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

其N素利用率均达 40 纬左右 (前者为差值法
,

后者为示踪法 )
,

因此与尿素配合施用时
,

明

显地降低了尿素N 的利用率
。

再者
,

有机肥提供了大量能源物质
,

使土坡微生物活性增强
,

一

方面促进化肥 N 的反硝化损失 多 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生物固定
,

增加了 N素残留
。

但紫云英的影

响大于稻草
。

、

F+e
+

与有机肥配合施用尿素的 N素利用率和亏缺损失均居于两者单独施用之 间 (表 2 )
,

可能因部分 F e + +

与有机物形成了有机铁铬合物
,

对尿素N素转化产生积极影响的F e 斗 十量降低
,

因此对尿素N素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大大降低
。

此外
,

施入 F+e
+ ,

稻株对磷
、

钾养分的吸收未受到明显影响
。

收获时稻株地上部分 F e
含

t 达 3 4 4一 6 3 9P Pm
,

平均 4 7 s PPm
,

虽高于对照 ( 5 2 9一 s o ZP Pm
,

平均` o 8 P Pm )
,

但对水稻生 长

无不良形响的
。

布林克受等也报导过类似的结果 〔“ 〕
。

综上所述
,

在盆栽试脸条件下
,

稻株地上部分 F+e
+

含量达 60 0P P m时
,

水稻生长正常
,

对磷
、

钾养分的吸收利用无明显影响 , 但却极显著地提高了尿素N的吸收利用率
,

减少了N素损失
,

并增加了土集中的残留
。

施入 F e + +

对尿素N素平衡的作用机制
,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田间试验的

脸证 , F+e
十

对尿素 N素去向的积极影响
,

与水稻产量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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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肥 的 研 究
’

林 辉

(福建匆农科院拱作所》

翻主要存在于植物的分生组织和生殖器官中
,

适时适量施用翻肥
,

有利根系正常生长和花

器形成发育
,

可有效防止油菜
“

花而不实
, ,

柑桔
“

果而不硕
’
(石头果 )和小麦

“

穗而不稳
” ,

从

而促进了产 t 的提高
。

近几年来我省农业科研等单位对翻肥作过许多研究
,

现 综 合 整 理于

下
。

一
、

我省农田 土坡的. 众派况

* 本璐土见所那岌
,

脚摘伙
,

陈 祖仁等同志今加部分工作
,

特此致谧
。

君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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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福建省化肥试验网从34 个县取得20 9份土样
,

经中国农科院土肥所化验 (沸水浸提
,

等

离子发射光谱仪测定 )结果
,

水溶硼量平均为。
.

2 7 p p m (通常以水溶性翻。
.

s p p m为 缺翻 临 界

值 )
。

另外对漳浦等县的 3 83 份土样进行了化验
,

结果如表 1
。

表 1 福 建 省 常 见

. 含 t ( p Pm 乌 泥 田

灰 , 田

{

: 滚 的 确 素 含 ,

黄 泥 田 一 萦 泥 田 { 烂 泥 田 i 红泥沙 田

2
。

7 5

0
。
1 0

。
4 5

。
5 5

云而
一

, 痕 t
)

.91 ,

0
.

3 5 } 一 ;
.

5 0

土土底表
全 .

0
。
1 2

O
。
0 9

0
。
0 4

0
.

0 0 8

痕 t

0
。

0 6 5

0
。
0 6 6

0
。

0 16

.01
”

{ 痕 t ”
.03

0
一 1 1 } 一 J 0 . 0 4

土土表底
速效翻

(据福建省农业厅土城化脸室资料 )

表 1表明
,

我省常见土类全翻量远低于世界 (平均 l o p p m )和全国 (平均 6 4 p p m ) 水平 , 各

类土壤速效硼含量也很低
,

无一达到临界浓度 ( 。
.

SPP m )水平
。

福建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报导
,

我省柑桔园土壤含翻量很低
,

有效翻 仅。
.

02 ~ 。
.

14 p p m
,

其中以长乐沿海的风沙土最低 (从痕量一。
.

1 2 PP m )
,

山地红攘稍高 ( 。
.

06 一。
.

1 4PP m )
,

闽南

许多县和三明
、

尤溪等市
、

县果园的有效翻也低 (多为。
.

0 5一 0
.

IP p m )
。

二
、

. 肥的施用效.

在水稻上
,

福建省化肥试验网进行的多点翻肥试脸
,

结果如表 2
。

表 2 翻肥对水祖产 t 的影响 (1 97 8一 8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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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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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以上 致据是 从五年的大 t 试 脸中
,

逐个经 F值检脸筛选后结果的综合
。

表 2 表明
,

在我省各类稻田上
,

目前施翻约有40 %地块水稻可获显著增 产
,

增 产 率 约

10 % , 而 60 %左右的稻田可能因土坡含翻盆高或供翻方法不当等原因
,

目前还 不 显现 效 果

(增产率 < 5% )
。

在油菜上
, ’

