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区单季晚稻枯叶早衰矫治技术研究
①

叶伟建
(福建省三明市土肥站　三明　365000)

摘　要　　本文针对三明山区单季晚稻在生长发育中后期常发生的枯叶早衰这一生产问题 ,通过实地调

查 、土壤植株营养诊断和田间试验 ,认定是土壤缺素和植株营养失调所致 ,采取配方施肥和增施镁肥 、石灰能有

效地矫治水稻枯叶早衰 ,并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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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海拨 500米以上山区 ,常年单季稻种植面积 90 多万亩 ,占全市水稻播种面积的

25%以上。90年代以来 ,山区单季晚稻在生长发育中后期常发生不同程度的枯叶早衰现

象 ,影响其结实率 、千粒重和稻谷产量 ,全市发生面积 50 ～ 60万亩 ,成为制约产量提高的因

素之一。为了解决这一生产问题 ,组织尤溪 、大田等县土肥站进行实地调查 、土壤植株测定

和田间小区试验 ,基本澄清了枯叶早衰的原因与矫治技术 ,并经大面积示范推广取得显著的

矫治和增产效果 。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1.1　枯叶早衰发生情况调查

在单季晚稻枯叶早衰症状始发期至末期观察田间发生特点 ,并采集稻株与土壤样品进

行化验分析。

1.2　田间小区试验

试验地选择在枯叶早衰常发区 ,试验处理设:(1)农民习惯施肥(CK ,每公顷要施用纯 N

165kg 、P2O5 58.5kg 、K2O 45kg 、下同),(2)N 11 P5K7(每公顷施用纯 N165 kg 、P2O5 75kg 、

K2O 105kg ,下同),(3)N11P5K7+硫酸镁 112.5kg/hm2+石灰 750kg/hm2 ,(4)N11P5K7+

硫酸镁 112.5kg/hm2 +石灰 1500kg/hm2 , (5)N11P5K7 +硫酸镁 112.5kg/hm 2 +石灰

2250kg/hm2 。处理(1)基肥用氮 、磷肥各占 60%;分蘖肥氮 、磷各占 40%,钾占 100%。处理

(2)、(3)、(4)、(5)基肥用氮 、磷 、钾肥各占 50%;分蘖肥氮占 40%,磷 、钾各占 50%;穗肥氮

10%。小区面积 20m
2
,田埂用地膜覆盖 ,随机排列 ,重复 3次。供试水稻品种 D297优 63 、

D297优 155。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枯叶早衰症状与营养特点

2.1.1　叶片症状　　枯叶早衰一般出现在水稻幼穗分化期 ,连片发生 ,首先是倒 3 ～ 4叶开

始 ,尔后逐渐发展到剑叶;症状先在叶片的叶尖色泽出现均匀退淡变黄 ,直至呈黄褐色 ,并逐

渐向叶片中部蔓延 ,叶基部仍保持绿色 ,远视稻株黄绿相间 ,近看末端似“火烧状” 。据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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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轻的损失产量 10%左右 ,重的减产 20%以上 ,其发生程度一般是水旱轮作田轻于浸冬

田 ,山垅田重于洋面田。

2.1.2　土壤有效养分含量　　稻田土壤有效养分状况直接影响水稻生长发育 。三明单季

晚稻田多分布在海拨 500米以上 ,土壤类型以坡地黄泥田和山垅冷浸田 、青底灰泥田为主。

由于受高海拨地区特有的地形 、水文地质和水热条件的影响 ,土质粘瘦 、水土温低 ,水温一般

比平洋田低 4 ～ 7℃,土温低 2 ～ 4℃;土壤通透性差 ,还原性有毒物质多 ,亚铁含量多达

100mg/kg 以上 ,部分高达 200 ～ 300mg/kg;①土壤速效养分尤其磷 、钾 、镁缺乏。据尤溪 、大

田县 15点耕层土壤测定结果统计(见表 1):发生枯叶早衰田土壤平均 pH 值为 4.6 ,碱解氮

266mg/kg;速效磷平均含量 4mg/kg ,低于 2mg/kg 临界指标的占样品数的 60%;速效钾平

均含量47mg/kg ,交换性镁平均含量40mg/kg ,分别低于70mg/kg 和50mg/kg 缺钾 、缺镁临

界指标〔1〕的占样品数的 100%。以上结果说明 ,水土温低 、土壤酸性强 、速效磷 、钾和交换性

镁含量低是山区单季晚稻枯叶早衰田存在的主要土壤问题 。

表 1　单季晚稻发生枯叶早衰田耕层土壤有效养分含量

地点 土壤 点数 pH
全 N

(g/ kg)

