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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Psz 探豺大豆根系的吸肥深度
*

陈 敛 菜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奥研努所)

一
、

目 的

合理的深耕是我国农民获得高额丰产的主要握验之一
。

深翻土地为什么能显示出这

样互大的作用
,

一般款为土地握过了深翻
,

加深了耕作层
,

破坏了犁底层
,

使土壤疏松熟

化
,

对保蓄水分
,

释放养分
,

扩大作物的营养吸收面积
,

促进根系的良好发育
,

改善植株地

上部分的营养条件均有良好影响
,

因而表现根深叶茂
,

产量提高
,

但是在过去往往仅依据

对根系剖面的观察和测定来推断作物对不同深度土层中养分吸收的情况
,

这显然是不够

的
,

为了更直接的来判断作物的吸肥深度
,

国内虽曾在这方面作了一些研究L1, 月 ,

但报导不

多
,

特别是对一些主根发达的作物如豆科之类
,

报导更少
。

为此我佣用 P32
布看 了田简大

豆根系吸肥深度的研究
,

企图进一步研究大豆根系对不同深度土层中 P32 的吸收孩度和

比重
,

并从理渝上探衬大豆的适宜深耕深度及其养 分的 吸 收动态
,

以隶对农业生产能

有所参考
。

二
、

试 脆 方 法

拭瀚是在吉林省榆树县农场的黑土大豆献验田上进行
,

前作高粱
,

土地较肥
。

拭骑处理
:
为深耕 40 厘米

,

把 P臀分层施在 10
,

20
,

30
,

40 厘米深处厚度为 1 厘米

的土层内
,

有机肥料 6 万斤/公顷
,

均匀施入全耕层
,

小区面积为 1 平方米
,

行距 50 厘米
,

共 3 4 株
。

在 10 厘米深处用 1 1
.

7 毫居里 (M e ) 的 P气 在 2 0 , 3 0 , 4 0 1更米深处均用 1 9
.

5

毫居里
。

大豆 品种为小金黄 1 号
, 5 月 13 日播种

,

平作
,

整个生育期 内大豆生长十分健

壮
,

均未表现有射核的毒害作用
,

每次取样的同时
,

在邻近相同条件下的非放射性小区内
,

挖根系剖面进行观察
。

用钟罩舒数管侧定 P 3Z ,

植株全磷用比色法侧定
。

三
、

桔 果 豺 筋

拭盼靓明在播后的第 15 天(播后的第 7 天出苗)用田简幅射仪探侧
, P卫施在 10 厘米

深处时
,

都发现有放射性磷的吸收
。

到播后的 3 4 天取样侧定 P 32
施在 10 厘米深处时的植

株
,

体内已吸胶了相当多的磷
,

由此可知
,

浅层的磷肥对满足大豆早期生育阶段的需要有

重要意义
。

从表 1 看出大豆苗期 90 多以上的 P 32
主要来自 10 厘米处的土层

,

其他各层吸收很少
,

.

参加本填工作的偷有王桂芸
,

彭大有两位同志
。

本报告定稿时蒙姚归耕教授审圈指导
,

特此感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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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 根系对不同土层中 Pa
,

的吸收 (苗期
,

6 月之o 日取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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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至 6 月 2 0 日为 3 4 天
。 .

大于自然本底 1 倍

但此时根据根系分布的观察
,

主根巳深达 39 厘米
,

似乎主根对营养物贯的吸收所起作用

不大
,

营养物厦的吸收主要是依靠最活跃的侧根拿
。

因此亦靓明了东北农民播种的同时
,

施足 口肥为充分供应苗期对养分的要求
,

这种施肥制度是很合理的
。

表 2 根系对不同土层中 Pa
,

的吸收 (分枝期
, 7 月 4 日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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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至 7 月 4 日为 5 1天
。

*
植株从苗期 ( 6 月 2D 日) 到分枝期 (7 月 4 日) 14 夭中

,

来自示踪肥料的艳对吸收量
。

农 3 银系对不同土层中 户
,
的吸收 (分枝期

,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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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至 7 月 17 日为 6斗天
。

*
植株由分枝期到开花期 13 天中

,

来 自示踪肥料的艳对吸收量
。

随着植株发育阶段的不 同
,

植株根系的活跃部位亦随着向下推移
,

从表 2 , 3 看出 ; 来

自 10 厘米深处的 P气 由 9 3
.

