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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土类上施用微最元素与大豆生长
、

发育
、

产全及品厦的关系
*

朱 淇 梁之婉 惊恩凰
(中国科学院林业上奥研究所)

对于土壤微量元素的研究以及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
,

国外从上世耙末郎已开始
,

但为

数极少
。

本世祀初
,

逐渐增多
,

至近二三十年
,

Rll 较为广泛
,

并已在理渝与实际应用方面取

得并多研究成果
。

对于大豆
,

以 B 、
M n 、

zn
、 c u

等研究校多
,

M 。
最少

。

我 国大豆素以多产与优盾著称
,

东北为我国生产大豆基地
。

为了大豆增产
,

除其他农

业措施外
,

必须合理施肥
,

其中微量元素肥料的应用亦很值得研究
。

根据 1 9 54 年在黑土上

用 B 、

Mn
、

M。 、 z n 、 c u
对大豆进行的喷射拭翰

,

初步征明这些微量元素对大豆的生长
、

产量与品厦均有一定的作用
,

其中以 M 。
与 Z n 为最显著[11

。

因此
,

从 19 5 5 年起批演在

黑土及其他土类上用这些微量元素对大豆进行了一系列试驮(包括肥料形态
、

施用方法与

用量等 )
。

这些就验征明
,

上远微量元素(特别是 Mo) 施于不同土类中
,

除个别拭输外
,

对

大豆生长与产量及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发育与品质均有不同程度的良好作用
。

一
、

材料和 方法

拭输所用密氏盆除 1 9 5 7 年 M O
拌土与拌种贰输为 20 x 25 厘米外

,

余均为 20 又 20 厘

米
。

每盆施 N [(N氏 )
: 5 0 。] 0

.

1 克
, Pzo ,

[ C a
(H

Zp o ;
)

: ] 与 K Zo (K
Zso ;

) 各 i 克 (19 , s 年无

从 K )
。 1 9 5 5 年重复 2 0 次

,
19 5 6 年 1 8 次

,

每盆均两株 ; 19 5 7 年啃射献盼重复 1 , 次
,

余为

8 次
,

每盆均 3 株 ; 1 9 5 8 年重复 5 次
,

每盆 4 株
。

喧射分苗
、

花
、

荚三期
,

各期溶液用量每

盆分别为 15
、

25
、

30 毫升
。
田 简截盼小区面积为 4 5一50 平方米

,

重复 3一斗次
,

除曙光农

锡的为顺序排列外
,

余均为对照成对排列
,

每公填施基肥 N
、

巧q
、

Kz o 分别为 10
、

60
、

30 公斤
。

大面积拭输的面积一般为 5 00 平方米
,

重复与施肥不一
。
田 简拭输中苗

、

花
、

黄

三期啃射溶液量每公填分别为 3 0 0 、 4 0 0 、
5 00 升

,

以叶面滋满水珠不致下滴为准
。

拌种溶

液用量为种子重的 1 / 斗
,

风干后播种
,

播前种子用升汞水消毒
,

并接种根瘤菌
。

盆钵贰睑

所用品种为中满中熟种小金黄 1 号
,
田简贰翰所用品种随地区而异

。

各年所用微量元素

浓度及用量觅各表
“
处理

”

栏内
。

供献土壤的性厦如表 1 所示
。

二
、

拭 脆 桔 果

(一) 盆肺试旅

在 19 5 4 年初步截验的基础上
, 1 9 5 , 年复用 B 、

M n 、

Mo
、 z n 、

c u s种微量元素对大

.

参加工作的还有租飞剑
、

王家助
、

王美耗
、

陈万发
、

孟繁荣等同志
。

部分田简献脆与有关单位协作或委托进行
,

部分样品的分析亦得到本所微生物室与本室他粗同志的协助
,

特此致榭
。



峪1 8 土 续 学 报 卷1 1 卷

农 i 各年供狱土 , 的全要性足

时时简简 采土或献旅地点点 土 类类 献旅方法法 全NNN 速效NNN 全 P. O ...

速效P , 0 。。
腐植质质 PHHH 厦 地地

(((((((((((% ))) (奄克/// (% ))) (奄克/// (% )))))))
1111111111111 0 0克=k ))))) 10 0克土)))))))))

1119 5 555 吉林榆树 12 区民权村村 黑土土 盆娜娜 0
.

1 4 000 1 2
.

000 0
.

0 999 2
。

3 333 2
.

8 777 6
.

111 重缝土土

1119 5 666 吉林榆树县良种繁玻场场
, ,,

田 简简 0
。

1 4222 1 3
.

444 0
.

0 888 6
.

