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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肥 割期及其肥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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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各地耕作
、

土壤
、

品种布局等条件不同
,

对绿肥的合理利用及 割期也持有不同意

见【‘一, 〕。 绿肥别割的迟早
,

不仅直接影响鲜草
、

干草产量和氮素积累
,

同时也关系到肥效的

快
、

慢
、

猛
、

稳
,

因而对不同 割期的鲜草产量
、

肥效
、

根茬残效三者的关系加以研究
,

以明

确绿肥适宜的 割利用时期
。

现就 一 年试验结果论远于后
。

一
、

拭 脆 毅 针

供试绿肥品种为光叶紫花若子和黄花首蓓
。

 割时期分为 月 日
,

月 日
, ,

月 日
,

月 日四期
,

以冬闲田作对照
,

共计五个处理
。

 割后的绿肥地立郎耕翻复

水
,

栽插南京一号釉稻为指示作物
,

进行根茬残效试验
。

试验过程中均未施其它肥料
。

不

同 割期的绿肥肥效试验在大麦茬上进行
,

土壤系黄杂土
,

全氮为 多
,

肥力较差
。

绿

肥施用量 年按每亩施 。。 斤鲜草计算
,

以南京一号釉稻为指示作物
。

年四期

沐 割的若子量分别为每亩  斤
、

斤
、

斤
、

斤
,

黄花首蓓分别为 斤
、

斤
、

斤
、

斤
。

 割后用 担湿河泥沤制成草塘泥施作基肥
,

对照处理施同

量的白河泥
, , 月 日栽插中粳桂花球

,

试验过程中未施追肥
,

因该水稻 品种较为耐肥
,

加上感染胡麻叶斑病
,

长势较差
,

稻子产量偏低
。

年 四期若子 割量为 。斤
、

 ! 斤
、

 斤
、

斤
,

黄花首着为 斤
、

 斤
、

斤
、

斤
,

作肥效试

验
,

措施同上
,

水稻品种为中釉南京一号
。

另以风干的各期等氮量绿肥
,

在室内进行沤腐试验
,

测定不同 割期绿肥有机质分解

和氮素的释放弦度
。

有机质以绿肥残渣重量计算
,

氮素供应弦度以氧化镁
一
铁态氮作指

标
, 一,

乒
、

二
、

桔果和 时兼

一 绿肥产 和质, 的关系

鲜草与千草产量根据 一 弓年三年试验结果 见表
,

不同 割期的若子和

黄花首蓓的鲜草及干草产量差异都很大
。

月上旬绿肥生长正处盛发 初 期
,

鲜 草 产量

一般不足 斤
,

并且含水分高
,

干草产量很低
。

月 日 割的鲜草产量则显著增

加
,

如 年和  年若子每亩分别达  斤和 斤
,

比 月 日 割的分别增产

弓 多 和 多
,

干草产量达 斤和 斤
,

也分别增产 务和 多
。

月

日刘割的均达最高攀
,

鲜草增产 和 ”
,

干草增产 和 务
,

月下句

试验过程中得到袁愈份
、

谢潜渊
、

章荣美
、

钱鹤初等同志帮助
,

参加工作的还有何亚永
、

五金华
、

刘德龙
、

松惠清
、

徐文昌等同志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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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同 翻期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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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花曹猫鲜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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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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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气

若子盛花期后
,

鲜草产量均趋下降
。

黄花首蓓的鲜千草产量变化和若子相似
,

三年结果均

以结荚期 (5 月 11 日)xlJ 割的产量最高
。

英子将近成熟时
,

组织老化
,

含水量降低
,

鲜草产

量均显著下降
,

同时千草也略趋下降
。

上述结果表明
,

4 月下旬以后
,

生长速度渐小
,

含水

量也相应减少
,

因而干物质相应的增高
。

2

.

