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备在全县各种不同类型土壤上
,

按大面积的施肥水平
,

探讨深层追肥在经济用肥上的意

义和在高产栽培中采用深层追肥的技术
,

以及适当减少氮肥用量
,

追肥时间适当提早在

分萦期进行
,

采用宽行条栽的方法
,

以探求适宜的追肥时间和合理的氮素水平
,

夺取进一

步高产
。

4
.

深层追肥的方法
,

1 9 7 6年我们是用人工制成球肥
,

并用人工塞入土层
,

化工大
,

今

后拟用化肥造粒机制成粒状碳按直接施入土层
,

希工业部门和农机部门解决化肥造粒和

深施的机器
,

以利大面积推广深层追肥的技术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促进农作物增产
。

水 稻 氮 肥 施 用 技 术 试 验

四川农学院赴西昌县开门办学小组
*

大量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说明
,

水稻的氮肥深施
,

可以显著地提高肥效
,

这是因为按

态氮肥深施到淹水土壤的还原层
,

抑制了硝酸态氮的生成
,

从而减少了反硝化的脱氮作

用所造成的氮素损失
。

我们在西昌县调查了解到很多社队
,

不注意施肥技术
,

普遍采用施

面肥 (化肥表施 )
。

为了改变当地习用的不合理施肥芳法
,

我们在大田进行了以氮肥深施

为基础的示范性试验
,

现将试验的结果
,

初步整理报告如下
。

一
、

试 验 经 过

试验设在西昌县新宁公社三大队八队
。

土镶为洪积一冲积性紫黄泥田
,

质 地 中壤
。

前作小麦
。

供试水稻品种
“

乔农
” ,

属高秆釉稻
,

为当地主要栽培品种之一
。

以尿素作氮

源
,

用量每亩 20 斤 ; 不施其他肥料
。

试验设五个处理
: ( 1) 犁沟深施

。

整田的最后一次

犁翻时
,

将肥料施入犁沟
,

然后犁盖
、

耙平
,

立即栽秧
。

(2 ) 二次分施
。

将肥 料 的一半

按犁沟深施
.

另一半在水稻的幼穗颖花分化期追施
,

施肥后搅混田泥
。

( 3) 耙面施
。

在

栽秧前将肥料撒施田面
,

耙后栽秧
。

( 4 ) 表施 (面施 )
。

栽秧后 10 天
,

将肥料撒施田面
,

不结合璐秧
。

这是当地习惯用的施肥方法
。

( 5) 对照
。

不施肥
。

各试验处理的小区面积约 0
.

3 亩
,

未设重复
。

试验田两犁两耙 , 第一次犁耙后划定

小区
,

修设田埂
,

然后进行施肥处理
。

水稻 4 月 1 日播种育秧
,

5 月 16 日移栽
。

行窝距

4 x s寸
, `

每窝用秧 6 苗左右
,

每亩基本苗控制为 18 万
,

栽秧后复测为 19
.

3 万
。

处理 ( 1)

和 ( 3) 的全部肥料于 5 月 15 日施下 , 处理 ( 2) 的一半肥料于 5 月 15 日施作基肥
,

另一半肥

料于 7 月 16 日颖花分化期追施
。

处理 (4 )于 5 月 26 日施下全部肥料
。

处理 ( 5) 原计划不施

肥
,

后因化学除草受药害
,

在 6 月 6 日按每亩尿素10 斤表施作为提苗
。

栽秧后 7 天
,

各

处理均使用化学除草剂 (芽前除草 )
,

施药当夜即遇暴雨
,

致使田水淹没秧心
,

引起比较

严重药害
,

因此造成某些处理的有效穗少于基本苗的情况
。

水稻 9 月 28 日成熟收割
,

全

生育期 1 81 天
。

* 参加试验的工农兵学员有杨久伦
、

陈明荣
、

罗德全
、

罗成品
、

蓝晓黎
、

袁忠根
、

衰云加和 王和莲
,

指导教师李世

贵和 刘世全 ( 执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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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结果分析

水稻收获前取样考种
,

收割时分区过称
,

抽样晒干
,

按各区实际面积计算产量
。

考种

结果和实收产量列于表 1
。

表 1 试 验 小 区水 稻 考种 及实收 产 t 结果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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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瓜石
.

