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镁肥对矫治水稻黄叶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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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福建省三明市所辖 12 个县 (市
、
区 ) 部分土壤的交换性镁含量与水稻黄叶 的关系

。

试验表明
,

施用镁

肥 (M g l 一 1
.

5公斤 / 亩 )可以 矫治水稻黄叶和提高水稻产量
。

随着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

复种指数 的提高以及高产水稻品种的集约栽培
,

我市部分土

壤中镁 的消耗量在不断地增加
; 加之高浓度化学氮肥

、

磷肥和钾肥施用量 的增大和农家肥 (包

括绿肥 )用量 的减少
,

更加剧了土壤中镁素营养的不足
。

近年来
,

在我市部分土壤上水稻及某

些经济作物常因缺镁而发生黄叶症状
,

并有日趋严重之势
。

水稻缺镁黄叶症状多出现在分孽

盛期至穗分化初期
,

远视象
“

火烧
”

状
,

近看稻苗明显失绿黄化
。

症状首先表现于稻株下部 叶

片
,

由幼叶尖
、

叶缘开始色泽退淡变黄
,

叶脉间组织出现黄褐色条斑
,

随后向叶片的中间与叶

基部扩展
,

但叶脉保持绿色
。

重 的全叶黄枯
,

分孽减少
,

结实率降低
,

影响稻谷产量
。

其发

生规律一般是早季重于晚季 ; 连续发生
,

逐年加重 ; 施农家肥和粮肥轮作田轻
,

不施有机肥

与长期种稻田重 , 梯 田
、

溪边田重于平洋 田
。

因此
,

研究矫治水稻黄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生

产意义
。

一
、

试 验 方 法

(一 ) 田间试验 比较了镁肥品种及施用方法对 防治水稻黄叶的效果
。

镁肥品种试验分对

照区 (无镁肥区 )
、

硫酸镁区
、

氯化镁区和钙镁磷肥区 ; 施用方法分基肥
、

追肥和喷施
。

各试

验的小区面积均为 0
.

02 亩
,

随机排列
,

重复 3 次
。

所有试验小区均施有等量 的氮肥 (尿素 )
、

磷肥 (过磷酸钙 )和钾肥 (氯化钾 )
。

供试土壤有灰沙田
、

紫泥田
、

黄泥田和灰泥田等 ; 供试水稻为 7 8 13 0
、

7 9 1 0 6
、

汕优 64 和

威优 64 等品种
。

(二 )土坡交换量及交换性镁含量的测定 按常规法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
。

二
、

结 果 与 讨
一

论

(一 )水田土壤交换性镁的含量

土壤中镁主要呈非交换性镁
、

交换性镁和水溶性镁 3 种形态
。

交换性镁是有效性镁
,

它

的含量是衡量土壤中镁的丰缺程度的重要指标
。

土壤中镁的含量受母质
、

风化程度
、

气候和

淋溶作用等影响
。

三明市地处中亚热带
,

红壤为典型 的地带性土壤
,

在高温
、

多雨 的气候条

* 宁化
、

清流和太宁县 土肥站的 同志参加试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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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

风化
、

淋溶均较张烈
,

土壤中可溶性镁淋失严重
,

致使上体中的含镁星普遍偏低
。

据

对 1 64 个水田土壤耕层土样 的测定
,

土壤交换性镁含量在 3 一 5 2 8 p p m之间
,

平均含量 5 8 p p m ,

占交其中低于 2 5 p p m 的占 1 7
.

2%
, 2 5一 s o p p m 占 5 9

.

6%
, 5 0~ 7 5 p p m 占 2 ]

.

3%
, 7 5一 l o o p p o l

5
.

5%
, 工0 0一 1 2 5 p p m 占 6

。

1%
, 12 5~ 1 5 0 p p m 占3

.

1%
,

大于 15 0 p p m 占 4
.

3%
。

在三明市
,

表 1 水田土壤耕层交换性镁含量 ( p p m )

交 换 性 镁
土 壤 土 样 数

平均含量 变 幅

2 9

3 5

3 9

4 2

5 8

5 9

5 9

6 0

6 6

9 7

5 2 8

1 8一进0

6一 5 8

7一 8 9

1 6一 7 0

6一 1 6 1

3一 1 3 8

5 0一 67

3 2一 13 6

2 8一 16选

3 9一 16 7

换性镁低于 50 p p m 的土壤
,

均占 56
.

