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 作物诊断与土壤诊断相结合
:

为了便于分析判断和较准确地作出结论以指导大

田生产
,

作物诊断与土壤诊断结合进行很有必要
。

徐舍公社安后测试点诊断早熟43 号元

麦缺磷
,

土壤诊断结果也缺磷
,

随即做了施磷对比试验
,

取得了增产效果
。

( 5) 专人在小区系统测和分期发动群众在大田突击测相结合
:

如在完成土坡养分普

查和大面积早稻缺磷低苗诊断的工作中
,

各测试点的测试人员在学校师生的 主 动 配 合

下
,

迅速地完成了大量的诊断任务
,

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
。

以上是我们开展农业计量测试工作的情况
,

这项工作刚刚开始
,

还跟不上形势发展

的需要
,

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认真学好理论
,

深入批林批孔
,

进一步提

高路线斗争觉悟
,

虚心 向兄弟单位学习
,

进一步搞好农业计量测试工作
,

为农业大干快

上努力奋斗
。

土 壤 与作 物 营 养

诊 断 在 农 业 生 产 中的作 用

江苏省宜兴县农业标准计量测试领导小组

自从去年省计量所贯彻了山西全国标准计量工作为农业服务现场会议精神以后
,

在

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和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

我县计量工作面向农业
,

因地制宜地开展

了土壤与作物营养诊断工作
。

通过一年的工作
,

我们初步认识到
:

一
、

土城与作 物曹养诊断为群众性土滚养分 . 奋提供了简便拐行的方法 随着农业

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
,

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
,

复种面积的逐步扩大
,

单位面积产盆的

增加
,

以及氮素化肥施用量的增多
,

土壤养分也发生了变化
。

为了摸清土壤底细
,

近半

年来
,

全县十一个农业测试点
,

在开展群众性土壤养分普查中
,

对全县九种主要土城
,

70 7块田
, 1 98 9

.

4亩耕地进行了土壤养分普查
。

在大量的田间肥效试验的基础上
,

初步摸

到了各种土壤营养元素丰缺的范围和程度
。

特别是对粉砂质含量较高的白土
、

白砂土
、

黄白土和湖土的缺磷缺钾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根据土壤养分调查资料
,

减少了肥料

使用的盲目性
。

洋溪公社徐读大队第四生产队是个高产队
, 1 9 7 3年以来

,

亩产年年超吨粮
。

土堪养

分普查之前
,

大家认为有机肥年年增施
,

粮食产量年年提高
,

土壤势必很肥 ( 从养分角

度来看 )
。

全队通过 66 块田的逐丘诊断以后
,

才知土壤三缺
,

普遍缺有 机 质 ( 含 量 约

1
.

50 % )
,

大部分缺磷 ( 占6 7
.

3% )
、

缺钾 ( 占58 % )
。

结合田间肥效试验
,

初步改变

了过去的看法
,

认识到湖土保肥性差
,

肥料减少
,

产量就会大幅度下降
。

懂得了大积大

造有机肥料
、

培肥土壤
、

增磷补钾的重要性
。

屺亭公社是生产条件较差
、

肥少
、

田瘦
、

产量低的高田 白土地区
。

全公 社 白土 占

72 %
,

土壤缺磷
,

严重影响作物产量的提高
,

因而群众施磷的积极性很高
,

有的队造成

了普遍施
、

季季施
、

大量施的倾向
。

屺亭公社测试点为了做到因土施肥
,

减少施磷肥的

盲目性
,

对街南生产队 1 06 块田逐丘进行了土壤养分普查
,

弄清了全 队 188 亩耕地的磷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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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缺情况
: 17

.

5亩黄泥土
,

缺磷的占33 %
,

缺钾的占 n % ; 4 8
.

5亩鳝血 白土全不缺钾
,

缺磷的占35 % , 12 2亩白土和板浆白土
,

缺磷的占83 %
,

缺钾的 占 6 7
.

5%
。

全队缺磷的

占6 7
.

5%
,

缺钾的占47
.

5%
。

在土壤营养诊断的基础
.

上
,

又进行了田间对比试验
,

试验

分对照区 ( 不施磷肥 ) 及施磷区
,

供试三麦有万年二号小麦及三月黄大麦
,

在拔节期进

行土壤
、

植株的养分测定
,

其结果如下
:

根据田间对比试验结果 ( 表 1 )
,

初步拟定了本地区三麦缺磷指标
:

即土壤速效磷

在 s p p m 时为严重缺磷 , 在 l o p p m 时为缺磷 , 在 Z o p p m 时为不缺
。

表 1 三 麦 田 间 对 比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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屺亭测试点
,

又在三麦诊断的基础上
,

进行了早稻的诊断和田间试验
,

指导大田 生

产
,

发挥了作用
。

街南生产队
, 1 9 7 5年根据土壤养分分布图

,

指挥早稻 因土施肥
,

做到

缺什么
,

补什么
,

收到良好效果
。

二
、

营养诊断成为因地 , 土合理用肥的 , 要手段 归径公社
、

万石公社余境大队西

张测试点
,

对当地三类麦苗进行调查和诊断
,

在三麦形态诊断缺磷的基础上
,

获得了植

株与土壤诊断结果
:
西张点土壤速效磷在 SP p m 以下

,

麦苗速效磷 10 一 3 Op p m ,

归径点

麦苗速效磷 s p p m ,

都为严重缺磷
。

同时进行了氮
、

磷肥配合施作穗肥的田间对比试验
.

