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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目前了解
,

发育在湖北省第四耙杠色粘土和褐色粘土沉积物上的水稻土
,

有相当 面

积的
“

发杠
” 田

,

但各地名称不一
。

如在京 山一带称为瘦遨疮田
,

江陵一带称为杠斑凄
,

宜

都一带称为火坑田
,

襄阳一带称为地火 田
,

鄂城一带称为摩水田等
。

从全省肥料贰喻网施

磷的效果来看
,

可以肯定水稻发杠是由于土壤磷素营养缺乏所引起的
。

,

关于水稻发杠的原 因
,

云南
、

四 川
、

湖南甜省都作过研究 , ,
。

年在鄂城县梁子

湖区的东港公社何桥大队发现一片
“

发杠
” 田 当地称为冷性黄泥田或漂水 田

,

理过制查

动固和施磷示范贰输
,

磷肥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

年进行了大 田磷肥贰脸
,

为了寻找

缺磷的原因并进行了土壤无机磷的形态分析
。

一
、 “

发杠
, ’
田 的特征

一 土壤的分布地形 鄂城位于湖北省东南部的滨江地区
,

地厦构造属南京边椽

拗陷带
,

山湖相映
,

梁子湖为本区最大的湖泊
,

周围丘陵地区主要为第 四耙杠色粘土层所

覆盖
,

具有下沉和准平原化的特点
,

海拔都较低
,

艳对高度一般不超过 米
,

故过去常受

长江泛滥淹没和湖水蔫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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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鄂城东港公社一带地貌示意图

二 土壤特征 发育于第四耙粘土沉积物上的水稻土
,

当地名 为黄泥田
。 “

发扛
”

田除具有一般黄泥田 的特征外
,

由于长期受湖水漂洗和淹没的影响
,

土壤还具有另一些特

征
,

郎因受湖水冲击
,

表层土粒被冲失
,

耕作层凌存大量跌子
,

犁底层以下有明显的漂洗 白

化现象
。

在 米以下有杠白或黄白相尚的斑块层
,

米以下 出现具有石灰反应的拮核体
。

采 自东港公社何桥大队第三生产队
“

发扛
” 田 的剖面豁载如下

。一 厘米 浅黄褐色
,

重壤
,

千时坚硬
,

泡水后多泥块
,

有较多的绿豆
一

豌豆大小的铁子
,

杂

有少量螺壳
, 。

我院土化系生产实习学生张广才
、

蔡成蠢
、

袁绍华等参加了田 间试验和资料收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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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弓 厘米 浅灰黄色
,

重壤
,

较紧实
,

有铁子
,

夹有黄棕色胶斑
, 。

一加 厘米 灰白带黄色
,

中壤
,

结持松
,

有松软铁子和少量铁锰胶斑
,

有硅酸盐粉状物析

出
,

铁锰淀积物由上而下减少
, 。

一 厘米 黄棕色
,

重壤
一
轻壤

,

含少量铁锰胶膜
, ,

全剖面无石灰性反应
。

“

发杠
”
田被泡水以后

,

耕作层具有大量泥块
,

占总体积的 多
,

占干土重的 多
。

泥块的存在可能 是土壤磷紊供应不良的原因之一
。

三 土壤的耕作栽培和水稻的植株性状 本区黄泥田 由于解放前没有水利保敲
,

握常遭受淹没
,

开垦利用历史比较短
,

土壤熟化程度较低
。 “

发杠
”
田早期不长苗

。

历来只

种一季中稻
,

中稻收后常 因天旱地板不能翻耕
。

释肥不长或长得不好 同时底土为黄白土

层
,

拿众反映不能冬泡
,

泡水会加深泥脚
,

故这类水田 一般是不起板的冬阴田
。

表
“
发杠

”

田泥块道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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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褒样品采 自东港公社何桥大队第三生产队
。

“

发杠
”
田常年施肥情况是 施

,

一气 斤水草和 一 斤棉爵作基肥
,

追施

化学氮肥 一 斤
,

施肥水平并不低
,

但产量不高
,

一般每亩的 斤 中稻
,

为正常 田

产量的 一  
,

历史上曾发生过颗粒无收的年份
。

“

发杠
”田上的水稻的植株性状主要为植株矮小

,

根系发育不正常
,

捆根多而长
,

黑根

多
,

新根少
,

分粟迟
,

不分案甚至死株
,

叶色浓碌
,

叶面 窄
,

值立
,

抽穗迟而不整齐
,

空壳多
。

表 正常田与
“

发杠
”

