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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 同的施肥技术
,

在不同时间内供氮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F
: 二 7

.

46*) , 后季稻在整个生育期中的吸氮高

峰出现在移裁后的第 2 至第 3 周内
,

吸抓 . 占整个生育期的 50 %左右
, 全生育期平均吸氮量与产量间的相关 系

数 r 二 0
.

98 9* * 。

本试脸 以有机肥 (约 1 千公斤猪厩肥 )加 70 % 碳俊 ( 42 公斤 )全耕层深施
,

再 以 a0 %碳蛾 ( 18 公斤 )

在移裁后 3 一 5 天迫肥
,

这种 施肥方法产量结耕和毯部性状最好
,

产 t 最高
。

施肥技术的改进对促进后季稻的生长
、

提高产量具有现实意义
,

随着熟制的改变
,

有机

肥施用量的减少和化肥用量逐渐增加
,

经济合理的施肥技术就显得更为重要
,

本文通过上海

地区主要土壤类型进行后季稻施肥方法的试验
,

为合理的施肥技术提供依据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土旅 上海郊区 3 种主要类型水稻土
,

即青紫泥
,

黄泥头和沟子泥
。

(二 )水稻品种 8 2 2 4
,

农虎
,

桂农早 3 一 7 。

(三 )试验处理 l ,

无化肥区
,

约 1千公斤猪厩肥作基肥 , 2 ,

约 1千公斤猪厩肥加 70 %

碳铁 ( 42 公斤 )作基肥
,

30 %碳钱 ( 18 公斤 )在移栽后 3 一 5 天作追肥 , 3 ,

约 1 千公斤猪厩肥

加 50 %碳按作基肥
,

25 %碳按在移栽后 5 天作第 1 次追肥
,

25 %碳按在移栽后 10 天作第 2 次

追肥 , 4 ,

约 l 千公斤猪厩肥加 100 %碳钱作基肥
。

作基肥的肥料均全耕层深施
,

碳钱用量均按亩施 60 公斤计算
。

试验小区面积 0
.

05 亩
,

三

种类型土壤
,

每种土壤设 4个处理
,

重复 4 次
,

随机排列
。

每一试验各设一组采样区
,

每周

在同一天上午 8 时分别在 3 种土壤的试验田块上采植株和土壤样品
,

测定土壤供氮量和植株

吸氮量
。

移栽密度 10 x 13 厘米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土坡供肥和植株吸肥情况

要找出合理的施肥技术必须了解不同处理的土壤供氮能力和植株的吸氮情况
。

根据后季

稻移栽后连续 8 周对土壤和植株样品的测定
,

表明不同处理的土壤总 供 氮量 无 明 显 差 异

( F
; = 3

.

49 )
,

而不同时间之间的供氮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 F
: 二 7

.

4 6
*
)

,

其中以第 3
、

第 4 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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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氮能力最强
,

在 4 个处理中又以处理 2 的供氮能力最强 (表 1 》
。

表 1 不同时间各处理的土滚供氮t (m g
ks/

) 表 2 不同时间后季稻的吸氮最 ( g / k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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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取样周次次 处 理理

1111111 222 333 444

11111 93
,

222 9 2
.

555 9 2
.

777 9 2
.

000

22222 9 4
.

111 9 7
.

888 9 2
.

111 9 4
.

888

33333 9 7
.

777 10 4
.

444 1 0 4
.

111 1 0 0
.

999

44444 9 7 777 10 5
.

222 1 0 3
.

000 9 8
.

777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2
.

222 97
.

888 9 4
.

55555 8889 1
.

555555555

66666 1 0 0
.

666 10 2 111 9 5
.

777 9 5
.

222

77777 9 6
.

333 9 8
.

333 9 9
.

111 9 6
.

名名
户户 , 尸 、、、、、、

88888 9 5
.

333 1 0 0
.

555 9 4
.

222 9 2
.

444

取取祥周次次 处 理理

1111111 222 333 心心

11111 1 5
.

222 23
.

666 2 1
.

000 2 3
.

111

22222 1 9
.

444 26
.

111 2 7
.

666 2 6
.

000

33333 2 1
.

111 26
.