4 555 2
。

1222 6
,

555 重粘土土

111 9 5 777 同上(瘩地))) 白桨土土 盆娜娜 0
.

1 5 777 8
.

222 0
.

1 000 2
。

0 555 3
.

0 888 6
。

222 重粘奥土土
,, ,,

同上(肥地)))
, ,,

盆琳与田简简 0
.

2 1 000 6
。

888 0
.

1555 2
.

0 000 6
.

4 555 6
.

555 重粘土土
,, ,,

黑龙江宝泉岭农婚四分场场 黑土土 盆琳琳 0
.

2 9 333 1 0
.

777 0
.

1666 2
.

2 555 4
.

9 222 5
.

888 重粘缝土土
,, ,,

同上上 草甸黑土土
, ,,

0
.

2 6 888 1 1
.

333 0
.

1 666 2
。

9000 6
.

0 999 5
。

333 重粘盛土土
,, ,,

黑龙江九三农场场 棕缝缝
, ,,

0
.

3 500000 0
。

1 444 2 8
。

7 444 5
。

6 666 5
.

888 中粘城土土
,, ,,

黑龙江友趁农婚婚 冲积土土
, ,,

0
。

0 800000 0
。

1 222 12
。

0 000 l
。

6 333 6
。

lll 粗粘土土
,, ,,

沈阳农李院院 白装土土 田际际 0
.

2 1 00000 0
.

2 000 1 2
.

0 00000 5
。

555 枢粘盛土土
,, ,, , ,,

黑土土
, ,,,,

0
.

16666666 5
.

888 中粘城土土
111 9 5 888 黑龙江宝泉岭农婚四分场场场场场场 0

.

0 8888888 5
。

000 重粘坡土土
,, ,,

吉林榆树县良种繁殖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 6
.

111 重粘典土土

玻 2 一, 元派施千黑土中对大豆生长
、

坦 ,
、

魔. 及品找的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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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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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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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鬓

重 英熟期
(日/月)

籽实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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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K + 栩酸 1
·

5 毫克/公斤土

N PK + 栩酸 3 毫克/公斤土

N PK + 硫酸盆 6 奄克/公斤土
.

N PK + 硫酸锰 12 毫克/公斤土
N PK + 硼酸 3 奄克/公斤土

N PK 十 硼酸 6 毫克/公斤土
*

N PK + 硫酸锌 6 毫克/公斤土

N PK + 破酸辞 12 寿克/公斤士

N PK + 硫酸铜 6 奄克/公斤士

N PK 十 硫酸铜 12 落克/公斤土
N p K + 混施低量..

N PK 十 混拖高t **

*
因烘英时不惯

,

部分烧焦
,

未能称重
。

.. 低量为各微遥元素单施低量的 1/ 2
,

高量为各微量元素单施的低量
。

**
*
盛花期取样 10 株(5 助的平均数

。

豆进行盆娜截嵘 (表 2 )
。

这一拭盼再次征明
,

这些微量元素对天豆生长
、

发育
、

产量与品

质均有一定的作用
,

并与 1 9 5 4 年所得枯果大致相符
。

就生长来看
,

由于施微量元素处理

几乎一致地都增加株高
、

分枝数
、

总节数
、

叶数与叶竟
,

因而茎叶千重亦随之增加
。

在产量

枯构上
,

由于施微量元素处理的荧数
、

三粒英与千粒重有所增加
,

因而产量亦随之增加 ;其

中仍以 M。
增产最高

,

其次为混施与 z n ,

再次为 c u 、 B 与 M n 。

施微量元素处理一般对

籽实的含 N 量和油脂含量的影响不明显
。

施 Mo 、

混施
、

c u 高与 M n
低四个处理

,

还提

前成熟 1一4 天
。

施 M。 与混施各处理
,

除个别外
,

均提高根瘤干重与植株的含 N 量 (表

3 )
。

可兑它们在促进大豆发育与 N 素代谢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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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3 施 M。 及 5 种徽, 元案沮合施用与大豆植株含 N , 的关系

植植 株 含 N 量 (% )))

地地 上 部部 地 下 部部

*
兑表 2 注

* * 。

为了找出在黑土上对大豆喷射微量元素的最适浓度
,
1 9 5 6 年用上述 , 种微量元素的

5 种浓度对大豆进行了盆殊贰盼
,

M o 的拮果如图 1 所示
,

以 0. 07 务的用酸按为最好 ;硫酸

比照对增加

辫在与 M 。
相同的 , 种浓度中

,

增产均在 7多左右 ;

硼酸滩酸锰与硫酸铜处理
,

由于起始浓度过高
,

所得

桔果只能砚明增产高攀的最适浓度应分别在 0
.

