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攘与作物的诊断研究

关 于 糊 田 稻 叶 褐 斑 症 的研 究

— 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发病期和潜伏期的化学速测诊断

浙江 农业大学土壤农化专业

富 阳 县 农 业 科 学研 究所

在前报中〔1〕
,

对糊田稻叶褐斑症的
、

形态特征
、

发病因素及其化学速测诊断法作了讨

论
。

明确稻叶褐斑症是在土壤耕层糊烂通气不 良的条件下
,

缺钾高氮引起的一种具有特

殊形态的生理病害
;证 明采用将稻株汁液直接压浸在六硝基二苯胺钾试纸上显色法

,

测定

稻株组织液的钾含量
,

于 晚稻抽穗期
,

对糊田稻叶褐斑症具有良好的诊断性
。

为了能及时

提出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

就必须掌握水稻各生育期的发病期和潜伏期的诊断
。

本文是在

发病严重的土壤上
,

布置各种 田间试验
,

应用速测技术
,

在系统诊断的基础上
* ,

对糊田稻

叶褐斑症的发病期和潜伏期的诊断总结
。

一
、

应用稻株组织液的钾速测诊断糊田稻叶褐斑症的依据考查

前报明确稻株组织液的钾含量与糊 田稻叶褐斑症有着密切的关系
。

另外
,

我们还对病

稻营养代谢的异常性作了初步研究
。

其结果表明
:
( 1) K Z O / N 的比值愈小

,

病害愈严重
;

( 2) 可溶性氮 /蛋白质氮的比值愈大
,

发病愈严重
; ( 3) F e/ M

n 的比值愈大
,

病害愈严重

( 以后将有专文讨论 )
。

这就从作物内在因素进一步证明糊田稻叶褐斑症是由于 稻株 缺

钾
、

过氮
、

多铁引起的一种生理病害
。

为了进一步考查直接测定稻株组织液的钾含量
,

以

诊断糊田稻叶褐斑症的依据
。

我们又对下列问题作了补充调查研究
。

(一 )施用钾肥对防治稻叶褐斑症的效果

1
.

钾肥的增产效果 兹将持续近二年的试验结果列于表 1与 2 ,

从表 1与 2中可 以 看

出
:
( 1 ) 当季施用钾肥对稻麦的增产都很显著

。

( 2) 钾肥的后效很小
。

除个别情况以外
,

其增产率都在 5 %以下
。

2
.

钾肥的防病效果 经过 1 9 7 4年晚稻和 1 9 7 5年早
、

晚稻的数次田间考查结果表明
,

施用钾肥虽不能杜绝褐斑的发生
,

但其防止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

尤其是在氮肥水平较高

的情况下
,

防止效果更加显著
。

兹将 1 9 7 5年于晚稻齐穗期考查稻株上部 3张功能叶的发病

率的结果列于表 3
。

另外
,

还有 2个亩施 10 0斤氯化按和 20 斤抓化钾的小区
,

于 拔 节期发

饰

* 诊 断方法请参看本文作者编 写的
“

水稻营养与土镶诊断训 练班讲义
” , 1 9 7 6年 2月

。



表 1 钾 肥 定 位 试 验 的 增 产 效 果

当当季抓化钾用 t ( 斤/ 亩 ))) 各 季 作 物 产 t 《斤 /亩 )))

代代代 1 9 7 4 年年 1 9 7 5 年年 1 9 7 4 年年 1 9 7 5 年年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大大大麦麦 早稻稻 晚稻稻 大麦麦 早稻稻 大 麦麦 早 稻稻 晚 稻稻 大 麦麦 早 稠稠

定定
lll 2 000 2 000 2 000 2 000 2 000 5 4 9

。

333 6 24
。
555 5 6 888 3 1 555 7 7 333

定定 ::: 2 000 2 00000 2 000 2000 ( 1 29
。
2 ))) ( 1 23 ))) ( 12 9

。

4 ))) ( 3 7 5 ))) ( 1 1 7
。
6 )))

定定
333 2 0000000 2 0000000 5 6 3

。
222 4 5 999 3 4 555 7 7 333

((((((((((((((((( 1 1 1 ))) ( 10 4
。
6 ))) ( 4 1 0

。
1 ))) ( 1 1 7

。
6 )))

4444444444444444444 4 111 3 2 222 6 8 2
。
777

((((((((((((((((((( 10 0
。
5 ))) ( 3 83

。
3 ))) ( 1 0 3

。
9 )))

22222 000 2 00000 2000 4 2 5
。
777 6 5 8

。
111 4 5 777 8 000 7 7333

((((((((((((( 10 0 ))) ( 1 2 9 ))) ( 10 4
。
1 ))) ( 9 5

。
2 ))) ( 1 1 7

。
6 )))