绿肥的质量

(l) 碳氮比: 若子和黄花首蓓的含氮百分率随生育期的推迟而下降
,

有机碳则逐渐

增加 (见表 2)
。

由于氮案百分率的下降
,

因而碳氮比值则有所增大
。

碳氮比值的大小
,

可

以反映绿肥施用后的腐解过程的快慢
,

这是影响绿肥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

获 2 着子
、

货花! 祖不同刘翻期的砚橄比例

岛

绿绿肥种类类 xlJ 割 期期 1963年年 1964年年

全全全全氮(% ))) 有机碳*( % ))) 碳 氮 比比 全氮(% ))) 有机碳(% ))) 碳 氮 士匕匕

曹曹 子子 4 月11日日 4
。

2 666 斗7
。

8 222 1 1

.

2 333 4

.

8 111 5 1

.

2 111 1 0

.

6 555

44444 月26 日日 4
.
0 777 4 8

.
8 888 1 2

。

0 111 4

.

3 888 5 1

.

1 111 1 1

.

6 777

55555 月1 1日日 3
.
5 000 5 0

.
3 999 1斗

.
4 000 3

。

4 111 5 3

.

2 444 1 5

.

6 111

55555 月23 日日日日日 3
.
2 999 5 2

.
2 999 l ,

.
8 999

黄黄花蔺有有 4 月11日日 3
。

5 999 呼4
.
0 777 1 2

.
2 888 4

。

1 222 5 0

.

1 888 1 2

.

1 888

44444 月26 日日 3
.
2 555 4 7

。

8 555 1 4

.

7 222 3

。

5 111 5 1

.

8 666 1 4

.

7 777

55555 月11日日 2
。

7 111 4 9

.

4 000 1 8

.

2 333 3

.

2 111 5 3

.

3 999 1 6

.

6 333

55555 月23 日日日日日 2
。

9 222 5 1

。

9 666 1 7

.

8 000

.

有机破测定采用灼烧法(550℃)以有机质除 1
.
72斗求得

。

诊

才

(2) 茎叶比 : 若子在营养生长阶段
,

叶片繁茂
,

一般叶重大于茎捍
,

茎叶比小于 l
,

现

蕾后
,

行间郁蔽
,

下部通风透光不良
,

分枝逐渐死亡
,

叶片枯黄脱落
,

茎程重量相对增加
,

因而茎叶比不断增大
,

4 月 26 日为 1
.
17 , , 月 11 日为 1

.
87 ,

, 月 23 日为 4
.
5 4。 茎捍干重

由占总重的 47 % 增至 78 多
,

而叶片干重由 ” % 减至 17
.
2多

。

黄花首蓓自开花至结英期

间茎叶比的变化更 为 明 显 ;4 月 11 日为 一3 0 ,
4 月 26 日为 1

.
52 ,

5 月 11 日为 3
.
3 8 ,

5 月

23 日为 7
.
们

。

由于英子的增长较快
,

茎英比例迅速降低
, 斗月 26 日为 4

.
36 , , 月 11 日为

1.2 7 , , 月 23 日为 1
.
2 1。 说明不同XlJ 割期绿肥的茎

、

叶
、

花英比例的变化
,

是构成绿肥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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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又一个重要因案 (见表 3)
。

农 3 省子
、

货花, , 的不同xIJ 翻期植排性状勺鉴叶比例

蕊蕊几几
桩 株 性 状状 千物质积果变化(克/株))) 茎叶比比 茎英比比

株株株 高高 分 枝枝 地 上上 茎 重重 叶 重重 花英重重重重
(((((厘米))) (个/株))) 部分重重重重重重重

菩菩 子 4 月11日日 51
.
999 8

.
555 0

.
9 111 0

.
4 333 0

。

斗888 0
.
1555 0

.
9 000 呼

.
3 666

着着 子 4 月26日日 91
.
888 7

.
000 1

.
6 999 0

。

9 111 0

。

7 888 0

.

