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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平县中低产 田的主要障碍因素 

及其治理对策 

莫华忠 
(广西昭平县农业局 广西昭平 

黄庆裕 

54680o) (广西昭平 县土肥站) 

摘 要 昭平县中低产田主要类型有最(粘)瘩孤、降授孤、抄潺型、缺寮型和畦碱型等，其障碍因素是 

多方面劬，可以归纳为环境、物理和化学性库碍毋素 报据多年的宴践和研究．提 出相 应的情理科荒：匠地布 

局，优化 良种描配；西土改良，克服土壤障碍因素；诊土施肥，保持养分 供需平衡 ； 盈谓节土壤酸碱度荨。实施 

中做鲥物理、化学、生吝等多项措筇有机结台．改良教翠显著。 

关 键词 中低产田；障碍因素；治理对策 

昭平县地处桂东，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特定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该县中低 

产 田面积大。分布广，障碍因素复杂。据统计，全县水 田面积 11244．Ohm2，中低产田面积有 

7141．Ohm2
， 占水 田面积的 63．5％。其 中浅(粘)瘠型 6698．3hn12．占中低产田面积的 93 8 

％；冷浸型 340．5hm 2．占4．8％；沙漏型 102．2hm 2，占 1．4％。另外。按土壤酸碱度分类，偏 

酸和偏碱有 3010．7h ，占中低产田面积42．2％0。为改善该县中低产田障碍因素。基本实 

现山区粮食自给，自1983年第二次土壤普查以后，针对性地对该县的土壤特性、环境条件和 

施肥状况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并经历 了试验研究、示范推广和规范化综台栽培技术实施 3 

个阶段，取得了“增产、增收、降耗”的显著效益。现把主要技术进行综述。以期对中低产田改 

良有一 定的 指导作用。 

l 因地布局，优化良种搭配 

昭平县位于北纬 23 39 ～24。24 ，属桂 中气候带，典 型的双季稻作 区，年平 均降水量 

2046．6mm，日平均气温≥l0℃的天数有 286．0天，年活动积温 6362．2"C。但是，由于山区 

地形复杂，早春南北 日平均气温相差 1～2℃，另外，山冲田由于 B照少的影响，因而气候的 

区域性明显，尤其是“倒春寒”、“寒露风”以及“春旱”等灾 害气候和潜在威胁，农民长期以来 

形成喜种低产的早熟品种。针对这种状况，1990--1999年该县在推广早稻早播防寒早育秧 

技术的基础上，早稻比常规半水育秧提早 10～15天播种，使用多效唑控长促蘖，增强秧龄弹 

性，延长秧龄 5～7天。确保早稻 3月上旬．最迟 3月中旬前播种完毕．4月上旬至 中旬移 

栽，7月 中下旬收获。晚稻于 6月底至 7月上旬播种，7月下旬至 8月初移栽，9月 25日前 

后齐穗，避过寒露风，1O月底至 u 月初收获。这样既保证晚稻安全抽穗，又使得早晚稻生 

育期在 l20～130天，双季稻全生育期 250天以上．比采用新技术前延长 了水稻安全生育期 

15-20天。因此，可以扩大中迟熟品种(组合)种植面积，实现充分挖掘光能、气候资源，因 

地制宜，优化 良种搭配的目的⋯。 

0 昭平县土壤昔查队，昭平 土罐 1983．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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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昭平县农技站和种子站联台研究表明， 中搭迟”双季稻年产量达 14493．oke2 
hm2

，较 早搭早 12075．ore,／ ，增产 2418．0kg／hm2，增幅20．0％【 ，达极显著水准。多年 

的实践研究．为昭平县困地布局，优化 良种搭配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推广使用先进育秧技术 

的基础上进行具体调整 ；北部乡镇及山冲光温条件差的地区由过去的 中搭早”、“早搭早”、 

。中搭中”调整为 中搭 中”、“迟搭中”；南部地区以推广“迟搭 中”或 中搭迟”为主、“中搭中” 

