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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典型的喜硅作物
,
在土壤有效硅含量不丰的地区

,
水稻施用硅肥是稳产高产的有

效措施
。

根据马同生
、

李志达
、

朱其清等人的研究
,
南通市大部分土壤的有效硅含量属中等

水平 ( 5 10 《 1 00 一 2 00 m g k g
一

)
。

而南通地区的农民历来有施用泥肥的经验
。

河泥除含有机质

和氮
、

磷
、

钾等养分外
,

还有补充土壤硅的作用
。

近年来由于河泥用量 日趋减少
。

水稻增施

硅肥则 日益显得重要
。

为此 , 我们从 1 9 9 0年开始
,
在全市范围内选择有代表性的水稻土

,
进

行了土壤有效硅含量的分析测定和水稻施用硅肥的试验与示范工作
,
并获得 了显著的增产效

果
。

一
、

南通市水稻土有效硅含量

南通市地处长江下游
,

水稻土发育于含有碳酸钙 的长江冲积母质起源土壤上
,

全市水稻

种植面积 2 70 万亩
,

占耕地面积 3 8
.

2 %
。

全市主要土种有效硅含量测定结果表明 (土壤有效硅

用 p H 4醋酸缓冲液提取测定 )
,

如皋
、

海安等地的高沙土
、

沿江夹沙土和潮盐土有效硅含量在

1 00 m g k g
一

左右
,

夹沙土
、

渗育型水稻土含量在 1 00 一 2 00 m g k g
“ ’

间
,
其他种植水稻的地区 土

壤有效硅含量在 2 00 一 3 0 0 m g k g
一

间
。

二
、

硅肥的增产效果

1 9 9。一 1 9 91 年
,

我们在南通市所属的 6 县 16 个乡镇 的土壤上进行了水稻施硅肥增产效果

试验 (每亩施高效硅肥 7 公 斤
,
该肥料含水溶性 5 10

2

在 50 % 以上 ) ,
结果如下

:

(一 )硅肥促进水稻生长

统计材料表明
,
施硅肥 区平均株高比对照增加 3

.

9 % , 总苗数平均增加 8
.

6 % ,
水稻胡麻

斑病发病率下降 1 7
.

5%
,

纹枯病下降 1 9
.

1% (表 1 )
。

表 1 硅肥对水稻苗期生长与防病的影响 在水稻灌浆期
,
施硅区水稻长势明显好

处 理 挤高
、

气 U l l l )

总苗数 胡麻斑 病 纹枯病发

(万 /亩 ) 发病率 (% ) 病率 (% 〕

::
六JQ甘厅̀n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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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照硅对施

比 对照 十 3

增减 ( % )

于对照区
,

平均株高增加 4 %
,

剑叶夹角减少

9
.

3%
,

第 3节间载重抗拆力增加 43
.

4 %
,

后期

植株生长清秀挺拔
,

抗倒伏能力提高 7 4
.

1%
。

特别在水稻生长后期功能叶时间保持长
,
使

每亩成穗率平 均 增 加 5
.

8 % ,
实 粒 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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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硅 肥 对 水 稻 后 期 生 长 与 产 量 的 影 响

竺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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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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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硅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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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4

比对照增 十 4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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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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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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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7 9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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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1 9 9 0
、

1 9 9 1两 年试 点中部分倒伏田 块数据平均
。

3
.

8% , 千粒重提高 2
.

6 % (表 2 )
。

(二 )施用硅肥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根据两年的试验结果统计
,

南通市几种主要水稻 土上施用硅肥
,

水稻实产平均为 5 24 公斤

/亩
, 比不施硅肥的对照区 4 74 公斤 /亩

,
平均增产稻谷 4 9

.

5公斤
,
增产率为 1 0

.

4% (增产幅度

为 4
.

4~ 2 1% ) ,
达极显著增产水平

, ( F = 3 5
.

4 ) F o
.

o l ( 3
.

6 ) 二 9
.

7 5 ,
L

.

S
.

D 0
.

0 1 = 2 2 ) 每亩

增收 39
.

6元
,
扣除硅肥成本费用 1 0

.

5元 /亩
,

可净增效益 29
.

1元
。

根据试验结果测算
,
全市约

有 1 90 万亩稻田需施硅肥
,
若能全面实施

,

其社会效益将十分可观
。

(三 )土壤有效钾
、

硅含量与硅肥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
,

当土壤有效钾含量 > 1 00 m g k g
“ ’ , iS > 20 2m g k g

一 `

时 ,
施硅肥有一定的

增产作用 (增产率 > 5 % )
,

当土壤有效钾含量 < 1 00 m g k g
“ ’ 、

而 5 1< 1 90 m g k g
一 `

时
,
施钾肥

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7 % ) , 施硅增产作用明显 ( 1 0
.

7% )
,

钾
、

硅共施可增产 12
.