555555555555555 0 7
。
888 5 7 444 1 4 000 6 6 000

((((((((((((((( 1 0 0 ))) ( 1 24
。
6 ))) ( 1 6 6

。

7 ))) ( 1 0 0
。

4 )))

444444444444444443 999 8 444 6 5 777

((((((((((((((((( 16 0 ))) ( 1 0 0 ))) ( 1 0 0 )))

、

注 : ( 1) ( ) 内是 以未施过钾肥 的小 区为 10 0 的百分率 ,

( 2 ) 大麦品种是早熟 3 号
,

早稻 品种是广陆矮 4 号
,

晚被是农虎 6 号 ,

(3 ) 7 4 、
7 5年各处理的各季作物均每亩施用硫吸按或 抓化按 40 斤

,

过碑曲钙 40 斤
。

表 2 不 同 钾 氮 比 例 的 增 产 效 果

(

水 稻 产 t 斤 /亩

年 份 } 作 物

N I K 2 N 名K
o } N : K I N

z K 名

7 4 年

7 5 年

N I K O

I
_

生生
3 7 0

.

` …
_

5 5 0
.

0

` , 0 0 , 】“ 50 ·
9 ,

4 2 4 { 56 2

` , 0 0 ,
1

` ’ 3 2
·

5 ,

6 2 6 } 6 9 0

( 1 0 0 ) } ( 1 10
。

2 )

59 8

( 16 1。
4 )

58 4

( 13 7
。
7 )

7 5 0

( 1 19
.

8 )

3 15

( 10 0 )

4 2 4

( 1 0 0 )

5 5 4

( 10 0 )

5 5 4

( 1 7 5
。

9 )

5公 4

( 1 3 7
。

7 )

7 9 0

( 1 4 2
。

6 )

6 6 1
。

4

( 2 1 0 )

6 1 6

( 14 5
。

3 )

8 5 4

( 15 4
。

2 )

注
:

( l) 处理说明同前报〔 1〕 ,

( 2 ) 水稠 品种和 ( ) 内的致据说明同表 1
。

现褐斑
,

其中 1个小区立即追施抓化钾 10 斤
, 5天以后测定稻株组 织 液 钾含 量 由原 来

5 0 0一 1 0 o o p p m 提高到 1 0 0 0一 1 5 0 0 p pm
。

土壤速效钾含量
,

由原来的 2 2 p P m提高到 6 o p p m 。

于齐德期考查剑叶发生褐斑的百分率
,

比未曾追施钾肥的 80 %降低到 50 %
,

防治效果也很

显著
。

表 3 钾 肥 防 止 褐 斑 的 效 果

(% )

NNN
x K ooo N x

K
---

N
I
K 么么 N 名K ooo

N
Z
K

xxx N : K 名名

222 000 2 000 000 4000 2 000 000

666 000 3 000 2 000 1 0000 7 000 2 000

111 0 000 9 000 4 000 1 0000 1 0 000 9 000

注
:

( 1) 处理说明同前报〔 1〕 ,

( 2) 叶序是稻株顶部 向下的顺序
。

( 二 )试验地的土旅养分状况

富阳县农科所位于皇天坂
,

其土壤母质属泻湖沉积物
。

但试验地紧靠山脚边缘
,

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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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受河流影响
,

属牛扼湖沉积物发育的潜育性水稻 土
,

俗名青丝泥
,

土壤质地是壤质粘土
。

据省农科院的分析
,

土壤有机质含量是 1
.

4一 2
.

9% ; 全氮量是。
.

1 1 8一。
.

1 86 % ;全磷量是

。
.

1 63 %左右
;
全钾量是 1

.

72 一 1
.

82 %
,

土壤 p H 6
.

5一7
.

。
。

据我们在未施过化学钾肥 的小

区的多点数十次的测定结果 (表 4 )
,

试验地的土壤中
,

氮与磷是充足的
,

而有效钾是很贫乏

的
,

交换性钾只占全钾量的。
.

