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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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英根瘤菌至 6 1 97年夏
,

已连续四年
,

使用面积逐年扩大
,

累计使用面积达 宁6
.

31 万亩
。

近两年来基本上做到了队队大搞苗圃法
,

亩亩紫云英应用根瘤菌
,

收到了提高紫云英单产

的实效
。

为了更好掌握应用根瘤菌的规律
,

我们特就根瘤菌的增产效果
,

菌株问题
、

苗圃

法及其苗龄何题
、

追接菌肥的效果
、

以及结合用菌
,

怎样搞好紫云英的栽培管理
,

更好地发

挥根瘤菌的效果等问题
,

联系吴江县历年用菌的生产实际
,

进行了调查研究
。

一
、

应用根瘤菌对紫云英的增产效果

根据四年来 2 2 6组 朽 6亩对比田块的核产统计
,

用菌与不用菌的
,

年平均亩增鲜草最

高 1 33 4 斤
,

最低 48 6 斤
,

四年平均亩增鲜草 1 0 5 8 斤
。

年平均增产幅度最高为 37
.

8 %
,

最

低 1 3
.

1 %
,

表 1

{

}

年 度 {

1

四年平均 2 4
.

2 % ( 表 1 )

应 用 紫 云 英 根 瘤 菌 的 增 产 效 果

使 用 总 面 积

( 万 亩 )

9 7 3 ! 0
。

3 1

试验还说明在吴江县不同的紫云英产量水平上应用根瘤菌都能增产
。

并初步认为增

产效果以对照为 2 00 0一 3 0 0 。 斤水平的紫云英为最高
,

可增产 2 0 00 斤以上
,

增产 80 % 左

右 ,对照产量水平在 3 0 0 0 以上一 7 0 00 斤范围内
,

根瘤菌的效果都很稳定
,

每亩增产鲜草在

1 5 0 0 斤左右
,

增产 21
.

5一 4 1
.

3 % ;
对照产量水平不足 2 0 00 斤的紫云英田

,

主要是栽培管

理不善
,

影响菌肥效果
。

1 9 7 4 年和 19 75 年两个年度的冬春气候
,

一干一湿
,

74 年 1 1月至 75 年 2 月共降雨

32 0
.

5 毫米
,

比上年同期多 17 9 , 2 毫米
,

比厉年平均多 125
.

5 毫米
,

使土壤湿烂缺气对紫

云英的生长很不利
。

因此全县 75 年紫云英单产下降
,

但据 99 组对比试验田的考察
,

用菌

的仍比对照增产 13
.

1 %
。

这说明根瘤菌在较差的气候年景下
,

仍能增产
,

但增产幅度不及

良好的气候年景
。

二
、

菌 株 问 题

为了品选出适应老区的紫云英根瘤菌株
,

昊江县 1 9 7 4 年参加品选的菌株有紫 1
、

紫

3
、

紫 a
、

紫 n
、

湘 6
、

皖 2
、 6 6 0 1 等

,

结果 以紫 n 表现肥效早
、

产量高
,

被定为 1 9 7 5 年的

当家菌种
。 1 9 7 5年弓!选的菌株

,

除 74 年的外
,

又增加了紫
一

10
、

宁 3
、

A 1 6
、

A 21
、

73 02
、

73 例
、

7 3 0 9
、

3 8 D
、
5 0 2

、

5 0 3
、

3理3
、

3 4 4等
,

仍以紫 1 1 表现较好
。 1 97 6年又增引了3 1 、 3 0 2

、

2 5 1
、

2 5 2
、

2 5 6
、

1 2 8
、
1 30

、
1 8 3

、
1名0名

、
7 4 1 7

、
7 4 2 1

、

7 4 6 2
,

考察核产结果
,

以紫 3 1
、

2 5 2较好
,

分别增产

31
.

2%和 2 6
.

