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 � 年 � 月

土 壤 学 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徐淮地区土壤中微且元素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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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江苏北部徐州
、

淮阴两地区的大部分土壤是黄河
、

淮河冲积物发育的石灰性冲积土
,

小部分是沐河
、

沂河冲积物发育的非石灰性冲积土和褐土等�江苏省农业厅
, ��� ��

。

为了

探索施用微量元素肥料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
,

于 ��� �年起在徐州
、

淮阴地区搜集土壤标

本
,

测定微量元素含量
、

明确微量元素含量和分布规律
,

对微量元素的供给情况和可能需

要微量元素肥料的土壤 �地区�作出估计
,

同时布置田间试验进行验证
。

田间试验主要在

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进行
,

部分试验与徐州
、

淮阴地区农科所及有关单位协作
。

所试

验的微量元素有锰
、

铂
、

锌
、

硼等
。

供试作物包括当地主要粮
、

棉
、

油
、

糖作物共 �� 种
。

试

验以锰肥为重点
,

由小区试验逐步过渡到大田对比
,

并进行了面积为 巧 万亩的示范和推

广试验
。

通过上述工作
,

证实了微量元素肥料的增产作用
,

与土壤分析结果一致
,

验证了

对土壤中微量元素供给情况所作的判断
。

一
、

土壤标本的搜集

徐州
、

淮阴地区的土壤以黄河冲积物发育的黄潮土为主
, �� 值为 �

�

�一 �
�

�
,

石灰含

量一般在 �一巧多之间
,

并有少量斑状盐土分布 �花碱地 �
, �� 值常常更高

。

沐河
、

沂河

冲积物发育的各种土壤一般不含石灰
, �� 值在 � 上下

。

土壤标本的搜集以黄潮土为主
,

包括剖面标本和表层标本
,

标本数 目详见各元素项下
。

分析方法与前文 �刘铮等
, �� �� �基本相似

,

为了适应石灰性土壤的特点
,

作了如下的

改变
�
有效态铂用草酸一草酸按溶液提取

,

以极谱仪利用催化波测定
,

支持电解质为苦杏

仁酸一氯酸钠溶液
。

有效态锌和铜用 �
�

� �� � 二乙三胺五醋酸 �� � � � �提取
,

用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测定
。

二
、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供给情况

本工作所测定的微量元素包括锰
、

铂
、

硼
、

锌
、

铜五种
,

皆测定全量和对植物有效部

分
。

各元素的含量范围和平均含量见表 �,

表 � 为典型剖面中各元素的含量
。

�
参加本项工作的人员还有徐俊祥

、

尹楚良
、

欧阳挑
、

钱承裸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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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徐州
、

淮阴地区土族中徽� 元素含� �单位� �� �

元元素素 土 城城 成土母质质 采集地点点 有效部分含��� 全 ���

名名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范范范范范范 围围 平均值值 范 围围 平均值值

翻翻翻 黄溯土
,

盆化潮土土 黄河冲积物物 徐州
、

淮阴地区区 �
。

� �一�
�

���� �
�

���� 巧一���� � ���

相相相 黄潮土
,

盐化溯土土 黄河冲积物物 徐州
、

淮阴地区区 �一�
。

���� �
。

���� �
。

�一�
。

��� �
。

���

括括括 黄潮土
,

盐化潮土土 黄河冲积物物 徐州
、

淮阴地区区 �一�
。

��� �
�

��� � �一����� �����

锌锌锌 黄溯土
、

盐化潮土�砂土��� 黄河冲积物物 徐州
、

淮阴地 区区 �
。

�一�
。

���� �
。

���� 未测定定

黄黄黄潮土
、

盐化潮土 �两合土������� �
。

� �一�
�

���� �
。

������

黄黄黄溯土
、

盐化潮土�淤土������� �
。

��一�
�

���� �
�

������

青青青黑土土 沐河沂河冲积物物 徐州地区区 �
。

� �一�
。

� ��� �
。

���� 未测定定

铜铜铜 黄湘土
,

盐化潮土土 黄河冲积物物 徐州
、

淮阴地区区 �
�

��一�
�

����  
。

���� 未侧定定

农 � 典型创面中徽� 元索的含� �单位 � �� � �

标标本号码码 地 点点 深度�厘米��� � � 值值 相相 翻翻 锰锰 锌锌 铜铜

有有有有有有效效 全相相 有效效 全翻翻 代换换 易还原原 活性锰锰 全锰锰 有效效 有效效
态态态态态态相相相 态翻翻翻 态锰锰 态锰锰锰锰 态锌锌 态铜铜

������呼呼 铜山张集集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社社 ��一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丰县宋梭梭 �一����  
。

