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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田在淹水期间
,

水层的氧化还原电位明显高于土壤耕层
,

二者的电位 差 一 般 为

0
.

2一0
.

6 伏
。

于天仁等研究过水稻土淹水期间氧化还原电位在剖面上的分布
〔1] 。

淹水稻田的水层与耕层 因氧化还原电位差而产生的自然静电场
,

是土壤本身存在的

各种自然电场的类型之一
。

在电路闭合条件下
,

只要有电位差存在
,

就应当发生电流
。

那

么
,

如果在淹水稻田的水层及耕层中各安置一个材料相同的适当电极
,

并用导线将二电极

联接
,

就必然有电流出现
—

电流(正电荷)由水层电极 (正极 ) 经导线流向耕层电极 (负

极 )
,

再经土壤溶液流向水层电极
。

这时
,

水层和耕层的统一体
,

可视 为借助外加导线而短

路的天然原电池
。

在放电过程中
,

水层电极发生还原反应
,

耕层电极发生氧化反应
。

这种

放电效应
,

必将促进各种离子 (包括营养离子 )在土壤中的迁移
,

增加根系与离子的接触机

会 ; 同时
,

耕层电极的氧化反应将能抑制次生潜育化的发展
,

改善耕层的还原环境
。

一

B 。 r 。vs k y 等〔“ 19 77 年报道了稻田水层与不同土层之间的氧化还原电位差和电流的

测定结果
,

但淹水稻 田作 为
“

天然能源
”
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

,

他们当时 尚未 研 究
。

6 0 po Bc K
浦

t4] 1 98 2 年进而报道
: 他们利用稻田水层与深 巧一 20 厘米土层之间的氧化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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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位差
,

取得了
“水稻的工业栽培

”专利权 ; 该栽培法可增产 20 外一知多
,

并可改善稻米

品质
,

节约灌溉用水
,

提早水稻成熟 夕一 10 天
Q 当然

,

他没有说明该项专利采用的电极材

料和技术细节
。

研究

孺鑫鑫续霖器霖努恶禁鑫黔镖护罐交凳粼李
土壤或天然水等介质的静电场

,

而不是介质原有的自实攀静龟场‘ 19 8 5 年
,

我们在江苏省

常熟市布置了水稻 田间试验卜其中部分试验把秧田附加静电场和本 田自然静电场结合起

来
,

以期进一步研究附加静电场和自然静电场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
。

试验田土壤为沸育水稻土
,

重壤
,

耕层厚度约 17 厘米
,

耕层有机质 2. 75 沁
,

全氮

。
‘

1 6 1%
,

速效磷 (P) 1 3
.

夕PP m
,

速效钾 (K )16 师p m
,

p H 6
.

1
.

表 1 附加静电场对水稻秧苗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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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秧田附加静电场的小区试验

秧 田为冬闲田
,

, 月 n 日播种
,

每平方米播 2 2 5 0 粒稻种
,

品种为当地晚粳 3 2 一 7 8 。

设二个试验组
: 附加静电场组和对照组

。

因秧田前期无水层
,

故未设自然静电 场组
。

所

设二组的水肥管理条件相同
。

·

每组各重复 4 次
。

附加静电场由小区两端埋人土壤的锌极

(负极 )和炭极 (正极 )获得
,

二极用导线联接
,

极间距离 3 3. 全厘米
。 , 月 11 臼至 6 月 9 日

,

附加静电场组每小区测定电流和电位差 10 次
,

得 电流和电位差数据各 40 个
,

其均值和标

准差为
: 电流 5. 68 士 2. 16 毫安

,

电位差 0
.

7 5 土。
.

21 伏
。

附加静电场可以促进土壤溶液中的正离子向炭极迁移
,

负离子向锌极迁移
,

从而有

可能增强水稻发芽时种子的酶活性及苗期的养分供应
。

从表 1 看出 :
秧田中的附加静电

场
,

对水稻种子发芽和出苗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对苗情也有某些改善
。

表 1 中的发芽
几

数
、

出苗数用 4 个重复的均值和标准差表示
, “ 20 株干重

”为原始数据
,

其余项 目都用 20

株秧苗单株观测结果的均值和标准差表示
。

我们在过去的工作基础上
〔2 , ,

这次又观察到
:

、附加静电场可显著提高难发芽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
。

二试验组每次各随机抽取 20 株秧苗(每小区 5 株)比较苗情
,

结果看出 (表 l) : (l)

三叶期( , 月 31 日)的苗高和最大叶面积
,

附加静电场组显著大于对照组 ;至移栽期 ( 6 月

:2 1 日)
,

差异不再显著
。

(2 ) 三叶期单株白根数均值
,

附加静电场组多于对照组
,

但差异 尚

不显著 ; 至移栽期
,

附加静电场组白根数则显 著多于对照组
。

(3 )移栽期单株分莫数
,

附加

静电场组有大于对照组的趋势—这对于本 田茎孽数及后期有效穗数的增加很 有 意 义
。

哎均 附加静电场组的秧苗干重
,

有大于对照组的趋势
,

这与我们过去的试验
〔刘 是一致的

。

二
、

本田自然静电场和附加静电场的小区试验

本 田前茬为小麦茬
,

设 4 个试验组
,

每组 十个小区
。

小区宽 3 3
,

立厘米
,

长 o
,

8 米
,

栽植

i12 穴稻秧
—

分 为 2 行
: ,

每行 6 穴
。

稻秧行距 16
.

