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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土壤中硼
、

锌有效性的初步研究

吴镇麒 邝安琪 姚乃华 杨永清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土坡肥料研究所 )

硼
、

锌是植物正常生长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
,

植物缺硼或缺锌将会发生生理功能失

调
,

生长发育受阻
,

从而影响农业产量与产品质量
。

土壤中硼
、

锌的有效供给情况与植物

的硼
、

锌营养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

近年来
,

我们及郊区有关单位对水稻
、

小麦
、

油菜等

作物进行硼
、

锌试验
,

反应不一
。

为了进一步明确硼
、

锌的有效性问题
,

我们对郊区几种主

要的土壤作了调查研究
。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地带
,

是一个河网冲积平原
,

主要土壤类型有青紫泥
、

沟干

泥
、

黄泥头
、

盐土等
。

青紫泥土壤发育于古太湖沉积物
,

属沼泽型土壤
,

地势低洼
,

土体中普遍埋藏泥炭层

或腐泥层
,

质地粘性强
,

声 值 6
.

8一 7
.

5 左右
,

无石灰性反应
,

有机质含量高 (3一 6 外左右 )o

沟干泥上壤和黄泥头土壤发育于江海共同沉积物
,

属草甸型土壤
,

曾经历过盐渍化过

程
,

但早已脱盐
,

地势较高
,

质地偏中
, pH 值 6. 9一7

.

8 左右
,

部分土壤有石灰性反应
,

有机

质含量较高(2一3 多左右 )
。

盐土发育于近代海相沉积物
,

属氯化钠型盐土
,

质地偏砂性
, p H 值 7

.

5一 8
.

0 左右
,

石

灰性反应较强烈
,

土壤中含盐量 (N aC I) 为 0
.

1一 0. 4 多左右
,

有机质含量偏低 (l
.

5 %左右 )
。

一
、

土壤中有效硼
、

锌的含量

土壤的全硼
、

全锌含量不足以反映出它们的有效性
。

通常采用一定的方法提取出来

的硼和锌视为有效含量则和植物吸收的硼
、

锌有较好的相关性
,

因此土壤中硼
、

锌有效含

盆的高低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颇为密切
。

本文中的有效锌用 D T PA 溶液提取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 有效硼以热水煮沸

5 分钟提取
,

姜黄素比色法测定
。

采用上述方法
,

分析了青紫泥
、

沟干泥
、

黄泥头和盐土等

共计 44 个点的有效硼
、

锌含量
,

其平均结果见表 1 。

农 1 上海郊区几种土城的有效翻
、

锌含l

土土 坡 类 型型 标 本 数数 B (p p m ))) Z n
(p p m )))

范范范范 围围 平 均均 范 围围 平 均均

青青 紫 泥泥 l lll 0
.

0 6一0 ; 9咯咯 0
。

5 111 0
。

2 5一5
。

1 111 2
。

1000

沟沟 干 泥泥 l 222 0
.

0 8一3
。

2 000 0
.

呼666 l
。

0 8一斗
.

0 999 l
。

8 555

黄黄 泥 头头 l000 0
。

6 2 一 l
。

3 333 0
。

9 222 0
。

90 一5
。

4 777 2
。

7 333

盐盐 土土 lIII O
。

叼一 1
。

4 777 0
.

9 555 0
。

3 7一l
。

2 999 0
.

7 555

平平 均均均 0
。

0 6一3
。

2 000 0
。

7 111 0
。

2 5一5
。

4 777 l
。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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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初步分析结果
,

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

1
.

有效硼
、

锌含量的变化幅度大
。

表 1 资料表明
,

各类土壤的有效硼
、

锌含量都可能

相差几倍至数十倍之多
。

耕作层中
,

有效硼的含量范围在 0
.

0 6一 3. 20 p
Pm 之间

,

平均值为

0
.

7 1 p pm
,

有效锌的含量范围在 0
.