15 %左右
,

远比一般耕地为低
,

说明试验地土壤中非交换性

钾的释放是相当困难的
。

另外
,

从钾肥定位试验的作物增产效果来看
,

钾肥对当季作物的

增产效果极为明显
,

而后效不显著
。

这可能就是引起作物缺钾的原因
,

也可能就是水稻

发生褐斑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

表 4 试 验 地 土 滚 速 效 养 分 状 况

】 速 效 养 分 含 t
土 壤 速 效 养 分 }

—
一

—
( P P m )

大 麦 收 割 后 } 返 青 期 } 分 策
期 } 孕 穗 期

)

1 2一 6 4

2 0

1 5 ( < 1 5 )

4 8一> 9 6

> 4 0 ( 20 )

< 15 ( 15 )

3 6一7 2 ( 9 6 )

> 4吠 2 0 )

< 15

15一 2 4 ( 6 )

< 1 5 ( 3 0 )

抓钾麟态效效速按速

交 换 性 钾 2 3一 3 0

注
:

( ) 内是个别数据
。

上述研究资料表明
:

( 1) 施用钾肥对水稻的增产和防止稻叶揭斑的发生都有显著效

果
。

( 2) 发病严重的土壤养分特征是氮磷充足
,

而有效钾贫乏
。

特别是土壤非交换性钾

的释放相当困难
。

再联系到病稻营养代谢异常性的特点是
:

稻株的全钾量
、

组织液的钾含

量和钾氮比值都与褐斑症有着极其显著的反相关性
。

由此可以推论
:

稻株缺钾是导致糊

田稻叶揭斑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

在国内外的研究报导中
,

有的把它叫作
“

湿田缺钾赤枯

病
” 〔2 〕“

缺钾状态的铁过剩症
” 〔 3〕 “

水稻缺钾症
” 〔们是有其道理的

。

另外
,

考虑到钾在植株

体内的形态
,

绝大部分是以可溶性的无机态存在
。

因此
,

采用稻株汁液直接压浸在六硝基

二苯胺钾试纸上显色法
,

测定稻株各部位的组织液钾的含量状况
,

作为诊断糊田稻叶褐斑

症的重要手段是有其充分依据的
。

二
、

翔田稻叶揭斑症的发病期诊断

(一 )各生育期诊断取样部位的选择

确定诊断的取样部位
,

最主要的是能如实地反映出田间水稻不同发病程度的生长状

况
。

但也要尽可能地通过取样部位的选择
,

使水稻各生育期的化学诊断指标相同
。

这样

既可减少钾试纸种类
,

以简化手续
,

又可减少诊断数字指标的记忆
。

我们知道
:

钾在作物

体内是易于从老的组织向着新的组织移动
,

是一种再利用性能很强的营养元素
。

所以缺

钾作物的体内钾素
,

在植株的不同部位上是不会相同的
。

因此有可能通过取样部位的选

择
,

以达到上述目的
。

这次我们采用了与大麦缺钾黄化症的化学速测诊断相同的方法〔 5〕 。

具体步骤是
:

于水稻各生育期
,

在田间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试验处理 (揭斑发生程度不同 )
。

选拔典型的稻株
,

取其不 同部位
,

系统地测定其组织液的钾含量
,

在取得大量的测定资料

的基础上
,

初步确定该生育期的 1一 2个诊断取样部位
。

再经各试验田的全面诊断考验
。

最



后
,

根据
_

七述取样部位的选择原则
,

确定水稻各生育期的诊断取样部位是
:

返青期和分凝

期取水稻主茎基部叶鞘混合组织
;
拔节初期取刚开始拔节的茎秆 (剥去叶鞘 ) ; 孕稼期以后

取顶叶向下第 3节茎秆组织 (剥去叶鞘 )
。

(二 )各生育期的诊断结果

为了明确水稻各生育期的具体诊断指标
,

我们在早稻各生育期
,

分别在 3个试验的24

个小区和 4块丰产田中( 试验设计见表 1
、

2
、

5 )
,

选拔代表性稻株
,

按照上述确定的取样部

位
,

并同时采集土壤样品
,

进行了氮
、

磷
、

钾营养状况的系统诊断
。

其中氮
、

磷营养状况

与稻叶褐斑的发生无显著关系
。

故只将水稻各生育期的钾素营养诊断结果
,

简要说明如

下
。

表 5 氮肥用鱼试验和丰产田的试验设计与产 t

验 名 称 氮 肥 用 世 试 验 丰产田 (综合防 治试脸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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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1) 扭肥用量试验 的肥料
,

都用化肥
。

而 丰产田 的肥料中有机肥约占 60 %
,

练合防治措 施将在下文中讨

论 ,

( 2 ) 水 稻品种
:

氮肥用量试验和丰
2丰 , 是广陆矮

,

丰 l丰 8是红梅早
。

1
.

返膏翔 所有试验区都没有发现揭斑
。

7个无钾区的土壤速效钾含量均在 1 5 p p m

左右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均在 100 0一ZOOOP p m 之间
。

水稻的形态特征是暗绿
。

17 个施钾

区的
.

