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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一个世纪以前
,

就已经知道镁是植物正常生长所必需的养分之一
,

但道到本

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施用镁肥
。

最近
,

对镁的作用和镁肥施用间题
,

给予 了 较 大 的注

意 , “ 。

这是由于镁在植物营养上的重要作用 日益 为人们所了解 以往认为是 由病害所引

起的一些症状
,

查明 了往往是由镁素缺乏而引起 随着氮
、

磷
、

钾等化学肥料的大量施用
,

农作物产量增加
,

但由于没有相应地施用镁肥
,

加剧 了土壤中镁素的缺乏
。

在某些国家
,

过去随钾肥可带入一些镁素
,

但后来 由于肥料的 精制提纯
,

这种无意的施用也停业了
,

因

而
厂

作物缺镁症状增多
。

我们在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

在我国大面积的红壤中
,

全镁量 一 般 为 一

务
,

代换性镁量一般仅 占全镁的 多左右
,

并且固定态镁转变为有效态镁的速度很缓

慢
,

土壤 的有效性镁量一般是偏低的
,

同时大 田及盆栽的肥效试验
,

也初步说明了镁肥的

增产效果
。

为此
,

我们对红壤中的镁肥施用继续进行了一些试验
,

现就二年来的主要试验

结果井结合 年的部分试验结果作一报告
。

一
、

试 睑 桔 果

年以来
,

我们在江西进贤
、

余江及东乡等地先后选了几十块红壤旱地和红壤性

水稻土
,

对几种主要作物进行了大 田试验
,

并在室内对华中和华南地区有代表性的红壤及

红壤性水稻土进行了盆栽试验
。

以下是这些试验所获得的主要结果
。

一 不同土壤上的肥效

在江西红壤 母质为红色粘土和红砂岩风化物质 旱地上所进行的 田 间试验表明
,

硫

酸镁的肥效是很显著的
。

首先表现在叶色上
,

施镁者叶片的绿色显著加深
,

站在远处观

察
,

一般便可看 出其与对照的差异 其次
,

施镁者植株也较高壮 图
、

最后反映在产量

上
,

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根据在中等肥力 的旱地上进行的 个早大豆大 田试验结果的

统计 表
,

虽然由于气候条件
、

土壤肥力 及管理水平等的影响
,

各个试验的 增产程度有

所不同
,

但效果还是比较稳定的
。

红色粘土发育的旱地土壤的代换性镁 量 为 每百 克 土

一 毫克
,

红砂岩 风化物质及冲积物质上发育的旱地土壤
,

质地比较轻
,

代换性镁量一

般只有 斗毫克左右
,

并且这些代换性镁中只有一部分能为 当季作物所利用
。

因此
,

土壤中

镁素 供给能力低
,

是这些土壤上镁肥肥效显著的根本原 因
。

在发育于 红色粘土的 旱地土壤上所进行的试验表明
,

在同样的气候条件和管理水平

下
。

由于土壤肥力的差异
,

大豆在叶色上所表现的 明显程度和增产效果会有所不同
。

在低

部分田 间试验在 江西刘家站垦植场进行
,

得到该场 的支持与协助
,

特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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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红色粘土母质的红壤早地上镁肥对早

大豆生长的影响 年结英期

自左至右 十 十  ! 对照

图 红砂岩母质的红壤旱地上镁肥

对早大豆生长的影响 斗年结荚期
自左至右 施镁 对照

。

表 镁肥在中等肥力的旱地上对早大豆产量的影响 , 一  年大田试验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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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大田产量以斤 亩计 未注明与其他肥料配合者
,