7%
。

各土壤 的交换性镁含量变幅较大 (表 1 )
,

其顺序为棕泥田
,

青泥田 一萦泥田 > 冷烂田

> 乌泥田
、

石炭泥田 > 灰泥田 > 黄泥旧 > 潮

沙田 > 沙质田 > 红土田 ;
熟化度高的乌泥田

、

灰泥田镁含量高于熟化度较低 的黄泥田
、

红

土田等
;
质地偏砂 的潮沙田

、

沙质田镁含量

低于质地粘重 的青泥田
、

冷烂田等
。

可见
,

分

布于坡地 的熟化度较低 的红土田
、

黄泥田 以

及溪河两岸的沙质田
、

潮沙田和由冲积母质

发育 的灰泥 田均为缺镁土壤
。

交换性镁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
,

也有随

深度而变化的趋势
,

耕层土壤的交换性镁含

量均低于其他层次
,

说明耕层中镁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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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溶淀积特征
。

交换性镁含量与 p H值有一定的相关
,

土壤交换性镁的含量有随土壤 p H 增大

而增多 的趋势
。

(二 )土壤交换性镁的含量与水稻黄叶的关系

土壤
、

植株的镁素营养状况与水稻发生黄叶的程度有密切相关
。

据资料 报 道
,

土 壤 和

浓 2 土 壤 和 水 稻 植 株 的 含 镁 量 与 水 稻 黄 叶 的 关 系

水稻植株
量镁%含采 样 地 点 土 堆名称 水稻 品种 黄叶程度

( m e /百克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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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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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换性镁

饱 和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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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株缺镁临界值分别为5 0 p p m 和 0
.

1 5 %
。

据对三明市土壤
、

植株含镁量与水稻黄叶的调查
,

表

现有黄叶症状 的植株其镁含量多低于。
.

13 %
,

土壤交换性镁含量在 0
.

3 6m e/ 百克土 (相当于

4 4 p p m ) 以下
,

交换性镁饱和度在 5
.

0%左右 (表 2 )
。

而已有黄叶的植株其镁的平均含量一般

低于 0
.

1 20 %
,

交换性镁低于。
.

27 m e/ 百克土
,

镁饱和度在 3 %左右
; 而生长正常

,

叶色青秀
,

未出现黄叶的植株镁 的平均含量为 0
.

1 74 % ; 交换性镁为 o
.

48 m e/ 百克土
;
镁饱和度为 7

.

。%
。

这些结果表明
,

土壤镁营养不足是导致水稻黄叶的主要原因
。

(三 ) 镁肥对水稻黄叶的影晌

1
.

镁肥对水稻黄叶的影响
。

3年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镁肥能有效地矫治水稻黄叶
。

施镁肥 的水稻其平均 黄 叶 率 为

表 3 镁肥治理水稻黄叶的效果

丛 黄 叶 率 丛黄叶指数

试 验 处 理
比对照
( 士 )

一 17
.

5

一 1 6
.

3

式

、

一.223.482.600理

1 1
.

6%
,

黄叶指数为 5
.

4 2% ;而不施镁肥的水

稻
,

其黄叶率高达 2 5
.

6%
,

黄叶指数 2 2
.

3 %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各种镁肥均有矫治黄叶症

状 的效果 (表 3 )
,

其中钙镁磷肥的效果略优

于硫酸镁和氯化镁
;
使用同一种镁肥

,

以基

施效果明显优于根外喷施
。

验试表明
,

施用镁肥能增加土壤的交换

性镁 的含量
,

提高土壤镁饱和度和增加植株

的含镁量 (表 吐 )
。

亦有利于水稻生长发育
。

2
.