蛋蔺{ ~ ,
·

} { } ! } } 实

}
四 ’ 1

一 i … } { …`

}`亩 ’ J̀ 万 /亩 》 4`万 /亩 , }(厘米 ) }( 日 /月 ) }粒数 】较 数 } (% ’

收 产 盆

处 理

( 1) 犁沟深施

( 2 ) 二次分施

( 3 ) 耙 面 施

( 4 ) 表 施

网
` , ,

·

`

…
7“

1 7一 3 {
1 2 ,

`
;
! 7 z a

( “ ” · “ “ ’
L

一
’ 一

…
_

几
-

` 2 0
`

0 ` ’
1“

5
’

”

…
7 1 8

2 0
。

3 {
, , 0 。

{
, 。

I’’
, , 一 内 月 ` 1 1 1 乙 一 0 1 I J I O

、 1 。 ’ 石 4 ,
! 4

,

子巨
·

竺
, 、

} 1 0 9
.

7 { 1 3 / s
气 1 0 一已 侣 J 1 1

1 1 2
。

3

8 0
。

5

6 3

8 5一 {
8 3一

1
2 7一

一

3 士 2 . 5 } 7 6
·

0 { 2 7
·

l

8 0 5
。

l

7 9 6
。

l

6 7
。

6 土 3
。

3 8 3
。
0

7 3
。
l

2 7
。

4

2 7
。

4

7 4 7
。

4

5 6
。
6 士 4

。
2 6 3 0

.

7

咖一...030130snwt
( 5 ) 对 照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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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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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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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率%

14 4

14 2

1 3 遏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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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外数值系按实收产 t 计算
,

括号内为侧定救值
。

从稻谷的实收产量来看
,

以对照为基数
,

犁沟深施的增产幅度最大
,

为 44 %
,

其次是

二次分施
,

增产 42 %
,

耙面施增产34 %
,

表施的增产幅度最小
,

仅 13 %
。

换句话说
,

深施

为表施增产幅度的 3
.

5倍左右
,

这说明表施的肥效不及深施的三分之一
,

而表施三分之二

以
_

L 的氮肥没有表现出增产效益
,

白白浪费掉了
。

耙面施的增产效果也显著高于表施
,

但若
.

与深施相比
,

其肥效的发挥仍不充分
。

二次分施与犁沟深施 ( 全部肥料一次施作基

肥 )的增产效果大体相近
。

深施与表施的肥效差异
,

在水稻营养生长阶段即已表现出来
,

前者最高苗每亩 32
.

4

万
,

后者每亩只有 2 1
.

6万
,

两者相差 10 万以上 , 株高的变化趋势也一致
。

表施的最高苗

与二次分施 (只有一半肥料深施作基肥 )的最高苗相近
,

即是说
,

在营养生长阶段
,

表施

的肥效只相当于深施肥效的一半
。

这种二分之一的差距与产量上三分之二的差距相比
,

暗示表施的肥效尤其不能持久
。

深施的最高苗较表施的多
,

其有效穗也相应地较后者多
,

这是造成二者产量差异的主要因素
。

耙面施的最高苗和有效穗比犁沟深施少
,

同产量表

现的趋势一致
。

此外
,

深施还加快了水稻的生理发育过程
,

使抽穗较表施的提早 6 天
,

事

实上成熟期也提前了
。

二次分施的结果值得引起注意
。

该处理的平均每穗着粒数和实粒数均显著高于任何

其他处理
,

表明穗肥能够有效防止颖花退化
,

促进穗大粒多
。

计算穗子的着粒和实粒变

异系数
,

二次分施的变异系数最小
,

反映其穗子 (粒数 ) 的均匀度高
,

同样说明了穗肥对

籽粒形成的有利作用
。

但是
.

