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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锌土城上
,

锌对玉米
、

水稻
、

小麦等作物的

增产作用已经明确
。

我们根据锌对马铃薯有较敏感反

应的线索
, 1 9 7 8年进行了锌对甘薯肥效的多点肥效试

脸
。

五个县市八个试验九个对比项次的结果
,

除一个

因土城有效锌含盆高 (3 p p m )无效外
,

其余八个都获得

T 增产
,

幅度自6
.

5一 4 7
.

6%
,

平均增产 2 2
.

8%
。

为了

明确甘薯不 同品种对锌的反应
,

以及锌肥经济有效的

施用技术
,

于 1 9 7 9一 80 年我们与泰兴
、

泰县
、

仪征等

县有关农技站
、

农科站协作
,

在主要产区进行田间试

脸
,

并大面积示范推广
。

一
、

土峨有效锌含 ,

扬州地区甘落主要栽培在南部沙土地带
,

土沙地

薄
,

土城含锌 t 不高
,

加上土坡偏孩 (P H 7
.

2一 8
.

2 )
,

碳酸钙含 t 较高 ( 2
.

46 一 6
.

42 % )
,

限制了土壤中锌的

活化
。

我们在泰县
、

泰兴
、

江都
、

刊江等沙土地带采

集拱作层土样 2 3个
,
用 p H 7

.

3的 D T P A溶液提取
,

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进行有效锌分析
,

其含量 自痕 迹

一4P p m
,

其中 < o
.

s p p m 的 占6 9
.

5% (缺锌 ) , 0
.

5一

i p p m 的占17
.

4% (边缘值 ) . > l p p nr 的占2 3% (不缺

锌》
。

二
、

甘 , 不同吕种对锌的反应

在泰兴城黄农技站进行试脸
,

土城有 效 锌 含 t

。 .

24 p p m
,

供试品种三个
:

(1 )宿薯 1 号 ( 目前推广品

种 ) , ( 2 )徐葵 1 8 (品质较好
,

拟推广品种 ) , ( 3 )宁挤 2

号
。

小区面积五厘
,

对比排列
,

重复 4 次
,

采用高垄

双行
,

每区栽3 00 苗
。

肥料用化肥
,

全部作基肥
,

按有

效成份计算
,

每亩施 N 4斤
,

P :
O

。
8斤

,

K : 0 1 2斤
。

锌用。
。
3 %硫酸锌溶液浸苗 4 小时

,

对照用清水授苗
,

6 月 13日栽抽
。

1
.

锌肥对促进甘甚生长发育
、

扭早结挤的影响

锌肥浸苗 (简称浸苗 )的优势在活裸后 15 天开始出

现
,

表现叶色较深
,

生长茂盛
。

T 月 5 日考苗结果
,

授

苗的较对照芡长平均增加 1 0
.

8%
,

分枝 .J 加8 1
.
4%

,

地

上部分鲜重增加 48
.

2 % (表 1 )
。

到块根形成期
,

浸苗的优势已很明显
,

开始封垄
,

* 试脸在扬州地区农科所完成
,

协作单位有城贫
、

析撼
、

大伦
、

蒋垛
、

高汉
、

获垛等农技站
、

农 科站
。

197 8年鑫加工作的

有章劝英同志
。
土城有效锌承南京土城所协助分析

,

特此致

份
。

1 3 3



而对服细没有
。

7月 9 2日考苗绪果
,

浸苗的英长平均增

加 69
.

7 %
,

叶片也比对服大
,

单株叶面积 .J 加 6 2
.

4 %
,

黄叶数有所减少
,

单株鲜重平均增加 1 04
.

3%
,

其中地

上部分增加 12 2
.

4%
,

由于加速了生长
,

为创造和积爪

养分创造了条件
,

不同品种及 苗 的 若 块 平 均 增加

69
。

5 % (表 l )
。

2
。

锌肥对甘薯不同品种的增产效果

试脸于 11 月 2 日收获
,

对各处理小区实收产 t 进

行统计分析
,

宿薯和徐薯二个品种浸苗的 分别 增 产

3 2
.