0 999 1

。

1 777 1

.

2 777

着着 子 5 月11日日 117
.
777 3

.
333 2

。

5 666 1

.

5 777 0

。

8 444 0

。

2 222 l

。

8 777 1

.

2 111

若若 子 5 月23日日 15 9
。

333 2

.

555 2

.

0 333 l

。

5 999 0

.

3 555 0

.

8 555 4

。

5 44444

黄黄花首符 4 月11日日 3 8
.
222 5

.
444 0

.
8 555 0

.
4 888 0

.
3 777 0

.
8 666 1

.
3 00000

黄黄花首箱 4 月26日日 63
.
111 4

.
999 1

.
8 000 0

.
9 666 0

.
6 33333 1

.
5 22222

黄黄花首箱 5 月11日日 7 9
.
111 4

.
555 2

.
2444 l

。

0 888 0

.

3 22222 3

.

3 88888

黄黄花首箱 5 月23 日日 114
.
777 4

.
111 2

.
0444 1

.
0444 0

。

1 44444 7

.

4 33333

公

伙

(二) 绿肥的扭寨积具和变化
1
.
氮素积累

绿肥和根瘤菌共栖
,

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案
。

但是因xlJ 割期不同
,

氮素积累的差异

甚大
。

根据两年的测定结果
,

绿肥的氮素积累趋势与干物质是一致的
,

若子以开花期
,

黄

花首蓓以结英期达到高攀
,

每亩氮素积累量分别达 17
.
7斤和 18

.
7 斤

,

此后则渐趋下降
,

这

和单株测定结果具有一致的规律性(见图 1)
。

�黛、卿祝�漱城

刘割 日期( 日/月)

图 1 曹子
、

黄花首箱单株千物质积果

与旅素关系(19“年)

(l) 若子氮素; (2) 曹子干重; (3) 黄花首
枪派素; (幻 黄花首箱干重

。

在不同生育期间绿肥的氮素积 累 速 率 很 不一

致
。

地上部分氮素
,

若子以现蕾前最高
,

开花期间则

逐渐下降
。

黄花首蓓以开花至结英初期最高
,

结英

后则渐降低
。

但是氮案绝对量仍以 , 月 11 日XlJ 割

的最高
。

根据分期测定结果
,

播种至越冬前
,

生长缓

慢
,

氮素的积累很低
,

若子与黄花首猎的单株氮含量

仅分别为 18 .2 4毫克和 18
.
72毫克

。
3 月 26 日 后 随

气温上升
,

绿肥生长增快
,

单株氮累积量显著提高
,

至 4 月 11 日分别达 25 .5 3 和 16
.
30 毫 克

,

日平均积

累 量 为 1
.
70 和 1

.
09 毫克

,
4 月 11 日 至 26 日分别

达 30
.
25 和 28

.
16毫克

,
日积累量为 2

.
02 和 1

.
89 毫

克
,

比前期增加 17
.
7一14

.
4多

。 斗月 26 日至 5 月一l

日虽然氮案积累量日见诫弱
,

但单株含氮量达到高

攀
,

分别为 87 .3 和“.3 毫克
,

比前期增加 17. 9 和

4
.
9多 (见表 4)

。

但是不同xlJ 割期对地下部氮素积累影响
,

则有待继续研究
。

2

.

茎
、

叶
、

花英的氮案变化

绿肥由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过程中
,

不仅茎
、

叶
、

花英的比例发生显著变化
,

同时各

部分的氮素含量也随之变化
,

从 4 月 11 日后
,

若子与黄花首信的茎
、

叶和地上部分的含氮

百分率均随生育期的增长而下降
,

如以 , 月 23 日xlJ 割的地上部分抵量相对值 为 10 0
,

4

月 11 日沐lJ割若子和黄花首楷分别为 147
.
4 和 141

.
1 ,

4 月 26 日 为 一3 3
.
1 和 220

.
2 , , 月 1-

日为 103
.
6 和 109

.
9 ,

花英的含氮量的变化则相反
,

说明氮素转向生殖器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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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4 若子
、

黄花曹落不同生育期橄案强度

若子氮素积果强度(毫克) 黄花首摺拭素积果张度(毫克)

单株总氮t 积 果 t }日平均积累量 . 单株总氮t 积 果 t }日千均积果t

O乃口、护,j
6

,
二
之
户

O
产O1

‘

n
,10
矛

1

1
1
�
U只�

.