这个处理由于在水稻生长前期提供的氮肥只有其他施肥处

理的一半
,

氮素供应相对不足
,

最高苗和有效穗比较少
,

虽然有穗子大的特点
,

其最后

的产量并不比全部氮肥作基肥的高
。

各处理间千粒重无明显变化
,

反映千粒重不是造成本试验产量差异的重要因素
。

三
、

初 步 总 结

1
。

水稻的氮肥深施
,

能够使有限的化肥发挥最大的增产效果
,

应当作为经济用肥的

1 5 3



一项重要技术加以肯定
。

近几年来
,

各地大力推广球肥 ( 由氮
、

磷等和有机肥混合制成 )

深施
,

效果很好
。

球肥深施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

氮肥深施也是其中主要内容
。

目前在尚

无条件实行球肥深施的地方
,

我们推荐本试验采用的犁沟深施技术
,

操作简单
.

省工
,

便

于大面积生产上推广
。

2
.

耙面施的方法
,

目前四川省不少地方已在采用
,

这种施肥方法比氮肥表施有很大

改进
,

但不如犁沟深施的效果好
。

从理论
一

七讲
,

淹水土壤的氧化层只是田泥的表层
,

一

般厚度不超过 1 厘米
,

以下便是还原层 , 氮肥施到还原层
,

即达到了深施的目的
。

但是

实际的情况比理想的土壤层次分化要复杂些
,

由于土壤的不均匀性
,

还原层不会是绝对

的还原层
,

尤其在接近氧化层的还原层上部更是如此
。

因此耙面施的方法
,

虽然有省工

省事
、

利于秧苗早返青的优点
,

但由于它只能部分地达到深施的要求
,

仍不免有明显的

氮素损失
,

故不宜作为一项深施技术加以普遍推广
。

3
.

国外同位表示踪研究表明〔 l〕 :
在热带气候条件下

,

氮肥两次分施比全部肥料作

基肥的肥效高
,

表现在水稻植株吸收氮素的总量增加
.

其中也包括吸收肥料中的氮量增

加 , 当然最后稻谷产量也增加 了
。

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穗粒数增多
。

同时指出
,

墓肥

水平不 同
,

穗肥追施的时间应有所变化
。

本试验施用穗肥提高了穗着粒数和实粒数
。

这一点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一致
。

所不同

的是在本试验条件下
,

二次分施并不比一次施用 (基肥 ) 的产量高
,

原因是缺乏足够数量的

有效穗
。

这大概与气候条件有关
:

西昌气候不同于热带
,

在水稻生长前期
,

其气温土温较

低
,

限制了土壤本身的氮素释放
,

在没有足够的氮素基肥的情况下
,

水稻分孽少而迟缓
,

以

致不能保证较多有效穗的形成
。

因此
,

在类似的气候和土镶条件下 为了达到水稻高产
,

应当把基肥和穗肥正确地结合起来
,

先要施足基肥
,

以保证水稻前期生长的需要
,

从而

产生较多的分菜和有效穗
,

在此基础上追施穗肥
,

争取穗大粒多
;
但如果肥料少

,

宁可全

部作基肥
。

至于穗肥 的用量和施用时间
,

应根据具体条件通过进一步的试验予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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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磷 钾 肥 大 田 简 易试 验 法
减 惠 林

(中国科 学院南京 土集所红族 组 )

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
,

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蓬勃发展
。

合理施肥是群众性科学实验

的主要项 目之 一
,

肥料 田间试验是一切合理施肥的主要依据
,

特别对于磷钾肥
,

由于在一

个生产队范围内
,

不同田块土壤中磷钾水平可相差数倍
,

从而磷钾肥的效果 也有很大差

异
。

为了避免育目施用磷钾肥
,

需要进行肥料试验
。

但是常用的大田试验方法
,

不太适应

群众性科学实脸的要求
,

为此
:

我们在总结群众水稻塞秧莞经验的基础上
,

设计了
十

一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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