��� �
。

���� �
�

���� �
�

���� �
��� �

,

��� ���� ���� 斗���� �
。

���� �
。

����

������ �一��� 公社社 ��一 ���� �
,

��� �
。

���� �
�

���� �
。

�斗斗斗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斗斗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斗��� �
。

������ �
�

��� ���� ���� � ��� �
�

���� �
�

����

��������� 淮阴丁集集 �一 ����  
�

��� �
�

�斗斗 �
。

���� �
�

������ ��� ���� �     !
�

�斗斗 �
�

�咯咯

������弓弓 公社社 ��一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斗��� 斗�����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未测定

(一) 住

土壤的锰区分为代换态锰和易还原态锰
,

二者的总和称为活性锰
。

一般认为在石灰

性土壤上 2一3 pp m 的代换态锰和 loo pp m 的易还原态锰是保证作物正常生长所必 需 的

(刘铮等
,

1 9 7 9
)

。

徐州
、

淮阴两地区土壤的含锰量的测定包括 巧 个剖面和 110 个表层标本
。

分析结果

表明全锰含量低于我国各种土壤的平均含量 7lopp m (刘铮等
,

1 9 7 8
)

,

表 2 的典型剖面分

析结果说明了这种情况
。

代换态锰和易还原态锰含量除个别土壤以外也都低于前述的临

界值
。

土壤中锰的可给性主要由土壤条件决定
,

其中以土壤酸碱度
、

氧化还原态电位和通

透性最为突出
。

碱性的土壤反应
、

高的氧化还原电位和良好的通透性使土壤中的锰离子成

为高价状态
,

不易为植物吸收利用
,

因而植物缺锰多发生在质地轻
、

通透性良好的石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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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上
。

徐州
、

淮阴地区大部分土壤为黄河冲积物发育而成
,

除了全锰含量比较低以外
,

根据土壤条件而论
,

应属于上述的缺锰土壤
。

就石灰性土壤与酸性土壤而论
,

例如我国南方的红壤含锰量一般较高(花岗岩母质发

育的红壤除外)
,

代换态锰含量较多
,

锰的供给一般是充足的
,

而石灰性土壤往往有相反的

趋势
。

就江苏省而论
,

南部的微酸性到中性土壤和本区的石灰性砂质土壤充分的反映出

上述的规律
,

二者之间不论各种形态的锰的含量或者活性锰与全锰的比率
,

代换态锰与易

还原态锰的比率都有明显的差异
。

表 3 说明本区土壤的代换态锰
、

易还原态锰和全锰含

表 3 徐州
、

淮阴地区土城与江苏南部各地土城含括t 的比较

土土坡类型型 成土母质质 采土地点点 土壤反应应 含 锰 且 (P pm )))

代代代代代代换态锰锰 易还原态锰锰 全 锰锰

黄黄潮土
、

青黑土等等 黄河冲积物物 徐州
、

淮阴地区区 碱性性 0一8
.
斗斗 巧一29222 2 62一66222

(((((((((((1
.
1)
...

(89))) (42 5)))

黄黄棕城
、

水稻 土等等 下蜀黄土及湖积物等等 江苏南部各地地 中性到微酸性性 0一48
。

888 3 一71000 200一150000

(((((((((((7
.
5))) ( 175 ))) (741)))

注 :
* 平均值

量都低于苏南的各种土壤
。

在所分析的表层土壤中代换态锰基本上不能测 出(用比色法
,

读数为零)
。

这种情况说明二价锰很少或者不存在
。

代换态锰不能测出或者虽然能够测

出但是低于临界值的表层土壤占大多数 (表 4)
。

农 4 徐州
、

淮阴地区衰层土城中住的供给情况 (标本数: 1。。)