4 %
,

平均亩增鲜草均在 1 2 0 0 斤以上
·

7 30 9
、

38 D 增产较稳
。

紫 11 已表现明显

退化
。

18 3结瘤快
,

苗期肥效表现早
,

但考查组数不多
,

需进一步多点观察 (表 2 , 3 )
。



表 2 几 种 主 要 紫 云 英 根 瘤 菌 株 考 苗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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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紫 云 英 根 瘤 菌 株 的 增 产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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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江县 1 9 7 6年度主要紫云英根瘤菌株的增产效果情况 (表 3 ) 看
,

重视和选用高

效菌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特别是多年种植紫云英的老区
,

更应认真过细地做好品

选工作
,

注意年年选用适应本地区环境条件的高效菌株
。

三
、

苗圃法及其苗龄等问题

吴江县 1 9 7 3年秋播绿肥时
,

进行了根瘤菌苗圃法的多点试验
,

实践证明苗圃法是推

广使用根瘤菌的一个多
、

快
、

好
、

省的方法
。

1 9 7 4 年秋播
,

县委要求队队推广苗圃法
,

亩亩

应用根瘤菌
,

掀起了大搞紫云英苗圃法的群众运动
,

全县迅速推广了苗圃菌剂 14 万亩
。

`” 7 5 年秋播
,

等续推广苗圃菌剂
1 5 万亩

。

三年来共计使用苗圃菌剂 “ ”
.

1 万亩
,

占用菌

总面积的 38
.

1 3 %
。

通过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

广大干群一致认为
:

飞
.

苗圃 菌剂质量高
,

增产效果好 昊江县 74 年一 76 年不同根瘤菌剂增产效果情况

见表 4
。

苗圃菌剂中的根瘤菌来 自根瘤
,

适应性好
,

活性强
。

所以菌剂质量好
,

它不仅能

使一般产量水平的紫云英增产
,

而且能使丰产的和高产水平的紫云英更高产
。

1 9 7 4 年八

都联盟大队和湖滨胜建大队有四块试验田
,

不用根瘤菌的亩产鲜章 6 1 5 6一 9 1 2。 斤
,

用了

苗圃菌剂后又多收鲜草 2 7 0 0一 1 4 4 0 斤
,

创造了亩产鲜草 10 5 6 0 斤的高产记录
。



表 4 不 同 根 瘤 菌 剂 的 增 产 效 果

平均鲜草产量 (斤 /亩 ) 增 产
一

万一石 卜i 一丽
一

}一厂一曰
一牙

-数组比剂 型 { 年 度

5UO001八J勺一苗 圃

菌 剂

1 9 7 4

1 9 7 5

1 976

…
。

…
…

6 0 32

4 12 8

6 1 e 3

46 5 1

3 4 7 9

5 02 5

1 3 8 1

6通 9

1 16 7

2 9
.

5

l a
。

6

2 3
。

2

洋 莱 4 1

菌 剂 {

1 9 7返

1 9 7 5

1 9 76 1 5

G7 9 1

36 34

5 9 9 5

5 572

32 0 0

5 3 4 1

12 1 9

霍 4 3

6 5 4

2 1
。

9

12
。

9

12
。

3

6 92 7

3 9 0 9

5 9 30

522 9

3 5 7 3

52 1 9

1已 98

3 36

7 1 1

32
。

5

9
。

4

16
。

8

门O厅JLO1孟一̀
ù,土19 74*

1 9 7 5

1 9 7 6

炭荆菌泥

* 其 中 6 组与邻 田对比
,

因土质
、

管理等差异
,

邻 田比 6 组平均的效果偏高
。

2
.

工本低
,

简单易行 生产苗圃菌剂不需 复杂 仪器 设备
,

简单易行
,

英田
,

只耍做 0
.

1 亩苗圃
,

整地做沦只需二个工左右
。

播后管理只需一人负责

制造菌剂和拌种等工作
,

都只需少量辅助劳力进行
。

10 0 亩紫云

,

挖根取瘤
、

三年来
,

吴江县广大群众在苗圃的栽培管理上也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

做苗圃土要

松 (最好多施一些鲁糠灰
,

酌施磷肥
,

土松结瘤多
,

取瘤易 )
,

水要勤 (早
、

晚喷水
,

看天气补

湿 )
,

苗要匀 (每平方尺幼苗密度 20 0一 25 0 株
,

过密及时间苗
,

过稀移苗补缺 )
,

日遮夜露

育壮苗 (指小亩期 )
,

防病治虫不放松
。

坚持把苗圃种好
、

管好
、

用好
,

克服重种轻管或只种

不用等偏向
。

关于苗龄问题
:

过去强调根瘤菌苗圃中的苗龄要求在 40 天左右
。

但是
,

大瘤与小瘤

究竞那一个侵染力强
,

接种效果好 ?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

省农科所进行了实验室结瘤对

比试验
。

试
骊

法
:

大瘤件于 2 毫米 )一 小瘤 (小于 2 毫米 )均采自 ` 片真叶紫云英主根上的
`

表 5 紫 云 英 根 瘤 菌 大
,

小 瘤 结 瘤 试 验 效 果 情 况

一一
结

拿资
_

}
_

}
___

1 222
!!!

