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冬麦的密度问题
,

根据我们几年来在茶坊基点的试验观察
,

在水平梯田上种植冬

麦
,

最好采取宽幅条播
,

一般以播幅 3一 4 寸
,

行距 1
.

2一 1
.

4 尺为宜
。

播种量 1 8we 20 斤
.

基本苗 2 0一 25 万
,

冬前茎数 5 5一 70 万
,

成穗 2 5一 30 万
。

关于 山早地基本农田其他作物的密度
,

建议高粱每亩 5 0 0。一 6 0。。株
;
谷子每亩 1。。0 0

株
; 玉米 1 8 0 0一 2 0 0 0株

。

5
。

推广旅田
,

提高产 t 壕田是陕北贫下中农的创造
。

它是山旱地抗旱增产的一个

好办法
.

。

壕田的作法
:
在田块内每隔1

.

5尺
,

挖一条宽 1
.

5尺
,

深 1
.

。尺的壕沟
。

壕沟的中

心距为 3 尺
。

开沟时先把挖出的底土放在沟间培垅
,

然后将第二条沟挖出的熟土铺填在

第一条沟内
,
依次再挖第三条沟

,

挖出的熟土铺填在第二条沟内
,

底土培垅
。

这样逐次开

挖
,

经过开沟
、

填土
、

培垅三道工序
,

即成壕田
。

壕田以种玉米为宜
,

可在第三次中耕时
,

结合给作物培土
,

进行
“

封壕
” ,

以增强玉米抗早能力
。

一块地通过挖壕田
,

在耕作栽培

过程中
,

每年使二分之一的面积上有 1 尺深的土层熟化
。

这样
,

比全面深 翻改土
,

省工
,

省

肥
,

增产效果大
。

例如
,

延安市吴太源大队1 9 7 4年用壕 田法在旱源地种玉米丰产田 10 亩
,

曾获得亩产千斤以上的产量
。

1 9 7 5年安塞寺腰 规大队引用壕田
,

试种 8
·

2亩玉米
,

平均亩

产73 1斤
。

8
.

2亩壕田玉米产量相当于 1 9 7 4年40 亩玉米的产量
,

受到广大群众重视
。

6
.

抗早播种
,

争取全苗 根据本区春早较多的特点
,

要适时偏早抢墒播种
。

在播种

次序上可先种玉米
,

后种高粱
,

再种谷子
。

有的杂交高粱不易保全苗
、

要注意掌握播种质

量
。

如在播种晋杂五号
、

忻杂七号高粱时
,

在春早情况下
,

可采取深播浅盖的播种方法
,

播

种深度 l 一 1
.

5寸为宜
。

播种后要及时镇压提墒
,

以利全苗
。

浙 江 省 一 些 土 壤

的 含 硼 皿 和 油莱 缺 硼 的诊 断

浙江农业大学农化
、

土壤教研组

翻是农作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
,

硼对于某些作物的良好作用已

被肯定
。

浙江省从 1 9 6 1年开始对黄岩植桔土壤的含硼量进行了研究
,

证明喷施硼酸肥料

能增加柑桔的着果率
* 。

此后
,

在油菜生产中又发现
“

花而不实
”

的现象与缺硼有关
。

1 9 7 4

年浙江省油菜大面积
“

花而不实
” ,

严重影响产量
,

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

经有关单位试验后
,

证明喷施硼酸肥料
,

对防止油菜
“

花而不实
”

有 良好效果
,

使菜籽产量大幅度上升
。

但是对

于油菜
“

花而不实
”

的土壤和植株的化学诊断
,

则缺乏系统资料
。

本文是浙江省一些代表

性土壤的有效硼含量
,

以及油菜缺硼叶片诊断的初步总结
,

以供有关单位参考
。

一
、

浙江省主要土壤的有效硼含且

土壤中的硼一般分为全硼和有效硼
,

全硼量不能反映植物吸收的硼
,

而有效硼则和植

* 刘铮 等 . 黄岩植桔土搜 中徽 t 元 素的合 t 及其对柑枯的肥效
。
土姚学报 . , 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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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物吸收的硼有较好的相关性
。

土壤中有效硼的含量大多在 0
.