系在拿众一般施肥基础上进行试验
。

下同
。

小区面积为 一 亩
。

肥到中肥土壤中
,

镁肥效果较大
,

增产百分数一般为 一
,

而在一块肥力很低的旱地

上 土壤 为
,

全镁 多
,

代换性镁每百克土为 毫克
,

甚至可以增产  
,

植物

的舍镁量增加了三倍多
。

一些靠近村庄的肥力很高的旱地
,

增产百分数一般只有 左

右 或增产不显著
。

随土壤肥力差异所表现出的不同效果
,

主要是由于低肥或中肥土壤

中可供植物利用的有效性镁较少
,

而高肥土壤中则较多
。

根据分析结果的统计
,

低肥或中

肥土壤的代换性镁量每百克土只有 毫克左右
,

而高肥土壤可达 毫克
。

当然
,

镁肥增

产效果的大小与土壤镁素含量之间的相关性还有待研究
。

在 年
,

我们选用了 种土壤进行盆栽试验 
,

以了解不同土壤对镁肥 的 反 应
。

除了代换性镁合量很高的 几种土壤以外
,

在大部分土壤上施用镁肥对早大豆籽买与箕杆

均表现了良好的作用
,

这种作用在幼苗期就表现得很明显
。

为了进一步了解在连续种植

作物时不同土壤的镁素供给能力和施用镁肥的效果
,

我们选用了 种土壤进行 盆 栽试

验
。

试验中连续种植玉米四次
,

对照处理四次都不施镁
,

施镁处理在第一次与第三次种植

前分别施用 克
,

每次均保证氮磷钾养分的充分供应
。

图 是玉米在红色粘土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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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红壤上生长一个月时镁肥所表现出的显著效果
。

蔓杆重量结果列于表
。

第一次施用

镁肥时 自第一次种植
,

十二种土有 一 的增

产效果
。

第一次镁肥的后效 郎第二次种植
。

除了个

别土壤外
,

一般都是很高的
。

第二次施用镁肥时 郎第

三次种植 有 一 的增产效果
,

郎均比第一次施

用 时为大
,

特别是水稻土增产的 幅度更大
。

第二次施

镁的后效 即第四次种植 为 一 多
,

比第二次施

镁的 当季效果还要大
。

因此
,

这十二种土壤的总趋势

是
,

越往后镁肥的效果越大
。

当将表 的前三种红壤

均系荒地 与其发育的水稻土的增产效果相比较时可

以看出
,

第一次种植玉米时红壤的增产百分数为 一

多
,

而水稻土最高的也只有
,

郎水稻士中的效

果均比红壤低得多
。

至第四次时
,

红壤为 一 究 务
,

而水稻土增至 一 多
。

因此四次总的趋势是
,

水

图 镁肥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年试验
,

第一次种植时生长一个

月
,

红色粘土红壤
自左至右 对照 施镁

。

稻土的增产效果由不大显著到非常显著
,

而三种红壤的增产效果
,

其中一种有显著的降

低
,

一种变化不大
,

只有一种有所增加
。

表 不 同土里速粗种植玉米时
,

镁肥对玉米茎叶重量 克 的影响 一 年盆栽试验

采采集地点点 母 质质 土壤名称称 种 植 次 数数

第第第第第 一 次次 第 二 次次 第 三 次次 第 四 次次

对对对对对照照 施镁镁 增产产 对照照 施镁镁 增产产 对照照 施镁镁 增产产 对照照 施镁镁 增产产
    

江江西进贤贤 红色粘土土 红 壤壤 斗

同同上上上 黄泥土土土    !!!

同同上上上 鸟泥土土土     
。

斗

 江江酉余江江 红 砂 岩岩 红 壤壤
。

 

同同上上 风化物质质 板砂土土 斗斗
。

  !

江江西贵溪溪溪 板砂土土  
。

 !

福福建光泽泽 花 岗 岩岩 红 臭臭  ! 斗333 4999 1 8
.
2 111 4 2 5 999 1 3 444 6

.
7 666 2 3

.
8 222 2 5 222

同同上上 风化物质质 黄泥土土 2 0
.
0555 26

.
3777 3222 1斗

.
0 888 18

.
3 555 l333 1 5

.
4夕夕 4 6

.
8 555 2 0 333 5

.
2 111 3 2

.
1999 5 1 888

广广东广州州州 红 褒褒 9
.
1888 17

.
6111 9222 10

。

0 000 1 4

。

9 444 1 888 1 2

.

3 777 3 0

.

7 777 1 4 999 7

.

3 111 2 0

.

7
333

1 8 444

同同上上上 黑泥格格 18
.
6555 25

.
9000 3夕夕 1 9

.
2 888 2 1

.
7 斗斗 666 3 8

.
3 111 4 7

.
0 777 2 333 19

。

0 000 3 3

.

6 888 7 777

江江西负溪溪溪 鸟沙土土 2 0
.
3斗斗 2 5

.
5 444 2 666 1 7

.
7 444 2 0

.
8 66666 1 3

.
1 333 4 3

。

2 333 2 2 999 3

.

1 777 2 9

.

0 999 8 1 888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0

.

0 222 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7

.

2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3 5 999江江苏江宁宁下 蜀黄土土 小粉土土 2 7
.2 5555555 20

.
7333 2 1

。

9 0000000 4
8

.