…
, 444

…
工555 1 666 1 777 1 888 1 999 2 000 2 111 2 222

处处卜卜
、

丈沙
、

进 { ` ” }
1 11111

{
` 333333333333333333333

理理 一卜泛姿
} 11111

{{{{{{{{{{{{{{{{{{{{{

大大 瘤瘤 A 工工 111 111 222 222 222 222 333 444 555 666 666 666 999

丈丈大于 2毫米 ))) A 222 OOO 111 111 444 666 666 666 777 777 777 888 888 888

AAAAA 333 lll
111 111 444 444 444 555 555 吕吕 555 555 666 666

人人人 444 000 000 OOO 444 444 666 666 666 666
_

666 666 666 777

11111 2管管 0 。 1 666 C
.

2 555 .0
肠肠

1 。 1 666 1
。

3 333 1
。

5 111 1
。

6666 工
。

8 333 1
。

9 111 2
.

000 2
。

0 888 2 。 1 666 2 , 5 000

平平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小小
`

瘤瘤 丑 lll 222 888 888 1 000 1 000 1000 1 111

井井
1222 1333 1 444 1 444

((( 小子2 毫米 ))) B
222 仓仓 222 555 OOO 999 1 111 1 111 1 5

「

1 777 1444 1 444 1 555 1 555

BBBBB 333 111 222 333 777 777 1 111 1 111 吐

{
遮
一一

1222 1 222 1 222 1 222

BBBBB 444 OOO 333 555 1 111 1222 1 555 1 55555 1 888 1 888 1 888 1 888

11111 2管管 O
。

2 555 1
。

2弓弓 1
。

7 555 3
。

DSSS 3
。

1 666 3
。

9 111 44444 4
。

6 666 4
。

7 555 吞
。

9 111 4
,

9卫卫

平平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1 8



红润根瘤
,

经表面灭菌后
,

充分磨烂并进行稀释
,

接种
,

作结瘤试验
。

大瘤 A l 一 A 4 ,

每
、

管接种菌数分别为 1 亿
、

0
.

1亿
、

1曲万
、

10 万
。

小瘤 B l 一 B 4 ,

每管接种菌数分别为 O
。

5

亿
、

5 00 万
、

50 万
、

5 万
。

各处理重复三管
。

试验结果见表
几

5
。

试验表明
,

结瘤的增长速度

和数量
,

小瘤均胜于大瘤
,

而小瘤的含菌量却比大瘤减少了一半
。

为了继续摸清这个问题
,

昊江县于 1 9 7 6 年又进行了苗圃根瘤菌不同苗龄的大田接种

对比试验
。

湖滨公社胜建大 队农科队苗 圃根瘤菌不同苗龄接种试验的考苗核产情况见表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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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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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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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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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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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 1 9 7 5年 9 月 29 日用菌株

“

宁 3 和 38 D
”

混合拌种
。

2 。 1 9 7 6 年 2 月 G 日考苗
, 4 月 2 5 日核产

。

田间试验证明
,

小瘤的根瘤菌比大瘤的根瘤菌活性好侵染能力强
。

二十天苗龄的苗

圃根瘤菌接种
,

群众认为是可行的
。

它不仅增产效果好
,

而且解决了苗圃法中的不少矛

盾
。

吴江县根据当地紫云英的播种时间
,

应用苗圃菌剂
,

要求 40 天苗龄的
,

必须在八月 中

旬进行苗圃播种
,

但当时正是双抢大忙季节
,

劳力紧张
,

而且气温高
,

苗圃工作管理难
、

出

苗差
。

如果运用 20 天苗龄
,

则苗圃的播种期
,

可 以推迟至 9 月上旬末进行
,

这就解决了农

活忙和气温高的矛盾
,

为进一步大搞苗圃法的群众运动
,

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

四
、

追接根瘤菌的问题

吴江县在连续大面积推广根瘤菌拌种的同时
,

也连续进行了追接菌肥的试验
。

均取

得了较好的增产效果 (表 8 )
。

表 8 追 接 根 瘤 菌 肥 的 增 产 情 况

” L匕 田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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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6

8 5 0

7 7 6

, 8 8 1

补接根瘤菌达到增产效果
,

应掌握
:
( 1) 追接根瘤菌的时间

,

根据吴汪县的茬 口
,

不能

迟于 11 月上旬
。

据调查
,

该县 1 97 3
、

7 4
、

7 5年三年 11 月上旬的旬平均最高气温为 21
.

