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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塘泥混制过程的特点及其肥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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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按其腐解的条件不同
,

可以归钠为两大类 BjJ
,

一类是堆肥
,

另一类是福肥
。

由于自然条件和习惯的不同
,

一般来视
,

北方 (旱地 )多用堆肥类的肥料
,

南方 (水田 )多用

福肥类的肥料
。

草塘泥是漏肥类中的一种
,

在苏南地区
,

苏北里下河地区
,

以及浙江的北部地区均有

长短不同的施用历史
,

尤以太湖地区施用历史最为悠久
。

它是多春两季用河泥
、 ’

稻草
、

猪

灰粪
、

椽肥 (主要是紫云英)等混合福制而成的
,

多季是储积材料及预积的阶段
,

春季是福

制腐解的阶段
。

草塘泥制作筒便
,

原料来源广泛
,

作为水稻基肥 , 不仅能源源不断地供拾水稻对养分

的需要
,

而且在改良土盾上也是相当迅速而有效的
。

据稠查
,

宜兴县有一农民
,

速使使用

三年草塘泥
,

使白土 (低肥力土壤)变为蜷血白土
,

土壤肥力得以提高
,

水稻每亩产量也能

提高百斤左右
。

此外
,

草塘泥在刹节各茬 口的肥料上也很重要
,

因为晚稻田的肥料主要是

靠早稻田中的部分碌肥来供抬的
,

但当早稻田耕翻时
,

晚稻田 中的麦子宵未收割
,

因此
,

碌

肥只能福制成草塘泥备作晚稻田的施用
。

关于草塘泥的福制方法及一般农化特性各有关农业单位巳有不少的稠查研究
。

本文

主要 目的对以下几个简题加以研究赶明 : (l) 草塘泥的温制特点及物盾的分解
、

搏化与微

生物的关系 ; (2 )不同处理的草塘泥的肥效及草塘泥各粗成部分的肥效 ; (3 )草塘泥的腐解

产物与磷族的关系
。

么.

一
、

草塘泥泪制特点及物质分解棘化与微生物的关系

(一) 涯制特点
、

草塘泥是始格处于水分过量的情况下腐解的 ; 这种腐解条件与堆肥有很大的差BlJ
,

这

些差别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
.

温度的变化
:
有机盾的腐解实盾上是一种援慢的生物氧化

,

件随着氧化的发生必然

联系着能量的释放
。

因此堆肥在腐解的各个阶段中温度变化十分显著
,

有明显的高温与

低温的阶段
。

温度最高时可达 60 一70 ℃ ; 然而在草塘泥福制过程中
,

温度的变化却十分

平稳
,

变幅很小
,

温度推持在 12 一20 ℃ 之简
,

它的变化动力是由于气温的升降所引起的
,

而不是生物能的释放
。

变幅大小与土温相近似 (图 1 ,

兑第 19 1 真)
。

因此
,

草塘泥腐熟良

好与否就不能以温度的变化来作为判断的指标
。

草塘泥腐熟过程中
,

温差变幅不大的原

因 :
其一是因为草塘泥处于多量的水分环境中

,

水的比热较大
,

温度不易升高 ;其二是分

解不彻底
,

能量未得到充分释放
,

而部分保存在还原性的气休中
,

特别是储存在
“沼气

”

中
。



3一斗 期 草塘泥涸制过程的特点及其肥效的研究

温度的高低与微生物的活动兹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草塘泥在福制过程中很难依朝本

身所释放的能量来提高坑内温度
,

因此
,

草塘泥不适子多季福腐
。

2
.

幽度变化
:草塘泥在福腐过私参扣

,

酸度始胳推持在一定范围内
, pH 值在 6

.

。一7
.

。之

简
。

各种不同配料处理虽略有差别 (猪粪福腐的 pH 值此用紫云英福腐的高)
,

但它俩之简

的变化有着共同的规律
,

即开始时均有下降的趋势
,

而后又渐趋增高(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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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腐解过粗 pH 的变化

户

这种变化
,

显然与堆肥不同
,

堆肥在堆腐过程中 pH值不断的下降
,

以致对微生物的正

常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
,

所以在实践中常需添加石灰以推持一定的酸度
。

从这一角度出

发
,

草塘泥在福腐过程中是无需添加石灰的
,

但有些农民有添加石灰或石膏的习惯
,

且确

有加速腐解的效盘
,

看来这并不是起酸度稠节的作用
,

而可能是钙盾对植物物盾的分解有

良好的生物化学作用
。

‘

草塘泥合有大量的河泥
,

乍具有兹大的吸附表面及高的代换性能
,

这是保征草塘泥在

整个福腐过程中酸度不发生显著变化的主要因素
。

其次是在福腐过程中水溶液中 N H才~N
的不断增高

,

它对酸度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援冲作
:

用
。

3
.