碱解N 速效 P 速效 K 有效 S 交换性 Mg 有效 Zn有效 Si

(mg/ kg)

大

田

黄泥田

灰黄泥田

灰泥田

冷水田

1

1

2

2

4.6

4.7

4.7

4.8

1.26

2.20

2.10

1.15

257

361

306

242

4

5

11

2

40

50

65

42

33

70

52

27

44

49

43

39

2

5

8

3

60

110

99

106

尤

溪

灰黄泥田

灰泥田

冷水田

3

2

4

4.7

4.5

4.3

1.39

1.72

1.74

208

276

275

1

2

3

53

62

31

4

2

6

44

36

34

29

18

36

218

56

81

平均 15 1.63 266 4 47 21 40 19 104

2.1.3　植株营养成分含量　水稻正常生长发育所必须的养分数量和各种养分之间的比例

大体上有一定的范围 ,而低于或高于这一范围则生长发育就会受到程度不同的阻碍
〔2〕
。据

水稻幼穗分化期稻株取样测定结果(见表 2),枯叶早衰的植株与正常植株间的营养成分含

量差异明显 ,枯叶早衰植株的氮 、磷 、钾 、钙 、镁等成分含量均低于生长正常的植株 ,其中氮 、

磷 、钾平均含量比正常株分别低 9.0%、 33.3%和 6.4%, 钙 、镁 、硫平均含量比正常株低

23.9%、 47.7%和 39.1%,枯叶早衰植株 N/S比值达 17.2 ,正常株 N/S比值为 13.2。这些

结果说明 ,由于山区单季稻田存在土壤缺素等问题 ,加上农民长期以来重氮肥 ,轻磷 、钾肥 ,

忽视中微肥等不合理的施肥习惯 ,导致水稻植株营养失调 ,从而引起水稻生长发育中后期枯

叶早衰。

2.2　枯叶早衰的矫治效果

2.1.1　对枯叶早衰严重度的影响　在水稻枯叶早衰发生盛末期观察稻株顶部枯叶发生严

重度 ,并按下列分级标准和公式计算枯叶指数:0—未发生枯叶;1—叶尖 5cm 以下发生枯

叶;2 —叶尖5 ～ 10cm 发生枯叶;3—叶尖 10 ～ 15cm发生枯叶;4—叶尖 15 ～ 20cm 发生枯叶;

5—叶片的 2/3以上发生枯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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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稻枯叶早衰植株与正常植株营养成分含量

项目 N (g/ kg) P (g/kg) K(g/ kg) Ca(g/ kg) M g(g/ kg) Zn(mg/ kg) S(g/ kg) SiO 2(g/ kg)

早衰株

正常株

22.22

22.29

2.68

3.21

22.50

24.38

4.51

6.39

1.63

2.25

45

71

1.44

1.83

74.5

75.0

早衰株

正常株

23.20

24.07

2.86

3.75

26.25

26.88

4.51

7.33

1.94

2.33

66

62

0.90

1.90

72.5

63.0

早衰株

正常株

15.58

19.12

1.78

2.23

21.25

22.81

6.39

8.26

0.69

2.25

58

54

1.06

1.52

108.8

109.0

早衰株

正常株

18.25

20.92

1.43

2.50

18.13

18.13

12.01

12.01

1.78

2.09

80

62

1.21

1.13

78.0

73.5

平

均

早衰株

正常株

19.81

21.60

2.19

2.92

22.03

23.05

6.86

8.50

1.51

2.23

62

62

1.15

1.60

83.5

80.1

枯叶指数=
∑(各级枯叶数×各级代表值)
调查总数×最高级代表值

×100

据田间试验观察和调查统计 ,试验处理对水稻枯叶早衰影响明显 ,以对照(1)枯叶早衰

发生最为严重 ,枯叶指数达 40.5;处理(2)枯叶早衰明显减轻 ,枯叶指数为 36.8;在处理(2)

