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对紫云英根瘤菌的固氮能力进行了一些摸索
,

接触到紫云英根

瘤菌固氮能力的一些内在联系
,

明确了根瘤中固氮酶的活性
,

过去了解到整个植株根瘤中

总的固氮酶活性与全植株含氮量呈正相关 〔 ,〕 ,

现在又明确了根瘤中豆血红蛋白的含量与

紫云英全植株含氮量及产量的关系
。

此外还比较了我国南方四省15 个紫云英根瘤菌菌株

的固氮能力
,

试验结果肯定了 38 D 菌株较之其他根瘤菌优越
。

这个结果与浙江省农科院

微生物研究室 〔3 〕于全省十九个点进行大田试验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

当然
,

这项工作我们

还是刚刚开始
,

如何提高紫云英根瘤菌的固氮能力和它的结瘤性
,

提高其中固氮酶的活性

和根瘤中豆血红蛋 白的含量
,

使紫云英产量
,

来一个较大幅度的增产
,

则有待于今后进一

步试验摸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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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萍 的 自 然 保 种 技 术

江西省余江县农业局

在我国适宜养萍的地区
,

发展红萍是扩大有机肥料来源
,

实行以田养田和以水养田
,

夺取农业高产稳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

也是扩大牲畜饲料来源的一个有效办法
。

大面积地

推广稻田养萍及闲散水面养萍
,

能够解决粮食作物与绿肥争地的矛盾
,

有利于提高复种指

数
,

可以改良土壤
,

是一条自力更生解决肥料问题的新途径
。

但是
,

由于我县气候冬寒夏热
,

加上病虫害严重
,

对红萍生长繁殖不利
,

常常造成夏季

及冬季的萍种大量死亡
。

为了解决红萍越冬越夏保种问题
,

曾采取过薄膜覆盖越冬及人

工活水越夏等保护性措施
,

收到了较好的保种效果
。

但由于这两种人工保种费用比较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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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

生产成本较高
,

一度影响了红萍生产 的大发展
。

近年来我们认真研究了红萍的越冬越夏保种技术
,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初步摸

索出一种红萍自然保种的技术
,

大大降低了生产费
,

提高 了安全保种的效果
。

现将试验的

初步结果简报如下
。

(一 )

实践证明
,

红萍冬季死亡的主要原 因是低温冻害所引起
。

红萍在气温 1 0
“

C 以下时

生长显著减弱
.

萍体变小
,

萍色变红
。

在 5
“

C 以下
,

红萍生长完全停止
。

在零下 5
“

C 时连

续三天时间
,

萍体随即受冻发黑死亡
。

据试验观察
,

红萍受冻后
,

首先是萍根死亡脱落
,

继

之萍体破碎变小
,

叶色转暗
,

逐渐变黑死亡
,

沉入水底
。

红萍自然越冬保种是利用以萍护

萍的原理
,

实行厚萍层露地越冬
。

上面几层萍体在低温下受冻自然死亡
,

下面几层萍体则

由于上层萍体的保护
,

仍然保持了比较 旺盛的生命力
,

萍体的颜色是上层黑 中层红下层

绿
,

气候转暖后就能迅速恢复生长
,

进行春季繁殖
。

红萍露地越冬的试验实践告诉我们
,

这种保种方法尽管没有薄膜覆盖保种的效果好
,

但成本低适宜大面积推广
。

红萍的自然

越冬保种要做好下面几项工作
。

1
.

选择适当的场所 红萍自然越冬的场所必需具备排灌方便
,

避风向阳及无山洪冲

刷三个基本条件
,

如果能找到有泉水灌概的场所则更为理想
。

同时要开好沟畦
,

以利排

水换水
。

要严防冬季暴风雨吹开萍层
,

破坏越冬萍层结构
。

在山区丘陵地带不要选择当垅

的大水田
,

在萍种田四周应挖较深的排洪沟
,

以免山水冲刷
。

在有温泉的场所
,

保种效果

和薄膜越冬差不多
。

场所选好后
,

一定要划格作畦
,

挖成三尺宽左右的萍种池
。

萍种池不

能太宽
,

否则萍层不易固定
,

造成
“
烂天窗

” ,

不能安全保种
。

如果用池塘水面 自然越冬
,

应

用木竹划格拦萍
,

萍格不能活动
,

才能长成厚实的风吹不动的越冬萍层结构
。

2
.