2 5一 5
.

4 7 p p m 之间
,

平均值为 1
.

8 2 p p m
o

2
.

不同类型的土壤之间
,

有效硼
、

锌的含量有明显的差异
。

有效硼的平均含量以盐土

最高
,

黄泥头土壤与盐土相近似
,

沟干泥土壤和青紫泥土壤最低
,

比盐土和黄泥头土壤低

一倍左右
。

有效锌的平均含量以黄泥头土壤最高
,

青紫泥土壤和沟干泥土壤次之
,

盐土最

低
,

比其它三种土壤低一至三倍左右
。

3
.

在四类土壤中
,

有三类土壤或者有效棚的含量水平偏低
,

或者有效锌的含量水平偏

低
,

只有黄泥头土壤的有效硼含量和有效锌含量相对较高
。

有效硼充足与否的临界浓度(临界值)
,

通常采用热水溶性硼含量 0
.

5 即m 为标准
,

但

因土壤质地不同
,

临界浓度可以从 0
.

3一 0
.

8 PPm (浙江农业大学农化
、

土壤教研组
, 1 9 7 7)

。

按照本文有效锌的提取方法
,

锌的临界值以 0
.

s pp m 为标准
, 0

.

5一 1
.

opp m 为临界边缘值
,

> L O即m 为适量
。

用以上标准来衡量
,

沟干泥土壤的有效硼平均含量 (0
.

46 p pm )
,

和

青紫泥土壤的有效硼平均含量 (0
.

51 pp m ) 都低于或接近于缺硼临界值
,

盐土的有效锌平

均含量 (0
.

7 , PP m ) 在临界边缘值范围以内
,

黄泥头土壤的有效硼平均含量 (0
.

92 pp m ) 和

有效锌平均含量 (2
.

73 p
Pm )皆高于硼

、

锌的临界值
。

根据分析结果统计 (图 1 )
,

44 个样点中
,

有效硼含量 簇 1
.

0 p
Pm 的样点占大多数

(88 外)
,

有 38 务的样点低于缺硼临界值 (0
.

5 pp m 为标准 ); 有效锌含量低于缺锌临界值

和在临界边缘值之内的样点占 37 务
,

其中低于缺锌临界值 (0
.

5 pp m 为标准) 的样点占

1 0肠
。

1 0 0

> 1
.

0

认祷辑
0

.

5 一

1
.

0

八甘
竹口

欲祷鉴

< 0
.

5

述
.

0

0 匕一土巡通

D. 5--
1

.

0

a (p p m )

图 1

Z n (p p m )

上海郊区几种土壤的有效硼
、

锌含量分级比例

4
.

有效硼
、

锌的丰缺程度
,

各类土壤之间也颇不一致
。

沟干泥土壤和青紫泥土壤缺硼

程度可能较大
,

盐土缺锌程度也可能较大
。

根据分析结果统计(表 2 )
,

青紫泥土壤和沟干泥土壤中
,

有效硼含量 峨 1
.

0 pp m 的样

点皆占 1 00 务
,

低于缺硼临界值的样点分别占到 60 多和 70 外以上
,

黄泥头和盐土中多数

样点的有效硼含量在 0
.

5一 1
.

opp m 之间
。

盐土的有效锌含量在临界边缘值的样点占 “外
,

低于缺锌临界值的样点占 27 外
,

其余三类土壤的大多数样点有效锌含量 > 1
.

0 p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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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上海郊区四类土镶的有效翻
、

锌t t 分级比例

B

< 0
.

5 0
.

5一 1
.

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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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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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剖面中有效硼
、

锌的含量分布 ( 图2 )
,

非盐渍化土壤 (青紫泥
、

沟干泥
、

黄泥头)

一般是表层的有效硼
、

锌含量高于底层
,

唯青紫泥剖面中的泥炭层 ( 或腐泥层 ) 的有效硼
、

锌含 t 接近或超过表层
。

盐土剖面中的有效硼含量分布与盐分含量分布有一定的平行关

系
。

B (p p m )

0
.