2 % ,
当土壤速

效钾 < 7 o m g k g
一 ’ ,

而 iS < 1 70 m g k g “ 时
,

相应的各肥增产率为 7
.

左
、

9
.

3和 1 1
.

3% ;
而当土壤

有效钾 < s o m g k g
一 ` ,

而 5 1< 1 5 0m g k g
一 ’

时
, 三者分别增产可达 1 1

.

7
、

1 4
.

0 和 1 6
.

6%
。

上述

结果充分说明
, 当土壤速效钾

、

有效硅含量均较低时
,

施用硅肥均能取得较显著的增产效果
,

而钾
、

硅肥配合施用增产效果更大
。

三
、

硅肥的用量

硅肥用量试验分别在王鲍乡 (有效硅 < 1 0 o m g k g
’ `

)
、

刘桥镇 (有效硅 < 2 00 m g k g
一 `

) 和墩

头镇 (有效硅 > Z o o m g k g
一 `

)进行
。

亩施 3 一 7 公斤硅肥均能对水稻生长产生一定的有益影响

如叶片宽度
、

茎粗均稍有增加
,
剑叶夹角显著减小

,

茎秆载重抗折力强
。

从穗粒结构分析
,

施

用硅肥后
,
各种用量处理对实粒

、

粒重的增加基本接近
。

增产均达 5 % 以上
。

尤以土壤有效

硅含量低的王 鲍乡试验点
,

以亩施 5 公斤硅肥增产幅度最大
,

经济效益最好
,
在含量最高的墩

头试验点
,
则 以亩施 3 公斤硅肥的增产幅度和经济效益最高

,
因此南通市在 目前施肥水平条

件下
,

亩施 3一 5公斤高效硅肥
,

己可满足水稻 良好生长的需要 (表 3 )
。

如前所述
,

硅肥的增产效果 ( % )与土壤有效硅含量的变化呈显著的负相关
,

其相关方程

表 3 硅肥不同施用量对水稻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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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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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

y = 2 4
。

2 0 4 3一 0
.

0 8 4 3 x r = 一 0
。

9 2 2 8* * n = 1 5

水稻是喜硅作物
,

水稻植株叶茎含 5 10
:

量可达 10 %
,

说明一季水稻从土壤中带走的硅

素是可观的
。

目前南通地 区
, 土壤有效硅含量 > 23 0 m g k g

“ `

时
, 已能满足水稻对硅的需求

,

施用硅肥已没有 明显的增产作用
。

从 1 9 9 1年 10 个样点试验结果分析
,
当每亩施 5 公斤高效硅

肥 (含可溶性 51 0
2

> 50 % )时
, 已能满足水稻高产稳产对硅素的需要

。

四
、

大 田试验效果

1 9 91 年在启东市的寅阳
、

大兴
、

聚南乡和南通县的刘桥
、

平东乡等地及海安县稚周
、

如

皋县林梓
、

如东县新店
、

郊区闸东等乡进行硅肥大田试验
,
结果表明

,
施用硅肥有明显的抗

倒伏作用
,
倒伏程度减轻 61 一 81 % ,

并对水稻后期有明显的保叶作用
,
植株完熟推迟 3 一 5

天 ,
成 穗率增加 6

.

5 % ,
实粒增多 8

.

7 % ,
粒重提高 1

.

2% ,
每亩增产稻谷 6 7

.

0公斤
,

增产率

达 1 2
.

3 %
。

旱稻是一种易倒伏的作物
,
在生产上抗倒伏成为夺取早稻高产的关键问题

。
1 9 9 0

、
1 9 9 1

两年在王鲍乡的试验中
,

分充显示出了增施硅肥的抗倒伏作用
。

早稻施用硅肥将是生产上必

要的增产措施
。

此外
,
在南通县刘桥镇 和如皋县林梓乡土壤有效 硅含量 在 15 0一 2 0 0 m g k g

一 ,

水平条件下
,

还进行了硅肥基施和水稻拔节期追肥对比研究
, 结果表明硅肥在水稻上作基肥

或追肥都有增产效果
,

其中尤以拔节期追施高效硅肥效果更优
。

两年来
,

南通市水稻应用硅肥示范试验
,
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

结果显示
,
在石灰性

土壤上
,
推广水稻施用水溶性硅肥增产技术

,
是南通地区提高粮食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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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钙质结核具有不 同的大小和形态
,

则与地下水保持在这一层的时间长短 和蒸发速率

有关
。

根据
’ 咭
C断代结果

,

地表至 3
.

5米内钙质结核形成的年代
,

可能距 今 2 0 0 0 年到 4 万年

以上
,

而且同一剖面中钙质结核埋藏越深
, `

C年龄就越古老
,

反映了地壳阶段性的缓慢 下

降
。

同时证明这些土壤是发育 在多元的母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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