氧化还原 电位的变化
:
通气的好坏是堆肥

或混肥中氧化还原电位高低的主要因子
,

草塘泥

所处的通气条件是十分不良的
,

因此氧化还原电

位较低
,

均未超过 + 60 毫伏
,

添加紫云英福腐的 电

位更低
,

最低值达 一25 毫伏
,

福腐过程中电位的

变化与植物物盾的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
,

腐解愈
’

快
,

电位下降愈显著
,

这显然是氧气被大量悄耗与

汪原性物厦增加的拮果(图 ,s)
。

通气不良
、

过嗤的还原条件
,

对微生物的活

动都有不利的影响
,

农民通常用
‘

翻塘
, ,

的方式来
’

更换这些不利的环境条件
,

以保征腐解正常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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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解过程中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

所以每当
“
翻塘

, ,

后总会出现一次腐解高攀
,

熟程度
。

因此
“
翻塘

, ,

的次数可以代表草塘泥的不同腐

4
.

气休的变化 : 草塘泥福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休从草塘泥的坑表外逸
。

农民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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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气的有无与快慢作为钊断福腐情况的指标
。

由于草塘泥处于十分还原的条件下腐解
,

因此有机盾得不到彻底的分解
,

产生了大量

的 c 氏 和 CO Z ,

而存在的 q 极少
。

狡 1 不同公解借段氛体成分的粗成

李李之》一一从 日 期期 斗月2 6日日 斗月29 日日 5 月13 日日 5 月2 8 日日

””

誉叱弓厂厂
O ,, C O ,,,,,,,,,,,,,,,,,,,,,,,,,,,

OOOOOOOOO ::: C O ,, O ::: C O ,, O sss C O ,,

猪猪 灰 稽 草 草 塘 泥
...

1 8
.

8 222 2
.

8 999 12
.

7 666 7
.

9 777 1 1
。

9 888 1 9
。

7 999 7
.

4 000 1 6
。

5 666

紫紫 云 英 草 塘 泥泥 000 6 7
.

7 111 000 6 7
。

7 111 000 5 1
.

0 888 6
.

5666 3 0
。

8 333

注 : 斗月23 日翻塘加料
。

分析的拮果表明 : 不同处理简气体成分变化的速率相差很大
,

紫云英福制的仅 3 天时

简氧气即完全消失
,

而二氧化碳达 6 7多之多
。

这种情况雄持了一周左右的时简以后
,

二氧

图 斗 粉肥腐解过租中的产气该度及其与翻动的关系

伪
.

牛克干赶花草)

化碳的含量有降低的趋势 ; 此时

氧气又重新出现
。

这并非是腐解

的后期会产生氧气
,
而是腐解速

度诚援后
,

气休扩散的拮果
。

用猪

灰稻草福制的草塘泥情况有些不

同
,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简二氧化

碳的含量~ 直上升
,

以后才逐渐

的下限 室内翰助献瀚也得到同

样的拮果
。

椽肥只要腐解 3一 , 天

产气即基本上停止
,

随之翻动一

次
,

又会重新出现
,

但其量很少 (图 叼
。

稻草刻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简才开始下降 (图 5)
。

i 但从产气总量比较
, 1 斤干稻 草可 产

吸.

2 50

褪

气最ML

奋0 JO
_

5 0 , o

图 5 稻草腐解过程中产气的速度(17 克稻草)

生10 0 多升气体
,

而糠肥仅为稻草的 1 / 5 左

右
,

这种差异
,

显然是由于它俩所含的碳水

化合物高低不一的椽故
。

稻草中碳水化合

物的含量要远远的高于椽肥
。

各个时期中
,

气体成分的变化是随着

腐解的延使
,

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均逐

渐降低
,

而
“沼气

, ,

有相应的增加
,

这是因为

腐解过程中还原性的增张
,

使有机厦愈来

愈得不到彻底分解之故 (图 5)
。

以上拮果表明 :禄肥的腐解速度很快
,

只要几天即可完全腐解 ;而稻草较慢
,

需要

一个多月的时简
,

因此假如将草塘泥中易分解的物盾与难分解的物盾适当的配合在一起

利用易分解的物盾来带动难分解的物盾分解
,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分解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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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物面的分解及摘化与橄生物的关系

草塘泥在福制过程中物盾发生了分解及搏化
,

其最胳的表现是矿物盾养分的不断增

加
,

而这些过程的主导者就是草塘泥中的微生物案
。

1
.