6 厘米
,

穴距 13
.

立厘米
,

折合每亩 3 万
‘

穴
。

每穴 3 株
,

折合每亩 9 万基本苗
。

4 个试验组是
: (l) 自然静电场 I 组

—
在小区行内穴间的水层安置 1 。个用导线

串接的炭棒(与土面接触 )
,

另在行内穴间的耕层 8一 10 厘米深处安置 10 个 用导线串接的

炭棒(炭棒长 14
.

1 厘米
,

直径 2 ‘4 厘米
,

下同)
,

水层炭极组的一端与耕层炭极组的一端用

一条导线联接
。

(2 ) 自然静电场 H 组
—

水层和耕层各安置炭棒 10 个
,

从各炭棒分别引

出导线
,

联结于一点
,

其他条件与前组相同
。

(3) 附加静电场组
—

在小区一端的耕层 2

「

厘米深处和 8一10 厘米深处
,

各安置炭棒 2 个
,

分行平埋于行内
,
4 个炭棒相互串接 ;在小

区另一端的耕层
,

插人底长 2 6
.

7 厘米
、

高 5. 3 厘米的长方形锌片一个
,

锌片上缘低子土面

约 0. 5一l 厘米 ;炭极组与锌极用一条导线联接
,

极间距离 0
.

8 米
。

(4 ) 对照组
—

未加电

极
。

-

各试验组均于 6
’

月 21 日插秧
,

本 田对照组用秧田对照组的秧苗
,

三个静电场组用秧

旧附加静电场组的秧苗
。
各组的水肥管理条件相同口 7 月 3 旧至 10 月 3 旧

.

,

三个静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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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每个小区各测定电流 12 次
,

每组各得 48 个电流数据
,

其均值和标准差 为
: 自然静电

场 I组 30 0 士 39 0 微安 ; 自然静电场耳组因导线电阻大于 I 组
,

故为 88
1

4 士 60
·

9 微安 ; 附

加静电场组 2 9 2 士 2
.

74 毫安
。

极间电位差
: 自然静电场组约 0

.

2 伏
,

附加静电场组 0 斗一0
.

7

伏
。 一 _

一
一 「

_ -

水稻生长期间
,

各小区均固定其中一行(吞穴 )
,

观察了茎粟动态
。

从表 2
_

看出
:
自 7

月 1 1 日以后
,

各静龟 场组的茎黄数始终多于对照组 ; 自然静电场 1 组的茎萦数 7 月 18 日

达到高峰值
一

,

比其余三个组达到高峰值的日期提早 3 夭
。

_

这些表现
,
为自然静电场汪组后

期有效穗数的增加
,

提供了可能条件
。

-
、 - -

表 2 静电场对水稻茎孽动态 (6 穴 )
1

的影响 一

日 期 自然静电场 I组
- 一

代

一
,

,

一

加
.

8 士 ! 2 6

3 4
,

口士卜们

润
一 , 出2. 灾

多0
.

5 士冲
.

5刀

△ 5 呼 3 士7. 杨

54
.

0 士6
.

3 8

民3
,

3 十 7
、

37

5 2
.

3土 7
.

9 3

” .8 土4夕2

4 少
.

, 十头 00

礴5. 3士6
.

13

自然静电场 11 组 l 附加静电场组 对 照 组

2 斗
.

5 十 6
.

19

3 子
.

5士 5
.

0 7

碑O
·

O士孔八
49. 3士 5

.

月

52
.

B士9. 88

△ 5 5
,

3士 1心
.

1

55
·

。士叭兄
_

”
·

5士先 1 ,

丸
·

3 士卜92

46
.

。士札 24

42
.

8士 3乃 9

2 5
.

8士2
.

6 3

3 3
.

5土3. 3 2

4 h o士乙 巧

列
.

C士7
.

5 子

5 5
.

3 士 11
.

6

△先
‘8士7. 80

5 5
.

子士7
·

2 7

列
·

8士补衬
5 1

,

8 + 3
.

86

4 9
.

0 士5
.

72

4 5 ‘8士7 斌, 3

2 4
.

8土 1
·

26

子4
.

, 士 3
.

79

39
,

3士4 、亏7

肠
,

8士 4
.