…
nU,工,‘n‘

,,j l、夕口U,‘�、少,‘,‘
.

…
O门�,nUIJ, .

�,‘2�11
J,�了,‘n�,�翻/n�,,

.

…
O八�,,J份�了,人月,�Z只�6 / 1 0一26/3 170天

26/3一11/斗 15 天

11/4一26/4 15 天

26/呼一11/5 15天

令
农S

茎

挂肥不同部分的傲案含. 及其比例

释
}

叶 )

!
汽

素%

9
.
10

10
.
28

13
.
12

茎茎 释释 叶 片片

含含氮氮 千重重 含氮是是 占地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 (克))) (毫克)))部分氮氮 含氮氮 千重重 含氮量量 占地上上 含氮氮 干重重 含氮ttt
素素素素素%%% (% ))) (克 ))) (毫克)))部分氮氮 (% ))) (克))) (落克)))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333
.
6999 0

.
4333 15

。

8
777

3 5

。

7 666 5

.

9 444 0

.

斗888 2 8
.
5 111 6斗

。

2 斗斗 5
.
2 999 0

.
1 555

222
。

7 333 0

.

9 111 2 呼
.
8 444 3 3

.
5 888 6

.
3 000 0

.
7 888 斗9

.
1 呼呼 6 6

.
4 222 6

.
2 888 0

.
0 999

222
。

2 444 1

.

5 夕夕 35
.
1777 斗0

.
2 999 5

.
2 666 0

.
8 444 呼4

.
1 888 5 0

.
6 111 3

。

7 222 0

.

2 222

222

.

0 111 1

.

5 999 3 1

.

9 666 5 8

.

0 999 呼
.
9 777 0

.
3 555 1 7

。

斗000 3 1
。

6 333 3

.

6 555 0

.

8 555

222

.

8 888 0

.

呼888 13
.
8 222 3 9

.
5 111 5

。

7 222 0

。

3 777 2 1

。

1 666 6 0

.

呼999 4
.
3222 0

.
8 666

222
.
2 666 0

.
9 666 2 1

.
7 000 3 3

.
9 999 5

.
3 666 0

。

6 333 3 3

.

7 777 5 2

.

8 9999999

111

.

8 222 l

。

0 888 1 9

.

6 666 3 0

.

6 555 4

.

2 000 0

.

3 222 1 3

.

4 444 2 0

.

9 6666666

111

.

6 666 1

.

0 888 1 7

.

9 333 2 9

.

7 444 3

.

7 444 0

.

1 斗斗 5
.
2呼呼 8

.
6 9999999

如

同时从表 5 看出
,

随xlJ 割期的推迟
,

茎部氮素比率增大
,

叶部氮素比率缩小
。

4 月11 日

xlJ 割若子的茎
、

叶氮素所占的百分比为 35
.
75 :64

.
25

,
5 月 11 日的茎

、

叶
、

花的氮素比例为

40
·

2 8
:

5
0

·

6 1
:

9

·

1 1

,
5 月 23 日为 58

.
18 :3 1

.
5 9: 10

.
23。 黄花首蓓的茎

、

叶
、

英的氮素比率
,

在

盛花期后英部氮素积累极快
,

4 月 11 日XlJ 割的茎叶 比例为 ”
.
51:60 .4 9

,
4 月 26 日的茎

、

叶
、

英 比 例 为 37
.
15 :5 0

.
5 1 :12

.
34 ,

5 月 11 日 为 30
.
65 :2 1

.
96 :4 8

.
39 ,

5 月 23 日为 28
.
94 :