5 1
.

0 1
.

5

Z n
(Pp m )

306090
�兴侧�刹迷胭策

0�U,曰po月.月二二

( A ) 青 紫 泥

注 : 第三层系泥炭层成腐泥层

B (p pm )

0
.

5 1
.

0

Z n
(p p m )

0
.

5 1
.

0
on“oq

0曰69

�兴国�侧联不粗

0906030

�兴侧�翅送旧幕

‘2”

} }
’2 “

150 卜一一一
J 1 5 0

( B ) 沟 干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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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 (p p m )

0
.

5 1
.

0

Z n (p p m )
.

0 2
.

0

3 0

6 0

�兴国�侧送阿韶

000八j�b八沙

�兴画�侧咙阿暴

1 5 0

头

图 2 土壤剖面中有效硼
、

锌的含量分布

二
、

影响土壤硼
、

锌有效性的因子

土壤中硼
、

锌的有效性受到许多因子的影响
,

例如土壤类型
、

土壤反应
、

有机物质
、

耕

作与施肥等都会影响其有效性
。

现就初步调查研究的结果
,

对影响土壤硼
、

锌有效性的有

关因子作如下一些探讨
。

1
.

有效翻
、

锌含t 与土滚类型的关系

前文已经提到
,

不同类型的土壤之间有效硼
、

锌的含量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
。

测试结

果表明
,

有效硼的平均含量以盐土为最高
,

沟干泥土壤和育紫泥土壤最低
,

低于或接近于

缺硼临界值 ; 有效锌的平均含量以盐土为最低
,

在缺锌临界边缘值范围之内 ; 黄泥头土坡

的有效硼和有效锌的平均含量都相对较高
,

皆高于硼和锌的临界值
。

出现这种差异
,

固然

是受多种因子的影响
,

但是与特殊的土壤条件可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

由海相沉积物发育的盐土含硼量高 ( B ra d fo rd
, 19 7 3 )

,

显然是与近期海水的浸渍作

用有关
,

关于含硼量和含盐量的关系将在另一节中讨论
。

盐土中有效锌的含量低的原因
,

可能与较高的 pH 值
、

强烈的石灰性反应等因素有关
。

青紫泥土壤分布地区
,

地势低洼
,

河网密布
,

地下水位高
,

又长期连年灌溉种植水稻
,

在这种水流活动频繁的条件下
,

土壤中的可溶性硼可能招致损失
。

同时
,

青紫泥土壤的质

地粘性强
,

且长期处于潮湿的还原环境中
,

因此虽有丰富的有机物质及潜在的养分
,

但其

矿化释放率低
。

上述因素可能导致青紫泥土壤的有效硼含量低
。

沟干泥土壤是郊区成土最早的土壤
,

发育于古代长江冲积物
,

在长期的风化
、

淋溶和

利用过程中
,

容易引起硼的消耗与损失
。

同时
,

沟干泥土壤的结构性能较差
,

通气透水不

良
,

这些因素都可能抑制有机物质的矿化与养分的释放
。

部分沟干泥土壤的声 值 > 7
,

并有石灰性反应
。

这些因素可能使沟干泥土壤的有效硼含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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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头土坡的结构性能良好
,

地势较高
,

地下水位较低
,

通气透水性能颇佳
,

有利于有

机物质的矿化与养分的释放
,

这些条件可能与黄泥头土壤的硼
、

锌有效性相对较高有关
。

2
.

p H 位对翻
、

锌有效性的形响

硼
、

锌的有效性与土壤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

有关文献指出在哪 4
.

7一6
.

7 间硼的有

效性最高
,

水溶性硼与声值间呈正相关
, pH 值在 7

.

1一8
.