镁肥对水稻产量影响
。

比 对照
( 土 )

对 照

亩基施硫酸镁 13 公斤

亩基施 氯化镁 5 公斤

亩基施钙镁磷 2 5公斤

喷施 4 % 硫酸镁溶液

4 一 2 7

9 一 2 2

3 2 一 3 1

2 一 1 9

%一.34..1315.9.20

缺镁稻田施用镁肥
,

缓解了土壤中交换性镁 的不足
,

使稻苗返青快
,

分萦早
,

从而使有

效穗
、

穗粒数
、

结实率和千粒重等经济性状有明显的改善和产量 的提高 (表 5 )
。

据 19 个试验

表 4 施 用 镁 肥 对 土 壤
、

水 稻 植 株 含 镁 量 的 影 响

试 验 地 点
; 交换性镁饱和度 …水稻植株含镁量

( % ) { ( % )

镁幻性克,百换肖文m(

0
.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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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县水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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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百克土 )

5
.

9 4

6
.

4 4

6
.

19

6
.

2 4

5
.

7 0

0
.

3 0

1
.

3 4

0
.

7 9

0
.

3 9

0
.

3 0

}

5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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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处 理

对 照

亩基施硫酸镁 1 3公斤

亩基施 飘化镁 5 公斤

亩基施钙镁磷 25 公斤

喷施 4 %硫酸镁溶液

对 照

亩基施硫酸镁 13 公斤

亩基施 氯化镁 5 公斤

亩基施 钙镁磷 25 公斤

喷施 4 纬硫酸镁溶液

表 5 镁 肥 对 水 梢 严 量 田 豁 啊

平均亩产 ! 增 产济
ù

实

试验点 ” 亩梦
, } ,

粒 数
(粒 )

、 }
}

一 )

}

状

结 实
(%

率
1

千 粒 重
{ (克 )

80

7 7

2 6

2 5

竺一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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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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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统计
,

施用镁肥比对照亩增稻谷 7
.

6一 83 公斤
,

增长 2
.

0~ 2 9
.

0%
,

平均每亩增 产 3 4
.

8公

斤
,

增长率为 1 1
.

8%
。

经显著性测定
,

各值均达极显著水平
。

试验表明
,

镁肥使用方法不同
,

其效果差异较大
。

据 7 个试验点统计
,

基施 (硫酸镁 )处

理比对 照平均每亩增产稻谷 41
.

7公斤
,

增长率为 12
.

8% ; 根外喷施 (硫酸镁 ) 平均亩增稻谷

2 3
.

1公斤
,

增长率为 7
.

1% ;
基施比根外喷施亩增稻谷 1 8

.

6公斤
,

增长 5
.

3%
。

可见
,

镁肥作

基施用对于矫治水稻黄叶
,

其效果优于作追肥用或根外喷施
。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
,

硫酸镁
、

氯化镁和钙镁磷肥 3 种镁肥对水稻产量的影响无明显差异
,

表明此 3 种镁肥中的何任一种均可作为镁肥施用
。

三
、

结 论

1
.

三明市水田土壤缺镁现象比较普遍
,

特别是分布于坡麓地带的红土田
、

黄泥田
、

溪河

两岸的沙质田
、

潮沙田和冲积母质发育的灰泥田等土壤其交换性镁含量均低于 5 0 p p m ,

表明

此类土壤中镁素营养明显不足
,

常使水稻因缺镁而黄叶
,

影响产量 的提高
,

是当前农业生产

上 的突 出问题
。

2
.

土壤交换性镁含量低于 0
.

3 6 m e/ 百克土 (相当于 4 4 p p m )
,

土壤镁饱和度在 5
.

0 %左右
,

常引起水稻缺镁
,

表现缺镁症状的稻株镁含量多在 。
.

13 % 以下
。

水稻缺镁症状发生在分粟盛

期至幼穗分化初期
,

下部叶片明显失绿黄化
,

叶尖
、

叶缘出现黄褐色条斑
,

轻 的叶脉保持绿

色
,

重 的全叶黄枯
,

影响稻谷产量

3
.

施用镁肥能治理水稻缺镁黄叶
,

提高产量
,

其肥效与使用方法有密切关系
,

以早施为

宜
,

一次性基施效果最好
; 钙镁磷

、

硫酸镁和氯化镁 3 种镁肥 的肥效相当
,

各地可根据肥源

选择使用
; 用量以亩施纯镁 1 一 1

.

5公斤
,

即可基本满足水稻生长发育 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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