3
666

7 777 7

.

4 555 3 4

.

1 夕夕夕

注: 重复 4 次
,

每盆种玉米 5株
,

生长期一般为 书天
。

水稻土的全镁量接近其母质(红壤)或较之为低
。

但水稻土的代换性镁量较其母质为

高
,

这反映在玉米箕杆的镁素合量上
,

在不施镁肥时
,

水稻土中玉米蔓杆的镁素相对合量

或每盆吸收的绝对量均比红壤为 高 (表 4)
。

可以推想
,

水稻土和红壤中镁肥肥效不同的

原因可能是
,

水稻土的有效性镁量较 高
,

因而在第一次施用镁肥时
,

其增产效果一般较低
。

但在以 后连续种植的过程中
,

由于玉米在水稻土 中的生长较在红壤 为茂盛
,

玉米强烈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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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镁肥对 玉米真捍(第一次种寸道)中镁素含量的影响(1963年盆栽试验)

采采集地点点 母 质质 土壤名称称
_
代换性镁镁 植物含镁量(M g% ))) 吸收镁量 (毫克 M g/盆)))

(((((((((毫克M g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克克克克克土))) 对 照照 施 镁镁 对 照照 施 镁镁

江江西进贤贤 红色粘土土 红 壤壤 2
.
斗000 0

.
1 000 0

.
3 999 6

.
111 7 6

,

555

黄黄黄黄 泥 土土 4
.
7999 0

.
3777 0

.
6111 73

.
111 17555

鸟鸟鸟鸟 泥 土土 7
.
2666 0

.
6222 0

。

8 111 1 6

.

000 2 牛888

江江西余江江 红 砂 岩岩 红 壤壤 2.2222 0
.1999 0

.
5888 19

.
弓弓

:: ;;;风风风化物质质 板 砂
一

土土 2.2666 口
.
3 口口 D

.
5 999 多3

.
多多多

福福建光泽泽 花 岗 岩岩 红 壤壤 2
.
1000 0

。

1 111 0

.

5 222 1 1

.

111 1 1
333

同同上上 风化物质质 黄 泥 土土 5
.
8999 0.3222 0

。

5 888 6 4

.

222 1
5

333

广广东广州州州 红 壤壤 痕迹迹 0
.1333 0

.
6444 11

.999 11333

江江苏江宁宁 下蜀黄土土 小 粉 土土 56
.
3999 0 .6666 0

.
9222 18 000 27666

收了土壤的有效性镁
,

且由于水稻土所处的强烈还原和淋溶条件
,

中度有效性镁较少
,

因

此愈往后镁素的供给能力愈低
,

镁肥的效果也愈大
。

而红壤则恰是相反的情况
。

当然
,

这

种复杂的关系还有待从土壤镁素形态的研究来加以阐明
。

综合上述可以说明
,

所研究的大多数土壤上镁肥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

并且在单独施用

氮磷钾化肥的情况下
,

随着作物种植次数的增加
,

土壤镁素逐渐耗竭
,

镁肥的效果会愈来

愈大
。

( 二) 对不同作物的肥效

三年来
,

大 田的供试作物有早大豆
、

早稻
、

晚稻
、

花生
,

紫云英等
,

盆栽的供试作物有早

大豆
、

玉米
、

小米
、

早稻及晚稻等
。

在这些大田 的供试作物中
,

早大豆的效果表现得最为

明显和稳定
。

如发育于红色粘土的红壤旱地上
,

平均增产 23 % (自p平均每亩增收大豆 16

斤)
。

镁肥对花生的效果也很明显
,

表 4 所列试验增产 16
.
8%

。

与中南土壤研究室协作在

广州富铝化红壤旱地上所进行的大 田试验
,

也证 明了镁肥对花生有良好的效果
。

江西刘

家站垦殖场科研所在红壤旱地上的试验
,

同样得到镁肥对花生
、

大豆
、

和猪屎豆等作物的

增产效果
,

一般都达 20 多左右
。

表 4 镁肥对不同作物产量的影响 (19 63一1964 年大田试验)

地地 点点 土 壤壤 作 物物 硫酸镁用量量 产 量 (斤/亩)))

(((((((((斤/亩)))))))))))))))))))))))))))
对对对对对对 照照 施 镁镁 增产(% )))