物盾的分解及搏化 :

(1 ) 草塘泥中植物物厦的揖失
:
草塘泥在福腐过程中首先分解的是稻草及椽肥

, ‘

仑fll

表现在重量的减袒
、

以及形态的变化上
。

不仅如此
,

它俩原有各粗成物盾的相对含量也有

所改变
,

表 2 是紫云英握福制后几类物盾的消失情况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紫云英在福制过

程中首先分解的是一些水溶性物盾
、

脂蜡类物盾及半杆推素等
。

而且这几类物盾在福制

的最初阶段消失最快
,

然后渐趋和援 ;杆稚素类是较难分解的物盾
,

当上述各类物盾消耗

到一定阶段时
,

它才开始被微生物作为 戮 2 毖云英泪. 过. 中几类物熨的渭失

总总鱼%%%

帕科98砧23歼斗22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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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源利用
。

稻章的腐解特点与紫云英相 类似
,

所不同的是
,

稻草的杆推素含量较紫云

英高
,

脂蜡及水溶性物质含量较紫云英

低
,

因此在同一时期内总重量的揖失就

不及紫云英快
。

(2 ) 草塘泥泥厦部分中有机厦的变

化 : 由子植物性物盾的分解
,

其揖失的量
,

一方面以 c H 。
及 C o Z

形态散失
,

另一方面以新的有机形态保留在 草塘泥的泥盾部分中
,

枯果使泥质部分的有机盾增高
。

表 3 是各处理有机盾变化的情况
,

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

各处理有机厦均有增加
,

但增加的数量各不相同; 这魏明各处理的分解速度不同
,

稻草草

塘泥分解速度慢
,

因而泥厦部分有机盾的增加也少
,

紫云英虽分解迅速
,

然而能以新的较

稳定的有机形态物厦留存在泥厦部分的亦较少 ; 而稻草草塘泥加石灰处理的有机物含量

高
、

分解亦快
,
所以泥厦部分有机厦增加亦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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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3 各处理有机熨在泪留过租中的变化

222 333 科科 6 000

555
。

q 666 6
.

0 555 7
。

0 999

777
.

7 111 9
。

3 8 *** 7
。

5 222

444
.

8 000 6
。

8 555 8
.

1555

*

腐解 23 天后添加紫云英故有机盾猛烈上升
。

(3 ) 草塘泥中泥盾部分氮素变化 :
氮素变化是两方面的

,

一方面表现在全氮量的增

加
,

和有机盾变化一样
,

各处理增加的数量不同 ; 其变化规律与有机盾变化规律一致
。

另

一方面表现在氮素形态上的变化厂也就是靛随着时简的延按泥盾部分中有效氮素不断的

增长
,

但水解性氮及水溶性氮变化不稳定
,

因为这两种形态的氮素是草塘泥电较为不稳定

的氮素形态
,

屯朽容易被进一步的利用或棘化
。

代换性氮的变化一直随福制时简的延搜而增加
,

因为在草塘溶液中 N氏
十
离子占优

势它不易被其他离子所代换
,

另一方面也因为代换性 N H才较难被微生物直接 利用 的徐

故
。

我 4 各处理在沮留过粗中抓. 的盛化

处 理 } ‘ 制 天数 氮 % 水落性氮% } 水解性氮% } 代换性藏%

、

23科印升

稻 草 草 塘 泥

0
。

2 0

0
。

2 0

0
。

23

0
。

2 斗

0
。

0 3 3

0
。

0 2 1

0
。

0 5 6

0
。

0 6 2

0
。

叶9

0
.

叶,

0
。

05 8

0
。

0 79

0
.

0 0 8

0
。

0 0 9

0
.

0 1 5

0
。

0 1 2

0
。

0 12

0
.

0 15

0
.

1斗2

0
.

0男

0
.

08 8

0
.

0 7 5

0
.

0 8 1

0
.

0 0斗

0
。

0 1斗

内d3�98,
‘13�0
,l右几00�0八“n

ee
00�000

紫 云英草塘泥
魂

23科60科

}
23

-
- 一

-

一
.

一 _
,

} 斗斗

”””
石仄 }

6“

} 7斗

0
.

0 0 8

0
.

02 0

0
.

1斗0

0
。

10斗

0
.

03 斗

0
.

03 6

0
.

0 5 1

0
.

05 1

加权3733一巧19科330000一nU000

阵一

|
一

⋯
一

|

( 4 ) 草塘泥中泥厦部分的磷却变化
:
如表 5

一

所示
,

磷在福制过程中有增高
,

但各处理

简无差异
,

而代换性钾及速效押HlJ 增高的异常显著
。

这靓明在腐解过程中钾握历着明显

的斡化过程
。

2
.