2 %和 2 0
。

8%
,

达到极显著
,

宁薯增产 3
。

5 %
,

统计

分析不显著 (表 2)
。

表 1 锌肥浸苗对甘特苗期和块根形成期植株生长发育的影响

根

一
一.12..09..13一.05一.17..09一
..14一
一。

处 班

考 苗

日 期

( 日 /月 )

植 株 鲜 重 (克 )

黄 叶

} … } 落 块

(片 ) 全 株 l 地上部

} } } }
个

1
, t

宿 , 及苗 12
。

5

1 12 ;:::.8一.70
.1

宿若对抓 1 2

5 5 。 9

9
。
8

2 8
。

4

O口OU自七

…

.U79
ó,臼,山,自,二品O

月通,二口舀ōó

…

nō自óJ任月勺 兮而̀O,l目才

一.二

徐 , 反苗

徐 . 对撅

宁 挤及苗

5 /7

2 9 / 7

5 /7

2 9 /7

5 /7

2 9 /7

5 /7

2 9 /7

5 / 7

2 9 / 7

5 / 7

2 9 / 7

1 9

1 10
。 2

1 7
。

7 4

宁 , 对服

;;::
1 0

。

4

3 6一 3

.8一.5一.6
nó0
,二

汉 菌 1 6
。

3

《三品种平均 )

5 / 7

2 9 / 7 0
。

8

17
。

2

12 9
。

l 9 4
。

3

对 服

`兰品种平均 )

5 / 7

2 9 / 7

分分 技技 叶色卡卡

(((个 ))) 等级级

111 4
。

555 I
。

444 2
。

555 1 6 3 000

555 9
。

888 3
。

000 3
。

555 9 0 111

111 5
。

222 1
。

000 2
。

000 1 9 0 555

222 1
。

999 3
。

777 3
。

000 1 6 4 444

111 4
。

555 1
。
666 2

。

555 1 5 4 222

666 2
。
222 4 。

444 3
。
55555

1113
。

lll 0
。

777 2
。
00000

444 5
。

555 2
。

555 3
。
00000

1114
。
222 1

。

777 3
。
00000

555 2
。

555 1
。

999 4
。

00000

1110
。

777

::::: :::::
5 8 0

。
888

333 5
。

666666666

111
。

5 66666

333
。

11111

1
。

4

1 2
。

7

6 3
。

2

1 1

4 2
。

4

个个个 , ttt

222
。

666 2 9
。

888

222
。

555 2 6
。

666

333
。

444 3 5
。 999

lll
。

444 1 1
。

444

333
。

222 3 4
。

666

333
。

777 2 1
。

999

333
。

000 3 3
。

999

表 2 用 硫 酸 锌 浸 苗 的 甘 甚 实 收 产 t

品品 种种 处 理理 宜 复复 平 均均 折合亩产产 增产 (% )))

(((((((((((((((((((((((((((((((((斤 )))))
IIIIIIIII III lll 妞妞妞妞妞

宿宿 ,, 对 照照 1扭111 1 8 666 17 000 1 6777 1 7 666 3 5 2 000 + 3 2
。

2* ***

价价 ,, 浪 苗苗 2 3 000 2 4 000 2 3999 2 2 000 2 3 2
。
7 555 4 6 5 555 + 2 0

。

8* ***

宁宁 ,, 对 服服 1 5 111 1 9 000 1 6666 1 4 111 16 222 3 2 4000 + 3
。

555

反反反 苗苗 1 9000
_

2 1 111 2 1000 1 7 222 1 9 5
。
7 555 3 9 1 55555

对对对 抓抓 17 222 1 9 666 1 4000 1 5 222 16 4 。
7 555 3 2 9 55555

及及及 苗苗 14 999 2 1 555 1 4666 1 7 222 17 0
。

555 3 4 1 00000

* * 统计分析增产效果极显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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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锌肥施用技术

为了摸索经济有效省工省肥的施用方法
,

两年来

在产 区与有关农科站协作
,

进行了一系列施肥技术的

小区试验
。

1
。

种挤处理 为了明确用硫酸锌浸薯块对 甘 薯

培育壮苗和增产的作用
,

在商沙土地带泰县大伦农科

站进行试验
,

试验田土城有效锌 o
.

34 p p m
,

试验分三

种浓度 ( 0
.

1
、 。 .

2和 0
.

5 %硫酸锌 )
,

二个时间 (浸 3 小时

和 6 小时 )处理
,

采用温床育苗
,
4月25 日下种

,

除 0
.

5%

处理对出苗略有抑制外
,

其余处理对培育壮苗都有一

定作用
,

时间以 3 小时为宜
,

栽前考苗结果
,
0

,

1 %硫

酸锌浸将 3 小时的苗高比对照增加4
.

9厘米
,

单株叶片

增加 3
.

2叶
,

百苗重增加50 %
,

0
.

1 %漫 6 小时的百苗

重增加 36
.

4 %
,

0
.

2 %浸 3 小时的增加 63
。

6%
,

其余处

理效果不 明显
。

各处理的苗分别栽于同一块 田的不同

小区中
,

实收产量 0
.

1%和 0
.

2 %
,

浸种 3 小时的
,

分

别比对照增产 21 % , 0
.

5% 3 小时的增产 9
.

6 % ,而 6 小

时的则仅增产 1
.

