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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脸表明
,

施肥对水稻 土的有机质含盆
、

腐殖质 组成
、

团聚体的形成和代换及 以及水稻产扭均有明显的有

利作用
。

施用有机肥对改善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肥力和水稻产量都有 良好效果
,

这方面的报道也

较多
,

单施无机肥对水稻土性质和水稻产量影响
,

国外也时有报道
,

但我国研究较少
。

当前
,

我国无机肥的施用量正急剧增加
。

因此
,

研究单施无机肥对水稻土性质和水稻产量的 影 响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试验方法

试验在 1 9 8 0一 1 9 8 3年进行
,

共收痴季
。

供试土壤为白至纪桂林组紫色岩发育的紫色性水

稻土
,

地下水位较高 (早季距地表30 厘米左右
,

雨季可接近地表 )
。

试验前一直实行稻一稻一

(绿 )肥制
,

每年两季水稻亩施尿素 30 一 35 公斤
,

绿肥 (紫云英 )间或亩施普钙 15 一 20 公斤
,

钾

肥和有机肥极少施用
,

属中等肥力水平
,

一般年产稻谷 35 。一 40 。公斤
。

试验分 6 个处理
: 1

.

化肥区 , 2
.

紫云英 + 化肥区 ; 3
.

紫云英 + 稻草 I + 化肥区 , .4

紫云英 + 稻草 l 十化肥区 , 5
.

紫云英 + 稻草 l + 化肥区 , 6
.

厩肥十紫云英区
。

其中处理 1

为冬闲一早稻一晚稻 ; 其余为绿肥一早稻一晚稻
。

各处理的施肥量列于表 1
。

供试早稻为迟熟品种 ; 晚稻为粳稻
。

小区面积为 0
.

03 亩 ( 20 m
“

)
,

随机排 列
,

4 次 重

复
。

为防止灌溉时各处理区发生串灌
,

各小区均有排
、

灌口
,

分别排
、

灌
。

每年于晚稻收获

后采集土壤试样一次
,

每小区采 3 个样点
,

然后将同一处理的 4 个小区的土样混合为一个样

品
,

供分析使用
。

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对土滚有机质含量的影晌

分析结果表明
,

试验期间
,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 (表 2 ) 似与施肥种类和数量关系不
城

* 现任职于黄山市土肥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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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试验期间各处理的平均施肥量

处理代号 平 均施肥量 (公斤 /亩 )

表 2 不同处理对耕层土壤的有机夙

含量 ( %)的影响
*

不施有 机肥 , 化肥用皿相 当N 13
.

8 , P : 0
5

i 和 K : 0 4
.

5
。

紫 云英 4 00
;化肥用 量除钾肥稍少外

,

其
余同上

。

紫云英 4 0。 ,稻草 2 0。 ; 化肥用量 同上
。

紫云英 4 0。 ,稻草 3 0。 ; 化肥用量 同上
。

紫云英 4。。 ,稻草4 0。 ,化肥用量 同上
。

紫云英 4 0 0 ,厩肥 5 0 0 0 ,不施化肥
。

处理代号 1 9 8 0年 19 8 1年 1 9 8 2左卜 1 9 a 3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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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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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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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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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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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3
.

3 9

3
.

0 9

3
.

7 4

74

5 7

3
.

7 5

3 7 3

二
_ _

~ _
。 ,

注 : 1
.

有机肥均作基肥用
,

化学肥 料除氮肥一半作基肥

一半作迫肥外
,

其余均 作基肥
。

2
.

表内稻 草数录系 1 9 8 0一 1 9 8 2年的用 最
,

1 9 8 3年的

用 贫
,

处理 3
、

4
、

5 分 别为 2 5 0
,
3 5 0

,
5 0 0

。

* 土样磨碎前将肉眼可见 的植物残体别除掉
。

大
,

而与当年的降水量 (通过它影响土壤的

水热状况 ) 有一定的联系
。

尤其在气温较高

的 8一 10 月份降水量的不同
,

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更为突出
。

例如
,

1 9 8 1年该期间的降水

量达 4 1 1
.

g m m
,

而 1 9 5 2年仅 16 9
.

s m m
,

因此
,

在 1 9 5 2年
,

各处理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均较 1 9 5 1

年有所下降
,

其中以处理 1及 2下降最显著 ;相反
,

年降水量增加时
,

各处理的土壤有机含量

也增加
。

如 1 9 8 3年
,

年降水量高达 2 2 9 5
.

5 m m
,

因此
,

当年各处理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也有所增

加
,

其中以厩肥区增加最显著
。

看来
,

施肥 (包括有机肥 )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是有条件的
,

即受当地 当年的土壤水

热状况尤其是积温和降水量所制约
。

.