余余江刘家家 红 壤 早 地地 花 生生 2000 16777 19555 16
.
888

进进贤下埠埠 红壤性水稻土土 紫 云 英英 5000 92000 12咚000 3 斗 888

进进贤下埠埠 红嚷性水稻土土 晚 稻稻 2弓弓 1 3 111 1斗999 1 3
.
777

注: (l) 三试验的小区面积分别为 1212
.
5 、

1/ 10

、
1

/
2 。亩; (2) 花生试验的基础肥为: 硫酸铁 2。斤 /

亩
、

过磷酸钙 23
.
4 斤/亩

、

硫酸钾 10 斤/亩及石灰 13 0 斤/亩
,

紫云英和晚稻试验系在拿众一般施

肥基础上进行
。

镁肥对紫云英也有很好的效果 (表 4)
。

看来
,

通过施用镁肥以增加绿肥作物的青草

产量
,

可望促进下季作物的 良好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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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壤性水稻土上进行的一些水稻镁肥试验表明
,

每亩施用硫酸镁 2, 一50斤时
,

一

般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

早稻与晚稻比较起来
,

晚稻的效果较为明显
,

这可能与晚稻的有机

肥一般施用较少有关
。

盆栽试验表明
,

玉米与小米对镁肥的反应特别良好
,

一般从苗期开始显现效果
,

一值

持续到成熟
。

施用镁肥对作物的生育期有一定的影响
。

在大 田 中
,

早大豆施用镁肥之后
,

成熟期一

般推迟 3一乡天
。

但在 1962 年进行的盆栽试验中
,

小米的抽穗期和成熟期显著提前
,

如

10 月 3 1 日的观察结果表明
,

对照及施钙处理者都未抽穗
,

而施镁处理的抽穗百 分率 为

60 一100 %
,

到 11 月 20 日
,

对照的抽穗百分率为 47 %
,

施钙处理为 41 一弱 %
,

所有施镁处

理已全部抽穗
。

1 9 6 2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3]
。

大豆在施用镁肥以后
,

箕杆的合镁百分率受到明显的影

响
,

在比较不施镁肥处理中大豆叶部的舍镁百分率与土壤中代换性镁量的关系时
,

其间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
;
一 0

.
88

,

P 一 。
.
。, )

。

表 3 的结果同样表明
,

四种红壤在施用镁肥以后
,

表 5 不同拱盐和钙盐对小米生长的影响 (1962 牟盆栽试验)

处处 理理 土 嚷嚷 幼 苗 期期 成 熟 期期

PPPPP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株株株株 高高 单株干重重 箕 杆 千 重重 穗 千 重重

(((((((厘米))) (克)))))))))))))))))))))))))))))))
(((((((((((克))) (% ))) (克))) (% )))

对对 照照 斗
.
6 222 15

.
888 0

.
0 333 2

.
0 222 1 0 000 0

.
7 222 1 0 000

硫硫 酸 镁镁 斗 6 斗斗 2 3
.
666 0 0 斗斗 3

.
6 777 1 8 222 1

.
7222 2 3 999

氯氯 化 镁镁 4
.
5111 25

.
999 0

.
0666 3

.
9111 19444 2

.
8333 39333

硝硝 酸 镁镁 4
.
8888 31

.
444 0

.
0888 7

.
4888 37000 4

.
2222 58666

碳碳 酸 镁镁 4
.
9777 34

.
000 0

.
0888 9

.
3333 斗6 222 4

.
7 222 6 5 666

硫硫 酸 钙钙 4
.
5666 20

.111 0
.
0333 2

.
9111 14444 0

.
8111 11333

氯氯 化 钙钙 4
.
4111 18

,

OOO 0

.

0 333 2

.

6
222

1 3 000 0

.

8 666 1
1

999

碳碳 酸 钙钙 斗 8 444 2 1
.
111 0

。

0
444 4

.

5
222

2 2 444 1

.

