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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性稻田酸化对大小麦的危害及其防治

陈 祥 张杭英 羞勤红 张连佳

(浙江省十里丰农场农科所 )

红壤是强酸性土壤
,

一般不宜种植麦类等不耐酸作物
。

因此
,

在红壤开垦初期
,

通常作

水田用
,

以促使土壤酸度下降和复盐基化
,

作
、

物产量也随之上升
。

但经数年之后
,

尤其在化

肥用量增多和有机肥用量减少的情况下
,

土壤酸性又有重新回升之势
,

严重影响麦类生长
,

阻碍产量的提高
。

现将我们对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
,

在种植近 10 年水稻后又种植麦类

作物的表现所做的调查
,

报告如下
。

一
、

红壤性稻田酸化概况

表 1表明
,

旱地红壤改为稻田 5一 n 年后
,

其交换性总酸和交换性铝显著提 高
,

p H 值

相应下降
。

说明红壤性稻田有明显酸化的趋势
,

这将影响红壤稻田某些作物的种植和产 t 的

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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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土壤酸化与麦类生长的关系

(一 )土坡欲度与大小套产退的关系 表 2表明
,

红壤性稻田交换性总酸和交换性铝的高

低与麦类产量均呈指数极显著负相关
,

且交换性总酸与产量的相关性高于交换性铝与产量的

相关性
。

从表 2 的方程式中还可以看出
,

土壤交换性铝对大麦产量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小麦的

影响
,

而交换性铝对大
、

小麦的危害均大于交换性总酸
。

(二 )土峨潜性趁与会类作柳生长的关系 土壤交换性酸和铝含量高对大
、

小麦生长
,

成

穗及其性状的影响各不相同 (表 3 )
。

小麦的耐酸能力明豆高于大麦
。

因此
,

在试验的土壤条

件下
,

小麦虽然生长在潜性酸较强的土壤中
,

但其穗部性状所受影响小
。

(三 )大衰生长期间土峨潜性破的变化 侧定结果显示
,

大麦生长期间
,

在苗期至拔节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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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 壤 酸 度 (x ) 与 大 小 麦 产 t (y )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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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 滚 潜 性 酸 对 麦 类 性 状 的 影 响

作作作 交换性酸 (e m o l / k g ))) 交换性怕 ( e m o
l /k ggg 株 高高 箱 长长 每移粒数数 千粒重重 有效称称 酸害情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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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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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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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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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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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生长正 常常

段
,

土壤潜性酸几无变化
,

但拔节期后
,

土壤潜性酸由低转高
,

以后仅稍有回落
。

所以
,

生

长在较强酸性土壤上的大麦在苗期仅见到苗色黄
,

生长差
,
不分菜等表现

,

但至拔节以后酸

化加重
,

至灌浆期达到顶峰
,

从而导致天麦生 长停滞不能抽德
,

甚至死亡
。

三
、

治理酸化的措施

效一

。

(一 ) 施用石灰 红壤性稻田种植大麦
,

中交换性总酸和交换性铝的含量 (表 4 )
。

表 4 大 麦 施 用

施用石灰不仅增产效果显著
,

而且明显降低土壤

处 理

未施石灰

施 石 灰

交换总酸
(

e m o l / k g )

1
.

0 9 2

0
_

1 7 5

交 换 侣
c m o l /k g )

石 灰 的

交 换 红
( e m o l /峪 )

大麦平均产盈
`

(鲍 /亩 》
增 产 率

《% )

:;:
0

.

0 7 9

0 0 2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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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2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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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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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壤稻 田施用石灰石粉也有良好的降酸作用
,

的理想物质
。

此外
,

施用大电厂的粉煤灰对小麦也有

明显的增产效果
。

而且效果持续时间长
,

是改良红壤性质

表 5 厩肥对大麦根际土壤潜性酸的影响
(单位

: e m o l / k g土 )
`

(二 )施用有机肥料 有机肥料能显著降

低强酸性土壤的潜性酸
,

抑制弱酸性玫壤的

潜性酸的上升
。

有机肥料若与石灰同时施用
,

对降低土壤酸性效果更好 (表 5 )
,

`

据对大
、

小麦的试验
,

厩肥与化肥配施
,

大
、 、

小麦平

处处 理理 交换性总酸酸 交换性怕怕 交换性级级

未未 施 肥肥 0
.

1 4 333 0
.

0 2 333 0
.

12 000

单单施化肥肥 1
.

6 9 777 1
.

5 0 666 0
.

19 111

屁屁记 + 化肥肥 0
.

4 3 000 0
.

2 6 333 0
`

1 6 777

峨峨肥 + 化肥 十 石灰灰 0
.

1 2 000 0
。

0 4888 0
.

0 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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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改良剂对黄棕壤水稳性团聚体含t 的影响

或悬浮颗粒
。

由上可见
,

在准备不同苗床时
,

选择不同的改良剂是十分必要的
。

`

例如
,

P E O 在所 有

的改良剂中价格最低
,

如果目的是为了形成大量的 < 1 毫米粒径的水稳性团聚体
,

则可优先

考虑 , 如果 目的是为了形成更多的 > 5毫米的水稳性团聚体
,

则优先考考虑 H P A N
。

随着改良剂 P E O的分子量从 2 00 万增到 34 0万
,

再增加到 4 00 万
,

黄棕壤 > 0
.

25 毫米的水稳

性团聚体含量相应地从 4 12 克 /千克增加到 4 47 克 /千克
,

但当 P E O 的分子量继续增到 5 70 万

时
,

> 。
.

25 毫米的水稳性团聚体含量不再继续增加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分子量过大
,

致使改

良剂中大分子难以完全伸展而妨碍其与土粒相互接触之故
。

室内模拟试验也表明
,

改良剂处理后明显增加土表的团聚体
,

改善土表的僵板状况
,

减

少土壤大裂隙面积
,

形成细而长连续性 良好的细裂隙 , 改良剂处理降低土壤的粘结性和粘着

性
,

有利于粘性土壤的耕作和水分入渗
,

保水能力的提高
。

随着石油化工特别是人工合成高

分子化学工业的发展
,

采用高分子聚合物快速改良土壤结构将越来越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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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亩产分别为 1 30
.

9千克和 151 千克
,
而单施化肥的亩产分别仅为 5 8

.

1千克和 6 2
.

2千克
,

增

产率高达 12 5%和 1 43 % d

(三 )忌用吸性和生理曦性肥料 施用酸性和生理酸性化肥
,

会造成根际土壤潜性酸剧增
。

若长期施用化肥还会造成全耕层土壤潜性酸的大量回升
。

据对 2 个长期定位试验的调查
,

单

施化肥的大
、

小麦亩产分别为 2 5
.

1千克和 33
.

8千克
,

它们反而较不施肥料的处理分别还减产

5 7 %和 2 6 %
。

(四 )合理轮作 红壤性稻田在多熟制条件下
,

冬季实行小麦
、

油莱
、

绿肥轮作不仅能发

挥土壤增产潜力
,

一

还能减轻土攘的酸化作用
。

(五 )选种耐故品种 不同的大
、

小麦品种
,

其耐酸能力各异
,

应注意选育和引种耐酸高

产的优质品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