8
.
7 8 :62

.
2 8。 以上结果表明

,

不 同XlJ 割期绿肥器官间的氮素和碳氮比差异甚大
。

( 三) 不同1lJ 割期绿肥的腐解特点及其肥效
1.有机质的分解弦度

由于各期绿肥的质量不同
,

其分解弦度也有显著差异
。

根据辅助试验结果 (见表 6)
,

表 6

天

不同刘创期有子
、

黄花盲猎洛侣过程中有机质到余且(占原有机质%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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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割期草塘泥 ~ ~ ~ ~ ~

4 月 11 日草塘泥(着子)

4 月 26 日草塘泥(苔子)

5 月 11 日草塘泥(若子)

5 月 26 日草塘泥(若子)

4 月 11 日草塘泥(黄花首糟)

4 月 26 日草塘泥(黄花首摺)

, 月 11 日草塘泥(黄花首拾)

5 月 23 日草塘泥(黄花蔺槽)

10 天 20 天 30 天 50 天 60 天

19
.
55

25
.
4咚

4 5
.
4 1

6 1
.
5 8



土 维 学 报 14 卷

4 月 11 日和 26 日两期XlJ 割的若子和黄花首蓓
,

有机质的分解很快
,

沤腐 10 天后损失达

60 % 左右
,

剩余量分别为 30
.
12 务

、

37

.

65 务和 28
.
56 %

、

44

.

65 %

,

沤腐 60 天后则仅剩余

12
.
44拓

、

1 0

.

2 9 多和 15
.
52多

、

1 ,
.
, 3务

。

而 , 月 11 日XIJ割的则分解缓慢
,

沤腐 60天后
,

有机质剩余量为 23 .0 2多
、

27

.

0 多
,

比 4 月 11 日XlJ 割的增加一倍以上
,

5 月 23 日xlJ 割绿

肥的有机质分解强度则更为缓慢
。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

绿肥碳氮比大小是决定有机质

分解强度的重要因素
,

别割早的绿肥组织幼嫩
,

碳氮比小
,

茎
、

叶比小
,

有机质的分解快
。

xlJ 割迟的则相反
,

有机质分解缓慢
,

但对土壤腐殖质的积累有利川
。

所以确定绿肥适宜XlJ

割期
,

应该从既能适应下熟作物所需的有效养分供应数量与速度
,

同时又要从培养肥力
,

有利腐殖质的积累的观点出发达到远近结合
。

2

.

氮素的释放

根据室内辅助试验测定结果
,

绿肥沤腐过程中氮案释放量
,

黄花首楷以 4 月 11 日XlJ

割的沤腐 30 夭的最高
,

按态 氮较 4 月 26 日和 , 月 n 日 xlJ 割 的 分 别 增 加 16 .3 多与

16
.
9拓

,

但 40 天后迅速下降
,

肥效猛而不长
,

4 月 26 日和 5 月 11 日xlJ 割的氮案释放量相

仿
,

肥效较稳而关
, , 月 23 日XlJ 割的黄花首蓓已结荚成熟

,

碳氮比与茎叶比较大
,

机械组

织木质化
,

在沤腐初期氮素释放量很低
,

沤腐 20 天与 30 天后只有 5
.
22 与 12

.
27 毫克

,

按

态氮只相当于 4 月 n 日XlJ 割的一半左右
,

但肥效较稳定
。

若子现蕾至开花期xlJ 割的氮素

释放较稳
,

5 月 23 日xlJ 割若子已入盛花期
,

其前期肥效发挥较慢
,

而 30 天后氮案释放量

则较大
。

4 月 11 日xl] 割的氮素释放短促(见表 7)
。

孩 了 着子
、

费花曹落不同戏翻期的姐案释故.