形形 态态 代 换 态 锰锰 易 还 原 态 锰锰

含含t (pp m ))) 000 1一333 > 333 < 10000 > 10000

所所占百分数(% ))) 斗333 4 999 888 6 444 3 666

活性锰与全锰的比值也说明同一事实(表 5)
。

设活性锰与全锰的比值大于 0
.
20 的为

可给性较高的土壤
,

徐州
、

淮阴地区的各种土壤的上述比值小于 0. 20 的占所分析的标本

的 86 务
,

而江苏南部各地土壤的上述比值大于 0
.
20 的近 60 务

,

这说明徐州
、

淮阴地区的

土壤中锰的可给性是很低的
。

表 s 徐州
、

淮阴地区土城与江苏南部各地土城中活性性与全括的比位

徐徐徐州
、

淮阴地区 的各种土壤壤 江苏南部的各种土壤壤

活活性锰/全锰锰 < 0
,

1 000 0

。

1 0 一0
.
2000 > 0

.
2000 < 0

。

1 000 0

.

1 0 一0
。

2 000
>

0

.

2 000

所所占百分数(% ))) 5333 3333 l444 l222 2999 5999

(二 ) 相

相的测定包括 13 个土壤剖面和 103 个表层土壤标本
。

分析结果说明全铂含量基本

上不超过 lpp m
,

低于我国土壤平均含铂量 1
.
7pp m (刘铮等

,
1 9 7 8

)

,

有效态相含量基本上

都低于 0
.
1, 一0

.
20pp m 的缺相临界值

,

这种情况说明徐州
、

淮阴地区是一个低铂或缺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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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根据有效态钥含量和有效态铂与全相含量的比值都可以证实这一判断

。

在 100 个

表层土壤标本中有效态铂含量低于上述临界值的占 90 并 (表 6)
,

缺钥的程度是十分严重

的
。

有效态相与全相含量的比值
,

也说明同一事实
,

徐州
、

淮阴地区各种土壤中有效态铂

表 ‘ 徐州
、

淮阴地区的农层土城中相的供给惰况 (标本数: 10。)

形 态

含 t < 0
.
15p pm

有 效 态 相

0
.
15一0

.
20PP m > 0

.
20pp m

所占百分数( % ) 一互言

—
}
—

一

。
- - - - 一

}

与全相含量的比值为 。
.
1一。

.
1 1

,

江苏南部下蜀黄土所发育的土壤 为 。
.
02 一0

.
17 (绝 大多

数< 0
.
10)

,

湖积物及其他沉积物发育的土壤为 0
.
03 一0

.
30 (绝大多数> 。

.
1 0 )

。

就上述比值而论
,

徐州
、

淮阴地区的各种土壤低于江苏南部的湖积物及其他沉积物发

育的土壤
,

而与下蜀黄土发育的各种土壤相近似
,

并且与我国西北的黄土区土壤十分相似

(刘铮等
,

1 9 7 8
)

。

后一情况显然与黄河冲积的影响有关
。

徐州
、

淮阴地区土壤大部分是

黄河冲积物发育而成的
,

必然反映出黄土的一些特征
。

由于黄土母质和黄土性物质的含

相t 很低 (刘铮等
,

1 9 7 8
)

,

除了黄土高原以外
,

黄河冲积影响所及而形成了一个广大的低

相地区
,

包括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
,

徐州
、

淮阴一带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

( 兰) 翻

硼的测定包括 10 个土壤剖面和 分个表层土壤标本
。

分析结果说明全硼含量低于全

国土壤的平均值
,

而水溶态硼含量则较高
,

一般都高于缺硼临界值 0
.
5即m

。

水溶态硼较

多与徐州
.
、

淮阴一带的土壤往往含有盐分有关
。

土壤盐分的积聚也包括了硼酸盐
。

盐土

的分析结果说明在表层中硼酸盐积聚的情况 (表 7)
。

盐结皮中含有多量可溶的硼酸盐
,

含t 远高于邻近田块
。

农 7

深度(厘米)

盐土中水溶态翻含 , ( 淮阴丁集公社)

! 返盐情况
}
水溶态翻含量 (p pm )

0一5

5一18

盐结皮 2
。

2 0

0

。

6 2

0 一5

5一18

邻近 田块
,

无返盐现象 0
。

9 0

0

。

7 2

除了含硼量以外
,

水溶态硼与全硼的比值同样的说明徐州
、

淮阴地区的各种土壤中所

含的水溶态硼较多
,

与江苏南部各地的土壤相比较
,

有显著的差异
:

徐州
、
淮阴地区的各种土壤 0

.
002, 一0

.
042。

江苏南部各地的土壤
:

下蜀黄土发育的各种土壤 0
.
0。。2一0

.0034 (绝大多数< 0
.
0020)

湖积物及其他沉积物发育的土壤 0
.
0012一0

.
008, ( 绝大多数> 。

.
0 030)

上述情况说明徐州
、

淮阴地区的各种土壤中水溶态硼是十分丰富的
,

一般都高于缺硼临界

值
,

翻的供给充足
,

除了需硼较多的作物甜菜和一些豆科植物以外
,

对大多数作物来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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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供给充足而不需要施 用硼肥
。

( 四) 锌

锌的测定包括 9 个土壤剖面和 55 个表层土壤标本
。

分析结果说明有效态锌的平均

含量只有 0
.
32pPm ,

低于缺锌临界值 0
.
50 ppm (L i

nds ay et al
.,

1 9 6 , ) 的占 55外
,

锌的供给

是不足的
,

与江苏南部各地土壤相比较显著偏低 (刘铮等
,

1 9 7 4
)

。

就土壤质地作进一步

区分
,

则砂土的有效态锌含量最低
,

两合土次之
,

二者都低于缺锌临界值;淤土的质地较粘

重
,

有效态锌含量虽然较高
,

但是仍然在边缘值的范围里 (0
.
50 一1

.
00pp m )

。

在喜锌的玉

米叶片上常能观察到缺锌症状
。

( 五) 桐

铜的测定包括 9 个土壤剖面和 55 个表层土壤标本
。

分析结果说明有效态铜基本上

都高于缺铜临界值 0
.
20pp m (Li nd sa y et al

.
,

1 9 6 9
)

,

这说明铜的供给是充足的
。

少数标本

用 E D T A + N H 4cl 溶液提取 (刘铮等
,

1 9 7 4
) 作为对比

,

所测得的有效态铜与 用 D T P A

溶液提取的结果相近似
,

但稍高
。

在田间未观察到作物的缺铜症状
。

三
、

微量元素与作物生长的关系

(一 ) 锰肥试验

锰肥的肥效试验于 1973 年起与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大队合作进行
,

供试作物有小

麦
、

棉花
、

油菜
、

花生
、

大豆
、

豌豆
、

甘薯
、

甜菜等共八种
,

包括了徐州
、

淮阴地区栽培的主要

粮
、

棉
、

油
、

塘和绿肥作物
,

试验以小麦为主
。

试验结果初步证实了锰肥的增产作用
。

1
97

4

年秋天起与徐州地区农科所
、

淮阴地区农科所
、

有关的县农业局
、

县农科所
、

公社农技站协

作
,

多地多点进行试验
,

供试作物扩大到 12 种
。

进一步证实了锰肥的增产作用
。

通过小区试验
,

证实了锰肥对小麦的增产作用
,

增产幅度为 17
.
7一22

.6务
,

统计处理

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表 s)
。

为了验证小区试验结果
,

1 9 7 4 年进行了大田对比试验
,

硫酸
.

锰用量 为每亩 2 斤
,

试验结果每亩增收 25 一47 斤小麦
,

增产幅度为 6
.
9一巧

.
2务 (表 9)

,

再度证实了小区试验结果
。

为了探索在徐州
、

淮阴地区推广锰肥的可能性
,

1
97

4 年秋与徐州
、

淮阴地区农科所协
作

,

组织八个县的有关单位进行小麦锰肥肥效试验
,

结果同样证实了锰肥对小麦有良好的

增产作用
。

所进行的 23 个试验
,

除 1 个试验减产外
,

其余 22 个试验全部增产
,

有过半数

增产幅度在 10 一20 务之间(江苏省徐州地区农科所整理
,

1 9 7 6
)

。

根据以 L 试验结果
,

1 9 7 , 年秋在铜山县委的统一领导下
,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
.

