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鞘需萎保持一定数量的无机磷的含量 (表 2 )
。

在土壤有效磷含量为3. 5即m 的
“

抓金板
”

地上
,

施用磷肥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

每斤过

磷酸钙增产小麦 3
.

8斤
,

钙镁磷肥增产 3
.

6斤 (表 1 )
。

’

、

2
.

玉米
一

小麦收获后每亩施粗肥 4 方作夏玉米底肥
,

玉米出苗后每亩留苗三千株
,

在追肥
、

灌水
、

中耕
、

培土相同的条件下观测磷肥的后效
。

在玉米出苗后二十多天就井始显出各种磷肥的后效
。

施磷区的玉米株高茎粗
,

叶片

宽大
,

而不施磷的对照区玉米植株矮小
,

杆细叶片窄小 ; 施磷区的玉米早出花丝和天缨
,

玉米穗大成熟早
,

比不施磷区玉米早熟 3一 4天
。

收获后考种结果
:

施用磷肥的玉米穗位

高
,

玉米棒空头短
,

穗粒增重与千粒重加大
。

施过磷酸钙区的玉米每穗籽粒重比不施磷

区玉米增重 3 3
。

4克
,

千粒重多 30 克
,

施钙镁磷肥区的玉米每穗仔粒重比不施磷区玉 米 重

3 0克
,

千粒重多 16 克 (表 3 )o

表 3 玉 米 考 种 与 产 量 结 果

亩产量 增 产

…
一

粗米一
一雀一厘一

株高

(厘来 )

穗位高

(厘米 )
{
~

评下下下苏下不
罕

{
} (个 , } `克 , } (厘米 , { (克 ) … (斤 ) ( % )

川
区 { 2 52 { 2

·

1

区 { 2连5 { 2
.

0

区 { 2 2。 } 1
.

9

1 1 1
。

1

1 0 3
。

0

9 0
。

4

4 18

42 8

3 4 6

1 3 6
.

3

1 3 3
。

0

1 0 2
。

9

::
钙肥肥酸磷磷镁磷施钙过不

试验表明
,

在本地极度缺磷的土壤上
,

在配合施用氮肥的条件下
,

亩施 1 00 斤过磷酸

钙
,

麦季增产小麦 38 1斤
,

第二季又增产玉米 17 3斤
,

全年合计增产粮食 55 4斤
; 亩施 10 0斤

钙镁磷肥
,

增产小麦 3 58 斤
,

第二季又增产玉米 1 51 斤
,

全年合计增产粮食50 9斤
。

说明两

种磷肥的施用不仅当季肥效显著
,

而且后效也很显著
。

碳 酸 氢 镶粒 肥 深 施 示 范 试 验

陕西省汉中地区农科所

碳酸氢按 ( 以下简称碳按 )是我国当前氮肥生产上的一个重要品种
,

也是我区小氨肥

厂的主要产品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
,

我区碳按的生产发展很快
,

在农业增产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是
,

碳按的性质不稳定
,

挥发性较强
。

不仅在运输
、

贮存过程中

引起肥份的大量挥发损失
,

尤其在施于土壤后
,

因为挥发
,

流失和
“

脱氮
”

损失
,

作物对它

的利用率很低
。

据我们试验测定
,

稻 田表层撒施碳按
,

水稻当季对它的利用率仅 1 9
。

9一
2 5

。

6 %
,

70 % 以上的肥料没有发挥作用
。

在当前农业高速发展情况下
,

充分发挥现有化

肥的增产作用
,

提高肥料利用率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

1盯 3年以来
,

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

在学习
,

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开展了碳按深层



鞘需萎保持一定数量的无机磷的含量 ( 表 2)
。

在土壤有效磷含量为 . 35即m 的
“

抓金板
”

地上
,

施用磷肥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

每斤过

磷酸钙增产小麦 3
.

8斤
,

钙镁磷肥增产 3
.

6斤 (表 1 )
。

’

、

2
.