02
、

0
.

0 1 与 0
.

0 0 1界以下
。

因此
, z n 、

B
、

M n 、

C u 的最适

喷射浓度还需要再行确定
。

不过从这一就敏中仍可

大致看出
,

各微量元素对生长在黑土中的大豆的最

适浓度是各不相同的
。

贰输中浓度较适当的各微量

元素处理亦使大豆生长与产量拮构各指标有一定提

高 ;施 M 。
处理还均提前了桔黄期(如对照每株拮荚

弓个时
,

施 M o
各处理每株已拮荚 14 一33 个)

。

吉林与黑龙江的白浆士上所种大豆的面积亦不

匆0

(忿)

图 1

~

万面 吞丽 的5 0
.

0 7 0 一

相 暇 筱浓度(劣)

相酸按浓度对大豆增产的影响

少
,

故 1 9 , 7 年除了在黑土上进行田简贰输外
,

同时用上述 , 种微量元素在这一土中进行

了盆钵贰盼
,

其中 M o 用 3 种不同施用方法进行
,

这些贰肺桔果分别列于表 4 及表 5 。

表 4 徽, 元来施千白桨土中与大豆生长
、

座 , 枯摘及品盆的关系

施施施 处 理理 株高高 茎干干 叶千千 根干干根瘤瘤瘤 叶格格 英数数 三粒英英 千粒粒 籽实产量量 籽实实仔实实
用用用用 (厘来))) 重重 重重 重重 干重重重重重重 素含含 /盆盆 /盆盆 重重重 含 NNN 含油油方方方方方 (克 /// (克 /// (克 /// (克 /// 总节叙叙 量量量量 (克))))))))))))))))) 最最 最最

法法法法法 盆))) 盆))) 盆))) 盆))) /株株 (% ))))))))) 克 /盆盆 %%% (% )))(% )))

拌拌拌 N P KKK 5 6
.

000 33
.

999 3 3
.

333 18
.

000 5
.

777 嘴8
。

000 2
.

3 222 1 6 333 1 1666 1 1888 3 9
.

333 1 0000 4
、

5 555 2嘴
.

111

种种种 N PK + 栩酸按 0
.

04 %%% 7 0
.

666 3 9
.

111 3 7
.

888 19
.

555 5
.

444 5 7
.

000 2
.

7 555 20 888 巧 444 12 777 56
.

888 1斗444 5
‘

3 333 2 2
.

222

NNNNN p K + 和酸按 0
.

2%%% 6 5
.

333 3 7 000 3 6 777 1 7 444 6
‘

555 5 2
。

000 2
。

8 444 1 9 888 1 5 666 12 888 5 8
.

666 14 999 4
,

9 999 2 2
.

555

拌拌拌 N PKKK 6 5 555 3 1
。

555 3 2
.

888 16
.

999 斗
.

777 4 5
.

222 2
。

1222 1 6 333 1 1 222 12 777 斗2
.

000 1 0 000 5
.

2 777 2 3
.

月月

土土土 N PK + 和酸按 2 毫克/公斤土土 6 9
.

999 3 9
.

888 3 7
.

斗斗1 7
.

999 5
.

666 5 1
.

777 2
.

6 444 2 0000 1 4 111 13 111 59
。

111 1 4 111 5
.

3 555 2 1
.

666

NNNNN PK 十 翎酸妓 6 毫克/公斤土土 6 9
.

555 4 0
。

000 3 8
.

111 18
.

555 6
。

333 5 4
.

222 2
.

8 111 2 (jZZZ 14 222 13 000 5 9
.

666 1 4222 5
.

2 888 2 2
.

222

喷喷喷 N l,
KKK 5 3

.

000 2 9
.

777 33
.

222 2 3
.

222 三
。

444 5 5
.

000 2
.

1555 1 7 111 1 1 333 12 555 4 6
.

555 10 000 4
.

斗444 2啼
.

666

射射射 N P K + 翔酸按 0
.

丁%%% 5 8
.

777 3 3
.

888 3 8
.

333 19
。

444 6
.

222 6 2
.

555 2
.

5 111 2 1 222 16 555 12 888 6 1
.

666 1 3 222 5
.

0 666 2 3
.

()))

叶叶叶 N l,
K + 硼酸 0

.

0 ; %%% , 3
。

444 2 9
.

555 33
.

777 2 4
.

444 6
.

222 5 7
.

666 2
。

0 999 1 8 333 1 2 555 13 111 5 1
.

555 1 1 111 4
。

8 555 2 3
. ‘)))

面面面 N P K + 硫酸锌 0
.

