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
,

籽指和衣指也有一定的增加
,

混施一定量的着子

鲜草后
,

纤维可增长 1
.

2毫米
,

籽指增重 1
.

38 克
,

衣指

增重 o
.

al 克〔表 5 )
。

结 语

种植绿肥是改土培肥的有效途径之一
,

评价一种

绿肥不仅要考虑到能否在分解过程中不断地供给作物

较多的速效养分 (主要是氮素营养 )
,
同时还要看它对

增加土集有机质和改善土壤物理性状等培肥土壤方面

的作用
。

从长远观点来看
,

增加土城有机质是培肥土

集的基础
。

黑麦草的适应性较广
,

鲜草产量和根茬产

量较高
,

植株中含有较多的纤维素
,

碳
、

氮比值大
,

拚

埋后腐烂分解速度较缓慢
,

对土坡理化性状的改善和

增加土壤有机质的作用较为明显
。

与豆科绿肥混播后

能更好地改善作物的氮素营养
,

稳定的提高粮
、

棉产

量
。

尤其是在化肥工业特别是氮素化肥大量发展
,

施

用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

积极发展黑麦草的生产或与

豆科绿肥实行混播
,

在生产上将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

益
。

细 绿 萍 肥 效 的 研 究
.

召p 吉 安

(常熟市农 田水利试验站 )

黄 榴 生

《江苏省常熟市科委 )

朱 光 华

(常熟市任阳公社农科站》

细绿萍具有速生
、

高产
、

固抓
、

改土等特点
,

是水

稻田的优质有机肥料
。

江苏省常熟市任阳公社自1 9 7 9

年开始
,

每年养殖细绿萍面积稳定在二万亩以上
,

单

季晚稻 (苏梗二号 )亩产保持在千斤上下
,

三麦产量也

逐年增加
。

放养细绿萍省工节本
,

不仅粮食丰收
,

而

且改善了土壤肥力
。

为进一步探讨其肥效
,

19 8 1一1 982

年我们在任阳公社农科大队进行了试验
。

观察细绿萍

和猪圈肥在无机肥配合下对水稻生长及产量的影 响 ,

以及对小麦的后效
。

并测定土壤理化性状的变化
。

一
、

试验设计

为 0
.

05 亩
,

重复四次
,

顺序排列
,

各小区间做小泥埂

分隔
。

供试品种为苏粳二号
。

(二 )后茬小麦试验 在水稻试验区上不施 基 肥
,

仅分追肥组与无追肥组两大组
,

重复两次
。

追肥组每

亩施分策肥碳按50 斤
,

返青肥碳按30 斤
,

拔节孕称肥

碳按40 斤
,

合纯氮 16 斤
。

供试品种为无芒白麦
。

试验地土壤为乌栅土
,

容重 1
.

22 克 /厘米
, ,

总孔

隙度 5 3
.

7%
,

非毛管孔隙度巧
.

9 %
,

p H 7
.

S
,

有机质
3

.

5 8%
,

全氮。 。
2 2 5 %

,

水解氮 1 2 2 P P m
,

全磷 ( P : 0 , )

0
.

1 2 5%
,

速效磷 ( P ) 5
.

3 P P m
,

速效钾 ( K ) 8 0 P P m
。

田

间管理按当地一般措施
。

(一 )水稻试验 分三个处理
:

( 1) 细绿萍区
,

每

亩基肥施细绿萍 30 00 斤 (细绿萍由区外挑入 )
,

折干物

质 18 9斤 (合纯氮 6
.

77 斤 )
。

细萍绿干 物 质 全 氮 量 为
3

.

5 5%
,

全磷量 ( P : 0 5 ) 为 0
.

9 2 0 %
。

( 2 ) 猪圈肥区
,

每亩基肥施猪圈肥 3 0 0 0斤
,

折干物质 95 1斤 (合纯氮
6

.

63 斤 )
。

猪圈肥千物质全氮量为 0
.

697 %
,

全 磷 量

( P : 0 5 )为0
.

