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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毒田中有机肥对水稻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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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陈同斌 砷毒田中有机肥对水稻生长和产 的影响
,《生态农业研究 》

, , 一

通过 田 间小 区试验
,

研 究了湘南砷毒土壤中施用氮
、

磷
、

钾化肥和有机肥 猪粪 对水稻分莫
、

株高和

籽粒产量 的影响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正 常施肥条件下 即施用氮磷肥
,

配合施用有机肥对水稻总分莫数
、

有效分集数
、

株高和籽粒产量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因此
,

在农业 生产中该地区 的砷毒土壤不 宜施用有

机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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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是一种毒性较强的污染物质
。

过去
,

农田和林
、

草地曾普遍采用含砷化合物作为农

药
、

除草剂
、

除荞剂
、

脱叶剂
,

加之 目前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砷污染也较普遍
。

因此
,

学术界对

砷的环境污染间题一直都比较重视
。

但对砷毒土壤的农业利用间题仍很少有人研究
。

年代初
,

刘更另等人 在湖南省湘南地区发现大量因地质因素和采矿活动所造成

的砷毒土壤
。

此后
,

一些学者曾先后从农业 的角度来探讨砷毒土壤的利用和管理 问

题〔卜 〕,

本文针对湖南砷毒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

着重从作物高产的角度探

索砷毒土壤的合理施肥技术
。

材料与方法

供试土壤

据在常宁县进行的野外调查结果
,

种植水稻的砷毒土壤 和全砷含量分别在 。一

平均为 之间和 一
· 一‘

平均值为 一
· 一 ‘ 之间 个点的平均

值
,

土壤的肥力水平较低
,

普遍缺少氮和磷
,

同时大多数土壤都存在明显的石灰性反应
。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改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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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调查结果
,

我们在调查区内选择了一块具有代表性的水田进行试验
。

供试土壤为红壤性水稻土
,

其基础土壤化学性质见表
。

该土壤的有效氮水平很低
,

有效磷
、

钾的含量也不高
。

土壤的全砷和有效砷水平则极高
,

因此种植水稻经常出现死苗

现象
,

水稻的产量也低于没有砷毒的同类型土壤
。

表 供试土坡的基础化学性质

有效养分
全砷 有机质

试验处理

试验共设 个处理
,

每个处理重复 次
,

试验小区的面积为 平方米
。

供试水稻品

种为余赤 一
,

水稻于 月 日移植
、

成熟期收获
。

试验采用的氮
、

磷
、

钾及有机肥种

类分别为尿素
、

过磷酸钙
、

氯化钾和猪粪
。

各处理的施肥水平见表
。

全部磷
、

钾
、

有机肥

猪粪 都作底肥施用
,

氮肥则一半作底肥
,

一半在分萦期追施
。

表 试验处理的施肥
, ℃

处理号
化肥用量

猪粪

八

﹄户匀尸工口一﹄口

﹃去,上,上︵几上

︸粉︺

亡二︸亡‘尸只

连︸汤任月性任任左‘

结 果

肥料种类对水稻分获和株高的影响

从分萦动态来看之见图
,

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 除磷钾加有机肥 处理外
,

其

余各个配合施用有机肥的处理
,

在各个时期的总分桑数均低于不施有机肥 只施化肥 的

相应处理
。

很显然
,

这是因为施用有机肥加重了砷对水稻的毒害作用的缘故
。

前人的盆栽

试验也曾证明
,

施用有机肥会增加砷的毒性
,

其原因是施用有机肥会降低土壤的氧化还原

电位
。

氧化还原电位降低
,

则容易导致 价砷还原成 价砷阁
,

而 价砷的毒性 比 价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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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多
。

磷钾 处理 的

总分粟数明显低于磷钾

加有机肥处理 原始数

据略
。

这可能与有机肥

中含有大量可供植物利

用的有效氮有关
,

因为

供试土壤的有效氮水平

极低
,

如果只施用磷钾

不施用氮肥
,

水稻会 因

缺氮而限制其生长
,

因

此分萦减少
。

从磷钾处

理与氮磷钾
、

氮

钾
、

氮 三个处

理的 比较可以看 出
,

磷

钾处理 的分粟数最少

也就是说
,

凡施用氮肥

的处理
,

其分粟数均高

于 不施氮肥 的磷钾 处

理
。

这些证据充分证明
,

在供试土壤中不施氮肥

则会因缺氮而限制水稻

‘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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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砷每土维中肥料种类对水稻分策动态的影响

一

‘一补。。︸﹄。侣︵孟乙喇代冲肥

的分萦
。

从施有机肥和不施有机肥对总分莫
、

有

效分萦和株高的影响也可以发现上述现象 原

始数据略
。

即配施有机肥时
,

水稻的总分莫
、

有

效分粟和株高均低于不配施有机肥的处理 但

磷钾加有机肥处理则高于磷钾处理
。

肥料种类对水稻籽粒产 的影响

肥 料种类对水稻籽粒产量 的影 响 见 图
,

也同样存在类似于肥料种类对分粟和株高

影响的现象
,

即除磷钾处理外
,

其余各处理均为

不配施有机肥的处理高于相应的配合施有机肥

的处理
。

从只施化肥的 个处理来看
,

其产量水

平为 磷钾 氮 、氮磷 氮磷钾石氮钾
。

从化肥配合施用有机肥的 个处理来看
,

其产

量水平为 氮磷加有机肥 氮加有机肥

磷钾加有机肥 ￡氮钾加有机肥 氮

口

口

“ ‘‘鸽曰‘ 上江幽‘‘

尺

图 砷毒土续中肥料种类

对水稻籽粒产 的影响

一

磷钾加有机肥
。

从这些处理之间的比较来看
,

有磷肥的处理与没有磷肥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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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水平大致相近
,

因此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施磷肥导致砷毒加重的现象
。

陈同斌等 在盆

栽试验中发现
,

施肥使砷对植物的毒性加强
,

但也有一些文献报道指出
,

施磷会使植物耐

砷毒的能力增强
。

因此我们推测
,

施用磷肥并未加重砷毒可能与供试土壤有效磷水平较低

见表
,

不施磷则植物生长会因缺磷而受到限制有一定关系
。

结 论

湖南砷毒性水稻土小区试验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

在正常施肥条件 施用氮肥和磷

肥 下
,

配施有机肥 猪粪 对水稻没有增产效果
,

甚至会造成减产
。

因此
,

在砷毒性水稻土

中
,

有机肥的施用应该慎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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