许多试验点喷硼结果
,

一致表现甘兰型的比白菜型的效果更显着
,

·

前者增产

t 一般可比后者高 1一 2 倍
。

龙溪地区农科所对 12 个不同成熟期的甘兰型油菜进行喷翻试脸
,

结果有 10 个品种增产
,

增产幅度 5 2一 12 。%
。

据田间观察
,

喷拥的油菜叶色浓绿 (萦叶少 )
,

长

相粗壮有生机
,

抽苔快
、

开花集中
,

结果期和成熟期提早
,

有效果增加
,

籽粒圆浦
。

在大豆
、

花生上进行的多点翻肥试验
,

结果如表 3
。

表 3 表明
,

在我省东南沿海农地中
,

目前约有45 一 50 %的地块对大豆
、

花生 施 翻 可 获

睁 10 % 以上增产效果
;
约有 40 一 45 % 的地块施翻增产率 < 5 % ;

其他少数地块
,

施翻效果更差些
。

旅翻有效的土镶有
:
赤砂土

、

沙泥土
、

灰沙田
、

风沙土等
,

这些地块的水溶性翻一般比较低
。

大

豆
、

花生施硼后平均株结英数和双仁果增加
,

百仁重也有所提高
。

2 0 3



农3 翻肥对大豆
、

花生产 , 的影晌

作 总试` 数

…一生一
兰

一
, `木 、

{ 试班致
.

施甲声产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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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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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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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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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福 生 {

9
}

4 z 3 4 3 f 2 8 8
}

平 产 减 产

增产
(% )

试脸数
(个 )

1 3
。

3

1 9 。 1

…
施
朋

” ,”
麒

产 }懊%广
「

传擎笋{就

…盔一了
一 {

了
…几
一

…万
(据省化肥试脸 网资料 )

在尤澳县进行的紫云英喷翻试验
,

结果如表 4 。

表 4 翻肥对萦云英产t 的影响

理理理 株 高高 书书(((((皿米 )))))

..... 8 1
。
11111

瓜瓜瓜 7 3
。

77777

粗
皿米 )

株结英扳
(个 )

千 狡 t 亩产鲜草
(克 ) (斤 )

斤 / 亩 { 增产 (% 》

0 。
3 9

0
。

4 0

1 6
。
0

1 2
。
5

3
。
3 3

3
。

2 8

5 1 6 0

4 7 4 0 ;;::
3 4

。
7咬对

(据福建省农科院土肥所资料 )

表 4 表明
,

紫云英喷翻 (。
.

05 %翻酸 )不但能明显增加鲜草和籽实产量
,

而且能有效地防

止早衰
。

在甘蔗上
,

本院土肥所与仙游县协作进行的喷翻试验
,

结果如表 5 。

表 5 翻肥对甘蔗产 t 的影晌 (1 98 。一 82 年 )

处 理

旅 茎 一 旅 .

亩 产 }增 产 …
~

否福率 }亩产精 1增 产

(斤 ) { (% ) { ( % ) ! (斤 ) ! (% )

表 6 翻肥对柑枯曹养生长和产 , 的影响

}千 . 峨 (% 》

处 理 {

—
。套梢 }秋梢

叶像索 (% )

春梢 {狄梢 斤 /株

t

增产

佑 .

对服

1 7 22 4

1 5 0 5 0

1 4
·
4 { 工 I

·
3

一 1 0
。

5

19 5 1
。

4 1 2 3
。
2

1 5 83
。
2

,

一

咬 .

对照

2 0
。
3

1 9
。

8

1 6
.

9 {0
.

1 3 5

1 7
.

4 0
。

1 22

住
,
本衰为三个试晚结基稼合

,

试 脸田土城及水溶 .
含 t 分别为

.

灰泥 田 。 .

“ pp m
,

灰沙田 。
.

15 P Pm
,

红 泥 (据福建省农科院果树所资料 》

田 O
。
I OPP m

。

田间表现
,

甘蔗施翻后有效茎数虽未变化
,

但长势旺盛
,

叶片较宽长
,

叶色翠绿
,

功能

叶多
,

蔗茎伸高和长粗较快
,

单株茎重增加
,

以致蔗茎产盆及精分含量都明显提高
。

在海滩风沙土上对柑桔进行喷翻试脸
,

结果如表 6
。

柑枯喷翻后
,

株体含翻量高
,

抽生的枝梢及树体较粗壮
,

枝梢干物量大
,

叶绿素多
,

花

叶盛状明显改善
。

三
、

. 肥的施用技术

翻肥 (翻酸钠 )用于水稻的方法
:
稻田翻肥深施比表施效果好 , 浸种 (浓度宜在 0

.

06 %以

下》比拌种的效果好 , 拌种浓度一般宜低于 1
.

0% , 叶面喷洒以。
.

0 6一。
.

08 %为佳
。

油莱翻肥施用期
,

以苗期和初花期各喷一次 ( 。
.

15 %翻酸钠洛液 )最为经济有效
。

大豆和花生喷翻
,

一般在初花期进行两次
,

前后相隔一周 ; 紫云英一般在盛花期
,

也以

喷栖两次的效果较好
。

甘蔗生长期长
,

吸肥量大
,

在缺翻土族上
, 丁` 般在苗期和分雍期各喷一次

,

伸长期再根

施一次 (亩施翻徽钠 2 斤 )
,

效果较理想
。

.

柑枯喷翻以盛花期和幼果期效果最好
,

喷洒浓度以 0
.

1%翻醉或` 。
.

2 %翻砂为宜
。

施用

栩渣 (每株 3一 4 斤 )
、

臭菊 (即肿柄萄 )压青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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