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未传授给农民
,

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永平其

有重大意义
。

由于这次会议在中国科学院及农牧渔业

部领导下
,

事先做了充分组织准备
,

并得到

国际有关机构的支持与赞助
,

使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
,

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组织委员会主任孙

鸿烈教授指出
,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

不但

增进了国际学术交流
,

同时对今后促进早地

土壤国际合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

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
、

南京土壤所名誉所长李庆建教

授也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满意
。

加拿

大钾肥与磷肥研究所所长 K
.

M
.

P er t行 教授

在会议闭幕宴会上
,

代表所有参加这次会议

的外宾们对这次会议组织委员会的精心组织

与安排表示感谢
,

并祝今后中国与世界各国

土城学界的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

国际土城

学会主席
、

日本北海道大学田中明教授表示
,

这次会议无论在学术交流及会后考察方面都

安排十分周到
,

大家感到满意
,

并希望这次

会议的与会者在 1 9 9 0年能到日本参加下一届

国际土壤学会
。

联合国粮农组织前水土资源

处处长
、

比利时的 R
.

D u dal 教授在结束南

线考察时说
“

这次我亲眼看到中国南方早地

土壤利用的成就和巨大增产潜力
,

回国后我

要广为宣传
,

并愿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 。

国际

组织 IB S RA M 负责人泰国的M
.

L a tha m 教

授
,

对我国土壤研究水平和这次会议的组织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

并希望今后在中国多召

开一些国际性会议
,

以便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

这次会议的学术总结发言人
、

马来西亚的 E
.

P su h p ar aj
a h 教授回国后来信说

“

感谢你 们

的盛情邀请
,

使我得到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
,

这是一次少有的又是开得非常成功的会议
” 。

美国的 R
.

E
.

W
a g ne

r
教授

、

联邦德国的 K
.

F
.

K
u m m e r

教授
、

国际水稻所副所长英国的

D
.

J
.

G r ee la
n d 教授回国后均来信表示对这

次会议组织委员会表示感谢
。

此外
,

还有一

些外宾来信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与我国的科学

交流与合作
。

( 会议组织委员会 )

土壤信
,

息

用叶绿素计诊断水稻氮素营养

由于人们已充分认识了作物营养诊断的

重要性
,

目前作物体内含氮量还不能在田间

直接测定
。

所 以开发了各种诊断仪器
,

都希

望简单
、

快速测定叶片中的叶绿素
,

以便掌

握作物的氮素营养状况
,

日本已推出一种 S

P A D ( 5 0 1) 型叶绿素计
。

叶片的颜色与其中

的含氮量因叶位而异
,

只有选用最能反映水

稻植株体内含氮量的叶片才能根据叶色进行

诊断
。

为此
,

研究了不同部位的叶片用叶绿

素计测定叶色值
,

同时还测定其中的含氮量
,

每株取主茎一支
,

共取五株得不同部位的叶

片
,

测得叶片中部的叶色值
,

以其平均值表

示测定田块的叶色值
。

结果表明
,

叶片从抽

出到完全展开的过程中
,

叶色不稳定
,

但已

展开的第二张叶片叶色稳定
,

最适合作营养

诊断
,

而且其中的含氮量与叶绿素计测定值

的相关性最好
。

特别是穗肥期 55 个测定值的

相关系数达 0
.

98 0
,

回归方程为 y = 0
.

0 74 二 -

。
.

07
, y 为叶片含氮量

, x 为叶绿素计 的 测

定值
,

颖花分化初期的叶片含氮为 2
.

5%
,

减

数分裂期的为 2
.

2%
,

相应地叶绿素计的测定

值为 34 和 3 0
。

颖花分化初期
,

如果测定值低

于 3 4或减数分裂期低于 3 0则应追施穗肥
,

若

超过此标准值则水稻生长过旺可能倒伏
。

不

过使用叶绿素计判断水稻是否需要穗 肥 时
,

要制定适合当地水稻品种的诊断标准
。

(杨国治据 日本土壤肥料学杂志
,

57 卷

2 号
.

1 9 0一 1 9 3
,

1 9 8 6 )

3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