5 0一 2
.

s p p m
,

一般以 O
.

S PP m

作为丰足与否的临界浓度
,

但质地不同
,

临界浓度可从 Q
.

3一 O
.

SPP m
,

砂土偏低
,

粘土偏

高
。

各种土壤的含硼量则随土壤类型
、

质地
、

酸度
、

有机质含量和石灰性反应等而异
,

一般

认为红壤
、

酸性土
、

砂质 士
一

大量施用石灰和缺乏有机质的土壤含有效翻量较低
。

此外
,

土

集中的有效硼含量和水分条件有关
,

淋洗作用较强的土壤
,

有效硼含量偏低 ;长期干早
,

可

使部分有效硼被固定
。

浙江省土壤中的有效硼含量资料较少
,

我们分析了浙江省主要土壤类型 的含硼量
,

结

果见表 1
。

从表 1 资料可以看出
,

浙江省土壤中的有效翻含量
,

除盐土外
,

一般都在 o
.

s p p m 以

下
。

各地土壤的有效硼含量有明显的地区性分布
,

大致上以滨海平原的土壤含硼量最高
,

浙 江 省 土 壤 的 有 效 硼 含 母
*

PH
有机质
( % )

石灰性
反 应

有 效 态 B
( P Pm )

徽强强
,,尸#海 涂 泥

咸 性夜潮土

粉砂粘壤土

口

2
。

3 0

0 一 7 4

口U八甘内̀,目ō勺n匕斤̀叮̀ùó月吸
..

…
ùUO
óUCón甘

淡 涂 泥

定海马 目

慈溪长河

慈溪卫前

上虞联塘

肖山 头莲

肖山共联

上虞 勤建

粉 砂 壤 土

细 砂 壤 土

粉砂枯壤土

8
。
7

7
。
5

8
。

2

8
。
4

8
。

6

7
。

6

7
。
4

滨海地区

1兮 紫 泥 杭州祥符桥

海盐东风

桐 乡众安

宁 波凤吞

杭州华家池

长兴三星拼

粉 砂 枯 土

护

壤 粘 土

尸

细 砂 城 土

粉 砂 坡 土

8
。

l

6
。
7

6
。
8

6
。
0

0
。 3 6

0 一 7 6

徽一强无

,̀甲̀,几nù舀0
1.几组口叮̀

.

…
一”ùn仙ó“óO甘

O口ǹ。J口U舟Oó勺QtQ.。舀
月咦.舀的j已oda八U

, .占八Uù。一八̀,主.9U.,几1二nl,l̀
.二,二1占一,曰,自.J工̀J

…
“

·
2

}
’ ·

6 2

{
`

{
1 5

·

5 }
l ·

9 0 1
尸

{

土

,尸"

粉
分

河网平原地区

泥 沙 土

. 口

遂 昌黄好

丽水农科所

遂 昌权溪

金华含香桥

浦江岳塘

永康岩后

武义祝村

余杭石鸽

壤 质 砂 土

砾质砂镶土

砂 坡 土

砂质粘城土

枯 族 土

,

5
。

6

5
。
4

5
。

9

6
。
1

5
。
5

5
。
9

5
。

5

8
。

0

2
。
1 3

1
。
8 5

2
。
4 3

I
t

。
3 8

0
。

9 8

1
。
6 7

3
。
2 8

4
。

8 2

0
。
1 5

0
。
2 4

0
。

1 0

0
。
2 0

0
。
6 2

0
。
1 8

护邵护

泥",,

大
、

河地谷区

黄 大 泥

口

,

山地黄泥土

护

黄 泥 砂 土

金华 蒋堂

金华 石门

衙 县十里丰

诸 暨牌头

杭州古荡

遂昌横 溪

砂质枯坡土

砂质粘土

金华 蒋堂

金华 十里丰

砂质枯城土

砂质枯土

砂质粘镶上

,

5
。
5

5
。
7

7
。
0

6
。
1

1
。

8 7

2
。
7 3

1
。
1 9

1
。

2 2

0
。
1 8

0
。
4 0

0
。

2 1

0
。

1 7

0
。

25

0
。 1 9

0
。
21

0
。
28

0
。
2 0

土土土泥紫紫 砂砂红

* 土城有效砚以热水煮沸 5 分钟提取
,

姜黄素比色法侧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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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 。
.

s p p m 以上
,

显然是近期内受海水影响所致 ; 河网平原地区次之
,

为 。
.

