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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氮肥损失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有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
,

国内外土壤学

家们对此十分重视
。

“
稻田以水带氮肥深施技术

”

是一项节肥增产
、

高效低耗
、

简便易行的新施肥技术 〔 1〕 。

我们在湖州市配方施肥 1 60 万亩中有 35 万亩试验与推广应用 了这项技术
,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

一
、

推广试验方法

分小区试验及大区对比试验两种
。

(一 )小区试验

试验是在连作早稻
、

连作晚稻及单季中 (晚 )稻田间进行的
。

试验设 4 个处理
: ( 1) 搁田

后追肥 (以水带氮肥深施 )多 ( 2) 搁田不追肥 , ( 3) 演水表施追肥
;
( 4) 渍水不施追肥

。

每处理

随机排列
,

重复 3 次
。

(二 )大区试验

在 4 种主要土壤及 3 种稻作类型上进行多点大区对比试验
,

大区面积均在 1 / 1 5公顷以上
。

对比试验内容包括
:

( 1) 习惯施肥 (持续渍水下施肥 ) , ( 2) 配方施肥 , ( 3) 配方施肥结合以

水带氮肥深施 (搁田后施肥复水 )
。

二
、

结 果

(一 )稻田以水带氮肥深施技术的效果

推广试验结果表明
,

当水稻植株处于幼穗分化期
,

在等氮基水平下
,

稻田采用配方施肥

结合以水带氮肥深施的稻谷产量如下
:
连作早稻 45 1

.

6千克 /亩
,

连作晚稻 4 3 0
.

5千克 /亩单季

中 (晚 )稻 43 1
.

9千克 /亩
。

它们较习惯施肥方法分别增产 4 5
.

3 8及 39 千克 /亩
。

(二 )稻田以水带氮肥深施技术的增产原因浅析

以水带氮肥深施技术的增产原因有二
:

一是提高了氮肥利用率
;
二是搁田促进稻田通气

,

改善水稻根部的生长环境
。

这样
,

势必有利于水稻植株对氮肥的吸收
。

进而增强了水稻的抗

逆性
。

据田间测定
,

配方施肥结合以水带氮深施的田块
,

水稻的纹枯病
,

白叶病及三化螟的

株发病率及病情都有所减轻
,

对水稻的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形成不致构成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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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李晓林应用分层培养法区分出菌根根际的方法更具有创造性
。

表明菌根菌丝体不

仅影响根际的养分状况
,

而且菌根根际也存在 p H下降和磷亏缺的现象
。

以上是目前用于研究根际微区环境的主要方法
,

也是在我国现有实验条件下可能行的方

法
。

当然
,

在区分 出根际土壤后还可以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利用其他的仪器分析和测试手

段进行检测
,

如用穆斯堡尔谱分析法研究根际土壤中铁的形态〔 2。〕 ,

通过高压液相色谱仪测定

根际土壤中的有机酸种类以及应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金属元素等也都是我们在研究工

作中常用的技术
。

今后
,

随着根际环境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和微区研究方法不断完善
、

充实
,

既适宜于控制条件下又适用于田间条件下的测定方法必将 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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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在经过搁田处理而且排灌条件较好的田块
,

推行以水带氮肥深施技术能取得明显

的增产效果
,

施入氮肥有 60 %能随下渗水进入土层
,

达到深施的 目的
。

但对于漏水
、

漏肥的

砂性田块则不宜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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