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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农业中硫的状况及硫肥的效果

邓纯章 龙碧云 侯建萍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所 6 5 0 2 2 3〕

提要 我国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有相当面积的作物及其生态环境缺硫
,

缺硫受气候因素中水热条件 的 影

响较大
,

年均温愈高或降雨盆愈大的地区
,

土集愈容易发生缺硫
,
缺硫还容易出现在地下水位低的中低肥力田或

硫肥用量不足的高产田
, 由花岗岩

、

玄武岩
、

砂页岩发育的土城或质地较软泊勺土壤也容易发生 缺 硫
。 1 9 7 8 年 以

来
,

累计在南方几省17 8 0。曲m 生 的耕地上试验
、

示范
、

推广磷石有
、

石膏
、

硫 磺等 含 硫肥料
,

经济
、

社会
、

生

态效益均较显著
, 当地希里今后生产含硫的高浓度橄

、

磷肥
。

关键词 南方部分地区 硫肥 耕地 缺硫原因 效益显著

云南省江川县水稻生长不良或死亡
,

经

在等氮磷基础上 分 别 施九种中
、

微量元素

(钙
、

镁
、

硫
、

锌
、

铜
、

锰
、

铁
、

硼
, 、

钥)

肥料的田间试验
,

同时进行植株
、

土壤等化

验
。

结果表叽当地中低产田严重缺硫
。

1 9 8 5

年以来
,

在云南
、

广东
、

广西
、

海南等省共

采集了两千多个土壤和植物样本进行化验
,

表明在我国南方有大面积的土壤缺硫和潜在

缺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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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农业 中硫的状况

(一 ) 土壤含硫量

在一般情况 下
,

当 土 壤 全 硫 含 量 在

0
.

0 2 %以下
,

或有效硫含量在 20 m 盯 k g (初

步定为缺硫临界值 ) 以下时
,

施硫就有增产

效果
。

当土壤的全硫含量在 0
.

01 %以下或有

效硫含量在10 m g / k g (初步定为严重缺硫 )

以下时
,

施硫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在1 4 6 0个

土壤样品中
,

严重缺硫的样品中占4 2
.

9 %
,

轻度缺硫的样品占4 7
。

3 %
,

不缺硫的样品占

9
。

8 % ( 见表 1 )
。

严重缺硫的地 区 有云南

省的德宏州
、

怒江州
、

西 双 版 纳 州的劫腊

县
,

还有江川县
、

江城县
、

广东省的西部
,

海南省的 中部
、

南部
,

广西 自治 区 的东部

等
。

据报道
,

世界温带表土的平均含硫量为

O
。

06 4 %
,

热带表土的平均含硫量为 0.
。

o n %
。

我们调查地区表土的平均含硫量接近世界热

带地区
。

经采样分析
,

这些地区n 类土壤含

硫量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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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几个省部分地区n 类土壤的含

硫量较低
,

其中有 10 类土 壤低 于缺 硫临界

值
。

热带
、

南亚热带土 壤 中砖红 壤
、

赤红

壤
、

燥红土的含硫量最低
,

与北亚热带
、

温

带土壤的含硫量差异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准
。

水稻土的含硫量受水分变动状况影响较

大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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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浸水 的潜育型水稻土含硫量较高
,

间歇性干湿交替漪育型水稻土含硫量中等
,

受水作用较浅的淹育型水稻土含硫量最低
。

(二 ) 不同岩石的含硫t

我国西南地形以山 地
、

丘 陵
、

盆 地 较

多
,

多呈交叉分布
,

所形成的土壤母质的含

硫量又受不同岩石种类的影响较深
,

特别是

在一些土壤熟化程度较低的中低产田
,

当岩

石含硫量较低时所形成的土壤一般容易发生

缺硫
。

例如
:
云南怒江州

、

德宏州土壤是以

白云母花岗岩风化 物 为 母 质
,

全硫含量在

O
。

00 3 %一0
。

005 % 之 间
,

其 土 壤的平均全

硫含量相应为0
。

003 %一O
。

0 14 %
。

有效硫平

均含量为7
。

0一16
。

6 m g / k g
,

调查 地 区15 种

岩石含硫量如表 4
。

即便是同一种岩石
,

其含矿 物 成分 不

同
,

含硫量差异也较大
,

以玄武岩和花岗岩

为例见表 5
。

(三 ) 雨水
、

灌溉水的含硫t

雨水
、

灌溉水中的硫对土壤和植物也有

一定关系
。

我国南方几省
,

降雨中的含硫量

较低
。

例如
:

云南省德宏州
、

江川县
、

武定县

农 5 不同矿物成分岩石的含旅(S )t

平均含硫t (% )

1 9 8 1年降雨中的含硫量每公顷分别为 10
.

5
、

2 3
.

2和14
。

7 k g
,

比东南沿海 福 建 省 的福清

县
、

连江县52
。

I k g和 41
。

7 k g 少 得 多〔刘 崇

群
。

我国南亚热带闽滇地区降雨中养分含量

的研究
.

土壤学报
,

1 9 8 4
, 2 1 (4 )〕

。

我国南方几省部分地区灌溉水的含硫量

差异 较 大
,

人工 水 库 的 含 硫 量 为 0
0

4一

1
.

4 8 In g s / L
,

平均为 i
.

3 2 m g s / L
,

主要河流

的含硫量为O
。

5一 1
。

7 m g s / L
,

湖泊的含硫量

为。
.