1了一 。
.

76

p p m ,

平均在 0
。

S PP m 左右 , 而以山区和半山区的河谷平原
、

山垅田及山地土集的含翻量

最低
,

除个别外
,

一般均小于 0
.

4p p m ,

大多数土城在。
.

1一。
.

3P p m之间
,

这显然受母质和

成土作用的影响
,

因为本省山区和半山区的土壤
,

大多发育自酸性母岩和第四纪红土
,

在

风化
、

搬运和沉积的过程中
,

又受到强烈的淋洗作用
,

造成水溶性硼的损失
,

因此有效硼

含量较低
。

此外
,

有效硼的含量还和土壤质地
、

酸度等性质有关
。

酸性土壤一般含硼量较低 , 砂

质土壤含硼量较粘质土为低
。

从这些资料表 明
,

本省滨海平原的土壤含有效翻较为丰实
,

河网平原地区次之
,

而以

山区半山区的土壤缺硼的可能性最大
。

当然
,

影响农作物吸收硼的因素是很多的
,

除 了土

城中有效硼的含量以外
,

气候
、

灌溉水
、

耕作施肥等条件也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硼的有效

量
,

而有效硼的丰缺范围又很窄
,

因此在一些接近临界浓度的土壤中
,

农作物对硼的需求

是否能够满足
,

往往可为一些其他因素所左右
。

而且农作物种类不同对硼的要求相差很

大
,

在同一土壤中
,

农作物是否表现缺硼更因作物而异
。

二
、

油菜缺硼的诊断

油菜属于需硼量较高的作物
,

在缺乏硼素营养的条件下
,

苗期根系不发达
,

易产生死

苗缺株 , 抽苔前后叶片呈现紫红色斑点
,

叶色暗绿
,

叶片增厚
、

皱缩 , 后期则产生花而不

实现象
。

花蓄和幼荚大量脱落
,

即使形成角果也萎缩细小
,

对产量有严重影响
。

油菜缺硼的诊断
,

除了观察其外形症状外
,

还应测定土壤和植株的含硼量
,

以便及早

判断
。

据油料作物研究所报道
:

发病土壤含硼量一般在。
.

2 5 p p m 以下
,

不发病土壤含硼量

一般在 0
.

4 p p m 以上
,

临界浓度似在。
.

4P p m 左右
。

植株含硼量则在各个部位相差很大
,

且

因品种而异
,

国外资料报道
:
其临界浓度约为 5一 1仰 p m

。

为了摸索油菜缺硼的诊断方法
,

我们选择了油菜的上部叶片作为诊断的采样部位
,

因

为测定叶片含硼量
,

不仅反应灵敏
,

操作较简便
,

而且不影响正个植株
,

是较好的诊断部

位
。

从采自华家池各种农作物叶片含硼量看来
,

基本上能反映各种农作物对硼的需求和

不同发育阶段的含硼量变化
。

如水稻
、

大麦
、

玉米等禾谷类作物含栩量较低
,

其叶片含硼

量一般均在 10P p m以下
,

而其他作物的叶片含硼量一般均在 只。p p m 以上 , 又如苗期叶片

含硼量较低
,

而后期则有所提高
。

因此初步认为
: 测定叶片否翻量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农作物吸硼量的多寡
,

有助于及时诊断植株缺硼的程度
。

浙江省 1 9 7 5年 的油菜生产中
,

在一些地区 (主要是丘陵 山区和河谷地区 )产生了不同

表 2 各 种 农 作 物 的 叶 片 含 硼 贵

作 物 种 类
叶 片 含 翻 t

水稻 (孕移期 )

大麦 (苗 期 )

玉米 (苗 期 )

蚕豆 (苗 期 )

大豆 (结英期 )

萝 卜( 苗 期 )

( P Pm )

7
.