(二 )对腐殖质组成的影响

施肥对土壤腐殖质组成有一定的影响
。

结果表明 (表 3 )
,

凡施稻草的处理
,

其松结态腐殖

质含量均较低
,

且有随稻草施用量的增大而降低的趋势 ; 稳结态和紧结态腐殖质的含且则相

反
,

凡施稻草的处理含量较高
,

(可达 8 6
.

3 % )
,

且有随稻草施用量的增大而增加的趋 l小 至

于胡敏酸 /富里酸比值
,

却以处理 1最高 (达。
.

5 8) 处理 6 次之 (为 0
.

4 1) 处理 2 最低 (仅。
.

12 )
。

这些结果说明
,

在一定的水热条件下
,

稻草在提高土壤腐殖含量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
,

但单

施化肥似乎对土壤腐殖的数量和品质也并无明显的不良影响
。

(三 )对土壤团聚体和代换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
,

稻草
、

厩肥对水稻土的团聚体形成有良好作用
,

而单施化肥则略有不 良影响
。

表 3 不 同 处 理 对 耕 层 土 壤 腐 殖 质 组 成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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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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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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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土壤交换量
,

则差异不大
,

厩肥区交换量为 22
.

4 m e
/ 1 0 0 9土

,

化肥处理区为 2 1
.

5 m e
/

1 0 0 9土
,

表明连续施用化肥对土壤交换量不致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

(’ 四 )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试验表明
,

在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上
,

单施化肥
,

也可获得高产
。

化肥区每年施

入土壤的N P K 虽均低于厩肥及其他处理
,

但其水稻产量仍居各处理的首位
,

4年平均年产达

5 17
.

5公斤
,

比厩肥区 4 34
.

6公斤增产 1 9
.

1 %
。

但其产量逐年明显下降
,

其原因可能与磷
、

钾

肥施量偏少有关
。

施厩肥处理 6 的产量
,

第一年远低于化肥区
,

第二年接近
,

第三年略超过
,

第四年可能

因降水量较高 (达 2 2 9 5
.

5 m m )
,

试验田地下水位升高
,

厩肥未能充分发挥其肥效
,

故其产 量

略低于化肥区
。

施稻草处理
,

施用星增至 4 00 公斤 (处理 5 ) 对当季水稻产量的影响仍不明显
。

如 4 年晚

稻平均亩产
,

未施稻草的处理 2
·

为 1 9 6
.

5公斤
,

而施用稻草的处理 4 最高产量也仅为 19 8
.

7公

斤
,

二者几乎是平产 ; 又如 1 9 8 3年晚稻
,

虽稻草施量增加
,

但施量最多的处理 5与处理 2 其

亩产均为 1 1 3
.

3公斤
。

这可能与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和化肥用量较大有关
。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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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连续 4 年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稻草对改善土壤腐殖质品质和土壤结构均有一定的良

好作用
,

但在土壤有机质含量及化肥用量较高的条件下
,

对当季水稻产量没有明显的增加效

果 ; 厩肥可改善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肥力
,

具有确定无疑的肥效 ; 土壤有机质含量达 3
.

50 %

以上的潜育型水稻土
,

单施化肥对土壤性质没有明显的不良影响
,

同样可获得高产
,

但在施

足氮肥的同时
,

还必须施足磷
、

钾等肥料
,

才能保持高产稳产
。

作物高产后其根茬和稻杆也

多
,

从而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厩肥等来源
,

使土壤有机质得到补愕
。 燕

了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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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马 肝 土 田 和 黄 白 土 田 耕 层 土 壤 的 农 化 性 质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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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马黄

协 和阳离子交换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 1) 马肝土田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和速效磷都低于黄白土

田 , ( 2 )黄白土田全钾和速效钾则明显少于马肝土田
,

在此类土壤中钾肥的效果较为明显
;

(3 )

马肝土田的阳离子交换量较黄白土田高出 3
.

2毫克当量 / 1 0 0克土
。

综上所 述
,

皖西黄土岗地的地貌分割成岗
、

垮
、

冲
、

阪
,

直接影响到黄土母质的分异
。

无论是地带性土壤一黄棕壤
,

还是人为土一水稻土
,

其土壤形成及其特性
_

,

都受到地貌和成

土母质的深刻影响
。

因此
,

同一土类在亚类以下划分土属时
,

要考虑成土母质的分异对土壤

属性的影响
,

应将原积黄土和运积黄土所发育的土壤划分为不 同的土属
,

不能将二者混为一

谈
。

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产上都具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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