的基础上 ,施用硫酸镁和石灰又对减轻枯叶早衰有显著的效果 ,而且随着石灰用量的增加枯

叶指数降至 15.6(见表 3)。其结果说明 ,处理(2)、(3)、(4)、(5)都能有效地矫治水稻生长中

后期枯叶早衰症 ,而以处理(4)和(5)效果最好 。

2.2.2　对水稻植株营养成分含量的影响　据水稻植株营养成分测定结果统计 ,试验处理对

水稻植株营养成分的含量有明显的影响 ,其处理(2)、(3)、(4)、(5)的植株氮 、磷 、钾 、镁和钙

的含量分别比对照(1)平均增加 15.7 、31.6 、15.2 、23.0和 7.7%(见表 3)。说明通过科学施

肥 、调节土壤酸性 ,能协调土壤养分平衡供应 ,促进水稻生长发育对养分的吸收利用 。
表 3　试验处理对水稻枯叶指数和植株

营养成分含量的影响

试验

处理

枯叶

指数

N

(g/ kg)

P

(g/ kg)

K

(g/ kg)

Mg

(g/ kg)

Ca

(mg/kg)

(1)

(2)

(3)

(4)

(5)

40.5

36.8

31.5

16.2

15.6

5.36

6.41

5.53

5.71

7.15

1.13

1.34

1.42

1.63

1.56

12.60

13.88

15.15

14.73

14.30

0.49

0.67

0.58

0.54

0.62

3.42

3.81

3.52

3.81

3.59

2.2.3　对水稻经济性状与产量的

影响　从田间试验观察 ,不同处理对水

稻经济性状和产量有一定的影响。据考

种和测产结果统计 ,处理(2)、(3)、(4)、

(5)与对照(1)比较。每公顷有效穗增加

18 ～ 60万穗 ,结实率提高 8.8 ～ 12.1%,

千粒重重 0.5 ～ 1.4g ,每公顷稻谷产量

增加 436.5 ～ 2163kg ,增长 6.9 ～ 34.1%

(见表 4)。其结果通过差异显著性检

验 ,处理(2)与对照(1)比较差异显著 ,处理(3)、(4)、(5)与对照(1)比较差异极显著 ,处理

(4)、(5)与处理(3)比较差异极显著 ,处理(4)、(5)间差异不显著 。表明通过配方施肥 ,调整

氮 、磷 、钾施用比例 ,并在此基础上增施镁肥和石灰 ,能促进水稻早生快发 ,延缓中后期功能

叶寿命 ,使稻株青枝腊秆 ,从而促进了水稻经济性状的改善和产量的提高 。1997 ～ 1998 年

在尤溪 、大田等县示范推广 8608hm2 ,据示范片测产验收 ,平均每公顷增产稻谷 709.8kg ,增

长 9.9%,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 。

(下转第 267页)

·259·2001年　　第 5期　　　　　　　土　　　　　壤



3　结果与讨论
(1)施用 EM 能减轻茄子 、黄瓜因连作而引起的病害 ,有效地克服连作障碍 ,提高蔬菜产

量并能减少农药使用 ,有利于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 。

(2)EM 能促进土壤养分转化 ,改进土壤养分状况 ,增进土壤肥力 ,提高养分有效性。

(3)EM 能增加土壤微生物总量 ,提高土壤生物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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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试验处理对水稻经济性状与产量的影响

试验

处理

有效穗

(万/ hm2)

穗粒数

(粒/穗)

结实率

(%)

千粒重

(g)

稻谷产量

(kg/ hm2)

比对照增产 SSR

kg % 0.05 0.01

(5)

(4)

(3)

(2)

(1)

307.5

349.5

342.0

309.0

289.5

138

127

114

127

134

88.6

90.2

87.2

86.9

78.1

26.9

27.8

27.2

26.9

26.4

7986.0

8503.5

7141.5

6777.0

6340.5

1645.5

2163.0

801.0

436.5

26.0

34.1

12.6

6.9

a

ab

c

d

e

A

AB

C

CD

D

3　小结
1.山区单季晚稻生长中后期枯叶早衰影响水稻抽穗和灌浆结实 ,轻的减产 10%左右 ,

重的损失产量 20%以上。

2.山区单季晚稻田土壤速效磷 、钾和交换性镁等营养元素缺乏 ,酸性强 ,磷的有效性低 ,

加上农民长期以来重氮肥 ,轻磷 、钾肥 ,忽视中微肥使用等不合理的施肥习惯 ,造成水稻植株

营养失调 ,是导致水稻生长发育中后期枯早衰的主要原因。

3.试验结果以 N11P5K7+硫酸镁 112.5kg/hm2 +石灰 1500kg/hm2 效果最好 ,说明推

广配方施肥 ,把氮 、磷 、钾施用比例调整为 N∶P2O5∶K2O=1∶0.45∶0.6 ,并在此基础上增施硫

酸镁和石灰是矫治水稻中后期枯叶早衰的有效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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