上壤速效钾含量均在 60 一 7 5 p p m 左右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均在 20 0 0 p p m 以上
。

另外
,

4 块丰产田土壤速效钾含量在 75 一 9 0 p p m之间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均达 3 0 0 0PP m以上
。

2
。

分藕期 从未施过化学钾肥的 5个小区
,

土壤速效钾都降到 1 5P p m 以下
,

稻株组织

液钾浓度降到 I 0 0 0 p p m 以下
,

水稻主茎的分栗娘叶 (指发生分集的相应叶片 )已出现褐斑
。

当季未施钾肥的定
。

和定
。

小区
,

土壤速效钾是 2 2p p m ,

稻株组 织 液 钾 浓 度是 10 0 0一

1 5 0 0 p p m
,

水稻叶色呈暗绿无揭斑
。

施钾肥的 17 个小区
,

土壤速效钾都降到 S Op p m 左右
,

最低是 3 Op p m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
,

高氮 区 都 降 到 1 5 0’0 一 Z 0 0 0 p p m
,

而 低 氮 区 都 )

2 0 0 0 p p m
。

叶色也呈翠绿
,

无异常日值得注意的是 4块丰产田的土壤速效钾升高到 1 5 Op p m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仍 > 3 00 0P p m
。

3
.

拔节期 这个时期钓稻株组织液钾浓度
,

一般都有所降低
。

其中高氮水平的各小

区降到 1 0 0 。一 1 5 0 0PP m
,

特别是N
:
K

,

与 N
, 。 。
几个小区降到 1。。o p p m 以下

,

稻叶都出现褐

斑
。

但是
,

N
:
K

: 、

定
, 、

定
: 、

N
。
和 N

: 。

等低氮水平的各小区
,

以及 4块丰产田的稻株组织液

钾浓度
,

都没有降低
,

其中N
。

小区反而有所提高
。

4
.

孕稚期 这个时期的稻株组织液钾浓度
,

普遍都有较大的降低
。

唯有N 。
和 N

: ,

这

立个严重缺氮的处理
,

反而增高到 3 0 0 。一 4 0 0 o p p m 。

新老稻叶基本上无揭斑
。

N
,
K

:

区和

丰产田都保持在 2 00 0 p p m 以上
。

土壤速效钾含量都在 4 5 p p m左右
,

其中丰产田是 7 5 p p m
。

城



除基部老叶有少量褐斑外
,

上面 左一 5张叶片无褐斑
。

发病极端严重的是 N
:
K

。
区

,

稻株组

织液钾浓度降到 3 0 0 p p m 以下
,

土壤速效钾也都在 1 5 p p m 以下
。

水稻剑叶发红
,

胡麻叶斑和

纹枯病也很严重
。

N
,
K

。

和定
。 、

定
。 、

定
。

等未施钾肥的处理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都降到

30 0一S OOP p m之间
,

土壤速效钾含量在 15 一 3 o p p m 之间
,

发病也很严重
。

另外还有N
:
K

, 、

N
7 。

和 N
l 。 。

等几个高氮小区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降到 50 0一 1 00 OPP m 之间
,

土壤速效钾 在

1 5一 3 o p p m 之 l’ul ,

发病也比较严重
。

根据以上结果
,

并结合其他材料
,

可初步明确以下几点
:

1
。

稻叶揭斑与稻株组织液钾含量的关系 经过数百个样品的测定
,

其结 果 非常一

致
。

稻叶无褐斑的叶鞘与茎杆
,

组织液钾含量大于 20 0 0 p p m (与上报同 ) ; 稻叶呈暗绿或叶

尖有褐点是 1 0 0 0一 ZO0 0 p p m ;
有大量褐斑的是 5 0 0一 1 0 0 0 p p m ;

褐斑严重的是小于 s o o p p n i 。

2
.

稻叶福斑与土坡速效钾的关系 经过数十个样品的测定
,

其结果有褐斑愈严重
,

土壤速效钾愈少的倾向
。

一般是在 4 5P p m 以下的褐斑易发生
,

而大于 6 Op p m 的褐斑发生

少
。

但也有许多例外
,

如 N
:
K

Z 、

N
:
K ,区的土壤速效钾高达 60 一 7 5 p p m

,

也发现褐斑
。

显

然
,

这与土壤氮素营养水平
、

还原性以及水稻根系发育的好坏有关
。

3
.

稻叶福斑与氮肥水平的关系 据 24 个小区的考查
,

稻叶褐斑与氮肥用量的关系非

常密切
。

氮肥用量提高
,

如果钾肥用量没有相应增加
,

则稻叶褐斑症加重
。

4
.