444 2 4
.

999 2 1
.

999

44444 1 4
.

666 2 1
.

999 2 1
.

444 2 0
.

777

55555555555 1 6
.

333 1 6
.

555 1 4
.

99911111 2
.

777777777

66666 1 1
.

444 1 4
.

555 1 4
.

111 1 3
.

999

77777 9
.

666 1 0
.

000 10
,

666 1 0
.

000

88888 8
.

666 1 2
.

333 12
.

222 9
.

999

注 : 表中数据均为 3种类型土城的平均值
,

下同
。

不同时间测定的植株吸氮量 (表 2 ) 表

明
,

后季稻在整个生育期中只有一个吸氮高

峰
,

出现在秧苗移栽后的第 2 至第 3周
。

移

栽后第 1 至第 3周内的吸氮总量占整个生育

期中吸氮总量的 50 %左右 (表 2 )
。

各处理 (不同施肥方法 )的植株
,

其吸氮高

峰期 (移栽后 3 周内 ) 和全生育期的平均吸氮

量 (表 3)
,

均与产量 (表 3) 呈线性相关
,

相关系

数分别为 O
。
9 9 4* *

和 O
。
9 8 9* * 。

其方程分别为
:

y 二 一 4 4
。

2 4 + 4 6 1
。
1劣 i

y “ 一 1 3
。

4 6 + 3 3 2
。
3% :

(式中
, y 为产量 , 二 :

为吸氮高峰期平均 吸

氮量 , 劣 :
为全生育期平均吸氮量 )

(二 )不同施肥方法的肥料利用率

施肥方法不同
,

施入土壤的化肥利用率

也有差异 (表 4 )
。

从表 4 可看出
,

化肥 以 1 00 % 全耕层深

施的处理 4 的氮素利用率最高
,

在化肥用作

追肥时有一部分被挥发损失
。

后季稻生长期短
,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并盛
,

吸肥高峰出现很明显
。

后季稻在早期

的吸肥高峰期所吸收的氮主要来源于施入土

壤中的化肥
,

如果基肥中缺乏化肥
,

就影响

后季稻吸肥高峰期的吸肥量
。

如处理 1 ,

未

用化肥作基肥
,

土壤供氮量就较少
,

不能满

(下转封 3)

表 3

霜
各处理的植株吸氮量与产量

移裁 后 3 周 内平
均吸抓 t ( g /kg )

全生育期平均吸
笼盈 ( g /纯 )

产 盘
(蜷 /亩 )

1 8
.

6 1 4
.

1 3 0 0
。

3

2 5
.

4 1 8
.

9 4 0 9
.

4

2 4
_

5 1 8
.

5 4 0 0
.

2

表 4 各处理的氮素利用率

处处理理 稻谷总扭量量 稻草总氮盈盈 吸氮总量量 扭利用率率
((((( k g /亩 ))) (吨 /亩 ))) (掩 /亩 ))) ( % )))

11111 2
.

9888 1
.

8 000 4
.

7 88888

22222 3
.

9马马 3
.

4 222 7
.

4 111 2 5
.

888

33333 4
.

0333 3
.

5 333 7
.

5 666 2 7
.

333

44444 4
.

0777 3
.

7 444 7
.

8 111 2 9
.

777

表 5 各处理石穴稻的植株干重 ( g)

取取样周次次 处 理理

1111111 222 333 444

11111 8
.

9 888 9
.

4 777 8
.

3 666 9
.

0 999

22222 9
.

0 444 1 8
.

8 222 1 3
.

7555 1 5
.

3 444

33333 1 6
.

5 111 2 0
.

8 666 2 4
。

7666 2 3
.

1 666

44444 2 3
.

1 000 3 5
.

3 555 3 6
.

4888 3 0
,

5 999

55555 4 2
.

4 777 6魂
.

8 999 4 7
,

1 000 3 5
.

8 555

66666 3 8
.

5 000 5 2
.

2 999 5 8
.

3 222 5 2
.

7 777

77777 5 5
.

2 777 7 0
.

3 555 4 9
.

1 111 6 0
.

9 QQQ

88888 5 9
.

4 777 8 1 1 555 8 0
.