田的水稻 中稻 全要植株性状比蛟

一鱼全黔应⋯竺赎州三丝阵三
一二塑 阵竺 ⋯兰兰⋯一兰

一

卜上兰卜兰 阵兰
·

“

发红
”
田 乙 〔, “了

·

」
· ·

】
” 暗 释

调查地点 何桥四队
。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

‘

“

发杠
”
田上水稻叶色的动态变化 水稻返青以后蒋入所稠

“

翻黄” 的阶段
。

水稻
“

翻

黄”
现象是由于磷素不足引起根系生长不良

,

影响其他营养元素吸收的粽合表现
。

在插秧

后 天左右
,

基部叶的叶尖部 出现棕褐色斑点
,

以后逐惭向叶片基部扩大
,

并向新叶发

展
,

叶尖和叶椽部变成黄褐色或杠棕色
,

在早上弱光下为黄椽带棕色
,

在中午弦光下叶片

卷缩
,

远看一片黑褐带紫
,

矮小营老
,

亭亭挺值
,

拿众称为
“

一柱香
”。

在此时期
,

如土壤极

端缺磷便可引起禾苗死亡
。

不死亡的苗豹一个月以后
,

叶色逐渐变为青椽
,

水稻叶色青碌

阶段要延长一至一个半月之久
,

稻开始抽穗
,

叶色 由青椽色搏变为正常的黄椽色
,

由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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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营养生长不良
,

籽实产量很低
。

二
、

磷 肥 的 效 果

年在鄂城东港公社何桥大队第二
、

三
、

四生产队做了磷肥施用方法
、

施用 时期和

施用量的大 田贰盼
。

一 拭骇田毅针情况 三块磷肥贰睑田 是与拿众一起选择的
,

土壤情 况 大致相

同
,

在插秧前翘过一般大 田 的犁
、

耙
、

秒
、

撼
,

施足底肥
,

筑临时田埂
,

贰脸田 情况如表
。

表 磷肥款脆填目及轼跪田情况

试试验验 处 理理 试 验 田 情 况况
项项目目目目

用用用 对照 肥底水草
,

斤 亩 冬炕田
,

小 区面积为 分
,

重复 次
,

随机排排

量量量 肥底 过磷酸钙 斤 亩亩 列
,

品种为南特号
,

密度为 义 寸
,

巧

试试试 肥底 十过磷酸钙 , 斤 亩亩 迫施尿素 斤 亩亩
验验验 肥底 过磷酸钙 印 斤 亩亩亩

施施试试 对照 肥底豆饼 斤 亩 冬炕田
,

小区面积 分
,

重复 次
,

拉丁方方

用用用 耕 口肥 肥底 过磷酸钙 斤 亩 排列
,

品种南特号
,

密度 寸寸
期期验验 第一次 中耕施 肥底 过磷酸钙 印斤 亩

施施施 对照 肥底水草
,

斤 亩 冬炕田
,

小区面积 分
,

重复 次
,

随机排排
用用用 沾秧根 肥底 过磷酸钙 巧 斤 亩 列

,

品种蓬塘早
,

密度 , 寸
,

迫施施
方方方 秒口肥 肥底十过磷酸钙朽 斤 亩 硫酸按 斤 亩亩
法法法 塞秧根 肥底 十过磷酸钙 斤 亩
试试试试试
验验验验验

二 施用磷肥效果分析 根据贰膝观侧拮果
,

初步款为
“

发杠
”

黄泥田施用磷肥能

防止水稻发杠
,

提高产量
,

与对照比较
,

明显地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促进稻苗的营养生长
,

大量新根形成
,

增加有效分粟和叶面积
。

凡是施磷的处理
,

根系发达
,

白根多
,

根粗而长
,

白根数比对照多 一 多
。

根长 一 厘米
。

由于根系发

育良好
,

植株增高
,

施磷处理比对照高 一 厘米
,

分集增多 一 务
。

磷素对稻叶加

竟有显著的作用
,

使叶面积增加
,

因而叶面积系数比对照大 倍左右
。

表
“发 杠

” 田确月巴对水稻根系的影响 何桥二队

火苦纠一
万共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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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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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总根数 ‘ ‘ ‘ ‘ ‘ ‘ ’ ‘ ‘ ‘

株白根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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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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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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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根粗 毫米 。
·

,
· ·

”
·

, 。
·

,
·

。
·

”
·

,

。 表示过磷酸钙每亩 斤
,

余同
。

“

发杠
” 黄泥田 施磷以后

,

满足了水稻的磷素营养
,

促进了稻根的发育
,

增进了对土壤

氮
、

钾等营养元素的吸收利用
,

从而使稻株健旺生长
,

发杠病象也随之而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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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水稻正常的生长发育
。