微生物活动状况与腐解的关系 :上面已握提到草塘泥是在浸水条件下腐解的
,

而且

温度变化很少
。

因此决定草塘泥中微生物状况的主要因子是缺氧和低的氧化还原电位
。

草塘泥的微生物的数量如表 6 所示
,

它与水稻士的微生物数量极为相近
,

所不同者
,

草塘泥中有较高数量的固氮菌的存在
,

而且随着福制时简的延艘有不断增高的趋 势 (表

力
。

室内补助截脸表明草塘泥中加有石膏或石灰对固氮菌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

我佣已握提到为了加速腐解
,

草塘泥在福制过程中需要进行
“
翻塘

, ,

操作
。 “
翻塘

,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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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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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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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 菌 (万Z克)
标 本 名 称

真 菌

营 养
查 彼 克 } 嫌 气

放 筱 菌

(万 /克) (万 /克)
固 氮 菌
(个/克)

南 京 水 稻 土

江 四 水 稻 土

草 塘 泥

3
.

2斗

5
。

0

5
.

1

1 9 1
.

0 5 夕
.

0 7 6 0

1 3 2
.

0 斗6
、

0

1 1 7
,

0 2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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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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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土 续
.

学 报 , 奋

微生物起什么作用呢 ? 图 7 及表 8 中可以看到 ; “
翻塘

, ,

以后无渝是微生物数蚤或氧化还

原电位均有显著的升高
,

因此可以欲为
“
翻塘

, ,

之所以能加速腐解
,

是由微生物得到了充分

的氧气
,

活动孩度增大的拮果
,

但是从草塘泥泥盾部分中养分元素的变化情况来看(表 3
、

4
、

匀翻塘次数也不宜过多
,

一般以 1一2 次为宜
,

否4lJ 多化劳力而得益不大 (图 7 )
。

图 , 中可以看出
,

稻草草塘泥加石灰处理的翩菌
、

放接菌始籽高于紫云英草塘泥
,

而紫

云英草泥塘又始格高于稻草草塘泥
,

这与表 3
、

斗、5的拮果极为吻合
。

因此
,

可以从草塘泥中

的韧菌
、

放修菌的数量来判断腐解速度的快慢
。

腐解速度快的
,

刻数量高
,

反之数量就低
。

草塘泥福腐过程中放技菌
,

真菌的成份此较稳定
。

配料不同的草塘泥在腐解的不同

阶段中占艳对优势的放钱菌种是灰色放技菌
,

其次是腊黄色放梭菌和褐色放技菌
,

到了后
’

期揭色放核菌的比重逐渐加大
,

并出现金色和紫色等放枝菌
。

真菌在各腐解阶段
,

成份均

非常单一
,

主要是越霉菌属的真菌
。

知菌成份随着塘内的通气状况有较明显的变化
,

每握

反塘一次
,

即塘内通气稍有改善时
,

韧菌成份中以球菌和捍菌为主
,

侯塘内氧气含量渐少

时
,

则芽抱捍菌有渐渐增多的趋势
。

二
、

不同处理草塘泥的肥效及草塘泥各粗成部分的肥效

(一 ) 草墉泥各姐成那分的肥效

草塘泥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休
,

它所表现的肥效
,

是各个粗成部分粽合作用的拮果
,

是那一粗成部分最有效呢 ? 为了视明这一点我俩进行了砂培献殷
。

1
.

各粗成部分的分离 :

(l) 水溶性部分的分离
: 1 0 0 0 克草塘泥加

‘

20 00 毫升蒸馏水掩匀后静置 16 小 时
,

后离心(4 0 0 0 搏 /分)得水溶性部分及水溶后的草塘泥残渣
。

(2 ) 硷溶性部分的分离 : 方法同上
,

以 0
.

1 N N a 0 H 代替蒸馏水
,

得硷溶性部分
。

臼) 水溶后硷溶部分的分离 : 先按¹ 提

取一次
,

弃去液体
,

取出残渣再按º法提取一

次
,

即得水溶后的硷溶性部分
。

2 .

献阶处理及桔果 :

狡 , 砂 培 处 理 农

千.入

盆号

古123456

日盯
, ”

侧
” 理’

小娜
分干, ,

8

处 理 内 容

草塘泥混合体

趣水提取后的草塘泥残渣

草塘泥水溶性物度

草塘泥碱溶性物厦

草塘泥水溶后的碱溶性物盾

草塘泥碱溶物质 十N 、

P*
、K

N
、P * * 、K

N
、P* 、K

分 盆 用 全

20 0克

20 0克

初O毫升

斗0落升

钓毫升

1克N I 克P: 0 。

0
.

