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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和研究表明 〔1
,

幻
,

土城中还原物质积累过多
,

常是直接或 间接导致潜育性水稻

土上水稻生长不良和产量较低的原因之一
。

F +e
+

又是土城还原物质的主要成分
。

因此
,

我们

曾于 1 9 8 1年以施用 F+e
本 、

葡萄糖
、

紫云英的方法
,

模拟田间土城还原条件
,

进行了水稻盆栽

试脸
,

对潜育性水稻土 中N素供应特性及N 素平衡作了初步研究 st 〕
。

试验表明
,

施入亚 铁使水

相明显减产
,

但却促进了水稻对化肥 N 素的吸收利用
,

减少了 N素的损失
。

为了进一步摸 清

和脸证施入 F+e
+

对水稻土中尿素N素平衡的影响
,

1 9 8 2年继续进行了这项工作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供试土城采自湖南桃源县茅草街乡官山村
,

系第四纪红土发育的潜育性水稻土
,

有机质

2
。

8 2% (重格酸钾法 )
,

全氮0
.

2 5 5% (克氏法 )
,

速效礴 ( P
: O 。

) 2 1pp m (碳酸级钠法 )
,

速效钉 ( K
:
O )

63 PPm ( , 酸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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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徽米粘粒 1 6
.

6% (吸管法 )
,

代换量 8
.

24 毫当量 / 1。。克土 ( E D I
一

A按盐

法 )
,

p H (水 )5
.

9( 电位侧定法 )
。

每盆装风干过筛土城 2
.

5公斤
,

在施用磷
、

钾肥 ( P
:
O

。 、

K : O各

O
。

5克 )的羞础上
,

分为不施有机肥
、

施紫云英或稻草三大组
,

淹水造成还原条件后
,

每大组

再分别处理
,

共十个处理 (表 1 )
。

1 9 8 2年 6月 1日将磷
、

钾肥及应施的紫云英或稻草 (每盆施粉碎

风干物质 10 克 )与全盆土城混匀后淹水
,

施N处理于 6月 9日每 盆 施 入
’ ` N 丰度 1 1

.

19 %含 N

0
.

35 7克的尿素溶液10 毫升
,

并与上层约 5 厘米土族混合
,

然后将 20 毫升硫酸亚铁溶液 ( F e + +

含

t 为土重的 0
。

06 % )
,

用针筒多点注入应施 F+e
+

处理的盆内约 6厘米深处的土中
。

盆底不渗漏
,

, 复 4次
。

每盆栽稻 3穴
,

每穴 3株 (广陆矮四号
,

秧龄37 天 )
,
7 月 21 日 (始稼期 )结束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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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施入 F e
+十

对稻株吸收 N, 及尿素 N索平衡的影晌

Fe
千 本

施入土壤后
,

迅速水解产生 F e ( O H )
于 、

F e
( O H )

: 、

F e ( O H )
:
等凝胶物质

。

表 2结果表

明
,

F e 离子及含F e化合物显著提高了水稻总累积 N量
,

但并不影响干物质重量
。

主要表现在

促进水稻对尿素N 的吸收利用
,

减少 N素的损失
。

并增加了 N素在土坡中的残留
。

与前报 〔” 〕

所得结果完全一致
。

表 2 F e + 令

对稻株吸收 N t 及 ` 。N 标记尿素平衡的影响 (始稼期 )

1

水稻 (包括根系 )

理 ’净 吸收 N t (赶
「

克 N /盆 )

吸收化肥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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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N 的吸 收

利用率 (% )

土城中残留

(% )

一胭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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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亏 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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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施尿素后其水解产物会使土表 (或田面水 ) p H和N H言浓度升高
,

氨的挥发损失也会随

之增加
。

但如采取混施或深施
,

土城 (或田面水 )的p H 和氨的挥发损失即可降低〔们
。

从表 3 辅助试验结果看出
,
F c + +

施后 5天内
,

对土城 p H有较大影响
,

尔后 p H即逐渐上升
,

除对照处理略高外
,

其他处理均低于 7
.

5
,

估计氨的挥发不是N素损失的主要途径
。

从表 2给

果看
,

施 F+e
+

的处理
,

尿素N 的亏缺仅 2
.

6 %
,

再者施稻草和稻草加 F e + 十

两处理
,
5天后 p H相近

,

而其亏缺则分别为 4 9
.

2%和 2 1
.

3%
,

差异十分悬殊
,

也表明氮的挥发可能不是N 素损失的主

要途径
。

在三组试验中
,

施 F e + +

处理尿素N的亏缺均极明显地低于其对照处理 (表 2 )
,

除施 F e 干 十

处

理的土坡中化肥 N素的残留较高外
,

土壤中N H玄一N含量亦较高 (表 3 )
,

因此
,

主要可能是施

入F e 十 +

抑制了按的硝化过程
。

从而减少了由硝化一反硝化造成的N素损失
。

(二 )eF
+ + 、

有机肥叹合施用对尿素 N众平衡的形晌

由于试验所用紫云英和稻草含N量较高 (分别含N 2
.

67 %和 1
.

58 % )
,

提供了较多的 有 效

表 3 土 表 p H 和 土 滚 N H ,+ 一 N 含 t (抽助试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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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施入梢草及礴
、

钾肥淹水后
,

即施尿亲和F扩
令

溶浓 (浓度和施肥方法与盆栽试脸相同 )
。

2 0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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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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