19

碍7
.

8士 5
.

多6

△叨
·

5士 4
.

12

” .0 土4
·

24
4 8

、
3 + 4

.

3 5

4 8
·

o士4
·

9 7

44
.

8士 2
.

, 0

斗2
,

3 + 1. 7 1

哪冲Jl/v叩即2llv冲即1/510/520/5

注、 表中的落葵兹(6 穴), 以斗个重复的均值和标准差表示 ; 、穴的茎莫数乘以 匆。。
,

即得每 亩茎靡数 ; △表示高

峰 l直
。 几 厂

.

表 3 静电场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处处 理
一

籽粒午重 一一一 一 茎叶干重
一一

有效穗数数

-----------------------------------------------------------------------------------------------------------------------

均均均值值 差异显著性性 均值值 差异显著性性 均值值 差异显著性性

(((((克l,J
“““““““““““““““““

(克 Z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个 /,J
、、、、、、、、、、、、

区区区 ))) “ 二 0. 防防 “ 二 0. 0 111 区 ))) “ 。 0. 0叹叹 “ ~ 0
。

0111 区))) “ ~ 0. 0 ,, “ ~ 0
.

0 111

aaaaaaa
刁刁 2 5 9

。

弓弓 aaaaa 8 3
。

000 JJJ 班班222 0 苏
,

666 a
云云 刁刁 2 5 0

。

555 aaaaa 8 0
。

777 aaa 注
---

111 9 0
.

333 以乡乡 汉汉 2 4 0
一

555 aaaaa 夕2
.

000 a b
___

效效

111 7,
。

666 bbb 汉汉 2 1 6
.

333 吞吞吞 ‘8
·

QQQ 吞吞 刁刁

111石7
。

了了
一一一 ~~~~~~~ lllllll

注封 小区籽粒重或茎叶重的克数
,

乘以 2 !

5. 即得每亩公斤数;,J
、

区有效穗数乘以乃00 卜即得每亩有效穗数;差异显
:

著性采用褪极差测脚
5版 侧黝

,
‘ _

试验于 1 0 月
一

26 日收获
, _

各小区收获物在 60 ℃ 恒湿下烘至恒重
。

在水稻生长后期
,

两个组的第 3 次重复小区受纹枯病影响严重
, 因此

,

收获物的统计(表 3 )按 3 个重复进

行
。

有关平均值的标准误钾E )分别 为
:
小区籽粒重者 B .6 9 克

,

月
、

区茎叶重者 6
一

邓 克
,

-

小区有效穗数者 3
、

60 个
。

-
-

-

从表 3 看出 : (l) 籽粒产量
,

自然静电场 I组折合每亩 5 14
.

0 公斤
,

在 0
.

05 显著水平

上高于对照组 (斗19
·

3 公斤 /亩 )
,

增产率儿石矛 ; 附加静电场组折合每亩 斗75
·

8 公斤
,

有高

于对照组的趋势; 自然静电场 H 组折合每亩 449 .0 公斤
,

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
(刀 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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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

自然静电场 I 组
、

附加静电场组
、

自然静电场 H 组分别折合 6 48
.

8
,

6 26
.

3
,

6时
卜

3

公斤 / 亩
,

均在 0
.

05 显著水平上高于对照组 (5钊
.

8 公斤 /亩 )
,

增加率分别 为 20
.

0多
,

1 5
.

8多
,

, ‘
·

“
丸 (s) 有效穗数卜电然静电场

I 组和附加静电 场组分别铆合 2 0
·

8 和
.

“
0.
“

万全/补
均在 0

.

05 显著水平上高于对照组 (1 7
.

0 万个 /亩 )
,

增加率分别为 儿外
,

19 呱 ; 自然静电场
11 组折合 18

.

0 万个 /亩
,

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

从上述三方面综合看来
,

自然静电场 l 组

表现最好
,

附加静电场组表现亦可
,

唯自然静电场 11组作用较小
。

在三个静电场组中
,

自

然静电场 H 组的电流最低
,

这也许是它作用较小的原因
。

据测定
,

各组的千粒重及每穗粒数是相近的
。

静电场对水稻产量构 成的影响
,

看来以

增加分粟和有效穗数 为主要途径
。

三
、

结 语

田间小区试验表明 : 在秧田附加静电场基础
一

上
,

本甲自然静 电场 I 组在 0. 05 显著水

平上可提高水稻产量 22
.

6多
,

本田附加静电场组也有提高水稻产量的趋势
。

但要推广到

大 田生产
,

尚需进一步研 究
c

,

可以预料
,

对于具有强还原条件的植稻土壤
,

譬如新疆的某

些盐渍化土壤和华南的冷浸田
、

咸酸 田等
,

由于稻田水层与耕层的氧化还原电位差较大
,

自然静电场作 为天然能源可望对水稻生产显示出更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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