6 6 0%
。

( s ) 对照 区
,

不施基肥
。

由于有

机肥的特殊性
,

本试验在亩施纯氮量相近的情况下进

行
。

各处理均于 6 月26 日施中层肥 (机前肥 )
,

每亩碳

按3 0斤 , 了月 1 3日施分雍肥
,

每亩硫按 2 5斤 , 7月 26

日施拔节肥
,

每亩硫钱 26 斤 , 8 月 14 日施第一次穗肥

(促花肥 )
,

每亩硫按 25 斤 ; 8 月21 日施第二次穗肥 (保

花肥 )
,

每亩硫按 13 斤
。

共折合纯氮 18
.

6斤
。

小区面积

二
、

结果及分析

(一 )水稻试验结果

从茎菜消长情况来看
, 7 月20 日达分萦高峰

,
圈

肥区和对照区苗数为37
.

7一 38
.

7万
,

而萍 区 苗数 为
3 5

.

5万
,

圈肥区和对照区比萍区约多 8 %
。

拔节期 8

月 1 3日测得萍区苗数为3 0
.

8万
,

而圈肥区为 2 9
。

7万
,

对

照 区为 28
。

7万
,

萍区苗数比圈肥区
、

对照区多 1一 2万

苗
。

到成穗期
,

萍区成穗数为 2 3
.

3万
,

成穗率为 6 5
.

6% ,

而圈肥区成穗数为 23
.

2万
,

成穗率为 6 0
.

0% , 对照区

成穗数为 2 2
.

5万
,

成穗率为 59
.

7 %
。

这说明对照区只

施化肥
,

肥效短而猛
,

猪圈肥肥效较快而后劲不足
,

所

以分某上得快
,

降得也快
,

成穗率低 , 而细绿萍有个

* 本文承常熟市 区划办钱子春
、

朱帘芳两 同志审阅
,

并提出宝贵意见
,
样品分析得到吴扛县农业局孙资芬同志的协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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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解过程
,

肥效缓而后劲长
,

所以分雍稳发缓降
,

成德

率高
。

可见
,

细绿萍对巩固分案
,

提高分集成穗率有

显著作用
。

为了比较
,

表 1列出了不同处理的水稻各生育期叶

面积系数及高产指标〔 1〕 。

由表可见
,

水稻叶面积在孕

穗
、

乳熟和乳熟末期
,

萍区比圈肥区和对照区要好
,

在

拔节和孕穗期达到高产指标
,

乳熟期接近高产指标
,

乳

熟末期亦有较多的功能叶片
,

有利活熟
。

而圈肥区仅

在拔节期达到高产指标 ; 对照区各期都没有达到高产

指标
。

说明细绿萍肥效足而稳长
。

表 1

生育期 }

不同处理水稻各生育阶段叶面积系数

分草期 l 拔节期 l 孕移期

高产指 标 }3
。

0~ 3
.

5 {4
.

0~ 5
.

0 {6
.

0 ~ 8
.

0

乳熟期

5
。

5

乳熟末期

4
。

5

一
?.38?
一

一
。招
?一

??。

一
??.48一川州细绿萍区

猪圈肥 区

对 照 区

叶片是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

倒 1一 3叶是谷粒千

物质制造的主要场所
。

因此
,

倒 1一3叶叶面积的大小

对产量有直接影响
。

表 2 不 同 处 理 的 水 稻 倒 三 片 叶 面 积 和 产 童 差 异

差著洲盈显值产其Q区及̀)小验异性
` , l 网一

户

”
,
四 叭

、

娜一
产

} 份 , 万 俗 取 l 千粒重
贴 理 l

—
{

—
} r点 )

一
}翌生 }些些哗里生…二生}翌竺 {丝凶 {止二

钾笋邓 }
“ 3

·

了
l

” , ·
9 }

” `
· ,

} ” 9
· 7

1
” ` · `

l ”
·

6,

}
2 5 · 5

猪 圈 肥 }
2 2

·

7
1

” ,
·

5
}

“ 2
·

5
{

“ 6
·

7

…“ 2
·

7

…7
·

40
{

2 5
·

o

对 照 区 } “ 0
·

3
}

2 9
·

1 } ” o
·

1 } 7 9
·

5 { 7 7
·

o } 一 }
“ 4

· 7

产 t (斤 /亩 )

X 士 S

8 2 8士 1 5
。

2

8 0 1 士 1 2
。

3

7 0 5士 2 4
。

9

增量 ( % )

小区平
均产盘

(斤 )

几石一 }二而
~

’ 3
·

6
{

4 0
·

0 5

一 ! 3 5
。

艺7

.