玉米
一

小麦收获后每亩施粗肥 4 方作夏玉米底肥
,

玉米出苗后每亩留苗三千株
,

在追肥
、

灌水
、

中耕
、

培土相同的条件下观测磷肥的后效
。

在玉米出苗后二十多天就井始显出各种磷肥的后效
。

施磷区的玉米株高茎粗
,

叶片

宽大
,

而不施磷的对照区玉米植株矮小
,

杆细叶片窄小 ; 施磷区的玉米早出花丝和天缨
,

玉米穗大成熟早
,

比不施磷区玉米早熟 3一 4天
。

收获后考种结果
:

施用磷肥的玉米穗位

高
,

玉米棒空头短
,

穗粒增重与千粒重加大
。

施过磷酸钙区的玉米每穗籽粒重比不施磷

区玉米增重 3 3
。

4克
,

千粒重多 30 克
,

施钙镁磷肥区的玉米每穗仔粒重比不施磷区玉 米 重

3 0克
,

千粒重多 16 克 (表 3 )o

表 3 玉 米 考 种 与 产 量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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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表明
,

在本地极度缺磷的土壤上
,

在配合施用氮肥的条件下
,

亩施 1 00 斤过磷酸

钙
,

麦季增产小麦 38 1斤
,

第二季又增产玉米 17 3斤
,

全年合计增产粮食 55 4斤
; 亩施 10 0斤

钙镁磷肥
,

增产小麦 3 58 斤
,

第二季又增产玉米 1 51 斤
,

全年合计增产粮食50 9斤
。

说明两

种磷肥的施用不仅当季肥效显著
,

而且后效也很显著
。

碳 酸 氢 镶粒 肥 深 施 示 范 试 验

陕西省汉中地区农科所

碳酸氢按 ( 以下简称碳按 )是我国当前氮肥生产上的一个重要品种
,

也是我区小氨肥

厂的主要产品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
,

我区碳按的生产发展很快
,

在农业增产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是
,

碳按的性质不稳定
,

挥发性较强
。

不仅在运输
、

贮存过程中

引起肥份的大量挥发损失
,

尤其在施于土壤后
,

因为挥发
,

流失和
“

脱氮
”

损失
,

作物对它

的利用率很低
。

据我们试验测定
,

稻 田表层撒施碳按
,

水稻当季对它的利用率仅 1 9
。

9一
2 5

。

6 %
,

70 % 以上的肥料没有发挥作用
。

在当前农业高速发展情况下
,

充分发挥现有化

肥的增产作用
,

提高肥料利用率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

1盯 3年以来
,

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

在学习
,

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开展了碳按深层



便
,

而且可提前加工
,

贮存备用
,

所以受到群众欢迎
。

另外
,

从粒肥作底肥 (秒田深施 )与

粉肥作底肥及粉肥作面肥的试验结果来看
,

碳按粒肥作底肥不仅 比粉肥作面肥增产显著
,

每斤碳按多增产稻谷 1
.

56 斤
,

肥效提高 6 3
.

6 %
,

而且比粉肥作底肥的肥效也提高 2 7
.

3 %
,

每斤碳按多增产稻谷 0
.

67 斤
。

这与粒肥在
「

秒田时比粉肥更 容易深施入土
,

埋藏效果好

有关
。

二二
、

碳按粒肥深施的时期

我区水稻生产实践和以往的试验结果表明
,

水稻氮肥的施用期对肥料的增产效果影

响很大
。

为了研究碳铁粒肥的适宜施用期
,

我们在汉中源上
、

城固群丰
、

洋县朱家村等地

的中稻田和麦茬田上进行了六个粒肥施用期的试验
。

从产量结果 (表 2 )和成熟期的水稻

经济性状调查
,

可初步看出粒肥深施比粉肥表施的肥效发挥要迟三天左右
,

在我区单季稻

上深施粒肥
,

以插秧后 7一 1 2天施用比较适宜
。

插秧后 17 一 22 天深施粒肥
,

虽然仍比表层

撒施增产
,

但其肥效明显下降
,

有效穗数减少
,

瘪谷率增加
。

这与我区秋季降温早
,

水稻以

中早熟多穗型矮釉稻为主要品种有关
。

它的特点是
:

前期要早生快发
,

攻苗增孽 ; 中期要

保苗增穗
、

增粒
。

施肥过迟会导致前期攻不起
,

中期稳不住
,

后期贪青晚熟多病
,

遇到秋季

降温早
,

就会导致
“

秋封
”

减产
。

特别是对晚麦茬田水稻深施粒肥更要注意提早施用
。

对于插秧早的绿肥 田和迟熟粳稻的适宜施用期及穗肥的深施时期
,

以及双季稻的适

宜施肥期
,

还有待进一步试验研究
。

表 2 粒 肥 不 同 施 用 期 产 量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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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据六个试验平均结果

三
、

碳按粒肥深施的增产原因

1
.

减少肥份损失
,

提高利用率

碳按表层撒施
,

肥份主要集中在表土层
,

容易挥发和随水流失
,

特别是在水稻追肥时

期
,

正值高温季节
,

挥发损失更为突出
,

且容易
“

烧苗
” ; 此外碳按与其它按态氮肥一样

,

在

表层撒施时
,

按态氮在氧化层被氧化成硝酸态氮
,

当硝态氮下淋到还原层时则在反硝化细

菌等因素的作用下还原成一氧化二氮 ( N
2

0 )和氮气 ( N
:

)逸失到空气 中
,

引起所谓
“

脱氮
”

损失
。

因而作物对它的利用率很低
。

采取粒肥深施可 以利用土壤的吸附性能
,

使铁离子

吸附在土壤粘粒上
,

不仅基本上避免了肥份的挥发
、

流失
,

同时也大大减少了
“

脱氮
”

作用

造成的损失
,

从而显著地提高化肥的利用率
。

从 1 9 7 6年我们对源上三队试验的测定结果
(表 3 )可以看出

,

各种深施方法的氮肥利用率都比表层撒施的高
。

尤其以粒肥和球肥深



施作追肥的利用率最高
,

分别是“
,

一

03 % 和 5 0
·

91 %
,

粒肥深施比粉肥表施 (作追肥 )的利用

率相对提高11 5
.

1 %
。

粒肥作底肥 比粉肥作底肥的利用率也相对提高 1 7
.

91 %
。

表 乙 碳 铁 不 同 施 用 方 法 的 氮 素 利 用 率

………日丁下)…誉
注

:

①

②

本试验为嫉上三 队小区试验
,

重 复三次
。

碳按施肥量为 5 0斤 /亩
,

含氮量按 1 6
.

5% 计
。

2
。

供肥性能好
,

肥效稳长
,

有后劲

水稻叶色的变化
,

大致可以反映肥效的消长情况
。

据源上
、

崔家沟
、

东韩大队等试点

的群众观察
,

碳按粉肥表施仅可维持肥效 1 2一15 天
,

而粒肥深施可维持 4 。一60 天
,

一般在

晒田后 (
1

施肥后 40 一50 天 )叶色逐渐转黄
,

而在复水后
,

施粒肥的水
`

稻叶色又转变得比施粉

肥的叶色深
,

齐穗后才开始褪色
。

克服了化肥表施肥效发挥快
,

水稻前期暴生暴长
,

而后

期脱肥早衰的缺点
。

从我们在施肥后 15 一 45 天对水稻植株氨基氮含量的测定结果 (表 4 )

也可以看出
,

在 15 一45 天以内
,

施粒肥的稻株氨基氮含量显著高于粉肥表施的
。

这与水稻

叶色变化的观察基本一致
。

表 4 不同施肥法对水稻植株氨基氮含量的影响

施 肥 基 氮 含 量 ( p p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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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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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天 }
3。 天 {

3 5 天 } 、 。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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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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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1

.

氨基氮测定方法系苟三酮 比色速测 法
,

取样部位为老叶鞘
。

2
.

表中结果系 8 块田 测定平均值
,

施肥后 4 0天晒 田
口

3
.