4 月 11 日着子草塘泥

4 月 2‘ 日曹子草塘泥

5 月 11 日曹子草塘泥

5 月 23 日着子草塘泥

4 月 11 日黄花首猪草塘泥
峪月 2 6 日黄花首箱草塘泥

, 月 11 日黄花首箱草塘泥

5 月 23 日黄花首摺草塘泥

白河泥(对照)

卜卜\ 一几分之之
20 天天 30 天天 40 天天 50 天天

不不同x[J \ \ 户解天扮扮扮扮扮扮
创创期草塘泥 \ \ 二二二二二二
444月 11 日着子草塘泥泥 10

.
2111 22

。

5 222 1 6

.

2
555

444 月 2‘ 日曹子草塘泥泥 14
。

2 111 2 2

.

3 111 1 8

。

8 222

555 月 11 日曹子草塘泥泥 16
.
8333 23

.
8000 21

。

3 777

555 月 23 日着子草塘泥泥 13
.
3666 2呼

。

0 111 2 1

。

1 111

444 月 11 日黄花首猪草塘泥泥 10
.
5222 21

。

6 呼呼 9
.
8 333

峪峪月 2 6 日黄花首箱草塘泥泥 11
.
4111 18

.
6111 17

.
3888

,, 月 11 日黄花首箱草塘泥泥 11
。

1 666 1 8

.

5 111 1 0

.

4
555

555 月 23 日黄花首摺草塘泥泥 5
,

2 222 1 2

.

2 777 4

。

0 999

白白河泥(对照))) 2
.
9333 3

。

6 00000

3

.

肥效

从水稻生育期间的长势测定结果 (见表 s) 来看
,

不同XlJ 割期绿肥的肥效在水稻生长

期有显著差异
。

4 月 H 日xlJ 割的若子或黄花首借草塘泥的肥效较猛
,

水稻分粟初期叶色

深
,

分集多
,

据 6 月 18 日测定
,

单株分桑数分别为 2. 4 个与 1
.
夕个

,

地上部分干重分别达

0. 28 与 0. 20 克
,

均较迟别割的优越
。

7 月 2 日仍以 4 月 11 日xlJ 割若子的肥效表现最好
。

而黄花首蓓便呈现脱力
,

叶色转黄
,

7 月 17 日后 4 月 11 日xlJ 割若子的肥效也开始脱力
,

此后则以 4 月 26 日和 5 月 11 日XlJ 割若子的肥效表现较好
,

8 月 11 日 后 以 5 月 23 日X[J

割的表现良好
,

水稻分集数和千重均较高
,

可见
,

绿肥XlJ 割期的不同
,

其分解快慢各异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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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肥效表现有先后之分
。

但对产量影响并不明显
,

1 9 6 4 年结果表明
,

若子以 5 月 23 日XlJ 割的产量最高
,

较对

照增产 ”
.
7多; , 月 n 日与 4 月 26 日XlJ 割的产量相仿

,

分别比对照增产 26 .4 和 26
.
0多

,

4 月 11 日又lJ割的仅增产 22 .4 多
。

4 月 11 日XlJ 割的黄花首蓓肥效较短
,

增产幅度最低
。

4

月 26 日与 , 月 11 日XlJ 割的效果相近
,

均比对照增产 47 务左右
。

5 月 23 日XlJ 割的肥效

持久
,

产量比 4 月 11 日XlJ 割的增产 7. 2%
。

1 9 6 5 年若子和黄花首蓓的肥效均以 4 月26 日

XlJ 割的产盘最高
。

分别比对照增产 14 .3 多和 ”.3 多
。

而 4 月 11 日xlJ 割的肥效和 , 月 11

日和 23 日xlJ 割肥效差异不大 (详见表 9)
。

农 , 不同刘翻期右子
、

t 花 , 右宜月泥对水抽产. 的峨.

