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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旱育秧是从 日本引进的一项水稻栽培的先进技术
。

由于旱育秧具有苗期耐寒
、

有利

早播
,

移栽后早生快发及省工
、

省水
、

省秧田等特点
,

四川省 自 年引进这项技术以来 已

在全省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面积的示范推广
,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

今年以来
,

一

些地方的旱育秧发生了黄化白苗等间题
,

严重影响秧苗的数量和质量
,

也打击了旱育秧示范

农户的积极性
。

最近进行的研究表明
,

这类间题实际上是铁
、

锰营养缺乏所致
。

铁
、

锰均为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

铁与叶绿素的合成有直接关系
,

缺铁还影响植

物体内核糖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 而锰在叶绿体中直接参与光合作用过程中水的光解
,

促进

氮素代谢并调节体内氧化还原状况
,

促进植物生长
。

观察发现
,

水稻旱育秧苗铁
、

锰缺乏症一

般发生在 一 叶期
。

缺铁开始时植株第 叶叶基部二分之一处呈黄色
,

心叶全为黄色
,

而分

萦的第 叶和心叶全呈黄色
,

且叶尖焦枯
。

随着时间推移
,

下部叶片也逐渐变黄甚至发白
,

分

粟和生长受到明显影响
。

在盆栽试验中发现
,

简阳的黄红紫泥土上 天龄的缺铁早秧单株

分萦仅 个
,

株高
,

单株地上部干重
,

而该土壤上正常旱秧单株分菜为

个
,

株高
,

单株地上部干重
。

在温江的灰色冲积土上 天龄秧缺铁早

秧单株分萦为 个
,

株高
,

单株地上部干重为
。

水稻旱育秧苗缺锰时首先表现为叶色退淡
,

以后脉间失绿加重并产生许多褐色斑点
。

旱

育秧的缺锰与小麦缺锰症类似
,

但又有区别
。

不同之处在于小麦的失绿斑点主要分布于叶片

中下部
,

斑点容易连成块状
,

而旱育秧的失绿斑点在整张叶片上都有分布且不易连成块状
。

旱育秧缺锰也使分桑受到抑制
,

地上部和根系的生长不 良
。

在盆栽试验中调查发现
,

温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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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潮土 上 日龄缺锰旱 秧 的单株分萦数为 个
,

株高 。 ,

地上部单株干 重
,

而 该土壤上 正 常植株 的单株分萦为 个
,

株高
,

地上部单株干重
。

发生铁
、

锰缺乏症的水稻旱育秧移栽后返青晚
、

会坐莞甚至不能成活
。

更主要的是会使

秧苗数量严重不足
,

甚至损失一半
。

铁
、

锰在化学上属于变价元素
,

它们在土壤中的活性除受土壤 影响外
,

还受土壤氧

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

在淹水条件下
,

土壤氧化还原电位较低
,

铁
、

锰主要以植物容易吸收的
,

的氧化物形态存在
,

所以水育秧和本田水稻通常不会出现铁
、

锰的缺乏
。

但

在旱地条件下土壤呈氧化状态
,

铁
、

锰则以
,

’ 为主要存在形态
,

而水稻根系不能直

接予以吸收利用
,

加之水稻长期生长在淹水条件下
,

对铁
、

锰需要量较高
,

所以水稻早育秧苗

容易出现铁
、

锰缺乏的问题
。

由于土壤中铁
、

锰的有效性随 的升高而降低
,

所以在同样的旱作条件下石灰性土壤

容易发生缺铁或缺锰
,

而酸性土壤一般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

我们近年来的研究还说明
,

长期

水旱轮作的石灰性土壤易缺锰
,

而旱地土壤易缺铁而不易缺锰
。

这些结果均与目前生产上水

稻旱育秧铁
、

锰缺乏症的发生情况相吻合
。

据调查
,

四川省水稻早育秧缺铁症发生在未种过

水稻的旱作土壤上 包括灰色石灰性冲积土
、

部分灰棕冲积土以及丘陵区大面积的石灰性紫

色土
,

而水稻旱秧缺锰发生在温江和大渡河流域一些河流沿岸的石灰性轻质水稻土上
,

这

是由于植稻过程中土壤锰被还原后大量淋失造成的
。

旱育秧苗床土要求 以下
,

而通常土壤在 即可能发生严重的缺铁和缺锰

症
。

四川省多数土壤的 在 一 之间
,

因此旱育秧苗床土的改良特别是用硫黄粉进

行调酸处理非常必要
。

一些资料过分强调了调酸抑制立枯病的作用
,

使人们误认为只要用敌

克松
、

甲霜灵进行杀菌不发生立枯病即可不用硫黄调酸
。

据调查
,

今年四川省水稻旱秧发生

严重缺铁
、

缺锰者系未按要求施用硫黄粉而造成的
。

硫黄粉的用量 左右土壤按每平方米米 施 用
,

左右每平方米
,

左右每平方米
。

硫黄粉最好能在播种前一个月施入
,

要求与床土混合均

匀
,

混合深度在
。

若土壤过干需要及时浇水
,

才能让硫黄粉发挥作用
。

由于旱地土壤含锰一般较丰富
,

而稻 田土壤含铁较为丰富
,

所以用旱地土壤作旱育秧床

土时可客入稻 田土
,

而在稻 田土壤上进行旱育秧时则可客入旱地土壤
,

从而提高旱育秧床土

有效铁或有效锰的含量
。

施用铁
、

锰肥可以促进旱育秧对铁
、

锰的吸收
。

但土壤对铁
、

锰肥特别是铁肥的固定作用

较强
。

铁肥宜与硫黄粉和有机肥混合施用
,

用量为每平方米 一 硫酸亚铁
。

锰肥喷施

效果较好
,

可在秧苗 叶期开始喷施浓度为 写左右的硫酸锰浓度
,

以后每隔 天再

喷一次
,

直到移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