5克K : 0

同 上
同

‘

上

图 8 砂培献脆各处理地上部及地

下部的干重变化
*
磷为过磷酸石灰 ** 磷为磷矿粉

( 1) 贰肠处理 : 如表 9 所示
:

各重复 3 次
,

水稻为南特号
,

生长 40 天的拮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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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截脸拮果 :如图 6 所示
,

各处理简在肥效上的差异很显著如以 1 号处理的干重为

1 00 多
,

刻 2 号处理为 9 7 多
, 3 县为 13 %

, 4 号为 9. 4 %
, 5 号为 7

.

, % (表 1 0)
,

同时可以看

出各处理在植株成分上也有差异
,

特别表现在氮含量上
。

根据这些精果
,

我俩可以把草塘

泥的各粗成部分的肥效书卜列如下的顺序
。

我 10 各 处 理 植 株 化 学 成 分 表

亥夸夔}
N (%) 一(%)

! 一
(% )

⋯
。一(%)

⋯
M扣‘% ,

权6867研7369抖朽00000000
,孟
98 80斗,

‘

0.

⋯
000
,11

.

0斗

1
。

1 8

0
.

7 9

0
.

8 8

0 刀7

1
.

6 8

3
.

4 8

1
。

9 8

0. 朽

0
.

6斗

0
.

0 9斗

0
.

斗8

0
。

3 3

1
。

8 7

3
。

19

3
.

5 2

2
.

5斗

1
.

9 1

1
。

6 8

2
。

7 1

3
。

5 0

3
。

1 4

1
。

1 0

0
.

9 1

0
.

5 7

1
。

3 9

,‘324
�,678

草塘泥混合体 > 水溶后草塘泥残渣 > 水溶性部分 > 硷溶性部分 > 水溶后硷溶性

部分
。

化学肥料处理 ( 6
、

s) 与 1 号
、

2 号处理相近似
。

_

3
.

拮果尉箫 :

(l ) 草塘泥各粗成部分的养分分配情况决定于各粗成部分对养分的容钠能力
,

从桔

果中可以看出如以草塘泥混合休作对照剧握水溶后的草塘泥残渣部分肥效最高
,

挽明他

所容釉的养分最多
。

(2 ) 水溶性部分虽含有较高的氮素
,

但是以 N H才一 为主
,

供应不能持久
,

所以植株

中的氮含量也显著的诚少因而叶色发白
。

( 3 ) 前人工作征明
:
硷溶部分只有在 N

、

P
、

K 含量很丰富时
,

方能显示出它的刺激作

用
,

而且主要是对根的刺激作用
,

但草塘泥的硷溶部分中养分仍嫌不足
,

所以桔果与水溶

性部分相近似
。

( D 草塘泥握水溶后再用硷溶解
,

刻硷部分所含养分更少了
,

所以精果最差
。

(的 草塘泥混合体的肥效与化肥处理相同
,

征明草塘泥有很高的肥料价值
。

( 6 ) 6 号处理及 Z号处理的差异主要是磷肥抉态不同所引起的
。

( 7 ) 在本拭阶中
,

根的长度差异主要是受养分
“活度

, ’

的影响
,

生长在草塘泥上的植株

以吸收吸附性状态的养分为主
,

故根部较为扣长
。

生长在高浓度的化肥水溶液中者
,

根部

官p短壮
。

通过这一贰输税明 : 草塘泥的泥厦部分在保蓄养分上的作用很大
,

因此企图过多的械

少泥的用量
,

不一定是适宜的
。

( 二 ) 不同处理的草塘泥的肥效

不同处理的草塘泥在营养元素的总量上以及各种形态的营养元素均有所差异
,

这种

差异应欲反映在屯俩之简的肥效上的不同
,

为了征实这一点
,

我俩进行了田简就脆
。

1
.

方法及处理 : 就阶是在无踢农校的农锡上进行的
,

献阶材料为中晚稻 8分
,

士城俗



、

加8
.

士 续 李 报 夕卷

名
“
高山土

, ,

(中等肥力)
,

前作为小麦
。

拭殷共分 8 个处理
,

三个粗合
。

(1) 第一粗合
:
这一粗合贰阶的 目的是在于了解翻塘次数对肥效的影响

,

共三个处

理
,

觅表 1 1 。

(2 ) 第二粗合
:
这一粗合的就阶目的是在于征实不同配料的草塘泥的肥效差异(均翻

塘 3 次)共分 , 个处理
,

晃表 120

我 1 1

田 , 代号 ! 处 理 内 容 每 亩 拖 用 量

翻塘 2 次的稻草草塘泥

翻塘 3 次的糟草草塘泥

未握腐解的稠草及河泥

巧0 担

巧0 担

巧。 担

,二,山8

表 1 2

. . . . . . . 七. . 曰 . . . . . . . . . . . . 口. . . . . . 曰. . . . .