渗

产 1965年 1964年 1963年

不同刘
创期草塘泥

t
斤/亩 产 t % 产 t % 斤/亩 产 t %

441
.
7

455
.
咯

呼6 5
.
4

3 3 4
.
6

1 3 2
.
0

1 3 6
。

l

1 3 9

.

1

1
0 0

.

0

d
.

0
4
.

,r�U
口0JO
g
,,
0....

……
,‘
,

b
�

6
g

n“,几,
矛勺了nn,�,‘

2
,‘一U,,d
.刁,月,n�

..二..几,几,.�. .二‘.且..几目.二..二‘.二,‘口�,jo了护0nU今jQU
..

……
‘Ul�,‘声0d
.

n
,‘,,�通
.
哎了
4
,石�匕nU,10

七2口jl‘J已夕d
.七Jlj工Jt

4 月 11 日着子草塘泥

今月 26 日着子草塘泥

5 月 1 1 日曹子草塘泥

, 月 23 日曹子草塘泥

不施绿肥(对照)

4 月 n 日黄花首箱草塘泥

斗月 2 6 日黄花首摘草塘泥

5 月 n 日黄花曹摺草塘泥

, 月 2 3 日黄花首有草塘泥

不施绿肥(对服)

乒

503.8
呼0斗

.
0

1 12
.
7

1 14
.
3

1 1 1
.
9

10 8
。

3

1 0 0

.

0

1 2 3

。

8

1 2 9

。

3

1 2 4

.

7

1 2 呼
.
7

10 0
.
0

斤/亩

489
.
6

50弓
。

2

5 0 5

.

4

5 1 8

。

8

呼0 0
。

0

3 7 5

.

0

斗2 0
。

0

呼2 0
.
8

3 9 9
。

2

2 8 4

。

6

注: 1964年试验的显著差异数 47
.
5斤/亩(曹子)和 28

.
3 斤/亩(黄花首蓓)o

(四) 绿肥根茬的肥效

不同Xl] 割期若子和黄花首蓓的根茬
,

对水稻产量影响极为显著(表 10)
。

根据 1964 年

和 1965年试验结果
,

4 月 11 日与 4 月 26 日XlJ 割的若子根茬水稻产量和 冬 闲 田 产量 相

仿
,

而 , 月 11 日别割的根茬 则 分 别 增 产 9. 2 和 5.4 多
,

5 月 23 日 刘 割 的 增产 20
.
0 和

12 .4 务
。

黄花首蓓的根茬肥效更为明显
,

4 月 11 日xlJ 割的比冬闲田增产 23 .9 和 14. 2 %
,

玻 10 不同刘创期盛茬对水糟产t 的形响

‘

斤斤/亩亩 产 t %%% 斤/亩亩

444 10
.
444 100

.
777 496

。

222

呼呼17
。

555
1 0 2

.

555 喂9 2
.
333

444 4 5
.
000 1 0 9

.
222 5 2 3

.
111

444 8 8
.
888 1 2 0

.
000 5 5 7

.
777

呼呼0 7
。

555 1 0 0

.

000 斗9 6
。

222

斗斗2 5
.
888 1 2 3

。

999 斗9 6
.
111

444 0 5
,

444 1 1 7

.

999 5 2 3

.

111

呼呼8 0
。

444 1 3 9

。

777 5 5 7

.

777

555
5

7

。

555 1 6 2

.

222 5 4 2

.

333

333 呼3
。

888 1 0 0

.

000 4 3 斗
.
555

斤/亩

410
.
4

呼17
。

5

4 4 5

.

0

4 8 8

.

8

呼0 7
。

5

斗2 5
.
8

4 0 5
,

4

呼8 0
。

4

5
5

7

。

5

3 呼3
。

8

产 t %

100
.
7

102
.
5

109
.
2

120
.
0

100
.
0

123
。

9

1 1 7

.

9

1 3 9

。

7

1 6 2

.