01 %%% 5 5
.

000 2 6
。

444 3 0
.

222 2 1
.

999 6
。

lll 5 8
.

555 2
。

1555 16 555 1 2 111 13 000 4 7
.

000 10 111 4
.

3嘴嘴2 ,
.

444

NNNNN P K + 硫酸铜 0
.

()l%%% 5 2
.

222 2 8
.

444 32
。

lll 2 1
。

000 6
.

111 5 5
。

444 2
。

1000 1 6 999 1 1 999 12 999 4 6
.

111 9 999 斗
.

3 222 2 4
.

888

NNNNN P K + 硫酸猛 0
.

0 1%%% 5 6
.

222 2 9
.

333 32
.

555 2 5
.

333 6
.

555 5 6
.

888 2
。

2 333 1 7 111 1 2 777 12 444 斗5
.

888 9 888 4
。

6 111 2 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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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 S 橄一元案施于白萦土中对大豆曹葬器官含N 一及位叶含P , 的形响

施施用用 处 理理 含 N 量 % (盛 花 期))) 叶含P 量量

方方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 )))
根根根根瘤瘤 根根 茎茎 叶叶叶

全全全全全全全 NNN 蛋白NNN 非蛋白NNN 蛋白N /////
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蛋白NNNNN

件件件 N P KKK 斗
。

2 222 l
。

5 333 0
。

6 888 2
.

7 111 2
.

斗777 0
.

2 666 9
.

4 333 0
.

5 333

种种种 N P K + 翔酸按 0
.

以%%% 4
.

1 777 1
.

5 000 0
.

9 777 3
.

7 777 3
。

5 555 0
.

3 777 9
.

5 222 0
.

5444

NNNNN PK + 翔酸按 0
.

2%%% 4
.

4 555 1
.

5666 1
.

0 777 3
。

8 999 3
.

4 666 0
。

3 444 10
.

0 666 0
。

6 111

拌拌拌 N P KKK 4
.

1777 1
。

4 333 0
。

6 111 2
。

4 000 2
。

1888 0
.

2 444 9
.

0 555 0
.

4999

土土土 N PK + 翔酸按 2 毫克 /公斤土土 4
.

4 777 1
.

5 999 0
.

8 999 3
.

6 999 3
.

3 666 0
.

3666 9
.

2 333 0
。

5 888

NNNNN PK + 翔酸按 6 毫克 /公斤土土 4
.

2 777 1
.

6 555 0
.

9333 3
.

7 444 3
.

4 777 0
.

3 555 9
。

8 999 0
.

5666

喷喷喷 N P KKK 3
.

6 999 l
。

4 222 0
。

6 111 2
.

8 555 2
。

5 444 0
。

3 444 7
.

4999 “
·

i
””

射射射 N P K + 扣酸按 0
.

0 7%%% 4
.

2 777 1
.

6 888 1
.

1 555 3
。

9 333 3
。

5 555 0
。

斗222 8
.

3 777 0
。

, 666

叶叶叶 N p K + 硼酸 0
.

0 5%%% 3
.

7 666 1
。

4 888 0
.

8 111 2
.

7 999 2
.

6 888 0
.

2 999 9
.

188888

面面面 N P K + 硫酸辞 0
.

0 1%%% 3
。

7 555 1
.

4 777 0
.

7 777 2
.

8 999 2
.

5 777 0
.

3 222 8
.

0 11111

NNNNN P K 十 硫酸铜 0
.

01 %%% 3
.

7 666 1
.

4 777 0
.

7 777 2
.

8 111 2
。

5 222 0
.

2 999 8
.

6 33333

NNNNN p K 十 硫酸锰 0
.

01 %%% 3
.

6 888 1
.

5 000 0
.

7222 2
.

9 000 2
.

5 999 0
.

3222 8
.

2 22222

这一贰喻表明
,

各微量元素在白浆士上对大豆的效益与在黑土上的不同
, z n 、

c u 与

M n
在所施的这种浓度

一

下均属无效
,

而 B 可增产 n 务
,

M o 的效益更大
,

不渝施用方法如

何
,

籽实增产均在 32 多以上
,

与此有关的生长与产量拮构各指标多数都甚为显著
。

在表征

生长的各个指标中
,

施 Mo 的除浓 度为 0
.