田周代号 处 理 内 容 每 亩 施 用 量

翻塘 3 次的褶草草塘泥

翻塘 3 次的稠草草塘妮十员壳粉

翻塘 3 次的紫云英草塘泥

翻塘 3 次的稻草草塘泥+ 石灰

翻塘 3 次的泥炭草塘泥

巧0 担

巧0 担

巧0 担

巧0 担

1 0 0 担

表 13

. . . . . . . . 自. . . . . . .

田简代号
.

处 理 内 容

翻塘 3 次的稻章草塘泥

翻塘 3 次的紫云英草塘泥

硫按
,

过磷酸石灰
,

氛化钾

无肥处理

每 亩 施 用 量

巧 0 担

巧0 担

1 0

1 1

加斤
,

3 0斤
,

2 0 斤

0

O ) 第三粗合 : 这一粗合

的献脆 目的是在于了解草塘泥

的肥效
,

共 4 个处理
,

兑表 13
。

上远各献硫田于19 5 9年 6

月 1 4 日耕翻
、

施肥
,

18 日灌水栽

秧
,

小区面积为 0
.

0 7 0 亩
,

各处

理重复 3 次
,

于10 月中旬收割
。

2
.

献墩拮果及时硷
:

(l) 第一粗合桔果 : 从表

14 及 15
,

可以看出 : 无豁是水

稻的生长状况及产量
,

翻塘 2

次的稻草草塘泥与翻塘 3 次的

稻草草塘泥均无差异
,

由此可

以凯为草塘泥一般翻塘两次即

可
,

再增加翻塘次数并没有显

著的增产效果
,

反而多化劳力
。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
未握腐解

的稻草及河泥
,

其产量仅被腐

解收草塘泥低数斤 / 亩
,

在生长
,

初期反比握福制后的好
,

关于这个简题
,

有必要进一步献硫靓实
。

班 l’ 不同 . 幼次徽对相株生畏的班响

株株 高 (厘来))) 干重(克/ 1 00 株)))

表 15 不同翻幼次故对度, 的影响

产量斤/亩
处 理

产
一

量 } 产 量 (% ) 稻
·

草 重 I 稻 草 (% )

次次料23塘翻 塘翻

未艇握制原

7 0 0
·

7
}

’0‘
·

55

6 9 7
·

0

}
一

1 0 1
·

3 0

6 9 0
。

7 1 1 0 0
。

OU

1 0 65

1 0科

1 09 4

97
.

3 8

, 多
.

斗0

1 00
。

0 0

注 : 原料均为稻草
、

河泥
。

:一⋯
一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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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粗合拮果 :从表 16 及 1 7. 可以看出
,

不向配料的草塘泥肥效有差异
,

这种差异

不仅表现在植株高度
、

干物重以及植株不同生长时期中休内养分含量的不同
,

而尽也表砚

在最后的产量上
,

这些拮果与各种不同配料的草塘泥的矿化速度相一致
,

矿化速度快的
,

肥效亦高
,

因此可以献为凡是有利于草塘泥矿化的物盾
,

均能提高草塘泥的肥效
。

获 16 栽换 62 夭后植株性袱比较 表 17 各种草地泥处理水租崖一迁较

田田简代号号 株高(厘来))) 干 重重 植株舍氮量量
(((((((克 / 10 0株))) (毫克 /株)))

22222 7斗斗 1 8 777 19
。

2 666

33333 8 222 1 9 999 2 1
。

1 000

44444 8 777 2 8 000 2 8
.

0 000

55555 8 444 2斗000 2 6
.

1 666

66666 7 333 1 6 999 1 6
.

7 333

田简代号 最 (斤 /亩) 增 产 (% )

2
.

6

吕
.

7

5
.

6

一IU
.

5

月了一、JO口7
1,

7169737562

廿一

⋯
l

根据这些拮果
,

我俩可以把不同配料的草塘泥的肥效排列成如下的次序
:
紫云英草塘

泥 > 稻草草塘泥 + 石灰 > 稻草草塘泥 + 具壳粉 > 稻草草塘泥 > 泥炭草塘泥
。

这个

拮果视明草墉泥中添加徐肥及石灰
,

对肥效是有益的
。

泥炭不适于福制草塘泥
,

而用作制

造堆肥较好
。

(3 ) 第三粗合拮果
:

狡 18 各处理水糟各生畏时期植物性袱获

天一l栽 秧 后

闷.�护6
. .1,

J
,了

-

79肠巧

,�0

2

一了00R�8
-

2�吕

2

户

株高(厘米)