7 999 2 4 999

注: (l) 四种施镁处理每盆含 M g 0
.
5 克

,

三种施钙处理合 C a0
.
83 克

,

硝酸镁中所含的氮已在一般肥

料中扣除 : (2) 土壤 pH 为收获后测定
。

玉 米蔓杆 含镁百分率为不施镁者的 3一乡倍
,

在同类型红壤中
,

代换性镁量高者
,

一般箕杆

含镁百分率也高
。

由此可见
,

叶部含镁量容易受到土壤中镁量 (施入的镁或代换性镁) 的

影响
。

由于叶部舍镁量具有上述的特点
,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叶部含镁量来钊断

土壤的镁素供应孩度
。

( 三) 不 同镁肥的肥效

在 1962 年
,

我们进行了不同镁盐效果的盆栽试验[3]
,

并同 时以几种钙盐作比较
。

以

红色粘土母质的红壤为供试土壤
,

种植小米
。

表 5 的结果表明
,

施用镁盐有显著的增产效

果
,

不同镁盐的效果不同
,

以成熟期穗重为例
,

为对照的 2
.
4一6.6倍

,

依下列次序递减
:

碳

酸镁> 稍酸镁 > 氯化镁> 硫酸镁
。

不同镁盐具有不同效果 的原因
,

可能与不同镁盐对土

壤酸度有不同的影响
,

而小米又对土壤酸度反应比较灵敏有关
。

在这几种镁盐中
。

碳酸镁

使土壤 pH 由对照的 斗
.
6 提高到 5. 0 ,

效果最好
。

在本试验中
,

镁盐的效果均比钙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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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
。

田间试验也初步证明
,

大量施用氢氧化镁时
,

早大豆较施用等当量的氢氧化钙者增

产 11
.
5拓

。

上述不同镁盐与钙盐效果 的比较试验
,

是在土壤未经预先施用石灰的情况下进行的
。

因而能降低土壤酸度的难溶性镁盐获得了最好的效果
。

在另一个盆栽试验中 (表略)
,

以

同一种土壤
,

每盆先施 Ca CO 38
.
74 克

,

放置十天达到平衡后
,

土壤 pH 为 6
.
5 左右

,

再施用

不同形态的镁肥
,

种植早大豆
,

所获得的结果便与上述者不同
。

当施用水溶性的硫酸镁

民” 克(每盆合 M g0
.
弘 克)时

,

较对照增产 22 多
,

而施用相同镁量或二倍镁量的氢氧化镁

(系工业副产品
,

合 M g量为 24
.
34 务)时

,

产量与对照近似
。

大 田试验也显示了同样的趋

势
,

如两块相邻的红壤旱地
,

肥力相近
,

土壤酸度接近中性
,

在这两块地上分别进行的硫酪

镁与氢氧化镁试验表明
,

施用硫酸镁40斤(约合 M g3.9 斤)较对照增产 l乡
.
8 多(每亩增收大

豆 17
.
8 斤)

,

而施用相同镁量的氢氧化镁增产不显著
。

由于这两个试验的土壤均 接 近 中

性
,

较难溶的氢氧化镁在这种土壤条件下溶解度较低
,

不能及时保证大豆的镁素供应
,

因

而其肥效不如速效性的硫酸镁
。

因此
,

在生产实践中
,

应根据土壤性质(如土壤酸度)等来

选择适合的镁肥 品种
。

( 四 ) 镁肥与其他肥料配合施用时的肥效

我们所进行的大 田试验
,

一般都是在群众施肥的基础上进行的
。

如播种早大豆时
。

群

众一般都用草木灰盖籽
,

早稻一般以绿肥或厩肥作基肥
。

为了进一步研究在其他化学肥

料和有机肥基础上镁肥的肥效
,

布置了几组有关肥料配合施用 的试验
。

表 6 的两个试验结果表明
,

在稍酸按和过磷酸钙各 巧 斤的基础上
,

增施硫酸镁 2乡斤

的处理
,

虽然在成熟期连遭暴雨
,

产量遭受影响很大
,

但较单施氮磷者每亩仍多收籽实 l,

一22斤
。

表 6 族肥与氮
、

麟肥配合施用时对早大豆生长的影响 (1964 年大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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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M g : 硫酸镁 25 斤/亩
,

N
:

硝酸铁钙 巧 斤/亩
,

P :

过磷酸钙 巧 斤/亩
,

磷肥作种肥
,

镁肥与 氮

肥一半作种肥一半作追肥
,

所有肥料均系穴施; (2) 小区面积为 1/33 亩
,

重复三次 ; (3) 由于

成熟期有连续一周的暴风雨
,

生长最好的 N 、
P

、

M
g 处理倒伏严重

,

产量受到很大影响
。

对花生进行的镁肥试验 (表 4)
,

系在硫酸按
、

过磷酸钙
、

硫酸钾和石灰的基础上进行

的
,

结果表明
,

在这些肥料的基础上每亩施用 相当于 2 斤 M g 的硫酸镁时
,

可以增产花生

28
.
3 斤

。

另一试验表明 (表 了)
,

以钙镁磷肥 16. 7 斤集中施于播种穴内作基肥
,

再配合硫酸镁

2 , 斤者
,

较单施钙镁磷肥者每亩籽实产量增加 16万 斤
。

根据分析
,

试验用的钙镁磷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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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溶性镁 9. 3%
,