1 间硼的有效性降低
,

水溶性硼

与PH 值间为负相关
,

植物缺硼多数发生在 p H > 7 的土壤上(刘铮
,

19 6 4 ) ; 植物缺锌症状

多发生在 pH > 6. 5 的土壤上(刘铮等
, 1 9 7 8 )

。

根据黄泥头
、

沟干泥
、

青紫泥等土壤标本测定的结果可以看出
,

有效硼
、

锌的平均含量

与 PH 值间有一定的关系(表 3 )
,

即 pH < 7 的标本其有效硼
、

锌的平均含量较高
, p H > 7

的标本其有效硼
、

锌的平均含量相对较低
。

衰 3 有效翻
、

锌含t 与 p H 位的关系

B (p p m ) z n (即m )

ppp H < 777 vH > 777 p H < 777 p H > 777

黄黄 泥 头头 范 围围 0
.

6 2一 1
。

3 333 0
。

6 7一 l
。

0 777 1
.

2 8一 5
。

4777 0
.

9 0一5
。

2 999

平平平 均均 0
.

9 222 0
。

8 555 2
.

5 444 2
。

3 888

沟沟 干 泥泥 范 围围 0
。

2 5一0
。

7 222 0
。

0 8一0
。

9 555 1
。

0 8一4
。

0 999 1
.

2 2一2
.

5000

平平平 均均 0
.

4 333 0
。

呼777 2
。

1555 l
。

5333

范范 围围 0
。

3 8一 0
。

9 444 0
。

1 7一O
。

加加 1
.

0 2一 5
。

1 111

平平 均均 0
.

7 000 0
。

钓钓 2
.

6 777

郊区盐土的 PH 值一般在 7
.

5一 8
.

0 左右
,

并有较强烈的石灰性反应
,

这可能是导致有

效锌含最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

沟干泥土壤的PH 值一般在 7
.

0一7
.

7 左右
,

其中 p H > 7 的

样点占 60 并
,

黄泥头土壤的 pH 值一般在 6. 9一7
.

8 左右
,

其中 pH > 7 的样点占 50 务
,

并

且这二类土坡中都有相当多的样点有不同程度的石灰性反应
,

这些因素可能是影响部分

沟干泥和黄泥头土壤的有效硼或有效锌含量偏低的原因之一
。

3
.

盐土中有效砚
、

锌含t 与盐分含t 的关系

盐土标本分析结果表明
,

有效硼含量与氯化钠含量之间有较好的平行关系
,

有效锌含

t 则与抓化钠含最间出现相反的趋势 (表 4 、

图 3 )
。

重盐土含硼量高
,

脱盐土或轻盐土含

翻t 低
,

有效锌的含量则与此相反
。

有效硼
、

锌含t 与盐分含量间的这种关系
,

不但表现在水平方向上 (耕作层 )
,

同时还

可能表现在垂直方向上(剖面 )
,

即在土壤剖面中随着脱盐化过程的进行
,

盐分向下移动聚

衰 4 盐土的有效翻
、

锌含t 与盐分含t 的关系

NNN a C I (% ))) < 0
。

lll 0
。

1一0
。

333 0
.

3一 0
.

666

BBB (p p m ))) 0
。

7 222 0
。

9 444 1
.

5 666

ZZZ 。 (p p m ))) 0
。

7 777 0
。

7 222 0
.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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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甘

言d色门

( 0
.

工 0
一

2

N a e 一(% )

盐土的有效硼含量与盐分含最的关系

630.图

积的同时
,

有效硼的含量亦可能随之增加
,

而有效锌的含量却可能趋向减少 (图 D
。

这就

提示我们在盐土脱盐过程中的一定阶段应注意硼
、

锌含量变化与影响作物生长的问题
。

B (P p m )

1
.

0

Z n (p p m )

2
.

0

�兴国�侧送谊不�兴国�侧涨阿布

王5 0

0 0
.

5 1
.