2 %
。

同样浓度浸 6 小时的都比浸 3 小

时的增产效果差
。

江都县高汉农科站用硫酸锌不同浓

度 (浸薯块时间是 4小时 )浸薯块的试验结果为 0
.

1%的

增产 10
.

4 %
,

0
.

2%的增产 1 2
。
8%

,
0

.

4 % 的增产了
.

3肠
。

由此看来浓度以0
.

2 %左右
,

时间以 3一 4小时为宜
。

2
。

锌肥浸苗和叶面喷施 试验是在兴化县 荻 垛

农科站进行的
,

以 O
。
1 %硫酸锌浸 3

。

5小时 (对照用清水

浸苗 )和同样浓度叶面喷施二次 (栽后 7 夭
、

14 天各喷

一次 )相比
。

结果表明
,

无论是用锌肥浸苗或叶面喷施

的
,

都比对照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但浸苗的又比叶面

喷施的要好
,

而且大薯块个数也显著增加 (表 3)
。

3
.

锌肥与磷
、

钾肥配合施用的效果 甘薯对磷
、

特别是钾肥的要求较高
,

为了明确锌肥和磷
、

钾肥配

合施用的效果
,

在泰县蒋垛农科站进行试验
,

共设七

个处理
:
( z )对照 , ( 2 )礴 (基肥过礴酸钙 4 0斤 /亩 ) , ( 3 )

锌 (0
.

1%硫酸锌栽前浸苗 ) , ( 4) 锌 + 碑 , ( 5) 钾 (基肥

舰化钾 3 0斤 /亩 ) , ( 6 )锌 + 钾 , ( 7 )锌 + 碑 + 钾
。

小区

面积 3 厘
,

重复 2 次
,

随机排列
。

品种宁著 1号
。

6

月 19 日栽擂
。

试验结果列于表 4
,

从表 4可以看出
:

(1) 不同肥料处理对甘薯生长的影响
:

锌浸苗的

比对照活裸早 2 天
,

7 月 10 日考苗
,

分枝增加 6 8
.

8 %
,

叶色深绿
,

生长旺盛 , 施礴的活棵期与对照同
,

20 天

后表现叶色深
,

分枝略多 ,碑 十锌活棵快
,

分枝早而多 ,

施钾的早期分枝就多
,

后期长势显著好于对照 ,锌 + 钾

分枝最多
。

9月 1 5日落块形大期考苗
,
以锌 十钾和锌 + 礴 + 钾

二个处理薯块增重最多
,

分别比对照增加 24 %和34 %
,

薯膝比超过 1 ,

分别为 1
.

0 2和 1
.

05
,

说明碑
、

钾肥配

合锌肥施用后
,

地上
、

地下部分生长比较协调
,

有利

加速将块养分的积爪
。

( 2) 对产 t 的影响
:

各处理较对照都有不同程度

的增产作用
,

单株薯块数也有所增加
。

凡有钾的处理
,

不但增产效果好于其它处理
,

而且大落块所占比例也

高于其它处理
,

都占2 0% 以上
。

碑
、

钾肥配合锌肥浸

苗能进一步提高产 t
。

四
、

结 语

1
。

锌是植物正常生长不可缺少的徽 t 营养 元 素

之一
。

据文献报导它与叶绿素
、

生长素的合成有关
,

植

株中的含锌 t 与叶绿素的合成成正相关 , 在缺锌植物

体内生长素含量显著减少
,

植物蛋白质和淀粉的合成

明显地受到抑制
,

供锌以后
,

在几十小时内生长素等

物质会很快地增加
。

2
。

扬州地区主要甘若产区四个县 23 个土样 有 效

锌分析的结果
,

有6 9
.

6%的土样在临 界值 0
.

s p p m 以

下
.

3
.

经过两年的多点试验示范
,

明确在缺锌土城上

锌肥有促进甘 , 生长发育
,

加速薯块形成
,

并有显著

的增产作用
。

4
。

不同品种对锌的反应不同
,

目前主要的栽培品

种宿薯 1 号和拟推广的优良品种徐薯 1 8
,

施锌的分别

增产 3 2
.

2 %和 2 0
.

8 %
,

统计分析都达到极显著的程度
,

宁薯 2 号施锌的增产 3
.

5%
,

统计分析不显著
。

故在缺

锌土城上推广甘薯施锌时
,

盆考虑不同品种对锌的反

应是否敏感
。

5
。

锌和礴
、

钾肥配合施用能比它们各自单独旅用

时效果更好
。

6
。

找到经济有效
、

简而易行的锌肥对种落
、

种苗

处理法
,
明确适当的浓度和时间

,

从而为大面积推广

创造了条件
。

表 3 锌 肥 不 同 施 用 方 法 的 .J 产 效 果

}主 艾 长 } }

一二兰兰二一…二1竺竺{
对 照 }

l , o
}

` ·
6

}
班砚锌 怪苗 }

` 4”
}

7
·

”

}
砚砚锌叶面喷施 2 次 }

1 31 !
,

!