的锰肥示范和推广试验
,

全县在 15 万亩小麦上施用了锰肥
,

并在 巧 个公社的 28 个点组

织了小区试验
,

进行观察
。

根据28 个试验统计
,

除 1 个减产 1个平产外
,

其余 26 个试验均

表现出增产
,

每亩净增小麦 11 一118 斤
,

增产幅度 6
.
4一38

.
2务

,

平均每亩净增小麦 48 斤
,

平均增产率为 10
.
9务

。

就张集公社统计
,

19 处试验增产幅度 2
.
9一”

.
1肠

,

一般增产 10 一
15 务左右

,
3 万 5 千亩小麦因施用锰肥增产小麦 70 万斤

,

结果见表 10 。
( 江苏省铜山县



土 壤 学 报 卷

裹 8 性肥对小班的增产作用 (小区试验)

试试验年度度 处 理理 小区产ttt 折合亩产产 增 产 情 况况 显著性测验验

(((((((斤))) (斤)))))))))))))))))))))
斤斤斤斤斤斤/亩亩 %%%%%

11197333 硫酸锰 2 斤Z亩亩 29
.
3士1

.
222 5 8666 10 888 + 22

.
666

黔偿
显著著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11197444 锰渣 5 斤/亩亩 28
.
1土1

.
222 56222

.
8 444 + 17

.
666

黔影
显著著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锰锰锰渣 10 斤/亩亩 26
.
4士2

.
555 52888 5000 + 10

。

555

界节带
不显著著

锰锰锰渣 20 斤/亩亩 27
.
1士1

.
斗斗 5 4 222 6 444 + 1 3

.
444

黔.000ss
不显著著

对对对照照 23
.
9士2

.
333 斗7 333333333

111 9 7 444 硫酸锰 l斤Z亩亩 53
.
8士4

.
222 53888 7444 十 1 6

.
000

易
.
堵
显著著

}}}}}}}}}}}}}}}}}}}}}}}}}}}}}}}}}}}}}}}}}}}}}}}}}}}}}}}}}}}}}}}}}}}}}}}}}}}

‘‘

1 9 7 555 硫酸锰 2 斤Z亩亩 5 3
.
7士3

.
000 53777 7333 + 15

.
777

局.a0sl0
非常显著著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硫硫硫酸锰 4斤 Z亩亩 54
.
6土3

.
000 54666 8222 十 17

.
777

黔带
非常显著著

对对对照照 46
.
咭土2

.
111 呼6444444444

注: 试脸地点
—

孟庄大队

农 , 括肥对小衰的增产作用 (197 4一1, 7 5 年
,

大田对比试验 )

试试验号号 试验地点点 土坡类型型 面 积积 处 理理 亩 产产 增 产产

(((((((((亩))))) (斤/亩))))))))))))))))))) 斤斤斤斤斤斤斤斤/亩亩 %%%

lllll 孟庄大队队 砂壤土土 1555 硫酸锰锰 38666 2555 十 6
.
999

对对对对对对照照 361111111

22222 孟庄大队队 砂土土 1555 硫酸锰锰 31888 2666 十 8
。

999

((((( 梨园))))))) 对照照 292222222

33333 孟庄大队队 砂土土 888 硫酸锰锰 35777 4777 + 15
.
222

对对对对对对照照 310000000

农 10 栩山县性肥试脸结. (1975一19夕6 年)

土土坡类型型 试 验 项 目目 平均增产幅度(% ))) 平均增产量(斤Z亩)))

总总总数数 增产产 平产产 减产产产产

砂砂质土土 l444 l333 000 111 12
。

222 4 9

。

333

两两合土土 777 777 000 000 9
.
666 55

。

222

淤淤 土土 777 666 111 000 9
.
888 38

。

555

农业局等
,

1 9 7 7
)

。

小麦的锰肥试验由小区试验到大田对比
,

试验
,

都证明了锰肥对小麦的良好增产作用
。

个试验
,

其中 80 沁的试验增产率大于 10 并
,

由多点多地的试验到大面积的推广和示范

总计几年来徐州
、

淮阴两地区共进行了 51

如表 n 所示 (江苏省徐州地区农科所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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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1 住肥的增产福度