因此随施用的钙镁磷肥带入的 M g 约有 1
.
6 斤

,

现在此基础上再增施速效

性 M g Z
·

朽 斤仍表现了显著的肥效
,

从而可以推想
,

或者是随钙镁磷肥所带进的镁素不够

植物利用
,

或者是在当季的利用率较低
,

才使得速效性镁发挥了增产作用
。

关于钙镁磷肥

中所合的镁作 为镁肥的意义
,

目前正在研究中
。

表 7 硫酸续与钙镁磷肥配合施用时对早大豆产量的影响( 196斗年大田 试验)

l
籽 实 重 量

试 验 处 理 }

——
卜一一一竺堕二一一一}一一一一望主一一一一

对 照 」
”8

⋯
‘O U

M g

⋯
1, Z

{
“ Z

F
l

“ ,

}

“3

P 、
M g

!

’4 ,
}

‘2 6

注: (l ) M g:硫酸镁 2弓斤/亩
,

P : 钙镁磷肥 16
.
7 斤/亩 ; (2) 小区面积为 1/3。亩

,

重复三次
。

各种肥料相互配合的效果
,

除了主要以产量为指标来说明以外
,

还可以参考植物成分

的 情况
。

1 9 6 2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31
,

施用各种镁盐后
,

小米叶部磷的百分含量没有受到

明显的影响
,

但总的 吸收量增加了很多
。

相反 ;施用各种镁盐后
,

含钾百分率显著下降
,

且

总的吸收量与对照者相近或还低于对照
,

这说明镁与钾之间有明显的拮抗作用
。

以上说明
,

在氮
、

磷及有机肥料的基础上再配合施用镁肥时
,

可以进一步提高产量
。

可以推想
,

今后随着这些肥料用量的增加
,

宜相应配合施用一定量的镁肥
,

以获得高额而

稳定的产量
。

( 五) 不同镁肥用量和施用方法的效果

为 了充分保证作物对镁素的需要
,

发挥镁肥的增产作用
,

镁肥的用量要适当
。

表 8 的

用量试验结果表明
。

早大豆每亩用 M g 量只有在 2
.
乡斤以上时

,

效果才比较显著
,

随着用量

表 8 埃肥用量对早大豆产量的影响 (l 964 年大田试验)

、 理

⋯一一下粤一兰下二一辱了一一

—
卜
-
一

-全全兰立

—
{一一一一一止兰址一一一

-
一

对
_

照
{

“2

}
‘0 0

M g ‘
·

O

污 }
’‘5

{

‘0 3

M g “
·

, 厅
}

‘2 3

}
“0

M g “
·

。厅 {
‘31

_

}
‘17

.11. 1目白. n l引I 尸 一 l ⋯⋯

的增加
,

效果有增加的趋势
。

水稻的试验结果是一般只有当 M g 素用量高达 5斤时
,

增产

作用才较为显著
。

1 9 6 2 年盆栽试验也表明 [3]
,

硫酸镁全量(合 M g 0
.
5 克 )者小米较半量者

增产 34多
。

1
96

斗 年在两种磷肥基础上施用镁肥的试验表明
,

镁肥用量较高时增产效果也

较大
,

以钙镁磷肥为基础施镁 0
.
弘 克较之 0

.
27 克者增产 22 %

,

以过磷酸钙为基础时则为

27 拓
。

目前我们对条播或点播的旱地作物
,

一般施用镁肥的量合 M g2
.
弓斤/亩左右

。

关于
不同作物的适宜用量问题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当镁肥施用不当时
,

也可能 引起负作用
。

根据我们的经验
,

硫酸镁在旱地上集中施甩

时
,

容易对早大豆产生
“烧苗

”

作用
。

因此
,

施用方法要根据用量
、

气候条件及作物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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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量较少
,