5
O

C
,

最低气温 7
.

5
”

C
,

平均气温 1 4
.

6
O

C
,

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
,

尚有利于根瘤菌的活动
。

追

接过迟
,

因气温下降
,

增产效果就不 明显
。

(幻 追接方法
,

应视天气和田间湿度情况
。

如



果天气阴雨
,

田间有薄层水
,

可将菌体拌在细土中
,

在田间均匀撒施
。

如果气候于旱
,

田间

无水
,

可将菌剂调入水中进行大水均匀泼浇 (每亩 20 担 )
。

接种时
,

如 田间千旱
,

则会妨

碍根瘤菌的存活和活动
,

影响追接效果
。

五
、

如何加强紫云英的栽培管理充分发挥根瘤菌的效果

根瘤菌与紫云英是共生关系
,

在紫云英的整个生育期中
,

它们之间是互柑影响
,

相互

促进的
。

因此
,

全面贯彻紫云英的一系列丰产栽培措施
,

是充分发挥根瘤菌效果的重要关

键
。

怎样加强对紫云英的栽培管理
,

以充分发挥根瘤菌的效果
,

根据吴江县的反复实践
,

通过组织广大干群座谈
,

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

1一打好两个基础 ( 1) 根据不同茬口和水稻的长势
,

正确掌握紫云英的播种期和播

种量
,

打好足苗的基础
。

紫云英高产
,

冬前每亩要有 50 一 60 万以上的基本苗
,

越冬后有 40

万左右的成苗数
。

播种期
,

在昊江县应不迟于十月七 日
,

后季稻生长较差的田块应先播
,

在

九月底套播
;水稻生长较好的 田块适当后播

,

在十月五 日左右套种
,

单季稻茬 口
、

晚粳困
,

在十月十 日前套种
;
广二矮 中稻茬

,

可在收稻后
,

耕翻开沟
,

筑沦碎土后播种
,

这样上壤的

通透性好
,

田间小气候好
,

利用面积大
,

出苗均匀
。

播种量应掌握两头少
,

中间多
,

即先播的

田和广二矮收割后播种的田
,

因光线足
,

出苗率高
,

播种量可少一些
,

每亩 5一 6 斤
,

以节省

种子
。

中间播的田块
,

因水稻长势好
,

田 间遮阴大
,

播种量可多一些
,

每亩 7一 8 斤
。

这样以

保证苗足
,

苗壮
,

减少回苗
,

以多取胜
。

( 2) 种子处理过三关
,

精细播种
,

打好苗早
,

苗齐
、

苗匀的基础
。

紫云英的种子在播种前
,

要通过选种 (筛种
,

淘种除杂 )
、

晒种
、

擦种 (除腊 )三

道工序关
。

这样有利于提高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
,

使早出苗
、

多出苗
、

保全苗
。

利用轧

米机除腊
,

方法简单
,

工效高
,

效果好
,

如用苗圃菌剂
,

根瘤要求打得烂
,

拌得匀
,

播得好
,

精

细匀播
,

严防空档
,

漏播
,

保证匀苗
。

2
.

开好三条沟
一

吴江地势低洼
,

土壤的水
、

气状况是紫云英增产的主要矛盾
。

因此
,

在紫云英播种前
,

要同播麦一样
,

及时开好三沟 (围沟
、

竖沟
、

腰沟 )实行科学管水
,

掌握早

涝灌排的主动权
。

运用灌跑马水解决养稻
、

治虫
、

保紫云英苗的矛盾 ;十分重要
。

播种时
,

如果扭脚淤烂
,

应适当进行搁田后播种
,

做到薄水下种
,

断水立苗
,

湿润齐苗
,

抢晴割稻
,

及

时收稻
,

炼好壮苗
。

乙
。

适时合理巧施肥 紫云英生长时
,

除通过根瘤菌的固氮作用自给氮素营养外
,

需

要从土壤中吸取全部磷
、

钾等其他养分
,

冬施磷肥能促进紫云英冬壮
,

回春后施少量氮肥
,

以补当时固氮量的不足
.