稻叶揭斑与产最的关系 亩施 20 斤氯化钾的无氮肥区基本上无褐斑
,

但亩产只有

4 50 斤左右
。

亩施 40 斤氯化按不配施钾肥
,

稻叶褐斑大量发生
,

但亩产却有 6 50 斤左右
,

比

有钾无氮区的产量高
。

如配施钾肥
,

则亩产达 7 50 斤左右
。

亩施 80 斤氯化馁不配施钾肥
,

稻

叶褐斑严重发生
,

亩产只有 55 。斤左右
。

如配施钾肥
,

则亩产猛增到 8 00 一 9 00 斤
。

5
.

稻叶祠斑与肥料的钾氮比例 ( K
:
O / N )的关系 从 24 个纯化肥区来看

,

在亩施氮

素 10 斤以下
,

钾氮比例在 1
.

5以上基本无褐斑
,

但产量都在 75 0斤以下
。

当亩施氮素提高到

20 斤左右
,

钾氮肥的比例降至 0
.

5 ,

在孕穗期以后虽有褐斑症发生
,

但产量提高到 80 0一 9 00

斤
。

无钾肥区的褐斑症严重发生
,

其产量猛降
。

亩施氮素10 斤的亩产是 65 0斤左右
,

而亩

施氮素20 斤的
,

亩产只有 55 0斤左右
。

6
.

高施肥水平丰产 田的诊断结果 四块丰产田的氮磷钾都是高施肥水平
,

于 分 萦

期
、

拔节期测定稻株组织液的钾含量均达 3 00 o p .iP
u ,

土壤速效钾含量都在 1 2 0 p p m 以上
。

在

孕穗期以后
,

部分稻株的基部老叶虽也发现少量褐斑
。

但亩产仍超千斤
。

由此可以推断
:
( 1) 在稻叶褐斑症发病严重的地区

,

氮肥用量仍支配着产量的高低
,

不能以钾代氮
。

只有在施用氮肥的基础上配施钾肥
,

才能取得钾肥的最大增产效果
。

但

氮肥用量达到一定水平时 (本试验地是亩施 30 斤氯化按以上 )
,

钾肥才是产量继续上升的

限制因素
。

据初步统计
,

在亩施氮素 20 斤的水平下
.

肥料的钾氮比例在 0
.

5左右
,

亩产也能

达到 8 00 一 9 00 斤
。

但是
,

如果要想亩产超千斤
,

每亩氮肥用量就要超过 20 斤氮素
,

则钾氮
肥的比例要求提高到 1左右

。

( :飞硼叶褐斑症在水稻分禁期发病渝者拢古浏发祷严 重
,

都对水稻产量影响极大
。

如在孕穗期以后
,

只要上部功能叶无褐释
,

下部老叶即使出现褐

点 (斑 )
,

对产量影响不很大 (据初步研究
,

水稻在孕穗期以后
,

下位叶逐渐老化
,

易于出现

揭斑 )
。

据田间观察
,

在孕穗期以后
,

如果上部功能叶发病
,

则在分集或拔节期
,

通常已发

生褐斑症
。

由此可见
,

对糊田稻叶褐斑症的诊断
,

其重点要放在分粟期与拔节期
。

孕穗期

以后
,

则要着重诊断上部功能叶
。

兹将水稻各生育期褐斑症的诊断取样部 位和标准 试 拟

l际



于表 6
。

表 6 水稻各生育期褐斑症的诊断取样部位和诊断标准

发发发 组织液液 各 生 育 期 的 采 样 部 位 及 其 形 吝 特 征征

病病病 钾浓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程程程 ( PP口 ))) 分 粼 期期 拔 节 初 期期 孕 箱 期 以 后后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主主主主茎基部叶梢棍合组织织 主茎荃部刚拔节 的茎秆组组 顶部向下第 3 节茎秆 ( 剥去叶梢 )))

积积积积积 ( 刹去 叶梢 )))))

无无无 > 2 0 0 000 叶色正常常 叶色正常常 上部功能叶叶色翠绿无拐斑
,

器器
病病病病病病 郁老叶一般无揭斑

,

但也可能有有
态态态态态态 少效叶片叶尖有褐点 (斑 )))

发发病病 1 0 0 0一2 0 0 000 叶色暗绿
,

一般无揭斑
,

但 分或或 叶色 暗雄
,

部分老叶出现现 上部功能 叶呈 暗绿色
,

下都老叶叶
可可疑疑疑 娘叶叶尖可能有福点点 福点 (斑 ))) 有揭斑斑

发发发 5 0 0一 1 0 0 000 分茱 娘叶已 出现揭斑斑 老叶片出现揭斑
,

新叶片片 上部功能叶大郁分出现揭斑
,

下下
病病病病病 叶尖枯黄黄 部老叶往往枯黄黄

发发 病病 < 5 0 000 未发生分方的 老 叶 也 出现揭揭 老叶片有大里揭斑
,

新 叶叶 剑叶也 出现 . 班
,

下部老叶大都都
严严重重重 斑

,

叶尖揭枯枯 叶央枯 《傍晚田 间观察稻稻 枯死死
面面面面面呈揭枯状 ))) !!!