7 4一2
。

sm g s / L
,

低于世界河水的平均

含硫量4
。

lm g s / L
,

人工水库水是中国南方农

业主要灌溉水源
,

定位试验结果表明
,

种一

季中稻
,

如灌溉水量为3 8 5 5 。 吕

/ h m
’ ,

含硫

一 2 6一



量 (S ) 仅5
。

Ik g
。

(四 ) 作物的硫状况

根据 16 4号植株样本的分析
,

不 同 作物

叶片的含硫量差异较明显 (表 6 )
。

含硫量

差异较大的土壤上生长的同一作物
,

叶片含

我一南方部分地区水稻硫肥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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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量也有差异
。

当土壤含硫量较低时
,

植株含硫量与土

壤含硫量的变化呈正相关
,

施硫能增加植株

的含硫量
,

当土壤含硫量在临界值以 上时
,

施硫对植株含硫量影响不大
。

在硫肥示范
、

推广的同时
,

进行了同田对比

1 0 9 3组
,

其中增产 1 0 4 2 组
,

占 9 5 %
,

平 产

表8 我日南方部分早地硫肥试验结果

二
、

硫肥的增产效益

和示范推广

自1 9 7 7年发现江川县水稻生长不良
,

施

九种元素的田间试验表明作物及生态环境严

重缺硫
,

立即引起了我们对我国南方耕地可

能缺硫的关注
, 1 9 7 8一 1 9 9 2年

,

协作组在云

南
、

广东
、

海南
、

广西的十六个地
、

州进行

了施硫肥的田间试 验 163 组
,

其 中增产 148

组
,

占9 1 %
,

平产 2 5组
,

占9 % (表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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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稻田三熟制土壤钾素养分变化及平衡施肥技术
‘

邹长明 陈福兴

(中国农科院红城实验站祁阳 4 2 6 18 2 )

提要
:
以盆栽试验为主

,

结合大田试验
,

初 步研究了紫云英一稻一稻
、

油菜一稻一稻
、

小麦一稻一稻三种三

熟制种植方式下土城钾素养分变化情况及调节土城钾素养分平衡的技术
。

结果表明
:

在三种冬作物中
,

消耗土壤

钾素最多的是小麦
,

且绝大部分的钾素吸收发生在分典期以前
,

抽菜也主要在营养生长阶段吸收 钾
。

在 双 季 稻

中
,

连作晚稻土壤的钾素含里低
,

需要施用更多的钾肥
。

秸秆还田是补充晚稻土壤钾素
,

调节土壤钾素养分平衡

的重要播施
.

关镶词
: 三熟制 钾素养分平衡 秸秆还田

湘南地区属亚 热 带 气 候
,

水热资源丰

富
,

有利于发展三熟制农业
。

因此
,

近几年

来
,

湘南地区稻田三 熟 制 种 植面积不断扩

大
,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

其主 要 轮 作 方式

有
:

绿 肥 (饲 料) 一稻一稻
、

油 菜一 稻一

稻
、

小麦一稻一稻
、

蔬菜一稻一稻等
,

为了

进一步提高三熟制种植方式的产量和效益
,

我们对该地区部分三熟制稻田土壤养分变化

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
。

上发育的红壤稻田
。

(二 ) 大田试验

采用紫云英一稻一稻
、

油菜一稻一稻两

种种植方式
,

布置在同一块稻田中
,

分成两

个大区在大区中裂区
,

冬 作 物 收 获 (或翻

压 ) 后
,

按常规施肥法
,

各季作物 亩施纯 N

i i
.

7 k g
, p :

0 。5
.

6 k g , K :
0 7

.

5 k g
。

试验田为

冲积母质上发育的稻 田
,

试验位于湖南省祁

阳县官山坪
,

其基本农化性质如表 1
。

一
、

材料与
一

亏法

(一 ) 盆栽试验

采用紫云英一稻一稻
、

油菜一稻

一稻
、

小麦一稻一稻三种种植方式
,

每茬作物均接 N PK
、
汉P

、
PK

、
N哎处理

施用化肥
。

每公斤土施肥量N
、

P :
0

。 、

K : 0 各为0
.

1 5 9
,

每 盆 装土 8 k g
,

重

复 6 次
。

移软式土壤为第四纪红色粘土

供试土镶的养分含盆

. ⋯全氮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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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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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0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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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

1 0 2 }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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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一

碱解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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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全h表一|队阳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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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1 2
。

0

1 8 8
。

5

注
: .

为油菜和绿肥收获后 (早稻插秧前 )取土测定值
。

速效磷为

o
.
sm o l/ L N a H CO :

法
,

速效钾为 i m o l/ L NH
‘
A e
一火焰光度法

。

.

秦道珠
、

王伯仁、李孟秋同志参加部分田间试验
。

51 组
,

占 5 %
。

在 缺 硫 地 区
,

施任何一种

含硫肥料都可获得增产
,

在湿热地区磷石膏

的增产效果稍大于石膏和硫磺
,

在冷浸 田中
,

硫磺的增产效果 大 于 石 膏
,
在缺硫地区

,

水稻 田磷石膏的用量一般 1 50 一3O0 k g / h m
Z ;

在释雨量大
,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旱地作物

磷石膏的用量可达 7 5 0 k g / hm
“。

1 9 8 6一 1 9 9 2年
,

在云南
、

广东两省共施

用磷石膏i 7 s0 0 0 h m
“ ,

增产粮 食 9 6 9 5 0吨
,

增

产甘蔗1 5 x 10
毛

吨
,

增加经济效益一亿多元
。

磷石膏后效监测表明
,

连续施用三年后
,

土壤的水稳性团聚体增加3 1
.

0 %
,

污染元素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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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等没有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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