2

1 0 0

.

0

斤/亩

496
。

2

喂9 2
.
3

5 2 3
.
1

5 5 7
.
7

斗9 6
。

2

斗9 6
.
1

5 2 3
.
1

5 5 7
.
7

5 4 2
.
3

4 3 斗
.
5

令

注: 196斗年试验差异数为(菩子) 9
.
8斤/亩

,

黄花首信为 48
.
8斤/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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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汽

而 4 月 26 日的增产 17
.
9 和 20

.
4多

,
5 月 11 日的 增产 39

.
7 和 28

.
4务

,
5 月 23 日 的 增 产

62
.
2 和 24

.
8多

。

说明由于XlJ 割期的推迟
,

可以相应地增加根茬量
,

实际上起着增加施肥量

的作用
。

(玉) 绿肥的合理1lJ 割期

根据三年来对绿肥产量
、

肥效
、

根茬残效三者关系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不同XlJ 割期绿肥

的产量和质量均有显著差异
,

并且影响到绿肥在沤腐过程中养分释放的快慢
。

尤其是不

同xlJ 割期根茬肥效的差异极显著
。

所以
,

确定绿肥的合理刘割期
,

必须充分考虑根茬的意

义
。

根据 1964 年和 1965 年试验结果
,

不同xlJ 割期绿肥对稻谷的增产绝对值差异很大
,

以

4 月 11 日X IJ割的若子为 100
.
0 ,

5 月 23 日只IJ割的 分 别 为 175
.
1和 118

.
6 ,

5 月 11 日的为

136
·

4 和 115
.
6 ,

4 月 26 日的为 119
·

9 和 109
.
2 。 根据以上对绿肥产量

、

肥效
、

根茬残效的

研究结果
,

可以认为若子以开花至盛花期
,

黄花首蓓以结英期以后XlJ 割为宜
。

另一方面
,

绿肥XlJ 割期的选择还必须和耕作制度相适应
,

根据水稻品种的生育期
、

耐

肥性及土壤的质地等条件而定
,

既要满足作物生育期间有效养分的供应数量与弦度
,

同时

又要达到培养地力增加土壤有机质与氮素的 目的[41
。

但这些问题都较为复杂
,

有待进一

步研究
。

三
、

摘 要

1.不同XlJ 割期绿肥的鲜草与千草产量有显著差异
,

若子现蕾后
,

黄花首浩初英期后鲜

草的增重幅度不大
,

约为 7一9多
,

但千物质的积累迅速
,

干草增加 34 一58 多
,

若子盛花期

和黄花首猎结英成熟后鲜草产量急骤下降
,

千草产量也略趋降低
,

因而鲜草产量不能作为

绿肥生产率的唯一指标
。

三年的试验结果
,

若子以开花后至盛花前
,

黄花首蓓以结英期
,

在 5 月上
、

中旬xlJ 割为宜
。

2

.

绿肥的氮索百分含量随生育期的推迟而下降
。

有机碳则逐渐增加
,

因而碳氮比值

增大
。

绿肥的有机质分解和氮素释放速率也因XlJ 割期而异
。

XlJ 割早
,

碳氮比小
,

茎叶比小
,

有机质分解快
,

氮素的释放则猛而短
。

若子在开花至盛花期
,

黄花首蓓在结英期XlJ 割的
,

碳氮比 (15 一16) 和茎叶比都较为适中
,

碳氮释放稳而长
。

但是绿肥XlJ 割期必须力求与水

稻生育相适应
,

生育期较短的水稻品种
,

以适当早割
,

碳氮比以 11 一14 之间的为宜
。

生育

期长则宜适当迟割
。

3

.

绿肥xlJ 割迟早对根茬肥效的影响极大
。

XlJ 割愈迟
,

茬 口愈肥
。

这是利用绿肥培养

地力的重要因案
。

因而确定绿肥XlJ 割期必须考虑根茬的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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