13* * 1
。

3 5

.

78* *

表 2表明细绿萍处理的水稻倒 1一 3 叶面积最大
,

每穗实粒数增加 9
.

61 %
,

千粒重也较大
,

产量比对照

处理增加 17
.

4 %
。

猪圈肥处理的水稻倒 1一3叶面积较

泳 小
,

每穗实粒数增加 7
.

40 %
,

千粒重中等
,

产量比对

照处理增加 13
.

6%
。

按 Q值测验方法〔2 )考察各小区平

均产量之间的差异
,

得出细绿萍处理和对照处理间
、

猪

圈肥处理和对照处理间为极显著差异
,

细绿萍处理和

猪圈肥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

但细绿萍处理有优于猪圈

肥处理的趋势
。

表 3 小 麦 茎 菜

`二 )后茬小麦试验结果
1

。

不同有机肥料处理在后季小麦茎雍动态 和 成

穗上的后效
:

不同处理的后效各不相同
,

萍区分集最

多
,

成穗率和有效穗数及
“

主茎穗 /分菜稳
”

中分案穗所

占比例均为最高
,

圈肥区次之
。

这在追肥组或无追肥

组表现一致 (表 3 )
。

但在追肥组
,

由于无机肥的配合
,

效果更为显著
。

这不但证实了细绿萍的后效十分明显
,

而且远比猪圈肥好
。

2
。

不同有机肥料处理在后季小麦倒三片叶 及产

动 态 及 成 穗 率

组 别 i 处 理
基 本 苗
(万 /亩 )

最 高 茎 策 数 每 亩 成 鹅 数

增率 ( % )

成 箱

% }增率 ( % )

!主茎称
分雍移

吸̀自O兔匕.0通ù,臼Rùó吕7

…
丹̀内OA
ù

33
on细绿萍

猪圈肥

1 9
。

1 9
。

万 /亩

7 9
。

6

7 8
。

6 :::

1
70

·

8
} 一

:!;:

万万万 增 率 ( % 》》

222 2
。 444

111 7
。 555

肥追组

33
。

8

3 2
。

3

3 1
。

8

。

3

。 6

: 0
。

1 0

: 0
。

0 2

: 0
。

0 0…
O口仲才曰匕口勺卜nl匕

…
Ró台O打0下上,.一,人

量上的后效
:
不同有机肥处理的后效对小麦倒三片叶

功能期的影响各不相同
。

由表 4 可见
,

在追肥组萍区

倒 1一 3叶功能期长
,

实粒数
、

千粒重最大
,

产量高 , 圈

肥区 次之 , 对照区最差
。

这在无追肥组也呈现了一致

的趋势
。

在追肥组的对照区
,

前茬水稻没有施用有机肥

的情况下
,

后茬小麦上虽施用大量化肥
,

但产量仍低
,

这表明有机肥的后效是显著的
,

不能为化肥所弥补
。

(三 )改土效应和有机肥的经济效益

有机肥能促进土壤改良
,

但不同的有机肥料改土

效应及经济效益是不一样的
。

我们于 1 9 8 1年5月下旬
,

10 月下旬
,

1 9 8 2年 6 月上旬在试验地分三次取样
。

据

25 个样品 249 项次分析结果表明
,

细绿萍等有机肥能使

土壤理化性状得到改善
,

但由于试验进行时间短 (仅一

年 )
,

有机肥用量不够多
,

所以改土效应尚不十分显著

(表 5 )
。

从不同的投肥形式得到的稻麦总产量
,

可看出同

1 8 8



表 4 小 麦 倒 三 片 叶 功 能 期 与 产 量 的 关 系

例 三 叶 } 每 德 实 粒 次 1千粒重
处 理

功能期
(天 )

早枯
(天 )

功能期
(天 )

早枯
(天 ) 亘…困互…二

}
” 5· 9

…
“ 3

·

8

}
“ 6

·

4

}
” , · 8

}
”

·

7

】“ 2
·

8

一三一 }三竺
.

