幅范围围 X 土 S (% ))) C
一

V
一

(% ))))) 元素素 变幅范围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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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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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缺钾型黄叶症发生的条件

土壤供钾不足且少施或不施钾肥是引起

缺钾型黄叶症的主要原因
。

而早春低温
,

阻

碍水稻植株对钾的吸收
,

也是诱发黄叶症的

重要因素
。

此外
,

偏施氮肥导致 K : O / N 比

值下降也是诱发缺钾黄叶症的一个不可忽视

的因子
。

正常水稻植株体内 K
: O / N 比值应

保持在 1 以上
,

低于 0
.

5或接近 0
.

5都可能缺

表2 水稻植株氮
、

钾含 t 与缺钾型黄叶症的关系

样样号号 植株状况况 N ( g/ 互g ))) K
: O (g /kg ))) K 盔O /NNN

333 111 健株株 22
.

3 二二 3 5
`
777 1

。

666

333 000 病株株 3 6
.

888 2 2
.

555 0
。

666

555 000 健株株 2 9
.

000 2 0
。

555 0
。

777

555 111 病株株 2
。

7 222 1 5
。

000 0
。

555

444 666 健株株 3 2
.

000 3 1
.

222 1
.

111

444 333 病株株 4 0
。

666 2 6
.

666 0
.

666

钾 (秦遂初
, 1 98 8 )

。

表 2表明
,

即使水稻植株含 钾量 高达 15 一 2 6
.

6 9 / k g水平
,

`

若氮肥用量

过高
,

使 K : O / N 比值降低
,

也会引起钾供应量的不足
,

老叶中的钾 向新叶转移
,

导致下位叶

黄化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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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以供拐 t 计算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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