能促早发
,

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措施
。

吴江县委
,

几年来要求在紫云

英上施肥
,

作为绿肥栽培上的一项技术革命来抓
。

施用磷肥既促进紫云英的根系发育
,

又能增强结瘤和固氮作用
,

特别对缺磷的土壤更

应注意
。

施用磷肥的时间
,

一般应掌握在水稻收割后及时进行
,

每亩用过磷酸钙 30 一 40

斤
,

兑水浇泼
。

据该县白龙桥微生物大样板 土97 6 年的同田对比试验
,

施磷肥比对照田平

均亩增鲜草 98 0 斤
。

吴江县一般子三月 中旬
,

每亩用氮
、

磷肥各四斤
,

根据田间水分状况
,

加水 15 一 20 担
,

进行大水浇泼
,

据试验平均亩增鲜草 1、 7 5斤
,

增产 19
.

4 %
,

收到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

在

紫云英苗期应用
“

七 O 二
” 、

钥酸钱和
“
七

、

磷
、

钥
”

混喷
,

进行根外施肥等试验
,

也收到了较



好的增产作用
。

此外
,

在紫云英收割前二十天左右
,

以二十个单位
“

九二 O
”

喷雾的大面积

应用测产结果
,

处理比对照平均亩增鲜草 1 2 0 0 斤能进一步提高紫云英单产
。

吴江县四年来推广应用紫云英根瘤菌的实践
,

反复证明
,

使用根瘤菌是提高紫云英产

量的一项经济有效的措施
;
选用固氮能力强的优 良菌株是夺取用菌效果的重要关键

,

苗圃

法是多
、

快
、

好
、

省推广根瘤菌的好办法
,

全面贯彻素云英一系列的丰产栽培技术是充分发

挥菌肥效果的必要条件
。

关中地区地下肥水资源分区评价

彭祥林 彭
`
琳 白志坚 刘要红

(西 北水 土保 持生物上壤研究所 )

关中地处秦岭与北山之间
,

西起宝鸡
,

东至撞关
。

除秦岭
、

乔山
、

黄龙山外
,

包括陕

西省 中部的咸阳
、 厂

渭南两个地区
,

西安
、

宝鸡
,

铜川三个市
。

地下肥水 ( 以下简称肥水 ) 是

关中农民在长期生产斗争实践中发现和利用的一种含有相当数量硝态氮的浅层地 下 水
,

本地群众亦称
“

苦水
” 、

或
“

油水
” 。

肥水灌概农田
,

增产作用显著
,

一般增产二成至五成
,

高者超过一倍
。

1 9 6 6年以来
,

各地 (市 )
、

县 ( 区 )在当地党委领导下
,

采取专业科技人员

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深入农村
,

对肥水进行了普查规划和开发利用
,

先后共调查了十三万八

千多眼井
,

查出肥水井三万多眼
,

其 中每吨水含硝态氮量为 15 一 30 克 (即 15 一 3 o p p m )的

肥水井占肥水井总数的 5 1
.

2 % ;
30 一 50 克的占2 3

,

8 % ; 50 一 1 00 克的 占1 6
.

6 % ; 1 00 克 以上

的占8
.

4%
。

含氮量最高的超过 1 0 0 0克
。

大多肥水含钾甚少
,

每吨水含钾量一般不超过 10

克
。

少数为几十至儿百克
,

个别超过 1。。。克
。

有的肥水尚含有微量按态氮
、

亚硝态氮和锰
、

锌
、

铜
、

铁等微量元素养分
。

肥水的含盐量一般为 1一 5克 /升
,

盐分组成与当地潜水相近
,

但是当肥水中硝态氮达到一定浓度 ( 1 00 一 2 00 克 /吨以上 )时
,

硝酸根往往成为盐分组成中

的主要阴离子或主要朋离子之
`

一
,

占阴离子总量 25 % 以上
,

高者达 70 %
。

肥水水质以西部

较好
,

东部较差
。

由于肥水含有相当数量的硝态氮和或多或少的可溶盐
,

评价肥水水质应特别重视肥

水中硝态氮含量以及硝态氮在可溶盐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

我们采用了含氮量
、

氮盐率
、

总

盐量作为评价肥水水质的主要指标
。

根据野外和实验室测定的一千多个肥水水样资料
,

以

及以往研究结果
,

针对关 中肥水特点
,

将上述指标分级于下 (表 1一 3 )
。

根据历年来在关中各地进行肥水普查规划和开发利用的资料
,

编制了 《 关中地区肥

水区划图 》 ,

共分三个区
,

七个亚区
,

十二个片 (见附图 )
。

肥水区是以地貌为基础结合肥

水分布概况进行划分的
。

在同一地貌单元内再按水文地质条件以及肥水水质
、

水量
、

水

位埋深等划分为亚区
。

有些亚区再按肥水分布多少和开发利用前途划分为若干片
。

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