2 666 7 3
.

7 333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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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淮海平原
、

南方红壤丘陵区及长江三角洲 3 大区域今后农业持续发展研究方向
,

我

们提出如下建议
:

1
。

黄淮海平原农业持续发展研究
:

在农业生产水平已有明显提高的前提下
,

今后研究工

作要转轨到发展
“

两高一优
”

持续农业这一主题上
,

一方面要继续开展资源优化配置与耕制改

革
、

水分及肥料高效利用
、

高效抗逆作物品种选育及植保与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的研究
,

同

时要面向市场
,

开拓农畜产品系列化深加工和创汇农业新领域
,

强化 区域性专业化和商品化

生产
,

建立专业化生产基地
,

并开展专业化生产发展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为

农村全面实现
“

小康
”

作出贡献
。

2
.

南方红壤丘陵区农业持续发展研究 在保证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同时
,

通过劳力密集

型与科技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投入的结合以及农业结构的调整
,

发展立体生态农业与精细农

业
,

研究探讨各种融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林牧渔综合发展于一体的高效集约持

续农业发展模式及其配套技术体系
,

逐步建立 以热带亚热带经济林果及经济作物
,

特别是名
、

特
、

优品种为特色的创汇型拳头产品生产基地
,

促进沿海
、

沿江与中部丘陵腹地间的经济互补

与协调发展
。

3
。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研究
:
将整个三角洲地区看作为一个开放的

.
城郊型生

态系统
” ,

探讨建立以城乡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区域发展模式
,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耕制改革
,

建立适度规模经营的城郊型农业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体系
,

大力发展名
、

特
、

优农副产品
,

以

适应市场需求
。

同时
,

应继续注重开展高效集约化持续农业的土地利用模式与肥力演变规律

及培肥途径的研究工作
。

此外
,

应加强防治污染和处理城市废弃物的综合技术的研究
。

产

二
` ~ 口 1 ` 、 卜 ~ 户一 J , ~ 碑 `

,
. , 户` . ` 甲 . ` . _ 别 户 、 卜

二
与 . 护

卜
. ~ r 价

, ` _
_ `

, ~ 一

二
卜 产` J

二
~ 0 卜场 ~ 尹 卜 、 ` ~ . 卜 一 ` ~ 户“ ` _ 户

一
, “ _ j 户 . 、 ~ 产

二
` , 一 ` _ 护 . , · , . 产 ` , 声 一 , . ~ , . .

一
确, 一 、

(上接 第2 1 6 页 )

表 8 各 处 理 后 季 稻 的 产 最 结 构

基本苗 (万 /亩 ) 有效招 (万 /亩 ) 实粒数 (每祖 ) 空稚率 (% ) } 千粒重 ( g ) } 产 t (坛 /亩 》

2 6
·

6

1
2。

·

2

{
3。

·

。

}
。

·

。

}
2 ,

·

`

}
3。。

·

3

2 6
。

5 4 0 0
。

2

足植株在吸肥高峰期对氮素的要求
,

因而产量就受到影响
。

各处理间植株的吸氮量差异达到极

显著水平 ( F = 1 7
.

1 2 * *
)

。

处理 2 的土壤供氮量与植株吸氮量 比其它处理的高
,

产量也最高
。

(三 )施肥方法的选择

不同处理的植株生长状况及植株的千物质积累量不同
,

其中以处理 2 的植株干重最高 (表

5 ) , 从穗部性状来看 (表 6 )
,

处理 2 的每穗实粒数最多
,

达 4 4
.

2 3粒 /稼
,

比其余 3 个处理高

出 2
。
8 8一 5

.

24 粒 /穗
,

而千粒重仅低于处理 1 ,

比处理 3 和处理 4 分别高出0
.

7 7克和。
。

41 克
,

所以最后的产量也以处理 2 为最高
。

综上所述
,

所有处理的土壤供氮总量
、

植株吸氮总量
、

5 穴稻 8 周平均干重
、

每穗实粒

数和每亩产量
,

都是以处理 2 为最高
,

仅千粒重次于处理 1
,

所以在本试验条件下
,

以处理
2 的施肥方法为最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