2 拓的处理外均增加了株高
,

并由于总节数增加

较多
,

故叶数亦随之增多(因小金黄品种每节必生一个三小叶的复叶)
,

同时叶碌素的合量

也大有提高
,

因而各器官的干重亦相应大有增加(图 2 及 3 )
。

这些增加
,

不但为固定 N 素
、

吸收营养物厦及进行光合作用等 B[j 造良好条件
,

也为同时或往后的生殖生长创造良好条

件
,

所以在产量精构上
,

Mo 不渝以何种方法施用
,

均提高荚数 21 一28 %
,

三粒荚(小金黄品

种三粒与二粒黄占艳大多数) 25 一46 多
,

千粒重 2一8 %
,

因而产量也随着增加 32 一49 %
。

刁

弩
‘

协

图 2 嵘射翔酸按对大豆生长的影响 图 3 如酸按处理种子对大豆生长的影响

M o
在N 素代谢中的积极作用

,

已为人们所熟知
,

特别是它对固氮与砒酸还原
,

近年已

有较深入的研究
,

并已积累相当多的查料 [2 一 幻 ,

根据本贰脸及前述各贰输
,

施 M o
一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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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瘤干重及各粗橄含N 量的数据
,

也可征明这一事实
。

此外
,

部分施 M 6 处理还提高大豆

叶中的蛋白N 与非蛋白 N 的比率
,

据此
,

并桔合其他研究者所得的查料 , 一切
,

M 。
可能还对

蛋白厦的合成有一定的作用
。

部分施 M 。
处理的大豆叶中磷素含量也有所增加

,

这观明 M o 与 P 之简可能存在着相

互的关系
。

如所周知
,
P在植物体内各种代榭中的作用是最大的

,

因而它对大豆的生长
、

发育
、

产量及品盾的提高也可能在 M。 的影响下起很大的作用
。

为了找出对增产与应用较理想的 M o
肥形态

,
1 9 , 8 年用东北较主要的 5 种士类各以

相酸按与胡酸纳(用酸在 19 54 一 1夕5 5 年的裁验中
,

已征明其有效
,

但较难溶解
,

实际应用

不便
,

故未一并拭翰)对大豆进行喳射及在白浆土上用上逮朔盐进行拌种的裁输
,

其枯果

如表 6 所示
。

农 . 不同土类上不同胡盐对大豆漫育
、

魔. 及品皿的形喃
.

土土 类类 采士地点点 施用方法法 处 理理 开花始期期 杆实产量量 籽卖含 N 量量籽实含油摄摄

(((((((((((日/月))))))))))))))))))) (% ))) (% )))
克克克克克克克/盆盆 %%%%%%%

白白白 黑黑 拌拌 对 照照照 16
。

333 10 000 5
.

1999 2 0
.

000

浆浆浆 龙龙 种种 翎酸按 0
.

05 %%%%% 1 8
.

777 1 1555 5
。

7 000 1 8
.

000

土土土 江江江 栩酸纳 0
.

05 %%%%% 2 0
.

777 12 777 5
.

5 222 1 8
。

888

宝宝宝宝宝 和酸钠 0
.

01 %%%%% 1 8
。

999 1 1666 5
。

5 000 1 8
.

斗斗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岭岭岭岭 喷喷 对 照照 l/ Ixxx 1 4

。

555 10 000 5
.

1 888 1 9
。

555

农农农农 射射 胡酸鼓 0
.

05 %%% 3 0 /v lxlll 1 9
.

999 13 777 5
.

2 888 1 7
.

666

婚婚婚婚 叶叶 和酸润勺0
.

02 %%% 2 9 / v xllll 1 5
。

777 10 888 5
.

5 888 1 9
。

000

面面面面面 相酸幼 0
.

06 %%% 2 9/ v lllll 1 7
.

999 12 333 5
.

6 333 1 7
.

000

棕棕棕 沈沈沈 对 服服 3 1/ v xllll 2 1
。

999 1 0 000 5
.

9斗斗 1 9
。

000

典典典 阳阳阳 相酸胶 0
.

0 , %%% 3 0 / vl llll 2 斗
.

111 1 IDDD 6
.

0 111 1 9
.

000

农农农农农 和酸幼 0
.

0 2%%% 3 1/ vi llll 2 4
,

222 1 1 000 6
。

0 111 1 8
。

444

学学学学学 翔酸幼 0. Q‘%%% 3 1/ vi llll 2 5
.

444 1 1 666 5
。

8 555 1 9
.

222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冲冲冲 沈沈沈 对 照照 1/ IXXX 2 5
.

111 1 0 000 5
。

7777 1 8
.

丁丁

积积积 阳阳阳 相酸鞍 0
.

05 %%% l / Ixxx 2 7
.

222 10 888 5
。

9 444 1 8
.

111

土土土 农农农 如酸幼 0
.

02 %%% 3 1 / v lllll 2 7
.

