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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稻晚卿对不同深度土层中 P32

的吸收献骗深耕合宜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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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我国对于合宜的深耕深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无疑的
,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周
,

题
,

但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简思
。

一般对于这个简题的研究
,

主要是从深耕之后
,

对于土壤物理
、

土壤化学和土壤生物

特性所引起的影响
,

以及对根系发育
、

分布的关系这个角度去进行的
。

在上远这些因素中

比较直接的是根量分布
。

租是
,

根量和根系吸妆竣度之简
,

在很多情况下
,

并不是一致的
。

应用同位素方法就可能在这一方面补足这个缺陷
。

因为同位素方法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准

确度 ;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植物从士壤中吸收的磷和从肥料中吸收的磷区别开来
,

从而

有可能测定根系在不同深度中吸收养分的孩度和比重
。

此外
,

在最近几年来
,

国外对于底土在养分供应方面的作用也开始抬予注意
。

为此
,

我俩进行了下远献瀚
。

献阶是在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献殷地的水稻土上进行的
,

前作是椽肥
,

有三

个深耕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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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尺的处理分三个处理
,

即将放射性磷肥分别加

入到 3一 5 寸
、
7一9 寸

、
1

.

3一 1
.

5 尺的三个土层中
。

施用方法是把放射性肥料先和少量土

壤混合
,

撒播在 4 寸
、 7 寸

、

1 4 寸处
,

然后盖土
。

小区面积为 1 平方米
,

三次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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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处理则分二层 (3一, 寸
, 7一9 寸)施入

。 0
.

5 尺的处理AlJ 只在 3一5 寸处施入
。 6 月 23

日插秧
。

插秧后
,

每天用 田简幅射仪检查植株放射隆竣度
。

植株放射性弦度的增长情况
,

用图 1 表示如下
。

从图 1 可知
,

当植株一开始返青即可得到施在 3一 5 寸处养分的供应(个别小区
,

在返

青前一
、

二天
,

植株发现放射性)而施在 7一 9 寸处的肥料
,

要在返青后大豹半月之后才能

发挥作用
。

当这个深度的肥料发挥作用时
,

水稻已开始分雍
。

因此
,

可知 3一 5
一

寸以上土

层的养分
,

不萧对于返青
,

或者是分雍
,

均将有重要作用
。

第一次采样是在 7 月 29 日进行的
t

。

所得拮果列于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第一
,

在插秧后一个多月的时简中
,

根系的伸展仍未能达到 1 尺以
’

下的土层
,

植株中没有放射隆磷发现
。

其次
,

水稻从 3一乡寸土层中吸收养分的能力高于
7一9寸的处理

。

但是
,

值得注意的是植物从 7一 9 寸土层中吸收养分的能力也是相当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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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株放射性翰度增长情况

很系对不同土层中争” 的吸收(第一次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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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时简是在 7 月 19 日施入的
。

的
。

假若我俩把水稻从 3一5 寸和 7一9 寸土层中吸收的 P32
总量作为 1 00

,

那么
,

大的有
.

玻 2* 很系对不同土层中 P” 的吸收 (第二次采样 8 月巧 日)

PPP . 施用深度 (寸))) 每百株植物含 P韶 量量 根系吸收能力(% )))
(((((p

: o ,

笔克)))))

ttt多多 1 3一1555 0
.

9 ___ 999 0
.

7 111

77777一999 3
。

111 3 111 0
。

7 222

33333一,, 6
。

000 6 000 0
.

7 111

111000 7一999 6
.

222 斗斗斗 0
。

科科

33333一555 7
。

999 5 666 0
。

7333

707900
一一

7
j.lUQZ3we ,

面施

.

在水稻生长后期(抽穗期)用浊射法
,

将 P的 注入不同深度
,

在水稻成熟时
,

测定植株和种子放射弦度
,

在不

同深度的根系吸收弦度方面
,

也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箱果
。



j一4 期 从水稻(晚稻)对不同深度土层中 P犯的吸收
,

拭输深耕合宜深度

和多左右来自 7一9 寸的土层
,

来自 3一 , 寸的 户 AlJ 占 60 多左右
。

第二次采样是在第一次采样的 16 天以后 (8 月 15 日)拮果列在表 2 中
。

表 2 的拮果表明
,

在第二次采样时
,

根系已握达利 1 尺以下
,

但是从吸收孩度上来着
,

是相当微弱的
。

第二次采祥所得到的桔果
,

在根系对不同土层吸收鼓度方面
,

和第一次采样的拮果极

为一致
,

即 3一5 寸的相对吸收能力的为 60 多左右 ; 下层AlJ 仍在 刊 拓左右
。

虽然
,

在二次

采样期简 P32 的吸收艳对量有很大的增加
,

我例从植物对不同土层中养分的吸收 逮度 来

看
,

也得到同样的拮果 (表 3 )
。

软 3 祖系对不同土层中 PS, 的吸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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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及表 2 的桔果中还可以看出
,

即使在水稻生长前期
,

以趋肥状态在土表的磷肥

作用也是较小的(施用方法是把含有放射性的磷肥均匀撒在土表
,

然后用小叉小心的和土
,

壤混合
,

使其分布在土表 飞一 2 寸的土层中 )
。

上述情况征明
,

在水稻生长前期
,

对 7一9 寸土层中的 P32 吸收是相当张办的
。

但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根量的 90 多左右是分布在表土 15 厘米以上范围中的
,

下层根 量的 占

10 拓
,

假若和植物从不同深度中吸收的 户 拮果对照一下
,

就可以看出
,

虽然上下层的根量
‘

要相差 8 、9 倍
,

但根系养分吸收的能力却相差不到一倍
。

这一方面轰明一般所用的从根

最来钊断根系的吸牧能力是不完全正确的 ; 另一方面也靓明下层根量虽少
,

但却具有弦大

的吸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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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桔果可以得出两个印象 :

第一
,

施在 7一9 寸土层中的肥料
,

可以相当弦烈的为植物利用
。

第二
, 7一 9 寸土层中的根系

,

为量虽然不大
,

但却具有相当弦大的吸收能力
。

因此
,

加深耕作层到 8
、

9寸
,

对于作物的养分供应是有重大意义的
。

根据初步印象
,

进

一步加深到 1 尺么上
,

必要性好象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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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我俩初步的拮果中
,

可级着出底土中根系具有相当大的吸收养分的能力
。

琳上
、

下土层中吸收 P犯 的数量来看
,

发挥底土养分供应的潜力
,

对于作物营养具有重要意义
,

而

这一目的
,

只有通过深耕才能达到
。

2
.

关于深耕的合宜深度
,

从我俩的拮果可以看出
,

在晚稻的情况下
, 7一 8 寸较好

。

在

1 尺以下的土层中
,

虽然少量根系在生长后期仍然可以达到
,

但从吸收的养分数量来魏
,

比重不大
。

因此
,

深耕至 1 尺以上
,

就不一定必要
。

3
.

我俩孰为在不同条件下
,

深耕深度应敌有所不同
。

这应决定于
:

(l) 作物种类
,

特别是屯的根系特点和养分需要特点
。

(2 ) 士壤肥力水平
。

(3 ) 深耕前的士堪物理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