培育健壮的萍种 健壮 的萍种可增强对低温冻害的抵抗力
,

是自然越冬保种的关

键
。

壮萍的标准是萍体大而厚
,

紫红色
,

草绿边
,

无杂萍及青苔
。

培育健壮的萍种决定于

萍种进入萍床时间的早晚
,

一般宜在秋繁后期进床 ( 约在 10 月底 )
,

萍种就有足够的时间长

成壮实的萍体
,

在霜冻到来前能够长成 4一 5层以上的重叠萍种
,

才能达到以萍护萍的 目

的
。

若萍种入床时间太晚
,

由于气温迅速降低
,

生长繁殖减缓
,

往往在冬前长不到 4一 5层

厚的萍体
,

寒风吹袭
,

萍层就会散开
,

导致萍种全部烂掉
。

需要强调的是萍种进入越冬场

所后不能随意变动
,

一搬动就会破坏越冬群体结构
,

上层受冻萍种便会沉入水底
.

下层萍

种便会继续受冻
,

影响安全越冬
。

3
.

加强越冬期间的 , 理 在越冬管理方面
:
第一是勤施磷钾肥料

,

每隔 10 一 15 天撤

一次炉灰拌磷肥
,

既能保温防冻
,

又可满足红萍对磷钾肥料的需要
。

进入早春季节后
,

把

牛猪粪晒干打碎施入萍面上
,

促进红萍恢复生长
,

加速春繁
;
第二是及时换水

,

一般每隔半

个月左右换水一次
,

实行边灌边排
;
第三是防治病虫害

,

特别要注意冬前和春后两个时期

的虫害
,

经常检查
,

及时用药防治
。

为了防止带虫入床
,

可在入冬前用 90 %晶体敌百虫半

斤加 6 %六六六粉一斤掺水七百斤
,

闷种 10 一15 分钟
,

即可杀死萍种中的害虫
。

老萍种池

还应实行土壤消毒
,

即用甲六粉泼浇
,

然后撒一层石灰
,

把萍种池中的虫害青苔全部消

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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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红萍越夏比越冬更为困难
,

因为夏季不仅有高温酷热
,

还有病虫
、

杂萍等猖撅为害
。

前

几年我们推广人工活水越夏
,

重点是灭虫和降温
,

在这方面花费的劳力和农药特别多
,

因

而成本高
,

成为红萍高速发展的一个障碍
。

从 1 9 7 1年以来
,

为了探索红萍自然越夏保种的技术
,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观察研究
,

首

先发现红萍安全越夏的主要矛盾不是高温
,

而是虫害
。

因为我县夏季的最高日平均气温一

般为 35
”

一36
O

C
,

最高气温也不超过 39
“

C
,

在这种高温下没有发现萍种自然死亡的情况
。

同时发现了为害红萍的萍螟
、

萍灰螟的产卵习性
,

即在郁闭的散射光线下不产卵或少产

卵
。

根据这一线索
,

我们认为在稻 田中可借稻株的覆盖遮阴
,

改变 田间小气候
,

降低水面

温度
,

再加上散射光的影响
,

不利于萍螟及萍灰螟的产卵繁殖
,

减少了虫害
,

可以达到安全

保种的 目的
。

因此大胆地提出了红萍稻田 自然越夏的设想
。

于是 1 9 7 4年在大桥良种场进

行了两亩 自然越夏试验
,

整个越夏期间
,

红萍生长青绿
,

只进行了两次治虫
,

胜利实现了安

全越夏
。

红萍稻田自然越夏的技术并不复杂
。

越夏场所一般以一季晚稻田较为理想
,

也可以

先放在早稻迟熟品种田块中越夏
,

到收割前夕再将萍种往早栽已返青分萦的二晚田块转

移
,

继续越夏
。

场所选好后
,

可于 6月上中旬放入健壮的萍种
,

做到萍接萍
,

不能萍叠萍
。

萍种越夏前先用药剂处理
,

并除净小青萍
。

越夏期间要经常套灌换水
,

不能排水烤田
。

最

炎热的天气可在中午喷射 1% 尿素降温
。

此外要注意检查病虫害
,

特别是萍象卿
、

萍灰螟
、

萍螟等
,

发现后要及时扑灭
。

在稻田自然越夏过程中红萍还可能夏繁
,

一旦出现萍体重叠

后要及时分萍
,

以防止因萍体重叠而自然倒萍
。

1 9 7 5年我们又在县
“

三水一红
”

种苗场继续进行了红萍稻 田自然越夏的试验
,

同样获

得了成功
,

为红萍自然越夏保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

当然
,

今后还需进一步试验研究以完

善这项技术
。

腐 殖 酸 按 肥 效 试 验

江西省鞍州地区农科所土肥组

腐殖酸按 ( 以下简称腐按 )是一种有机无机复合肥
。

我区泥炭资源县县均有分布
,

贮

量极为丰富
,

因此推广腐殖酸肥料在我区有广阔前途
。

为鉴定腐按的肥效
,

今年在早稻上

作了试验
,

现将试验情况和结果简报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早稻腐按试验是在赣县沙石公社吉埠大队万扬生产队进行的
。

土壤为紫色土
,

前作

为晚稻
,

冬季板田休闲
,

供试早稻品种为红按早
,

密度 6 x s 寸
。

供试泥炭采 自安远县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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