干重 (克 / 100 株)

含氮量(毫克 /株 )

lll 一一l 111... 、 llll IIIl llllll

斗斗斗 1000 1 111 222 斗斗 1 000 1111

表 18 表明
,

草塘泥与无机肥比较
,

则草塘泥小区的水稻在返青期的株高
、

株重
、

植株

含氮量等均较化肥区水稻低
,

但到了分雍期这种差异就几乎消失
,

到了拔节期草塘泥区的

水稍反而超过了化肥区
,

·

最后产量也以草塘泥区最高 (表 19 )
,

这轰明草塘泥总的养分合
、

量是很高的
,

然而它的释放速度较慢
,

不能符合水稻不同时期对养分的要求
,

因而草塘泥

区的水稻前期生长不及化肥区
,

轰明草塘泥在施用上必需在水稻的初期与后期适量趋加

戮 19 各处理水稻座一表 表 20 草幼泥与化肥配合的施用对度t 的影响

丽
代

盯
一

产量疏
亩) 1 对 产

(%)
2 ! 6 , 7 }

2 1
.

2 3

0

15
.

3 3

吸

�,OJ乙
.

吞
.�,叮矛QU工了8

产产量(斤/亩)))

2 十迫肥

斗

斗+ 追肥

注 : 栽秧62 夫后迫肥田粉 ”
.

5 斤/亩
。

无机肥
,

以弥补草塘泥养分供应不上的缺陷
,

表 20 是追肥的增产的效果
,

可以看出
,
增加

抖
.

5 斤硫胶即可增产 加0 斤左右
,
可晃追肥是非常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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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粗合的拮果也可看到
,

草塘泥的利用率和其他有机肥料一样
,

当年能被利用的

仍是一小部分
,

草塘泥之所以能提高土壤肥力的原因即在此
。

三
、

草塘泥腐解产物对磷族的关系
_

.

草塘泥在整个腐解过程中
,

除了有机厦的矿化外
,

还会出现一些有机酸类的中简产

物
,

可以想象这些产物对于水稻士的特性以及对水稻的生长都会产生直接或简接的影响
,

为此我俩进行了以下的探甜 :

一

(一 )草墉泥腐解产物对 Fe ++ 的关系

水稻士在长期浸水下
,

Fe ++ 的含量往住很高
,

但它并不象在水培中一样对水稻产生毒

害作用
,

此种现象是否与有机物的存在有关 ? 为了阴明 Fe ++ 与有机物盾之简的关系
,

我俩

将腐解数天后的紫云英浸提液与不同浓度的 Fe ++ 溶液混合在一起
,

静置半小时后测定溶

液中剩余的 Fe ++ 量
,

同时做空白截阶
。

拮果表明
:
(1 )加浸提液后 Fe ++ 有显著的减少 ;

(2 )诚少的数量在一定范围内随着 Pe ++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

,

超过此一范围后
,

不再变化
。

这视明了浸提液中的有机物盾不仅与 Fe ++ 有一定拮合的关系
,

同时还有量上的相关性
。

由于这种拮合关系所引起 Fe ++ 形态的改变
,

是否可以消除或者降低 Fe ++ 对水稻的

L不加草犷泥溶液时溶演中户场合盆
之叭狱草犷泥溶油后溶池中刹余的浇货
段如入狱草扩混落灌月溶淮中利余的剐货

(林草扩泥捉取池凭浪的浓度作争呀)

峨‘

璐QD18毗姆刃*渔份寻终

, ,a0 3 的 O润

各处理初加六时几
钾
的即行数

图 9 草塘泥浸提液与 Fe 杆 固的关系

毒害作用呢 ? 为此我俩进行了水

稻在不同浓度 Fe ++ 溶液 中 的水

培就阶
,

拮果表明
,

由于草塘泥

溶液的存在
,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消除 Fe ++ 的春害作用
,

凡是在单

碗 Fe ++ 溶液中生长的水稻
,

只要

Fe ++ 浓度超过 2 00 p户由时
,

水稻很

快就要死亡
,

而加入草塘泥浸提

掖后Fe
十十
浓度达 4 o 0PP m 时

,

水稻

还能正常生长
。

这就轰明了为什

么在我国某些土壤中Fe ++ 含量很

高时对水稻仍无 毒害作用的原

因
,

就是大量施用有机肥料的拮
,
果

。

(二) 草塘泥度解产物对磷的有效性的关系

前人不少截阶征明 : 磷的有效性与土壤中铁的含量有密切的关孔 在上述献阶中肯

定
,

有机物厦与 Fe ++ 有一定藉合的关系
,

这种关系的产生是否可以减少铁对磷的不利影

响
,

以提高磷的有效度呢 ?