0

N a C I (% )

盈习
N a c l

〔〕
B

0 0
.

5 1
.

0

N a C I (% )

腰习
“a C ,

巨习
z n

图 斗 盐土剖面中有效硼
、

锌含量与盐分含量的关系

注 : 剖面地点在奉贤县星火农场

4
.

有效姗
、

锌含t 与有机质含t 的关系

土壤中硼
、

锌的有效性受有机物质含量的影响
。

硼或者与有机物相结合成为有机物

的一邻分
,

或者被有机物所固定
,

而当有机物经过分解后
,

硼被释放出来成为有效态的硼
,

所以一般是有机物多的土壤有效硼多
,

表土含硼比底土多
。

至于锌的有效性
,

有的研究者

认为有机物是使锌固定和导致缺锌的原因 ( 刘铮
, 1 9 6 4 )

。

从沼泽型青紫泥土壤
,

以及草甸型沟干泥和黄泥头土壤的分析结果来看
,

同类土壤在

相似条件下
,

有效硼
、

锌含量与有机质含量之间似有一定的平行关系 ( 表 , )
,

即有机质含

最高的土壤
,

有效硼
、

锌的含量亦相对较高
,

反之亦然
。

这种关系在土壤剖面中也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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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表6)
,

即表土的有效硼
、

锌含量一般是高于底土
,

但青紫泥剖面中的泥炭层有机质

含t 相当高
,

其有效硼
、

锌含量亦高
,

可能超过或接近于表土的含量
。

衰 S 土城翻
、

锌的有效含t 与有机质含t 的关系
巾

土土 城 类 型型 标 本 编 号号 有 机 质 (% ))) B (p p m ))) Z n
(p p m )))

黄黄 泥 头头 M 7 80 3 888 3
.

666 l
。

0 000 3
.

0 444

MMMMM 78 0 6 555 2
。

lll 0
.

9666 2
。

1 777

沟沟 干 泥泥 M 78 0 6 999 2
。

呼呼 0
.

9 666 1
.

2 666

MMMMM 7 80 1 999 l
。

888 0
。

6 000 l
。

3 333

青青 紫 泥泥 M 78 0 2 999 3
。

777 0
.

7 000 1
.

7 999

MMMMM 7 8 1 0 444 3
。

444 0
。

犯犯 [
,

2000

.
耕作层

农 ‘ 土族创面中有效翻
、

锌含t 与有机质含t 的关系

土土 城 类 型型 剖 面 编 号号 深 度 (厘米))) 有 机 质 (% ))) B (p p m ))) z n
(p p m )))

青青 紫 泥泥 M 7 8 0 2 999 O
一

3 000 3
。

777 0
.

7000 l
。

7 999

3333333 0一 1 1000 l
。

555 0
.

1555 0
。

1 444

1111111 10一1 5 0 ... 1 3
。

lll 1
.

8666 l
。

4 555

黄黄 泥 头头 M 7 8 0 6 555 0一2 222 3
。

666 l
。

0 000 3
。

0 444

2222222 2一8 222 I
。

888 0
。

2 999 0
。

3 555

8888888 2一 1 5 000 1
。

222 0
。

4 333 0
。

1 777

沟沟 干 泥泥 M 7 8 0 1 999 0一3 000 l
。

888 0
。

6 000 1
。

3 333

3333333 0 一8 000 1
。

333 0
。

3 555 0
。

1 333

8888888 0一1 5 000 l
。

222 0
。

3啥啥 0
。

1000

.
泥炭层

S二
、

锌的有效性与土滚肥力的关系

土壤肥力水平的高低
,

通常通过作物产量水平反映出来
。

高产土壤不仅含有充足的

养分(包括微量营养元素)
,

而且还具备农作物充分吸收利用养分的良好土壤环境
,

低产土

坡戈者养分含量低
,

或者土壤环境不良等原因
,

限制了养分的释放和作物对养分的充分吸

收利用而导致减产
。

从这次初步调查与土壤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

在正常情况下
,

一般是高产土坡或高产

田块的有效硼或锌的含量相对较高
。

例如黄泥头土壤是郊区的一种高产土壤
,

其有效硼
、

锌含 t 都高于沟干泥土壤和青紫泥土壤
,

其中有效硼的平均含量 (0
.