地

产 t
`斤 /亩 )

2 8 00

4 86 6

4 2 50

地下部 ( , 块 )

产 t (% )
产 t
(斤 /亩 )

产 t (% )

大 , 块 (0
.

5斤 以上 )

个 数 } %

2 8 0 0

4 1 3 0

3 8 0 5

10 0

1 4 7
。
5

13 5
。
9

06
内 叹曰U月,,ó咭二门.二旧二

1 0 0

1 7 3
。
8

1 5 1 。
8

4 7 0 0

6 8 8 8

5了8 3

才3 5



表 4锌 与 礴
、

钾 肥 搭 配 施 用 的 效 果

落二了赞一丁汽厂刃一二一万下二一

曹养生长期 (1 。 /” 取样考苗

获长 (皿米 )

分枝效

4 4
。

7 1 4 4
。

85 1
。

4

2
。
7

5 4
。

5

。

6} 2
。

03
。

0

49
。

3

3
。

0

53
。

3

3
。

4

4 8
。

5

2
。

9

若块膨大期 (15 /) 9取样考苗

地上部鲜盆 (克 /株 )

, 块重 (克 /株 )

2 6。

…
3 0 5

…
2 50

}
2 7 5

}

3 2 0

2 8 0

3 3 0 3 0 5

3 0 0
」

3 1 0

3 2 0

3 3 6

单 株 落 块 数

收 获 时 考

3
·

4

{

各类 , 块所占百 分

率 (% )

1 9
。
3

4 1
。

9

1 1
。
9

3 8
。
5

18
。

9

3 1
。

4

17
。

5 2 1
。

2 2 0
。

9 2 1
。

2

4 8
。

5

3 8
。
8 { 4 3

。

6 5 0
。

7 4 7
。
5

36
。

4

4 2
一 4

29
。

6

4 9
。 5 30

。
3

大中小

一块折合亩产 (斤 )

增产率 (% )

4 5 3 3 】 4 7 5 0 4 9 0 0 4 96 3 5 0 3 3 5 3 1 7 5 66 0

4
。
8 9

。

5 1 1
。

0 1 7
。

3 2 4
。

9

估算水稻
、

小麦氮肥用 , 的有关参数的选定

朱 兆 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为了提高抓肥的增产效果所应考虑的问题
,

因盆

肥供应水平的不同而异
。

例如
,

在氮肥供应水平低时
,

主要是提高盆肥的利用率
。

而在氮肥供应充足时
,

除

了提高犯肥的利用率外
,

确定盆肥的适宜用量也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对后者来说
,

最根本的途径是针

对不同农业气候区和土坡类型
、

轮作制度
、

以及作物的

种类和季别
,

进行多点多年的扭肥用盆的田间试脸
。

另

一方面
,

也可 以根据为达到一定产 t 时作物的需氮 t
,

以及土城的供龙 l 和龙 肥 的 利 用率
,

对犯肥的施用

t 作出估算〔1
,
2 〕 , 对于我国来说

,

还应当考虑到当季

所施用的有机肥料的盆素供应 〔 3〕
。

这种估算 方 法有

助于氮肥用 t 的田间试脸结果在不同条件下的推广应

用
。

下面将对国内有关报告中的一些田间试脸结果加

以汇集
、

改算和整理
,

以提供一些在估算水稻和小麦的

纽肥用t 时的参数
。

实际上
,

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间

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一
、

水招和小安的姗氮 ,

谷类作物的需掘 t 是根据产最目标
,

和为生产 1

吨籽粒在收获时地上部分所需累积的氮量来估 算 的
。

相对说来
,

作物的需姐盆是比较容易估算的
。

表 1 是每

生产 1吨籽粒时
,

水稻和小麦地上部分所藉只积盆 t

的统计结果
。

从平均值来看
,

每生产 1吨稻谷和麦粒
,

作

物地上部分分别猫要爪积 20 公斤和24 一 29 公斤扭
,

等

于或接近于其他报告的数值〔们
。

表中的数据
,

在水稻

方面
,

除两个为天津的以外
,

其余皆为南方稻区的资

料
。

小麦的74 个数据中
,

有5s 个为北方麦区的资料
,

其

中有 6 个为春小麦
,

其余皆为冬小麦
。

从表 1来看
,

北

方麦区每生产 1 吨小麦地上部分所摇累积的氮量似有

略高于南方麦区的趋势
, 6 个春小麦的平均数更达到

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