下面截盼是用水稻吸收标能磷的多少作指标
,

来探肘草塘泥浸提液与磷
、

敛三者之简

相互的关系
。

武阶采用水培法 : 各个处理是以 2 拓
、

20 拓浓度的草塘泥浸提液为基数(以草塘泥提

取液的原液浓度为 1 00 多)分别配成 5 。、 1 0 0
、

1 5 0PP m 的 Fe
++ 混合液

,

然后在各个处理中

除加 20 毫克的 呼0 ,

外 ; 另加放射性磷(p钓39 .5 微居里
。

另外用单独的草塘泥提取液与



3一弓 期 草塘泥灌制过程的特点及其肥效的研究

单独的亚敛溶液加入同等数量的 P 3 ,
作对照

。

献阶拮果表明 (兑图 1。)
。

(1) 培养液中加入 Fe ++ 时
,

水稻吸收磷的数量显著降低 ; 当 Fe ++ 浓度达 50 PP m 时

吸收量降低 30 买
,

随着 Fe ++ 浓度的增高
, ·

吸收量有批搜下降的趋势
,

由此也征实了磷的有

才

效性与敛的含量有密切的关系
。

(2 ) Fe ++ 溶液中加入一定量

草塘泥溶液后
,

水稻吸收磷的数

量有显著增加
,

其增加量在不同

浓度的亚铁溶液中
,

低浓度的比

高液度的多
。

可兑加入草塘泥提

取液后
,

由于它与 Fe ++ 有一定的

拮合关系
,

因此降低了铁对磷的

不利影 响
,

而相对的提高了磷的

有效性
。

(3 ) 同一浓度 的 Fe ++ 溶液

中
,

加入不同量草塘泥提取液时
,

磷的有效性是多加草塘泥溶液的

比少加的高
。

这也是因为有更多

的Fe ++ 被草塘泥溶液拮合之故
。

(4 ) 培养液中不存在 Fe + 十的

情况下
,

加入草塘泥溶液亦能提

高水稻对磷的吸 收能 力达 50 拓

之多
。

陈陈陈霎霎

图 10 磷的有敖性与 Fe
++ 浓度和草塘泥腐解产物之简的关系

上述桔果都表明由于草塘泥溶液与铁有一定的拮合关系
,

这不仅降低了亚数过多时

对水稻的毒害作用
,

同时也相应的提高了磷的有效性
。

除此以外草塘泥溶液中本身还能

促进水稻对磷的吸妆作用
。

四
、

桔 晤

1
.

草塘泥福腐过程中
,

各种特性的变化与堆肥有着本盾的区别
。

它虽随着配料的不

同
,

有些变异 ;但一般始籽推持在常温 (12一20 ℃)
、

中性(pH 值6一7 )
、

嫌气 (氧化还原电位

60 毫伏以下
,

并出现大量 c H ,
之类的还原性气休)的条件下进行分解的

。

这些条件
,

在某

种程度上对微生物正常保持嗤盛的生活力有着一定的好处
。

2
.

草塘泥中有机物的分解速度
,

以脂蜡
、

半杆推素之类物盾最快
,

杆推素类相对的慢

而迟援
。

与有机物分解的 同时
,

草塘泥的泥厦部分中
,

各种形态的氮素均有增加 ; 磷的变

化不显著 ; 代换性押的含量亦有明显的上升
。

3
.

草塘泥中微生物的情况与水稻土相似
,

但微生物的成分比较单钝
,

而固氮菌的数量

相对的比水稻土要高
,

并随着福腐过程的延疲推擅不断增高
。

从微生物的角度肯定了翻塘对翻节坑内气休状况 与加速腐解有好处
。

斗
,

草墉泥的腐解产物与 Fe ++ 有一定的拮合关系
,
这种关系能消除 Pe ++ 对水稻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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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作用 ;并减少了 Fe ++ 对磷的不利影响
,

相对的提高了磷的肥效
。

此外草塘泥腐解产物

本身也能促进水稻对磷的吸收
。

,
.

肯定了
: ¹ 草塘泥在春天福制为宜 ; 福腐时简一月左右即可

。 º翻塘次数 2 次已

足 ; » 泥盾部分在肥力上有互大作用
,

不可忽祝 ; ¼ 配料时添石灰
、

石膏或椽肥均能加速腐
、

解
,

提高肥效
。

6
.

草塘泥是一种好肥料
,

但单独施用
,

还不能满足水稻各个时期中对养分的需要
,

如

在初期与后期配加适量的无机氮肥
,

能大大的提高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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