为辅、试种“迟搭迟”，淘汰“中搭早”、“早搭早”搭配方式，充分挖掘品种(组台)的生产能力， 

实现全年均衡增产。 

2 因土改良。克服土壤障碍因素 

2．1 浅(粘J瘠型和沙漏型 

浅瘠田低产原 因主要是耕层浅薄，养分 

缺乏，尤其是钾。沙漏 田还漏水漏肥，施肥易 

发小苗，而不发老苗，易早衰和病虫为害。昭 

平县采用增施有机肥 lSOOOk~  或紫云 

英压青 150o0～22sookej ，或稻草还 田 

7500kg／hm2作 基肥，并进 行深耕改 良。据 

1988～1991年 田间小 区及太 田对 比试验结 

果表 明，紫 云 英 适 宜 压 青 量 为 150o0～ 

表 1 j崔云英压 青增产效果【3 

22500kg／hm2，可使早稻增产 7．4～10．4％(表 1)．晚稻增产 2．6-4．5％f3]。土壤的理化 

性状得到 明显 改善(表 2)。对 表2 冬种紫云英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㈨ 

牯瘠型和沙漏型田在增施有机 

肥的基础上 进行 客土改 良，平 

均增产 25 4％，但 由于工程量 

太，难于大面积实施。 

2．2 冷浸型中低产田 

主要分布在地势低洼、排水不良，地下水位高。有的有冷泉眼涌出，冲小荫蔽，日照不足 

的山垅间。冷浸田由于早春地温低，土质烂，还原性强，严重影响水稻生长、发育， 坐蔸”不 

长，严重影响产量。进行开沟排溃和垄作栽培方法改良。 

2．2．1 开沟排渍，清除毒害 199l～1993年实施以工代赈改造中低产田子项目，选择昭 

平镇龙坪村为重点进行示范改良。砌(开)沟 73条．总长 2320m,改造潜育性稻 田25．1hm2， 

1994年测定水稻产量达 6228．0 ke,／ ，比未改造前的 5512．5ke,／hm2增产 715．5k hn12， 

增旧达 13．0％。经 t测验．n=6，t=9．83> n1=4．03，达极显著水准。水稻的有效穗和实 

粒数等经济性状获得明显的改善(表 3)。 

寰3 工程排渍对水稻经济性状的影响 

*产量结果为平均值 土标准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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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垄作栽培。改善水稻生态环境 通过开沟起垄改变稻田的微地形，降低地下水位，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更有效地协调土、水、肥、气、热、光、温等关系，为水稻生长发育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发育，生长好．产量高。昭平县土肥站 1994年在潜育性 

水稻土上进行 了 3个小区试验结果表明．开沟起垄、浸润灌溉和宽行窄株种植是水稻垄作栽 

培增产的关键技术．高质量的垄和沟是浸润灌溉的前提，实行浸润灌溉和宽行窄株种植才能 

较大程度地发挥垄和沟的增产效应_5 J。标准垄作可比对照增产 796 5kg／hm2，增幅 14．6 

％．达极显著水平(表 4)。昭平县主要推广每垄4行的垄栽规格 ．垄宽 70em，沟宽 30em。多 

点大田对 比试验表明垄作 1~．-x3惯平作增产稻谷 724．5±370．51‘ hnl2(n=13)。 

表 4 垄作栽培对水稻经济性状豆产量的影晌【5l ( =3) 

I ∞=164．6l ，L5 Ⅲ =239 4k,g／hm2 

3 诊土施肥．保持养分供需平衡 

3．1 诊断施肥．氮磷钾肥科学配施 

昭平县 3种主要类型中低产田诊土配方施肥技术研究结果表明．施肥对水稻的增产效 

果是 N>KsO> O5；而氮肥对中低产 田增产效果是：浅(粘)瘠 田>沙漏 田>冷浸田；钾肥 

和磷肥增产效果顺序是 ；玲浸田>浅(粘)瘠 田>抄漏田。不 同中低产田施肥配 比试验研究 

结果还表明，浅(粘)瘠田和沙漏田氮磷钾肥 比例 (N：P2Of：K，O)以 1：0．41：0．51为宜，以 

“控氮、节磷、增钾”为施肥原则 J。冷浸田应适当增施磷钾肥。 

不同类型田施肥方法很有讲究．浅(粘)瘠田因土壤肥力低，氮肥以5O％作基作，2O％作 

蘖肥，2O％作穗肥，1O％作粒肥为宜。冷浸型田由于土温低，有效养分少．更应增加前期施肥 

比重．以7O～80％肥料重攻前期分蘖，促其早生快发。沙漏田则应采用少量多次施肥技术， 

保持稻苗均衡生长．防止早衰。磷肥都应全部作基肥使用。钾肥 70％作基肥，30％作蘖肥 

为宜。 

肥料运筹应与高产栽培的生育特点相配套，常规半水育秧插植栽培．在施肥上采用“前 

重、中朴、后保”方法．早施、重施分蘖肥l 。早育稀植，尤其是抛 秧栽培，由于具有早生快 

发，群体“爆发力”强，苗峰高的特点，因此，要强化肥水管理．氮肥运筹原则上要适当减少前 

期用量；在施足基肥的基础上，轻施或不施蘖肥，控制苗峰过高；稳施穗粒肥．防止早衰，有利 

于促进有效穗和实粒数的增加【8 ；增施钾肥．提高抗病抗例能力。此外．根据气温的变化规 

律，前期施肥量原则上晚稻相对于早稻要适当减少，而晚稻后期施肥比重则应适当增加。 

3．2 根据土壤缺素状况．施用撒肥H· 

3．2．1 施用锌肥效果好 锌是水稻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昭平县土壤有效锌含 

量普遍低于1．0mg,／kg．冷浸田及石灰性水稻土有效锌含量低于0．5mg／l【g，施用锌肥都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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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增产效果，~ (Zn．SO4·7H2022．5～37．5kg／h )比不施的增产4．7—7．3％，经 t检 