92 p p m ) 比青紫泥土

城多80 肠
,

比沟干泥土壤多一倍
。

在同类土壤中
,

一般也是高产田的有效硼或锌的含量高

于低产田 (表 7)
。

但是
,

在另一些对比田块中
,

低产田的有效硼或锌的含量反而高于高产田 (表 8 )
,

这

类低产田多属地势较低
,

或者远离河洪
,

排水不畅
,

或者质地偏粘潮湿
,

因此在土壤中虽有

较多的硼或锌
,

但不良的土壤环境则不利于作物对它们的吸收利用
,

致使土壤中积留有较



4 期 吴镇麒等 : 上海土壤中硼
、

锌有效性的初步研究 3 5 9

多的硼或锌
。

由此可见
,

良好的土壤环境
,

则是保证充分发挥硼
、

锌作用的重要条件
。

农 7 土滚翻
、

锌有效含t 与肥力的关系
*

土土 类类 地 点点 肥 力力 编 号号 B (P Pm ))) Z n (p p m )))

青青青 青浦县金泽公社社 高高 M 7 80 3 555 0
.

9呼呼 斗
.

6 999

策策策策策 M 7 80 3 333 0
。

9斗斗 5
。

1 111

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青青青浦县城东公社社 低低 M 7 80 2 ,, 0
.

7 000 l
。

7 999

金金金山县张蛛公社社 高高 M 7 80 9 222 0
.

7 777

}
:

.

0 ,,

低低低低低 M 7 8D9 000 0
.

6 222 l
。

弓夕夕

金金金山县亭新公社社 高高 M 7 80 9 444 0
。

3 888 l
。

3 555

低低低低低 M 7 80 9 666 0
.

呼333 0
。

2 555

沟沟沟 上海县北桥公社社 高高 M 7 8 1 0 888 0
。

2 444 l
。

2 222

干干干干 低低 M 7 8 1 1000 0
。

2 888 1
.

0 888

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夹夹夹 川沙县合庆公社社 高高 M 7 8 0 6 000 1
.

1 555 斗
。

1 111

沙沙沙沙 低低 M 7 8 0 6 222 1
.

0 777 0
.

9 000

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 耕作层

表 8 土族的有效翻
、

锌含t 与土城环境的关系

土土 类类 编 号号 肥 力力 土 壤 环 境境 “ (l、p . n
))) Z n (p p m )))

黄黄 泥 头头 M 7 80 4444 高高 上质疏松
,

靠近河淇排水好
。。

0
.

8 777 1
。

呜555

MMMMM 7 8 0斗666 低低 土质粘性强
,

地势低平排水差
。。

1
.

3 333 5
.

弓777

构构 千 泥泥 M 7 8 0 7777 高高 地势较高
,

靠近河嫉排水好
。。

0
.

2 555 1
.

0 999

MMMMM 夕8() 7999 低低 地势低平排水差
。。

O
。

斗666 2
.

3 111

育育 紫 泥泥 M 7 80 8666 高高 靠近河诉排水好
。。

0
。

呼666 1
.

0 222

MMMMM 7 80 8888 低低 地势低平排水差
,

土质发皿
。。

0
。

3 999 2
。

0 888

此外
,

使用城市生活垃圾作肥料的田块
,

有效硼的含量相当高
。

例如嘉定县城东公社

薛家生产队(沟干泥土壤)施用垃圾的田块 (M 7 8 0 7 3 标本) 有效硼含 t 高达 3
.