试验分为单施氮肥及氮
、

磷配合施用两种
。

单施氮肥的
,

植株与土壤含磷量变化不大
,

氮
、

磷肥配合施用的
,

土壤与植株含磷量增加近一倍
,

产量显著提高
。

又西张点的白土

田
,

种万年二号小麦
,

单施氮肥的亩产 18 8斤
,

氮
、

磷肥配合施用的亩产 2 54 斤
,

增产

35 % ; 归径点的黄白土
,

种武麦一号小麦
,

单施氮肥的亩产 1 79 斤
,

氮
、

磷肥配合泼浇

的亩产 2 55 斤
。

增产 4 2%
,

而氮
、

磷肥配合打洞深施的效果更好
,

亩产 3 32 斤
,

比单施氮

肥的增产 84 %
,

比氮
、

磷泼浇的增产 29 %
。

往年施用磷肥
,

只作基肥
,

不作追肥
,

通过

试验
,

说明缺磷严重的土壤
,

在三麦拔节阶段
,

氮
、

磷合用
,

打洞深施
,

将磷肥尽量施在

根系密集的部位
,

增产效果仍然十分显著
。

广大群众看到了诊断效果
,

提高了认识
,

改

变了部分地区不用磷肥的习惯
。

万石公社西张点为探明三麦打洞穴施适宜时期
,

用化学速测法预测了化肥施后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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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脱力日期
,

为合理施肥
,

提供了初步资料
。

三
、

曹养诊断为防治缺礴任苗收到显挤效果 早稻僵苗在我县近年来年年发生
,

严

重影响早稻产量的提高
。

1 9 7 5年屺亭
、

西张等测试点对缺磷僵苗的早稻
,

用压榨法铂兰

显色
,

初步明确了早稻缺磷僵苗的磷素含量指标
,

查明严重缺磷僵苗的 23 块田
,

其土壤

速效磷在 SP p m 以下
,

植株速效磷 8一 3 2 p p m
,

经过诊断
,

补施磷肥
,

防治了僵苗 20 0多亩
。

四
、

曹养诊断为红花草高产提供了科学用肥的依据 屺亭公社测试点
,

在港里大队

邵家生产队
,

结合红花草磷
、

钾肥配合施用试验田
,

进行了土壤诊断
,

这块板浆白土 田
,

土壤速效磷只有 7
.

s p p m ,

土壤速效钾也很低
,

只有 30 一 6 o p p m ,

试验分为对照区 ( 不

施肥 )
、

施磷区
、

施钾区和磷钾合用区
。

试验结果如下
:

表 2 红 花 草 磷
、

钾 肥 配 合 施 用 试 验

试 验 区
土 城 速 效 确

P Pm

上 搜 速 效 钾

P Pm

亩 产 鲜

3 0一 6 0

1 2 0

1 2 0

4 5 6 6

7 5 3 3

6 0 3 3

9 4 0 0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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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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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一n舀

区区区区

用

照礴钾合

钾

对催施确

通过诊断和试验
,

初步 明确了缺磷缺钾土壤
,

磷
、

钾肥配合施用是夺取红花草高产

的重要措施之一
。

棉 花 钾 肥 肥 效 试 验 总 结

上海市南汇县农业局农科所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
,

在有关社队贫下中农大力支持和

协助下
,

以及有关公社科技站和供销社的积极配合下
,

1 9 7 4年我们对棉花施用钾肥进一步

试验
。

现将试验情况初步总结如下
:

一
、

钾肥对棉花的增产效果

根据 1 9 7 4年十一个试验结果统计
,

亩施氯化钾 2 1
.

9斤 (折合氧化钾 1 3
.

14 斤 )
,

亩产皮

棉 1 6 5
.

1斤
,

比不施钾肥 的亩产皮棉1 5 1
.

4斤
,

每亩增产 1 3
.

7 斤
,

增产 9%
,

平均每斤氧化钾

增产皮棉 1
.

13 斤
。

其中
:
增产 5% 以内的有二个试验

,

占 18
.

2% ;
增产 5一 10 % 的有六个

试验
,

占 5 4
.

6% ;
增产 10 一 15 % 的有二个试验

,

占 1 8
.

2% ,
增产 15 % 以上 的有一个试验

,

占9
.

1%
。

土壤肥力不同
,

施用钾肥的增产效果也不相同
。 1 9 7 4年在所内试验

,

每斤氧化钾增产

皮棉在中肥田上为 1
.

1斤
,

在高肥 田 (宿壮田 )上为 1
.

36 斤
,

即供肥水平高的土壤
,

其施用 钾

肥的增产效果也较大
。

1 9 7 4年
,

在大团公社鸭场四 队原 19 7 3 年稻茬棉花钾肥试验田中继续试验
。

每斤氧化

钾增产皮棉为 1
.

59 斤
,

较 1 9 7 3年每斤氧化钾增产皮棉。
.

59 斤
,

多增产皮棉 1 斤
。

这说明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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