3 拓下降到 4 6
.

1另
,

相反的
,

来 自 20 厘米深处的 P肚 由 5
.

1 界

上升到 35 .4 务
,

但植株对 10 厘米深处的 P 32 的吸收量仍占有 50 % 左右
。

在 30
,

40 厘米

深处吸收的 P32
并不很多

。

植株吸收的示踪磷占植株全磷的比重仍然很小
,

最大不超过 6 另
,

这可能与土地较肥

及施肥的方法有关
。

植株由营养生长罄向生殖生长
,

根系向撇深扩展基本停止
,

但根系的活跃部位却棘向

下部
,

把下层的一部分营养物厦源源不断地翰送到繁殖器官
,

使下层的肥料在后期发挥作

用
,

表 4 和图 1
, 2 明显地看出

,

在深耕 40 厘米条件下
,

从植株对 P七 的艳对 吸收量来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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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0
,

20 厘米深处的 P卫 的吸收
,

苗期到开花期是直横上升
,

开花期是植株生育阶段中吸

收肥料最多的时期
,

而枯黄期下降
,

在 30
,

40 厘米处相反而逐渐增加
。

由此看来
,

在开花

期能否最大限度满足大豆营养物质的需要
,

关系甚为密切
。

从相对吸收能力来耕
,

10 厘

米深处由 4 6
.

1务下降到 26
.

2 另
,

20
.

厘米深处由 3 , .4 务下降到 22
.

9多
,

相反的在 30 厘米

深处由 9. 4 务上升到 32 .9 务
,

几乎增加了 4 倍
。

在 40 厘米深处仅占 18
.

5 拓
。

同时从根

系剖面也很清楚的看到在 20 一30 厘米深处有密布的侧根拿
。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大豆发

育阶段的不同
,

根系的活跃部位也不相同
。

施肥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
,

例如往往由于趋

肥过迟
,

施得过浅
,

而此时根系的吸肥活跃部位已握下移
,

则可能使肥效不大
,

反应不明

显
,

特别是磷肥
,

移动性比较小
,

易被土壤固定
,

则情况更会如此
。

但事实上
,

此时并不是

作物不要肥料
。

相反的
,

在作物生殖生长阶段还要一定量的肥料
,

所以为了在大豆整个发

育时期内
,

最大限度地满足植株营养的需要
,

必须采取前期与后期
,

浅层与深层相桔合的

施肥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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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4 日至 8 月 1 日共生长 8 1天
。

*
植株从开花期 ( 7 月 17 日) 到桔英期 (s 月 l 日) 巧天中

,

来自示膝肥料的艳对吸收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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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在深耕 40 厦来情况下
,

根系对不同层次 Pa ,

的相对吸收能力

34夭

(苗期 )

1 4天 1 3天 1 5天
(分枝期) ( 开花期 ) (枯黄期)

图 2 在深耕犯厘米情况下
,

根系对不同层次
P” 的艳对吸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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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拮果征明了东北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

累积的科学的施肥握验的正确
,

那就是

深施基肥
,

施足口肥
,

早抓追肥 (氮
、

磷化肥)
。

如在吉林榆树一带的大豆产区
,

这一握验使

得历年来都保持着大面积的较高产量 (一般 1 70 一20 0 斤 / 亩)
。

根据以上拭输研究的桔果
,

在东北黑土地区
,

对于大豆施用农家肥料似应以 口肥和底

肥为主
。

而关于栽培大豆的耕翻深度
,

黑土地区只要深耕 30 厘米左右tIl 可
,

在目前劳力

和工具不足的情况下
,

也可适当浅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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