增增产百分数(% ))) 未增产产 < 1000 10一1555 15一2000 20一2555 > 2555 合计计

试试验数数 333 777 1333 llll 666 llll 5 lll

1 9 7 6 )
‘)。

田间考查和考种结果说明
,

施用锰肥以后植株高度一般没有明显的差异
,

主要表现是

每穗粒数与千粒重增加
,

有时叶片长度
、

宽度和重量上也有所增加
。

1 9
76 年统计

,

铜山

县 9 个公社 16 处试验中
,

有 12 个试验田千粒重增加 0
.
5一7

.
4 克

,

16 处平均增加 1
.
1克

(江苏省铜山县农业局等
,

1 9 7 7
)

,

锰肥对小麦生长的作用见表 12幻
。

除了小麦以外
,

对其他 11 种作物也进行了锰肥试验
,

同样证实了锰肥的增产作用
。

农 12 括肥对小班生长的作用

试试验地点点 处 理理 株高(厘米))) 稼长(厘米))) 粒/植植 穗/株株 千拉重重

铜铜山张集公社社 拌种
,

2 克/斤斤 92
.
333 7

。

lll 2 9

,

777
斗
.
1 222 3 7

.
999

韩韩庄大队队 拌种
,

4 克/斤斤 89
.
777 7

.
000 28

.
777 3

。

1 999 3 7

.

555

对对对 照照 95
.
222 7

。

lll 2 5

.

111 3

。

5 555 3 7

。

333

洒洒阳县川城公社社 拌种
,

2 克/斤斤 96
.
斗斗 4

。

斗斗 2 2
.
444 1

.
7 333 3 9

.
111

张张陈大队队 拌种
,

4 克/斤斤 95
。

333 5

。

000 2 2

.

555 2

.

1 000 4 0

.

000

拌拌拌种
,

8 克/斤斤 92
.
777 4

。

888 1 8

,

000 1

.

7 555 3 9

.

555

对对对 照照 9 1
。

333 4

。

333 2 1

,

555 l

。

7 555 3 8

.

888

洒洒阳县川城公社社 基肥
,

2 斤/亩亩 96
.
333 4

。

999 2 4

.

555 l

。

7 333 3 9

。

333

张张陈大队队 基肥
,
斗斤/亩亩 93

.
111 4

。

555 1 9

,

333 1

。

7 000 3 9

。

777

对对对 照照 9啥
.
555 斗

。

555 1 9

.

555 l

。

6 777 3 8

。

777

表 13 括肥试脸结. (1973一
975年)

增产幅度(% ) 增产的试验 ! 减产的试验 平产的试验

共计

004CU,10nUnU00�j4月,

�.几

吸
C1
U
o
n

气‘尹On
�,‘

2

,i

nU
O9

71

,jn�n
�,工
22

11,i,l

n�
0

,�,盆
4斗
.,

6
.

3一30
.
8

5
.
4一15

.
4

10
.
7一25

.
0

9
.
6

5
.
4一33

。

2

1 0

。

9 一11
.
4

10
.
0一18

.
1

27
.
9

5
。

9 一7
.
5

5
.
9一5 3

.
0

7
。

3 一14
.
4

5
.
9一21

.
5

2,‘

,二�
j气�

nl,
9乃

nU1.月,, .L,1
9

目一
!

l月eeseseeses
sees

es

月

es

es
l
ee
we

es

es

试 验 数
作 物

孟庄基点 l 徐淮各地

17

8

8

0

9

l

1

�6,�21311

�,弓一,10了�,

尹O

花生豆麦米菜豆英子

一石

小玉花棉油碗大紫答

on,箭舌豌豆

429

菜薯计甘共甜

1) 淮阴地区农科所
,

19 76
: 微最元素铂锰锌肥效试验总结

。

2
) 江苏省泅阳县川城人民公社张陈大队科技队

,
1 9 7 乓 1975 年上半年试验结果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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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3一1975 年在孟庄大队基点共进行了 ” 个试验
,

徐州
、

淮阴地区各地进 行 了 65 个试

验
,

总计 94 个试验
。

绝大多数试验都是增产的 (占 80 并)
。

试验结果见表 13
。

锰肥试验

分布在 15 个县中
,

试验点以县为单位作图 (图 1)
,

每县包括许多试验点
。

卜、卜
.
冰陀

洒阳

图 1 锰肥试验地点分布图 (江苏省徐州
、

淮阴地 区)

(二) 相肥试验

1973 年起在孟庄大队进行铂肥试验
,

以豆科植物为供试作物
,

证实了铂肥的增产作

衰 i弓 相肥试验结果 (一9 7 3一1975 年 )

孟庄基点 l徐淮各地

一一一

共共 计计计

试 验 数 目
度幅)

%
产(增

农 作 物

- 下-
一

}

- 丁一
一

}

一丁一}
一兀一16 1 16 1 0 】 0

臼/, l,一11
................一、�,‘

5

.