111 10 888 5
.

9 888 1 8
.

999

拿拿拿拿拿 相酸幼 0
.

06 %%% 3 0 / v lllll 2 7
.

222 10 888 5
。

9 111 19
.

333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服服 l / Ixxx 2 3
.

666 10 000 5
.

7 777 18
。

555

黑黑黑 黑 九九九 如酸鞍 0
.

05 %%% 3 1 / v lllll
·

2 4
。

555 10 444 5
.

6 999 1 9
.

555

土土土 龙龙龙 栩酸纳 0
.

02 %%% 2 9 /v xllll 2 4
.

斗斗 10 333 5
。

6 000 1 9
。

444

农农农农农 翔酸纳 0
.

06 %%% l/ Ixxx 2 4
。

444 1 0 333 5
。

5 444 1 9
.

000

江江江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照照 l/ Ixxx 2 6
。

222 1 0 000 5
.

5 888 1 9
.

333

草草草 黑 友友友 如酸按 0
.

05 %%% 3 0 / v llxxx 2 斗
.

999 9 555 5
。

6 888 1 8
.

444

甸甸甸 二 破破破 如酸纳 0
.

02 %%% 3 0 / v llxxx 2 6
。

222 1 0 000 5
。

5 000 1 9
。

999

黑黑黑
声匕 川 ,,,

相酸纳 0
.

06 %%% 2 9 / v lllll 2 6
.

777 1 0 222 5
.

6 66666
土土土

吞、、、、、、、、、

江江江 婚婚婚婚婚婚婚婚婚

.
由于播种晚

,

生长期短
,

故产量低
。

从表 6 所列产量中可以看出
,

朔盐用于喷射
,

各土类表现不二
,

如在白浆土中
,

按盐优

于纳盆
,

在棕城中Rl1 相反
,

在其余土类中几乎相等 ; 但在同一白浆土中胡盐拌种的效果与

喧射不同
,

纳盐的低量较显著地优于铁盐
,

高量lllJ 相同
。

所以总起来看
,

铁盐与纳盐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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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
,

基本上无大差别(钠盐似乎较优 )
。

由于纳盐生产旅程较按盐筒单
,

成本被低
,

现既效

益相同
,

刻以扣酸纳作 M。
肥较为适当

。

在这一试吸中
,

, 种土类对 M 。 的反应显然不一
,

仍以白浆土最好
,

其次为棕壤
,

再次

为冲积土
,

黑土反而不显著
,

草甸黑土甚至无效
。

施Mo 各处理
,

除个另吐的外
,

一般提前开花 1一3 天
,

可兄Mo 在促进大豆发育方面确

有一定的作用
。

此外
,

施 Mo 于白浆土中
,

一般均增加籽实的含N 量
,

而械低其含油量
,

在

黑土中RlJ 恰恰相反 ;其余土类氮与油脂合量增减不一
,

但一般增的少
,

械的多
。

(二 ) 田两试旅

共进行了两年
, 19劳 年在种大豆最多的吉林榆树县良种繁殖锡不同肥力的黑土上进

行
, 1 9 , 8 年除推按在此进行拭翰外

,

还在吉林与黑龙江的 白浆土及其它土类上进行小区

的及大面积的田简截验
。

这些拭徽桔果分别列于表 7 及表 8 。

公 7 m . 元案对大豆的田周傲. 抽.

时时简简 献 脆 地 点点 土 类类 施用方法法 肥 料 施 用 量量 籽实产量(公担/公顷)))

献献献献献献献脆区区 对照区区 以对服服
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 10 000

111 9 5 777 吉吉 黑 土土 喧喧 PK + 栩酸按 0
.

07 %
...

19
.

000 1 7
。

777 10 777

林林林林 (肥地))) 施施 pK + 硫酸锌 0
.

0 3%%% 18
。

555 17
.

666 10 555

省省省省省 叶叶 PK + 硫酸锰 0
.

01 %%% 18
。

777 18
.

111 10 333

榆榆榆榆榆 面面 PK + 硫酸桐 0
.

00 , %%% 18
.

555 17
。

999 10 333

树树树树树树 p K + 硼酸 0
.

0 5%%% 18
.

555 1 8
.

222 10 222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良良良良 黑 土土土 p K + 如酸按 0
.

0 1%%% 1 3
。

777 1 0
。

666 12 999

种种种种 (瘩地))))) PK + 翎酸孩 0
.

07 %%% 1 4
.

777 1 0
。

777 13 777

繁繁繁繁繁繁 PK + 硫酸辞 0
.

03 %%% 1 1
。

444 10
。

888 10 666

植植植植植植 p K + 硫酸锰 0
.