有利于促进水稻的生长发育

据水稻分孽期和成熟期对汉中
、

城固
、

洋县等 n 个试点调查测定表明
:
粒肥深施的水

稻长势普遍优于粉肥表施
,

差异十分显著 (表 6 )
。

表 5 不 同 施 肥 法 对 水 稻 生 长 发 育 的 影 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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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如群众所说
: “

粒肥深施到哪里
,

秧苗的长势好到哪里
” 。

其突出的表现为根系发育旺

盛
,

扎根深
,

茎叶生长 良好
。

据测定粒肥深施比粉肥表施的水稻每穴鲜根重增加 4 4
.

6 %
,

且

新根多
,

提高了对养分的吸收能力 ; 而且植株体内氨基氮含量显著提高
,

据 23 次测定结果

平均
:

深施为 1 6 0
.

9 p p m
,

表施仅为 8 9
.

3PP m ;
秧苗高度增加 7

.

3厘米
,

每亩苗数增加 7
.

7万

个 ;
每穴地上部分干鲜重分别增加 5 8

.

6 %和 34
.

4 %
,

为水稻增产打下 了较好的营养基础
。

从成熟期产量构成因素的调查也可看出
,

粒肥深施对增加水稻有效穗数和每穗粒数

的作用明显
。

深施比表施每亩有效穗数增加 2
.

0一 2
.

75 万个
,

每穗粒数增加 1 2
.

6一 2 0
.

9粒
,

而且对千粒重的增加也有较好的效果
。

四
、

小 结

通过几年来碳按深层施肥试验
、

示范的实践和试点群众对试验结果的评价
,

我们认

为
:

1
。

碳按表施肥分损失严重
,

我区稻田表施碳按追肥的利用率仅为 19 一 25 %
。

众所周

知
,

按态氮肥深施是提高肥料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

但是粉状碳按难于深施
,

特别是作稻田

追肥更不易深施入土
。

碳按机械造粒
,

改变了肥料的物理性状
,

不结块
,

散落性好
,

颗粒状

肥料便于深施
,

解决了粉状碳按不 易深施作水稻追肥的问题
。

在当前可用人工塞施或用一

些简单工具将粒肥深施入土
。

即使作水稻底肥或在旱地作物上深施
,

碳按粒肥也比粉肥埋

藏效果好
,

施肥均匀
;
施肥量也好控制

。

总之
,

碳按机械造粒是实现深施的重要条件
。

2
。

碳按粒肥深施显著提高了肥料利用率
,

肥效缓
、

稳
、

长
,

后劲足
。

促进了水稻的根系

发育
,

有利于促使水稻穗多
,

穗大
,

粒重
。

在施肥量相等的条件下
,

粒肥深施比粉肥表施可

使水稻增产10 一20 %
。

每斤粒肥深施比每斤粉肥表施平均多增产稻 谷 2
.

。斤
,

肥效提高
6 9

.

1 %
。

水稻对碳按的利用率从粉肥表追的 25
.

6 %提高到粒肥深追的 s o
.

D%
。

群众说
:

“

用得好
,

一斤粒肥深施可顶一斤半到二斤粉肥表施的肥效
” 。

3
。

我区单季稻用粒肥深施作追肥的时期以插秧后 7一12 天为宜
,

过迟不利子水稻的

早生快发而使效果下降
,

甚致可能造成贪青晚熟而减产
。

4
。

为 了充分发挥碳按粒肥的增产潜力
,

应结合我区农业特点对粒肥的施用技术
,

氮
、

磷混合粒肥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

特别是 目前粒肥深施的方法主要靠手工塞施
,

功效低
、

劳动强度大
,

应积极研制适合我区使用的粒肥深施机械
,

以利于粒肥探施的迅速推广
。

推 广 应 用 紫 云 英 根瘤 菌 总 结

江 苏 省 吴 江 县 农 业 局

江 苏 省 农 科 院 土 肥 室

豆科绿肥紫云英〔红花草 )是稻田的基本肥源
。

种好紫云英
,

对用地养地
、

增肥增粮
、

降

本增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为了夺取紫云英的高产
,

吴江县于 1 97 2 年秋播开始应诩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