0 一27
.
4

6
.
3一36

.
4

6
.
3

5
。

9 一26
.
7

5
.
6一4 1

.
8

11
。

8

8

.

9 一弓5
.
3

5
.
4一 26

。

7

生豆英豆井子

一百

花大晌田紫苔

箭舌碗豆

麻计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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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1 9 7 4 年起与徐州
、

淮阴地区农科所协作多点多地的进行验证
,

试验有效地点 (图 l)

与锰肥试验相同
,

但增加了泅洪县 (表 14)
。

在豆科植物中以花生的增产效果为最好
,

出苗率
、

单株英果数
、

百果重
、

百仁重
、

都有

所增加
,

空批率降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听微量元素组等
,

1 9 7 4
)

,

较大面积的对比

试验也证实了相肥的良好作用 (表 15)
。

衰 1s 相肥对花生的增产作用(江苏省铜山县
,

l 夕7 3一197 4 年)

处处 理理 产 ttt 备 注注

斤斤斤/亩亩 %%%%%

铂铂酸钠浸种+ 喷施
,

溶液浓度 0
.
1%%% 53222 + 4555 小区试验验

对对照照 36888 + 2444 小区试验验

铂铂酸钠浸种
,

溶液浓度 0
.
1拓拓 566666666

对对照照 斗5 6666666

铝铝酸钠浸种
,

溶液浓度 0
.
1%%% 37999 + 2 888 对比试验

,

面积 2 亩亩

钥钥酸钠浸种
,

溶液浓度 0
.
1%%% 43222 + 4555 对比试验

,

面积 2 亩亩

相相酸钠浸种
,

溶液浓度 。
.
1 %%% 3 2 000 + 888 对比试验

,

面积 2 亩亩

对对照照 297777777

铂铂酸钠拌种
,

溶液浓度 0
.
1%%% 29777 + 3 666 对比试验

,

面积 3
.
2 亩亩

含含相废渣作基肥肥 25666 + 1333 对比试验
,

面积 7
·

‘亩亩

对对照照 2188888 对比试验
,

面积 4
.
2 亩亩

除了豆科植物以外
,

对需铂较多的甜菜也进行了试验
,

证实了铂肥对提高甜菜产量和

含塘量的作用 (表 16)
。

表 16 相肥对甜菜的增产作用 (19 73 年
,
小区试验)

试试验地点点 处 理理 产盆 (斤/亩))) 含 糖 t (% )))

铜铜 山山 铂酸按喷施
,

溶液浓度 0
.
1%%% 440000 十11 %%% 18

.
666

对对对照照 4 1400000 17
。

555

淮淮 阴阴 拌种
,

2

.

5 克相酸钱Z斤斤 184666 + 12%%% 17
。

444

55555 克钥酸按/斤斤 19 1222 + 16%%% 17
。

888

111110 克钥酸铁/斤斤 193222 + 18%%% 17
.
999

对对对照照 16呼66666 1 6
.
888

( 三 ) 翻肥试验

由于徐州
、

淮阴地区的土壤往往含有较多的水溶态硼
,

硼肥试验仅就需硼较多的甜菜

和豆科植物(花生)进行
。

试验结果证实了硼肥使上述作物增产
。

甜菜试验在淮阴与淮阴糖厂及丁集公社和小营公社合作
,

在铜山与铜山搪厂及张集

公社合作
。

证实了硼肥使块根和地上部分重量增加 (表 17)
,

块根的锤度
、

塘分和纯度增

加
,

有害氮减少 (表 18)
,

产糖量的增加是必然的
。

花生因施用硼肥而大幅度增产
,

增产 22
.
3一28

.
8务

。

单株英果重量和百仁重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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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l

茎 叶
}

块
.

’处

农 17 . 对甜集的幼产作用 rl, 7 3 年
,

小区试验)

,
.