注
:

最好与稠株基部组权的可络性亚铁含 t 联合诊断
,

以区别水稠缺钾症 (今粉本文第四节 )
。

三
、

糊田稻叶揭斑症的潜伏期诊断

所谓稻叶褐斑症的潜伏期诊断
,

就是在该病的病态尚未表现出来时的诊断
。

由于它能

预先侦察到该病的发生
,

所以便于及时采取防止措施
。

它不仅对减少当季作物的损失有

很大作用
,

而且也是为作物科学施肥提供依据的重要手段
。

它体现出化学诊断的优越性
。

因此
,

它具有很现实的生产意义
。

研究结果表明
:

揭斑症通常在分菜期与拔节期开始从形

态上显现出来
,

而在这二个时期发病的
,

对产量影响也最大
。

所以要抓住返青期和分菜期

这二个重要的生育时期进行诊断
。

在目前
,

对作物生长失常的潜伏期诊断方法较多
。

本文

是根据作物体内的绝对含量和稻株上下部位的浓度梯度
,

再结合土壤有效养分含量进行

讨论的
。

(一 )根据稻株组织液钾含 ,
,

结合土坡速效钾含 ,
,

对稻叶

揭斑症的潜伏期诊断

从系统诊断所得的大量资料中可 以看出
:

水稻发病严重的 N , K
。 、

N
:
K

。 、

定
: 、

定
。
和

定
。

等处理
,

在水稻返青期的稻株组织液的钾含量
,

都保持在 1。。。一 20 。。 p p m 之间
,

土坡速

效钾在 1 5 p p m左右
。

此时检查稻叶未见褐斑
,

只是叶色呈暗绿色
。

进入分栗期以后
,

其中

N
,
K 。 、

N
:
K

。
和定

。

等处理的稻叶都出现褐斑
。

此时稻株组织液钾浓度都降至 50 0一 1 0 0 0

PP m
。

发病特别严重的前作为绿肥区的N : K
。
区

,

稻株组织液钾浓度降至 S OOp p m 以下
,

土

壤速效钾都 < 1 5P p m
。

另外
,

定
3

和定
。

二个区的稻株组织液钾浓度是 1 0 0 0一 15 OOP p m ,

土

坡速效钾是 22 p p m
,

水稻仍保持叶色暗绿并无褐斑
。

但进入拔节期后
,

稻叶出现褐斑
,

组

织液钾浓度也降至 s o 0P p m左右
。

这种现象
,

在 N
。 。 、

N
7 。

和 N : 。 。
等几个处理中

,

在后期也

出现类似情况
。

由此可见
,

糊田稻叶褐斑症的潜伏期指标
,

稻株组织液的钾含量似可定为

1 0 0 0一 20 0 0 p p m
。

而对土城速效 钾含量的指标
,

因水稻根系活力和土壤类型的不同差异

(



很大
。

就本试验地而论
,

大致是 30 一 6 Op p m ,

还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

洲
( 二 )根据稻株上下部位的组织液钾浓度梯度

,

对稻叶揭斑

症的潜伏期诊断

卜

在水稻返青期
,

我们在钾氮比例试验 (前作是麦区 )和钾肥定位试验中
,

选择 N
:
K

。 、

N
,
K

: 、

N
Z
K

。 、

N
Z
K : 和定

, 、

定
2 、

定
。 、

定
。

等 8个处理
,

分别对水稻不 同部位的组织液钾浓

度进行测定
。

经过分菜期的鉴定
,

发现最新三张稻叶 (包括未展开叶 )的钾浓度的分布特点

是
:

发病稻株的未展开叶与邻近二张稻叶的比值 > 1 ,

表示未展开叶的钾浓度大于生活力

最强的邻近二张最新展开的功能叶
。

叶片与叶鞘的比值也 > 1 ,

表示叶片的钾浓度大于叶

鞘
。

据有关研究 〔的
,

认为这是稻株缺钾的标志 ; 无病稻株的未展开叶与邻近二张稻叶之

比值 < 1
,

叶片与叶鞘之比值也 < 1 ; 而处在发病潜伏期阶段的稻株
,

其比值都是竺 1
。

此

特点表明
:

稻株最新三张稻叶之间的组织液钾浓度这种相互关系
,

对稻叶褐斑症的潜伏期

具有 良好的诊断性
。

于是我们在分菜期马上扩大诊断试验的范围 (再扩大 8 个处理
,

共 16

个处理 )
,

经过拔节期的鉴定
,

所得结果与返青期完全一致
。

证实根据稻株上下部位的组织

液钾浓度梯度对稻叶褐斑症的潜伏期诊断是可能的
。

上述资料表明
,

无论是根据稻株组织液的钾浓度
,

或者根据稻株上下部位的组织液钾

浓度梯度
,

对稻叶褐斑症潜伏期的诊断
,

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

都具有良好的诊断性
。

但是
,

一般认为 以浓度梯度作为诊断指标
,

受品种不同的影响比较小
,

适用范围比较广
。

兹将稻

叶褐斑症的潜伏期诊断指标试拟于表 7
。

表 了 糊田稻叶褐斑症的潜伏期诊断指标 ( 返青期 与分雍期 )

发 病 悄 况 …无 病 。
}
潜 伏 期

主茎 ` 部叶鞘 “ 合组织液钾浓度 ` p p m ,

{
> 2。。 0

{
`。。。一 2 0 0。

瓷禁委爵藻黑聚委
一 (比值 ,

i
< ,

{
匕 `

1 发

土城速效钾含 盆 ( p p m )

注
:

形态特征参看 表 6
。

> 6 0 3 0一 6 0

< 1 0 0 0

> l

< 3 0

四
、

测定稻株组织亚铁含量诊断糊田稻叶褐斑症的初步结果

糊 田稻叶揭斑症是缺钾
、

高氮
、

过铁引起的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的生理病害
。

那么
,

除应

用钾的速测诊断外
,

能否通过稻株的氮和铁营养状况的速测
,

也能达到诊 断之目的呢 ? 或

者能否使化学诊断法更简便更完善呢 ? 为此
,

我们应用各种方法
,

采取不同部位的稻株样

品进行了系统的试测工作
。

其结果是
:

稻株氮素营养的速测
,

虽也得到一些有趋势性的资

料
,

但对此病无诊断价值
。

然而发现用与铁离子具有络合能力的0
.

1%邻菲罗林溶 液 直

接浸提稻株基部组织的可络性亚铁 (简称速测铁或亚铁 )
,

测定其含量
,

对此病具有很好的

诊断性
。

它可以作为应用 钾速测诊断此病的补充
,

以示区别水稻缺钾症
。

更值得注意的

是
:

此法没有象制备六硝基二苯胺钾试纸那样麻烦的手续
,

也没有因钾试纸保管困难而失

灵
,

以致造成诊断错误等缺点
。

兹将研究的初步结果摘要如下
.



(一 )稻株基部组织的亚铁含 t与稻叶福斑症的关系

经过晚稻幼穗分化期和孕穗期
,

在不同地区的数十个样品的试测
。

再经浙农大土化专

业 19 7 5届工农兵学员教学实习的诊断实践
。

1 9 7 6年早稻期间
,

又经杭州地区水稻营养与土

壤诊断训练班学员的现场诊断
。

其结果一致表明
:

凡是患稻叶揭斑症的水稻蓦部组织的亚

铁含量都在 5 PP m 以上
。

褐斑症愈严重
,

亚铁含量愈多
。

例如褐斑症极端严重的 N
:
K

。
区

,

亚铁含量高达 30 p pm
。

无病水稻的亚铁含量都低于或接近 1
.

2 5 p p m
。

兹将测定资料归纳

于表 8
。

另外还明确了以下 2 点
:

( 1) 稻株组织液钾含量与亚铁含量呈明显的反相关
。

施

用钾肥可以大大减少稻株的亚铁含量
,

增施氮肥如不相应增施钾肥
,

则增加稻株的亚铁含

量
。

( 2) 稻株的亚铁含量达 1 0 p p m 以上
,

组织液的钾含量在 50 0P p m 以下
,

即使土壤速效

钾达 6Op p m
,

稻叶揭斑症仍然很严重
。

肠

表 8 稻株基部组织的亚铁含 t 与褐斑症的关系

稻株基郁组织
亚 铁 含 t

( P Pm )

哎 1
。
2 5 {

稻株褐斑悄况 } 无 褐 斑
一般无揭斑

,

叶
色暗绿

,

纂部老
叶可能 有相斑

。

顶部三张功能 叶
无褐斑

,

余有褐
斑

。

顶部 二张最新叶
无揭斑

,

余有揭
斑

。

顶部一张叶无揭
斑

,

余有揭斑
。

(二 )稻株基部组织的亚铁速测法—
0

.