}竺二
-

}二生生
o } 3 1

·

6
{

1 7 · 9
}

“ 9 · 8

nó口山盛怪n甘的Jlb

。

4 } 2
。 2

。 8 1 0
。

0

斤斤 /亩亩 增产产
(((((写》》

555 4 444 7 9
。

555

444 4 333 4 6
。

222

3330 333 0
。

000

on比̀O

545250一504844

ēU
1
1内」

464341一U4038细绿萍

猪圈肥

对 照

细绿萍

猪圈肥

对 照

ù别一一

追肥组

追无肥组

表 5 有机肥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

分分 析析 处 理理 试验前前 水稻稻 小麦麦

项项 目目目目 收获后后 收获后后

有有 机 质质 细绿萍萍 3
。

5 888 3
。

8 666 3
。

6 999

((( % ))) 猪圈肥肥 3
。

5 888 3
。

8 000 3
。

4 999

对对对 照照 3
。

5 888 3
。

5000 3
。

1 777

全全 氮氮 细绿萍萍 0
。

2 2 555 0
。

2 1 222 0
。

2 1444

((( % ))) 猪圈肥肥 0
。

2 2 555 D
。

2 1 333 0
。

2 0999

对对对 照照 0
。 2 2 555 0

。

2 0222 0
。

1 9 888

水水 解 抓抓 细绿萍萍 1 2 1
.

888 2 5导
。

111 I J八 片片

印印 Pm ))) 猪 圈肥肥 1 , 1 口口 2 4 8
。

5555555555555对对对 照照照照照照 2 3 1
。

777 1 4 0
。

444

11111112 1
。

88888 1 2 6
。

222

速速 效 磷磷 细绿萍萍 5
。

33333 3
。

888

((( P
,

P P m ))) 猪圈肥肥 5
。

33333 3
。

888

对对对 照照 5
。 33333 2

。

999

速速 效 钾钾 细绿萍萍 80
。

11111 1 0 6
。

222

((( K
,
P P m ))) 猪圈肥肥 8 0

。

11111 1 0 6
。

222

对对对 照照 80
。

11111 9 9
。

999

容容 重重 细绿萍萍 1
。

2 222 1
。

0999 1
。

1 777

(((克 /厘米 s))) 猪 圈肥肥 1
。

2 222 1
。

1333 1
。

2 666

对对对 照照 1
。

2 222 1
。

1 888 l
。

2 555

总总孔 隙度度 细绿萍萍 5 3
。

6 999 5 7
。

a sss 5 5
。

3444

((( % ))) 猪 圈肥肥 53
。

6 999 5 6
。

6666 5 2 。
3 777

对对对 照照 5 3
。

6 999 5 5
。

0111 5 2
.

7000

表 6 不同处理的经济效益

处处 理理 细 绿 “
!

猪 圈 肥肥

粮粮粮食年产且且 一斤有机氮氮粮食年产 盘盘一斤有机 抓抓
((((( 斤 /亩 ))) 素 的粮食产产 (斤 /亩 》》 素的粮食产产

量量量量 (斤 ))))) 量 (斤 )))

迫迫肥组组

::;::: :;;;
1 2 4 444

::::无无追肥组组组组 1 0 0 88888

由表 6可见
,

在追肥组
,

含一斤氮素的细绿萍可

生产 54 斤粮食
,

而含一斤氮素的猪圈肥仅可生产 36 斤

粮食
。

在无追肥组
,

含一斤氮素的细绿萍可生产 30 斤 ,

粮食
,

而含一斤氮素的猪圈肥仅可生产 18 斤粮食
。

这

里应当说明
,

表 6 中的
“
一斤有机氮素的粮食产量

” ,

是

指含一斤氮素的有机肥料所得到的产量
。

显然
,

这个产

量的构成
,

不完全是氮素的作用
,

而是含一斤氮素的有

机肥料中所有营养物质 (包括磷
、

钾
、

微量元素…… )的

综合作用
。

尽管如此
,

用这个指标对不同有机肥料的

效益进行评价仍然是可行的
。

我们的结果认为
:

1
、

细

绿萍作基肥
,

经济效益比猪圈肥高
。

2
、

由于无 机 肥

能激发有机肥肥效
,

以有机肥为主
、

无机肥为辅的施

肥制度应该肯定和值得推广
。

样投一斤有机氮素
,

以细绿萍形式施入的比以猪圈肥

形式施入的经济效益要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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