0 1%%% 12
.

000 1 1
.

000 10 999

易易易易易易 p K + 硫酸翎 0
.

0 0 5%%% 1 2
。

222 1 1
。

666 10 555

ppppppppppp K + 硼酸 0
.

0 5%%% 1 1
.

777 1 1
。

222 10 555

111 9 5 8888888 沟 施施 P(P创J
。
40 公斤/公顷))) 1 6

。

222 1 5
。

999 10 222

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困酸按 0
.

01 %%% 1 8
.

888 17
。

222 10 999

喧喧喧喧喧喧 P + 知酸鞍 0
.

01 %%% 1 9
.

999 1 6
。

888 1 1999

施施施施施施 P + 如酸按 0
.

07 %%% 1 9
.

000 1 6
。

555 1 1555

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
黑黑黑龙江九兰农婚

...
黑 土土 面面 N p K + 栩酸按 O

,

05 %%% 1 6
.

111 1 6
。

333 9 999

黑黑黑龙江宝泉岭岭 白浆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N K + 栩酸胶 0
.

0 1%%% 1 2
。

000 1 1
.

555 1 0 444

农农农婚第四分婚婚婚 拌 种种 N K + p + 犯酸鞍 0
.

0 1%%% 1弓
。

000 1 3
.

000 1 1 555

NNNNNNNNNNN K + p + 翻酸铁 0
.

0 7%%% 1 5
.

444 1 3
。

222 1 1 777

NNNNNNNNNNN K + P + 和酸按 0
.

2%%% 1 5
。

444 13
。

111 1 1 888

黑黑黑龙江曙光农婚****** 沟 施施 PK + 有机肥 2 万公斤Z公填
、、

2 2
.

777 2 0
.

555 1 1 111

PPPPPPPPPPPPPPPPPPPPPK + 翔酸效 0
.

02 %%% 2 3
.

000 2 0
.

555 1 1 222

喷喷喷喷喷施叶面
··

pK + 翔酸按 0
.

0 7呢呢 2 2
.

444 2 0
.

555 1 0 999

.
委托国营农婚九三地区献脆站进行

。

** 委托黑龙江省合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进行
。

从这些拭验数据中首先可清楚地看出
,

同为黑土且时简
、

地点也均相同
,

仅肥力不同

的地上所进行的拭验
,

对 Mo 肥的反应差异甚大
,

如肥地施 M 。 ,

仅增产 7 多
,

而膺地增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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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8 胡肥对大豆的大面积咬射傲曲抽. (19 5 8 年)

土土 类类 拭 旅 地 点点 处 理理 籽 实 产 童童

公公公公公担/公顷顷 %%%

白白 浆 土土 黑龙江宝泉岭农场第四分婚婚 对照照 1 1
。

777 1 0 000

翔翔翔翔酸鞍 0
.

05 %%% 1 4
.

444 1 2 222

翅翅翅翅酸幼 0
.

06 %%% 1 2
.

999 1 1000

黑黑黑龙江宝泉岭农婚第一分婚婚 对照照 l合
。

000 1 0 000

犯犯犯犯酸鞍 0
.

D5 %%% 2 3
。

222 12 999

吉吉吉林东丰县良种繁植婚
***

对照照 1 4
。

999 10 000

栩栩栩栩酸按 0
.

05 % (喷 l次))) 1 6
.

222 10 999

湖湖湖湖酸鼓 0
.

05 % (喧 2 次))) 1 6
。

222 10 999

如如如如酸鞍 0
.

05 % (喧 3 次))) 1 6
.

999 1 1444

黑黑 土土 吉林榆树人民公社长发大队队 对照照 1 7
.

222 1 0 000

111110 小队
***

拓酸按 0
.

05 %%% 3 6
。

999 1 3 666

冲冲 积 土土 黑龙江宝泉岭农婚第三分婚婚 对照照 1 8
。

333 1 0 000

扣扣扣扣酸胶 0. 05 %%% 2 2
。

888 1 2 444

*
协作或委托进行

。

29 一3 7 另
。

其他微量元素亦有此类似筑律
。

据了解
,

肥地是繁殖良种基地
,

年施有机肥及

其他杂肥很多
,

因此
,

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合量可能不很缺乏
,

再施4lJ 肥效较小 ;而膺地为一

般耕地
,

施肥很少
,

可能缺乏微量元素
,

因而反应良好
。

从 1 9 5 8 年在此农锡做的拭验中
,

还可看出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
,

当单施 P 时
,

效盒不显
,

单施 M o ,

可增产 9. 3多
,

而在施 P

的基础上施 M 。 ,

其效盘又比单施 M O
和单施 P 两者的效盘之和高出豹半倍到 1 倍

。

这种

类似现象在白浆土的 田简拭盼中亦可看到
: 当以

‘

N K 为底肥时
,

施 Mo
仅 比对照增产

东3另
,

而当以 N PK 为底肥时
,

比对照增产达 15
.