播种期间雨水较多
,

土壤比较潮湿的情况下
,

可作基肥施用 ; 相反
,

若用量较
,

土壤较千燥
,

则以追肥 为宜
,

以避免酸的浓度局部过高
,

使种子幼根受害
。

作追肥施用
。

对于生长期较短的作物
,

要追施早一些
,

如早大豆一般宜在幼苗出现二
、

三片具叶时进

多时

行
,

这样可以保证苗期的镁素营养
。

l

-
月
月“月

二
、

简 题 豺 兼

(一 ) 镁肥的有效条件

镁肥的效果受到很多 因素的影 响
。

由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刚开始
,

目前难以

明确提出镁肥的有效条件
,

为生产实践提供镁肥施用 的依据
,

现仅就初步涉及到的某些方

面加以讨论
,

以供今后研究的参考
。

镁肥的效果与土壤的镁素形态有关
。

从土壤全镁量与镁肥效果的关系 中可看 出
,

有

的土壤全镁量很低
,

但镁肥效果并不显著 (如玄武岩母质的砖红壤)
,

有的土壤全镁量虽

高
,

但肥效却很显著(如红色粘土红壤)
。

全镁量相近的同类型土壤
,

镁肥的效果可以差别

很大 (如不同肥力的红壤旱地 )
。

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全镁量(一般为 0
.
06 一0

.
30 多)来$lJ 断

镁肥肥效
。

这是因为
,

全镁的90 % 以上是赊藏态镁[4]
,

它存在于粘土矿物(如蒙脱石
、

伊利

石和蜓石等 )及原生矿物(如角闪石等)中
,

一般认为
,

这种固 定态镁的释放极为缓慢
,

因此

主要由这种形态的镁所决定的全镁量只能代表土壤中镁素的总储量
。

全镁中有效性镁一

般只占百分之几
。

前述结果表明
,

在同类型土壤中
,

代换性镁量较 高者
,

镁肥肥效一般较

低
,

而且植物叶部的舍镁百分率与土壤代换性镁量之间有较大的相关性
。

虽然如此
,

但由

于代换性镁的有效度 因土壤而不同[‘
]( 质地轻的土壤

,

其有效度一般较高)
,

并且作物 当季

所能利用的有效性镁也决定于各种作物的根系与土壤接触的程度和根系的吸收 弦 度
,

因

此 目前也难于根据代换性镁量来说明镁肥效果的大小
。

关于牛d断肥效的指标间题
,

还有

待研究
。

镁肥肥效的大小也 与作物的特性有关
。

一般豆科作物含有的镁量为 禾 本 科作 物 的

2一3 倍[5j
。

说明豆科作物对镁的需要性较禾本科作物为大
。

在我们进行试验的 一些作物

中
,

早大豆
、

花生等豆科作物
,

在施用镁肥之后
,

叶部绿色显著加深
,

对镁肥的反应比较显

著而稳定
。

在禾本科作物中
,

玉米与小米对镁肥的反应也很明显
,

特别是玉米对镁素的需

要较多
,

其缺镁症状极为 明显而易于识别
。

与早大豆等豆科作物相比
,

水稻的镁肥效果较

小
。

这主要决定于它本身的特点
,

另一方面也可能 与水田 中施肥量一般较高
、

有效性镁舍

量较多有关
。

不同镁肥品种的效果依土壤条件而不同
,

同时也与不 同作物的需镁特点有关
。

对于

新垦荒地或施用石灰等碱性物质较少的土壤
,

由于酸度很高
,

一般难溶性镁肥的溶解度较

大
,

这种肥料的施用可以根本改善土壤的镁素供应
,

又能降低土壤酸度
,

因而是比较理想

的品种
,

如白云石
、

蛇纹石粉以及工业副产品如氢氧化镁等
。

近年来
,

在我 国红壤地区已

经普遍施用 的钙镁磷肥也含有丰富的镁素
。

无疑地它也是作物重要的镁素来源
。

对于经

过长期利用 的接近中性的土壤
,
由于难溶性镁肥溶解缓慢

,

而且作物苗期就对镁肥反应明

显
,

在这种土壤上
,

看来最好施用速效性肥料
。

生长期短的作物更应如此
。

一般认为
,

镁肥 的效果主要决定于土壤中有效性镁的绝对舍量
。

但也有人孩调 [‘] ,

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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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的效果决定于镁素与其他 养分离子的比例
。