1%邻菲罗林溶液直接浸提法
*

首先在田头仔细观察整片水稻的生长状况
,

选拔稻叶有典型褐斑的稻株 (另拔稻叶无

揭斑的稻株作比较 )
。

先用池塘水洗净
,

仔细地剪去根系 ( 注一 )
,

再剪去叶片
。

然后用不含

亚铁离子的水仔细地洗干净
,

并用脱脂纱布或滤纸吸干稻秆外表的水分
。

再从根蒂开始

剪 (注意
:

绿色的叶鞘不要剪入 )
,

剪成 0
.

1厘米厚的碎片
,

称取 0
.

5克
。

放入装有 5毫升的

0
.

1%邻菲罗林溶液的试管中
,

急烈摇振 1 分钟
,

经过 1小时后 ( 注二 )
,

与亚铁标准色管比

色
,

将标准色管的 p p m数乘 1 0 ,

即为稻株基部组织 的亚铁含量
。

为了消除浸提液的白色棍

浊的干搅
,

可用一张白纸作为衬底
。

注一
:

根据试测结果
,

根系中的亚铁含量
,

远比地上部分为高
。

因此剪除根系时
,

要仔细地剪除
,

否

则会由于根系混入而造成误诊
。

注二
:
根据试测

,

稻株组织中的亚铁渗透到浸提液中的速度比较慢
。

因此浸提液的颜色有随奢时间

的增加而加深
。

其加深程度
,

与稻株中亚铁含量的多少有关
,

含 t 愈高加深程度愈大
。

无亚铁含 t 的稻

株
,

即使放置 4天也无颜色变化
。

为了田间及时作出诊断
,

试测结果
,

过 l 小时后比色是可行的
。

五
、
结 语

1
。

在进一步考查应用稻株组织液的钾速测以诊断糊田稻叶揭斑症的基础上
,

布置了

* 亚铁速月法请 参看本文作者写 的水稻亚铁 中毒症的化学速洲诊 断—
。

.

1 %邻菲罗林直接浸提法
.

1 97 6
。

(未刊稿 》



各种 田间试验
,

运用六硝基二苯胺钾试纸显色法
,

结合稻株氮
、

磷和土壤速效氮
、

磷
、

钾的

速测
,

按水稻不同生育期
,

对稻叶褐斑症进行了系统诊断
。

提出了水稻各生育期褐斑症的

诊断取样部位和指标 ;提出了水稻返青期和分萦期可能发生揭斑症的潜伏期指标
。

2
.

试验结果证明
:

在稻叶揭斑症发病严重的地区
,

氮肥仍然是支配着产量的主要因

素
,

不能以钾代氮
。

只有在施用氮肥 的基础上配施钾肥
,

才能取得钾肥 的最大增产效果
,

只

有在氮肥用量达到一定水平 (本试验地是 30 斤氮化按以上 )
,

钾肥才是产量继续上升的限

制因素
。

3
。

系统诊断结果表明
:

水稻在孕穗期以后
,

稻株基部老叶出现褐斑
,

对产量影响不

大
。

为了发挥钾肥 的最大增产效果
,

在亩施氮素 20 斤的水平下
,

肥料钾氮比例 ( K : O / N )在

0
.

5左右
,

亩产也能达到 8 00 一 90 0斤
。

但亩产 1 0 0 0斤以上
,

则要随着氮肥用量 的增加
,

其比

例需要提高到 1 左右
。

4
。

用 0
.

1%邻菲罗林溶液直接浸提法
,

测定稻株基部组织的亚铁含量
,

对稻叶褐斑症

也具有很好的诊断性
。

凡是病株的亚铁含量均在 5 p p m 以上
,

病态愈严重
,

亚铁含量愈多
。

发病严重 的可高达 3 Op p m
。

无病稻株的亚铁含量
,

都小于或接近 1
。

2 5 p p m
。

此法可作为运

用钾速测诊断稻叶褐斑症的辅助方法
,

以示 区别水稻的缺钾症
。

同时也有可能作为研究水

稻亚铁中毒的方法
。

5
。

稻株基部亚铁含量与稻株组织液钾含量呈明显的反相关
。

施用钾肥可以大大减少

稻株的亚铁含量
;
增施氮肥如不相应增施钾肥

,

则增加稻株的亚铁含量
。

6
.

调查结果表明
:

稻株基部组织的亚铁含量在 l o p p m 以上
,

稻株组织液钾含 量 在

S OOp p m 以下
,

即使土壤速效钾高达 6 Op p m
,

稻叶褐斑症发病严重
。

诊断的目的全在于能及 时防治病害
,

以夺取高产
。

为此
,

今后将继续讨论糊 田稻叶褐

斑症的发病机制和综合防治夺取高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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