2 0 pPm
,

而

未施垃圾的邻近田块 (M 7 8 0 7 5 标本 ) 有效硼的含量只有 0
.

7 8 pp m 。

城市生活垃圾中除

了含有一定数量的有机物之外
,

其主要成分则是煤灰 (估计约占 75 肠)
。

煤及煤灰中含有

丰富的硼(M d ea n ,

et al
. ,

1 95 5)
,

据测定煤灰中水溶性硼的含量在 7 即m 以上
,

高出沟干泥

土城十几倍
。

三
、

作物对硼
、

锌的反应

近年我们及郊县有关单位在沟干泥
、

青紫泥土壤上的初步试验结果表明
,

油菜
、

小麦
、

梨树等对硼肥有良好的反应
,

这与土壤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

同时
,

在上述两类土坡上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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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肥
,

水稻或小麦也表现增产
。

我所在上海县华潜公社沟干泥土坡上进行油菜和小麦的硼
、

锌试验均表现增产效果

(表 9 )
。

油菜喷砚或喷锌二次 (抽苔期
、

花期)
,

有效荚数和拉数增加
,

分别增产 9
.

3 务和

9
.

7务 ; 小麦喷硼或喷锌二次(抽穗期
、

灌浆期)
,

表现出每穗粒数增加
,

分别增产 11
.

2 务和

1 3
.

2 肠
。

·

农 , 油集
、

小班施用.
、

锌的效集 (1 9 7 8 年)

作 物 l 产 t 结 构 喷 B 喷 Z n

抽 菜

有效英 (个l株)

拉 数 (拉 /英)

千较盆 (克)

产 t (斤l亩)

52 2
。

l

2 0
。

5

2
。

3 5

3 0 6

, , 。
·

0

{
2 0

.

8 1 19
。

l

2
。

3 7

30 7

2
。

3 3

2 80

小 交

拉 数 (校/德)

千拉重 (克)

产 t (斤 /亩)

3 1
。

3

3 3
。

7

5 7 5

3 2
.

0

3 3
.

4

5 8 5

30
。

9

3 3
。

5

5 17

注 : 试脸小区面积 0
.

1 亩
,

二次皿友
,

翻砂和硫酸锌的浓度均为 0
.

1%
,

每次每亩喷施上述溶液 1 , 0 斤
。

嘉定县徐行公社永胜大队 (沟干泥土壤 )油菜喷硼试验结果
,

有效英和每英粒数明显

增加
,

阴英率减少
,

增产幅度较大 (表 1 0 )
。

农 10 油集嘴 . 试脸结. (1 9 7 , 年)

处 理
密 度

(株/ 亩)

苔期吠 B

对 照

9 0 0 0

9 0 0 0

一一二
⋯

冬掣犁擎产一
-

}才邺黑擎一}竺
,

引二
,

竺

理翔~ }
二
里竺竺}

一

宜止生}竺
~

}一竺丰竺二立}翌”
·

,

}
“ ,

·

,

】
‘,

·

8

{
”‘

·

,

}
’0 ”

{
’6

’

6

}
“

’

‘6

}
”,

’

‘

’2
·

‘

}
’6 ,

·

‘

}
’0

·

6

} ”o
·

‘

}
”

·

‘

{
3 ,

·

,

}
”

·

0 ,

1
”‘

·

,

上海县七一公社 (沟干泥土壤) 2 2 0 0 多亩油菜喷施硼肥
,

根据试验田的产t 资料
,

一

般增产 10 拓以上
。

青紫泥土坡区早租施锌有增产效果
。

根据金山县计 t 管理所 1 9 7 6 年锌肥兹根试验

结果
,

早稻增产幅度为 4
.

, 一巧外
。

此外
,

根据本院园艺研究所 1 9 7 7年在金山县钱好公社(青紫泥土壤 )的试验
,

梨树施用

哪砂后
,

对防治缩果病有明显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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