施

用磷肥以后
,

没有水稻生长停滞的发杠

期
,

提早分桑拔节 一 天
,

提早孕穗
、

抽穗 一 天
,

抽穗整齐
,

提早成熟 一

天
。

提高了构成产量 因 素
—

穗长
、

穗粒
、

粒重 的厦量和数量
。

施用 磷肥后
,

水稻前期生长发育正常
,

为后期繁殖生

长 造了物厦条件
。

穗长
、

每穗粒数
、

千

粒重都有增加
,

空壳率减少
,

提高了籽实

产量
。

从三个贰嗽的桔 果看 出  
“

发

杠
”

黄泥田 施用磷肥后
,

穗长
、

粒多
、

粒重
,

水稻增产 一
。

每斤 磷肥 能增产

施磷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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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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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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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施磷对水稻生育期的影响

稻谷 一 , 斤
。

磷肥施用量加大
,

水稻增产的幅度有相应提高的趋势
,

但每斤磷肥

的增产率 下降
,

为了翘济用肥和发挥磷肥的增产效率
,

当地的
“

发杠
” 黄泥 田 以每亩施

一 斤过磷酸钙为宜
。

从磷肥施用期而言
,

以早期集中施用为宜
,

而以一次作抄口

肥施用具有现实的意义
。

表 磷肥歌输各处理对水稻繁殖生长的影响

项项项 试 验 处 理理 发红情况况 株高高 穗长长 每穗穗
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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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发杠
, ’
田缺磷原因的甜骗

鄂城地区黄泥 田水稻发杠的原 因是由于土壤中缺少有效磷所引起的
,

而土壤磷素供

应不足初步欲为与土壤磷的形态以及与泥块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

土壤中作物的磷素营养决定于有效磷含量
,

而有效磷又与磷的存在形态和数量有关
。

我佣敲为
“

发杠
”
田 的原 因显然是由于土壤有效磷合量不足所引起的

。

翘靓明作为水稻磷

素营养抬源的非阴蓄态磷酸敛
,

在清水还原条件下
,

不希是 晶形的磷酸铁或者是无定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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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正常田
、 “发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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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敛都能提高其有效性[51
。

但稻 田 中的泥块
,

可能会影响土壤还原过程的进行
,

并降低

无定形磷酸跌和晶形磷酸跌的活化
。

搓碎泥块不施磷肥对水稻生 长 影 响 的小区栽脸征

明
,

搓碎泥块以后
,

水稻就不发生发杠现象
,

这就可能是与搓碎泥块
,

加强了土壤的清水还

原过程而导致磷酸跌盐有效性的提高有关
。

大量泥块的存在
,

亦减少了水稻根系吸收的

面积
,

迫使大部根系密集于泥块的外部
。 “

发杠
”

田 的泥块相当坚硬
,

直到生长后期才有

少量鬃根穿入泥块
,

因而不能满足水稻的需磷量
。

“

发杠
”
田 改良的根本方法应歌是加强土壤的熟化过程

,

防止土壤干燥后形成泥块
,

提

高磷酸敛盐的有效性
。

在生产实践中最有效的措施是炕田
,

唯坑田 宜炕透
,

如田 不能炕透

刻不如冬泡 ;如既不能炕又不能泡者
,

Bl] 次年宜采取早淹水
,

浅水犁耙
,

增施有机肥料
,

加

速泥块的化泥过程
。

加施磷肥应敲作为补救措施
。

施用磷肥宜与藏肥栽培精合起来
,

成

为水稻碌肥耕作制中的施肥制度
。

摘 要

1.鄂城
“

发杠
” 田 发育于第四耙杠色粘土沉积物

,

是一种熟化程度较低的水田 土壤
,

有

效磷合量很低
,

水稻生长过程中严重表现缺磷的特征
。

耕层 中含较多的铁子
,

泡水后有很

多泥块
,

底层有明显的白化现象
,

这些特征与土壤缺磷有密切的关系
。

2

.

在
“

发杠
”
田上所进行的早稻磷肥施用量

、

施用方法和施用时期的裁睑征明
,

磷肥能

使水稻正常生长
,

植株增高
,

分集增多
,

提早成熟
,

产量增加
。

并以在一定的基肥和氮肥基

础上每亩施用 20 一30 斤过磷酸钙作秒 口 肥具有握济和现实意义
。

3

.

形成土壤缺磷的原因
,

与土壤中泥块的形成有密切 的关系
。

泥块的存在对土壤磷

酸盐的有效性具有抑制的作用
,

因而采取炕 田
、

耕作和施用磷肥是促进土壤活化
、

防止泥

块形成和水稻发杠的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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