验，都达极显著水准。冷浸型田增产效果最好，浅瘠 田和沙漏田的增产效果相当(表 5)。施 

锌肥效果早稻优于晚稻。特别是对改善早稻“坐蔸”很有作用。 

表 5 不同类型中征产田掩用锌肥的增产效果 

-进 1％显 看 水准 -F同 o 

3．2．2 施用硼肥 硼对作物体内碳水化台物的运转起重要作用，是植物生殖器官形成不 

可缺少的营养元素。昭平县土壤有效硼含量低。平均仅为 0．256mg／ ，北部石灰岩地 区有 

效硼含量更低，施用硼肥效果较南面显著。基施硼砂3．8kg／h ，平均增产5．6％(n=17)， 
有的试验达到增产 10．4％。叶面喷施 0．O1--0．05％硼砂可提高水稻结实率 4．5个百分点， 

增产 4．8％(rl=10)，效果显著。 

4 调节土壤酸碱度 
水稻适宜生长在 pH5．5～6．5的微酸性土壤上。过酸过碱都会影 响营养元素的有效性， 

引起水稻生长不 良。昭平县土壤酸碱反应主要表现为 南酸北碱”，治理措施是在增施有机 

肥料的基础上，氮 、磷、钾肥和微肥科学配施，并针对性地进行改良。 

4．1 酸性水稻土的改良 

昭平县 pH4．6--5．5的稻田有 1362．5hm2，1988--1990年在南部乡镇有组织 地进行酸 

性田改良，压青紫云英鲜苗15000～225oOk hm2的基础上，施用石灰 600--750kg／km2，平 

均增产稻谷 426．Okg／hrn2，增幅达 7．7％(表 6)。经 t检验，n=13，t=7．70>to 01=3．06，达 

极显著水准。另外，施用碱性肥料如钙镁磷肥和草木灰也具有良好的改良增产效果c 

4．2 石灰性水稻土的改良 

昭平县 口H>7．6的稻田有 1648．2hm2，主要分布在北面石灰岩地 区。改 良措施 ：停止 

使用石灰，增施有机肥，推广使用酸性或生理酸性肥料。如过磷酸钙、硝酸铵和氯化铵 

等【 - 。试验表明石灰性水稻土每公顷施450kg过磷酸钙比施等量磷的钙镁磷肥增产稻谷 

306．Ok．g／hTn2，增产 6．1％(表 6)。经 t检验，n=8，t=5 36>to ol=3．50，达极显著水准c 

另外，施用石膏也是有效的治理措施。 

表 6 酸性及石灰性水稻土治理的增产效果 

(下转第 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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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1．重庆市蔬菜基地土壤重金属中} 和 Cd的平均含量远远大于本地区土壤的背景值， 

分别是土壤背景值的 5．oo倍和 1．64倍；Pb、As和 cr的平均含量同土壤背景值基本一致。 

(见表 4)。 

2．重庆市蔬菜基地不同城市区划土壤重 
金属中}Ig的平均含量在城郊区和工矿区分 

衰 4 土壤背景值与蔬菜基地土壤的平均含量 

(单位：ⅡlI kg) 

别为O．212rag／kg和0．223~．,／kg．分别是土 !! 
壤背景值的 5．73倍和 6．03倍；Cd的平均含 背景值 

Hg cd Pb As cr 背景值参考文献 

0 037 O．141 22．20 6．7,6 48．55 

量在城郊区为0．Z~3m#kg．是土壤背景值的 -值 0 i85 o．231 21．09 7．03 47 92 

(重庆市环境 

质量报告书) 

i991～ 1995 

2．43倍。Pb、As和 cr的平均含量在不同城 

市区划土壤 中同土壤背景值差异不大。因此重庆市蔬菜基地土壤重金属 中 Hg和 cd的含 

量超背景值现象与人类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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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年华等 ．福建省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评价 福建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23(4)：434--439 

董克虞等．北京市污灌土壤作物镉污染调查和评价 ．环境科学．1993，4(4)：15～19 

且春元 ．镉对土壤、作物的污染及其防治的初步研究 ．环境科学 ．1981，2(2)：57～60 

夏立江等 ．部分地区蔬菜中的台砷量 ．土壤，1996，28(2)：105--109 

胡勤海等．蔬菜主要污染 向鼹．农村生态环境(学报)，1995，11(3)：52--56 

(上接第 153页) 

◇◇◇◇◇◇◇◇◇◇◇◇◇◇◇◇◇◇◇◇◇◇ 

参 考 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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