产 t (斤/亩)

羞肥
,

翻酸 2 斤/亩

授种 + 喷施
,

翻酸溶液浓度 0
.
1%

对照

1840

1‘60

15 00

+ 12
.
3 %

+ 1 1
.
0 %

+ 1呼
.
5 %

+ 9
.
‘%

农 19 . 肥对甜菜块根质, 的形响

处处 理理 锤 度 (呢))) 塘 分 (% ))) 纯 度 (% ))) 有害氮 (毫克 N /100克)))

翻翻翻 21
。

222 + 1

.

000 1 7

。

777 + 0

。

999 8 3

。

888 + 0

.

555 2 2

。

000 一 3 4
.
3 %%%

翻翻+ 锰锰 21
。

222 + I

。

000 1 7

。

888 + 1

。

000 8 4

.

777 + 1

.

444 2 2

。

555 一 3 2
.
8 %%%

对对照照 20
,

22222 1 6

.

88888 8 3

。

33333 3 3

。

55555

注: 有容搏系指含撅的非塘物质
,

例如游离氮荃酸
、

植物碱
、

胺
、

铁盐及硝酸盐等
,

在制糖过程中妨碍蔗抢结晶
。

理

论产箱t 按下式计算:

理论产塘t = 块根含艳盆 一 (5 又灰分% + 25 火 有害氮% )

增加
,

空批率下降
,

籽粒显著的增大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微量元素组等
,

1 9 7 4
)

。

试验田土壤的水溶态硼在 0
.
50 一0

.
80pp m 之间

,

虽然对一般作物来说是足够的
,

而甜

菜仍然对硼肥有良好反应
,

意味着土壤中水溶态硼的 。
,

s

pp

m 的临界值对甜菜来说是不十

分适用的
,

应当相应的提高;例如以 0
.
80 一 1

.
00pp m 为临界值 (Le hr

,
1 9 6 2

)

,

如图 2
。

O 一0
.
35PP m

砚的供给不足

0
.
35一O

.
80pP m

硼的供给中等

0
.
80一1

.
OO PPm > 1

.
OOPP m

砚的供给充足

0
.
35 ppm

, 要。肥
…

0.80PPm 1.00PPm
可酌施翻肥 …甜菜仍需硼肥 1

不需要翩肥

种植甜菜时土坡水溶态硼的临界值

les..自,一p
l!

P
nU

图 2

(四 ) 锌肥试验

锌肥试验以水稻和玉米为主
,

初步证实了锌肥的增产作用 (表 19)
。

根据土壤中有效

衰 19 锌肥试验结果 (1974一1975 年
,

小区试验)

, ,

}一, 一一下生掣掣笔一
一

一}
, 产幅度

(%)

—
!一止竺竺l 一}一竺竺全竺一.}一兰一二一- {

—
玉 米

{
2

}
‘

1
3

}
’

·

0 一28
·

5

水 稻
{

5
}

2
}

7
}

”
·

8 一23
·

’

花 生
}

”
}

.
‘

{
’

}
’4

·

7

甜 菜
}

‘
}

”
!

‘
}

“
·

‘

态锌含量判断
,

一般都低于缺锌的临界值
,

说明锌的供给是不足的
,

与 田间试验结果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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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小 结

1.测定了江苏省徐州
、

淮阴地区一些剖面和表层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

分析结果

说明锰
、

钥
、

锌的供给不足
,

铜的供给中等
,

硼的供给丰富
。

2

.

就锰
、

相
、

锌进行的肥效试验证实了增产作用
,

与分析结果一致
。

棚肥试验仅就需

硼较多的作物 (甜菜和花生) 进行
,

也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3

.

试验以锰肥为重点
,

51 个小麦小区试验中
,

增产幅度 > 10 多的为 41 个
,

占 80 多
。

此外
,

并进行了大面积 (巧 万亩)的示范和推广试验(小麦)
,

证实了锰肥的增产作用
,

增产

幅度 6
.
4一38

.2拓
,

平均增产 10
.
9沁

,

有待进一步的推广
,

以达到增产粮食的 目的
。

4

.

根据土壤类型推断
,

在我国北方可能存在着大面积的缺锰土壤
,

例如黄土母质和黄

土性物质发育的土壤
、

受黄河冲积影响的土壤等
,

包括黄土高原
、

黄淮海平原等地
,

有待进

一步的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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