其中最有影响的离子是 H 十 、

K
十、

ca ++

。

当

这些离子大量存在时
。

郎使有效性镁的绝对量较高
,

作物也可能缺镁
。

因此提出了适宜作

物生长的 M 舒K 和 M 盯ca 比
。

由于土壤与作物及其他条件的不同
,

很难得出一个固定的

适当比例
。

但这种养分离子之间 的拮抗关系
,

在施肥实践中是应该注意的
。

前已提到
,

镁

肥的 应用抑制了作物对钾的吸收
。

普遍认为[6,7
1, 钾肥的施用更能抑制镁的 吸收

,

从而增

加了缺镁的严重性
。

因而随着钾肥的施用
,

也就更应注意缺镁的可能性
。

在 红壤旱地及

水 田 中
,

由于石灰的大量施用
,

镁肥的效果受到了很复杂的影响
,

一方面随土壤酸度的降

低
,

减少了 H 十 与 M g++ 之间的 拮抗作用
,

根系发育增弦
,

有利于作物对镁素的吸收
。

另一

方面 由于土壤中的钙量比镁量相对增加了很多
,

造成钙镁比例的失调
,

从而不利于镁素的

吸收
。

因此在施用石灰时
,

也应 同时补充一些镁素
。

此外
,

在有效性镁量低的土壤上
。

为

了对镁素需求较多的作物提供足量的其他养分
,

以充分发挥镁肥的肥效
,

看来含镁的复合

肥料的施用可能是适宜的
。

( 二) 镁的研究和镁肥施用问题

随着我国农业化学化的发展
,

氮
、

磷
、

钾等化学肥料的施用将会逐渐增加
,

为了充分发

挥这些肥料的效果
,

保证作物高产稳产
,

宜相应配合施用镁肥
,

以满足作物对镁素的需要
。

关于镁肥的 有效施用问题
,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

例如
,

对于我 国广大面积

的红黄壤和质地较轻的土壤
,

镁肥的效果如何? 哪些作物对镁肥反应比较显著? 为了 阐

明这些问题
,

应该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大田试验
,

井且对这些土壤的镁素供应强度及

不同作物对镁肥 的反应特点 加以研究
。

从长远来看
,

随着化肥施用的增多
,

刘镁的需要也

会增加
,

因此关于镁肥与其他肥料配合施用的关系问题
,

也应该予以注意
。

镁素主要集中在籽粒和 果实中
,

对作物品质的影响很大[8]
。

因此
,

今后除了注意镁肥

在提高产量上的效用 以外
,

也应该考虑它在提高作物品质上的作用
。

对于经济林木更应

如此
。

我国红壤区有多种经济林木
,

根据野外初步观察
,

有些地方的油桐和柑桔有缺镁症

状出现
。

由于在大 田中 可以见到的缺镁症状一般是镁素非常贫乏 的标志
,

却使症状还不

明显时
,

植物的产量和品质可能已经受到影响
,

而多年生果树类植物遭受缺镁的损害要多

于一年生农作物 [9]
,

因此为了提高经济林木的产量和品质
,

关于它们对镁肥的需要性r司

题
。

应该进行研究
。

我国有很丰富的镁肥资源
,

如钙镁磷肥
、

白云石
、

蛇纹石和油精等
。

在生产实践 中
,

镁

肥 品种的选择应根据具体条件而定
。

因此
,

关于不同品种的适用条件问题
,

特别是在我国

红壤地区已经普遍施用 的钙镁磷肥是否可以同时保证作物对镁的需要间题
,

具有实践意

义
,

值得研究
:

三
、

摘 要

根据三年来在江西红壤 (母质为红色粘土及红砂岩红壤) 旱地及水田 中对早大豆
、

花

生
、

早稻
、

晚稻及紫云英等进行的大田试验和对华中
、

华南红壤的主要类型进行的室内试

验
,

红壤旱地有效性镁含量较低
,

豆科作物对镁肥的反应比较显著而稳定
。

每亩施用 M g

素 2 斤 (用硫酸镁)
,

早大豆
、

花生等可增产 20 多左右
。

增产效果因土壤肥力而不同
。

在

水 田 中
。

对紫云英的效果较好
,

对水稻的效果较低
。

室内试验表明
,

在多数土壤上镁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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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著
,

玉米与小米对镁肥反应良好
,

井且在单独施用氮
、

磷
、

钾等化肥的条件下
,

随着作

物种植次数的增加
,

土壤镁素逐渐耗蝎
,

镁肥的效果愈来愈大
。

难溶性镁肥在酸性红壤上的效果很好
,

但在接近中性的 红壤旱地上
,

最好施用速效性

镁肥以保证作物苗期的镁素供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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