8务
,

比施 M 。 + N K 处理的增产率几乎

多 4 倍
,

沈魏明 P 与 M。
之简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有盘关系

。

在这两土类中
,

P肥已成为

Mo
肥生效的相关因子

。

白浆土上的小区与大面积田简拭盼靓明
,

施 M 。 的效果比较显著
,

一般在 9一20 外 之

简
。

在这些拭脆中
,

有的效果接近有机肥料
,

有的郎使喧 M O
肥一次亦有较好肥效

,

有的

不萧用于喧射叶面或拌种均有显著而相等的效盘
。

M。
在黑土上的效益比在石浆土上更

不稳定
,

有的增产达 3 7并
,

有的仅百分之儿
,

甚至无效
。

导致不稳定的原因很多
,

上述土

坡性置与底肥不同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

总之
,

M。 不渝施于黑土或白浆土
,

一般均有较显

著的作用
,

根据表 7 与表 8 的小区与大面积田简截盼查料
,

平均增产在 16 务以上
。

此外
,

喷 M。

于冲积土上的大豆
,

亦获得较显著的增产效盘
。

从 1 9 5 5一 1 9 5 8

归钠为下列数点 :

1
.

B
、

Mn 、

M o 、

三
、

桔 晤

年用 5 种微量元素对大豆进行了多次的盆娜和田 简拭翰
,

所得精果可

z n 、 c u

施于黑土中
,

对大豆的增产效果以 M 。
最好

,

在小区与大面

积田朋拭瀚中
,

增产 20 多以上的 3 个
,

10 一20 界 的 2 个
,

10 务以下的 2 个
,

无效的 1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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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微量元素增产均在 9 % 以下或无明显的增产效应
。

就白浆土的盆鲜斌输来看
,

M o

不输用于喷射
、

拌种或拌土
,

增产均在 32 多以上 ; B 可达 n 多; M 。 、

zn
、 C u

Alj 均属无

效
。

田简的小区与大面积拭盼中
,

施 M。
增产 20 多以上的 2 个

, 9一20 务的 9 个
,
4. 3 务

的 1 个
。

Mo
施于棕壤与冲积土中

,

亦有较显著的效盘
。

2
.

微量元素施于黑土中
,

一般均增加了大豆的叶宽
、

叶数
、

总节数与分枝数
,

因而也随

着增加各器官的千重
,

并由于营养生长的促进
,

生殖生长也有所改善
,

因而一般均增加总

黄数
、

三粒英与千粒重
,

从而最后获得增产
。

白浆土中施Mo 与 B ,

亦有类似现象
。

在黑土

上 M o
比其他微量元素更显著

。

3
.

M 。
提高了籽实的的满度

,

大多数也相应地增加了含氮量
,

但对油脂舍量的影响多

数不明显
。

4
.

施 M。
一般可使大豆提前开花 (1一 3 天)

、

黄熟(1一 3 天
,

根据部分田简试盼桔果 )
,

这在无霜期短的东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

5
.

施 M 。
可提高根瘤的干重

、

各器官的含氮量
、

叶中蛋白N 与非蛋 白N 的比率
。

6
.

施 M O
可促进大豆对 P 的吸收

,

提高 P 肥的效益
,

而 P 的施用与否又决定着 M 。

肥

效盘的高低
,

因此
,

M o 与 P 之简存在着互有裨益的协助作用
。

7
.

M。
对不同肥力黑土上大豆的增产效果是瘩土高于肥土

,

相差可达五倍左右
。

可

晃 M 。
对提高低产地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重大意义

。

8
.

用于喷射的 M 。
盐的浓度

,

黑土中以 0. 盯另为最好
,

白浆土中以 0
.

05 多左右较适

宜 ; 拌种用种子重 1 / 4 的 0. 2务 M 。
盐溶液亦可得到较显著的效盘

。

9
,

用朔酸铁与相酸纳两种形态的 M。
肥在 5 种主要土类中对大豆进行喷射与拌种拭

盼征明
,

这两种 M。
盐几乎有相等的效益(纳盐稍优于铁盐 )

,

而制造相酸钠的流程较制造

朔酸铁蔺单
,

且成本较低
,

因此
,

拭制农用胡肥时
,

以相酸纳较为适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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