1

7
。
5

4
。

8

2 0
.

2

6 2
。
8

1 7
。
2

作 物 种 类
叶 片 含 翻 t

拼茄 (结果期 )

棉花 (曹 期 )

黄麻 (苗 期 )

油莱 ( 苗 期 )

( 抽苔期 )

( 结英期 》

( P Pm )

4 0
。
8

2 0
。
0

3 8
。
8

2 0
。
2

2 4
。
2

4 4
。
6

14 2



程度的缺翻症状
,

出现缺硼症状的土壤
,

全婴是河谷地区的泥沙土
、

大泥土
,

丘陵 山区的黄

泥沙土
、

红砂土
、

黄大泥等
。

我们有计划地测定了一些正常的和缺硼程度不等的油菜叶片

和土壤祥品
,

测定的部分结果列于表 3
。

表 3 油菜的缺硼症及其土壤和位株叶片的含硼量
*

土 壤 含 确 量

( 有效 B p p m )

叶 片 含 栩 危
缺 硼 程 度

遂昌黄好大 队

丽 水农 科所 ::;:
极严 重

严
几

贡

常显常显正明正明

遂昌横 溪大 队

余杭石鸽农场

衡县十里丰农 场

遂昌横 溪大队

杭州华家池 ::;{

(干重 P Pm )

不喷翻 2
.

6

不喷确 4 .

3

喷 翻 1 3
.

8

不 l晓闻 6
.

9

喷 翩 4 5
.

0

不 l货翻 5
。

O

不喷翻 8
。
2

喷 姗 1 2
.

6

不喷硼 9
。

2

喷 翻 22
。

O

不 喷确 9
。

4

不 喷翻 24
.

2

不明显

正 常

不 明显 (盆栽有缺 B 现象 )

正 常

不明 显 ( 7 4年表现缺 B )

正 常

*
叶片含翩量侧定是将叶片灰化后

,
以 O

.

I N l lC I提取
,

姜黄素 比 色法 &ll 定
。

分析结果表明
:

油菜是否缺硼
,

在土壤或油架叶片含硼量方面都有一定的规 律 性
。

一般产生缺硼症状 的土壤
,

含硼量都在。
.

4P p m 以下
,

因此
,

初步认为以 0
.

4 p p IIT 作为临界

浓度是恰当的
。

但是
,

也有一些土壤虽然含硼量不足 O
。

4 p p m ,

但未出现明显的缺硼症状
,

这表明影响植株硼素营养的因素是很复杂的
。

油菜叶片的含硼量和缺硼症状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
,

严重缺硼 的叶片含 硼 量 低 于

SP p m
,

有明显缺硼症状的叶片含硼量在 5一 SPP m 之间
,

而正常的或经喷 B 以后症状消失

的叶片含硼量一般均在 l o p p m以上
。

因此
.

初步认为叶片含硼量 8一 l o p p m 可作为判断油

菜是否缺硼的临界浓度
。

小于这一浓度的均有可能缺硼
,

含量愈低
,

缺硼愈严重
; 反之

,

大

于这一浓度
,

则一般不致缺硼
,

或施硼肥无明显效果
。

小 麦 施 锰 的 增 产 效 果

江 苏 省 铜 山 县 农 业 局

江 苏省铜山县张集公社农科站

锰是植物正常生长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
,

它在植物光合作用
、

氮的代谢和氧化

还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

作物所需的锰主要由土壤供给
。

我县土壤多属黄泛冲积土
,

石

灰含 t 较高
,

偏碱性
。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在我县张集孟庄等地测定
,

土坟拼

层中有效态锰的含量远远低于植物正常生长所需数量
。

张奥公社三年来所进行的 l1J 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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