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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牶杨永利牗１９６６—牘，女，高级农艺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盐

碱地改良与治理。Ｅ－ｍａｉｌ牶ｙｙｌ６６＠ｅｙｏｕ．ｃｏｍ

我国东北大石桥、盘锦、营口等地区，地处大辽

河流域，离入海口较近，历史上就是重盐碱地区，土壤

属于典型的滨海盐渍土犤１犦。近年来，由于持续干旱，水

源短缺，传统的大水洗盐，常规种稻技术受到限制。特

别是２０００年的特大干旱，蒸发量超过降雨量的３倍
以上，导致２００１年稻田表土层积盐严重超标，田间水
质急剧恶化。由于泡田水量不足，盐分又难以降到水

稻忍耐极限之下，插秧后，不发新根，水稻返青慢，分

蘖数减少，更为严重的是，部分稻田秧苗不返青，出现

严重死苗现象。

本试验目的是将高效土壤盐碱改良剂——— 盐碱

丰引入营口、大石桥地区水稻育秧中，旨在研究盐碱

丰对稻田土壤及稻田水的脱盐降碱作用，寻找最佳经

济用量，为在盐碱地种稻探索一条经济合理的技术途

径提供理论依据。

据我们 ５月 ２１—５月 ２４日对水源镇的水源村、
赵家村、马家村、大村村及新建５个村６０多个农户近
３０ｈｍ２水田的水质抽样分析表明牞６２．３２％的插秧水
田水质中氯离子含量及全盐含量超标，超过了水稻秧

苗返青期的耐盐极限值。大概情况是秧田水中氯离子

含 量 在 ０．０５％～０．０８％ 之 间 的 约 占 ２０．２９％ 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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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田间试验方法，研究了施用不同剂量的土壤盐碱改良剂对控制水稻苗期盐害的作用。结果表明，①稻田苗
期施用７．５，１１．２５，１５ｋｇ·ｈｍ－２的土壤改良剂，均使土壤中全盐、氯根、ｐＨ值下降，以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用量的下降幅度
最大。②苗期插秧施用土壤改良剂，稻田水的矿化度、氯根、ｐＨ值下降，水质得到改善，以１５ｋｇ·ｈｍ－２用量，效果最好。

③３种剂量均表现为分蘖率明显高于对照，其中以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用量最为突出。④３种用量没有明显差异，从经济用
量角度讲，提倡７．５ｋｇ·ｈｍ－２为最佳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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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中可见，不论对照田还是处理小区，稻田
土的含盐量、Ｃｌ－含量、ｐＨ值分别为 ０．２５７％～
０．３５９％牞０．１５４％～０．２１７％牞０．７７３％～０．７８６％牞均
超过育苗期最大限度为０．２６％，０．０７％，０．６８％；施
用不同剂量盐碱丰施入后，与对照比，３个重复小区

表现为，土壤含盐量几乎都降到最大限度以下，其中

以处理３下降最明显，下降值为０．１２％，３个重复小
区的Ｃｌ－含量，ｐＨ值也呈下降趋势，但仍大于最大极
限值，以处理 ３最明显，下降值分别为 ０．１１９％，
０．０７３％，０．２１，见表３。可见使用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的

表１ 水稻不同生育期耐盐临界浓度（吉林省、辽宁省农科院，１９６０）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ｄｄｙｒｉ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

０．０８％～０．１％ 的占 １７．３９％ 牞 ０．１％ 以 上 的 占
６２．３２％，未超标的正常水田只占１．４５％牞情况很严
重。石佛镇及盘锦市等其他地区情况大致相似。就营

口地区而言牞水田插秧已经过半牞但由于盐害影响牞多
数地块返青不良牞秧苗瘦弱牞叶尖干枯发黄牞根系发育
不良，部分地块已出现死苗现象。根据目前水情来看，

抗旱、抗盐碱、保苗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在插秧前、

后用好盐碱丰，促使水稻早生根、早返青、早分蘖，培

育壮苗就显得尤为重要。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田概况
试验示范点设在大石桥市石佛镇营口监狱一大

队五中队的水稻田中。试验田总面积１．５３ｈｍ２，属于
重盐碱含量的低洼地稻田。试验区土壤及灌溉水的各

项理化指标为：土壤耕作层０～２０ｃｍ平均全盐量为
０．５３％，ｐＨ值８．５６；泡田水的全盐含量为０．２８６％牞
Ｃｌ－含量０．７１％牞ｐＨ值６．５。历年插秧后，秧苗不返
青，死苗率８０％～９０％，需要补３～４次秧苗才可保
５２５０～６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的产量。
１．２试验材料

３０％高效盐碱土壤改良剂——— 盐碱丰是一种新

型、高效抗盐水稻育秧专用型盐碱土壤改良剂，是针

对水稻立枯病的发生原因和条件，根据土壤离子吸附

动力学原理，利用聚合有机高分子的强力离子交换功

能，研制而成的新型产品，由北京农人农业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

试验水稻品种：水稻辽—４５４。
１．３试验处理

设盐碱丰为（１）空白对照（ＣＫ）；（２）７．５ｋｇ·ｈｍ－２；
（３）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４）１５ｋｇ·ｈｍ－２共４个处理，３

次重复，随机排列。

１．４施用方法
以试验设计要求，５月２０日插秧前，分别取盐碱

丰７．５，１１．２５，１５ｋｇ·ｈｍ－２水稀释至１００～２００ｋｇ，用
喷雾器均匀喷施于插秧田水层表面，保持水层，５月
２３日后正常插秧。
１．５田间管理

采用水稻田常规栽培管理技术，深耕细耙，施足

基肥，达到“深、松、平”的要求。农家肥２２５００ｋｇ·
ｈｍ－２牞磷肥３００ｋｇ·ｈｍ－２，氮肥１０５０ｋｇ·ｈｍ－２，插秧
２２．５万穴·ｈｍ－２，基本苗６７．５万株·ｈｍ－２。其他管
理措施与常规相同。

１．６结果调查
土壤盐碱变化情况调查：处理前依小区定点取样

并测定各小区全盐含量及 ｐＨ值。处理后 ７ｄ调查
同一样点的土壤全盐含量及ｐＨ值（取０～２０ｃｍ耕层
土壤）。

每处理区及对照区各选５个点调查秧田：调查项
目有苗期长势、根系发育状况、分蘖数、鲜重及干重

等。

全盐用电导法测定；Ｃｌ－含量用换算法；酸碱度用
ｐＨ计测定。

２ 结果分析

２．１施用不同剂量的盐碱丰对水稻田化学成分的影
响

水稻对盐害的忍耐限度在各个生育阶段不同，其

耐盐临界限度（生长要受抑制）和最大限度（要受害死

苗）如表１。当淹水层和根系活动层的盐分浓度超过
耐盐极限时，即使稻田有水，水稻也不能正常生长牞严
重时则受害死亡犤２犦。

项目
幼苗期 返青期 分蘖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开花期 乳熟期

临界限度 最大限度 临界限度 最大限度 临界限度 最大限度 临界限度 最大限度 临界限度 最大限度 临界限度 最大限度

滨海盐 含盐量 ／％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２７ — ０．３ ０．４７ ０．２８ ０．４７
渍土壤 氯根 ／％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７ — ０．１ ０．２ ０．１１ ０．２０
灌溉水质 氯或总碱度／％ ０．１５ ０．２ ０．１ ０．１５ ０．２ ０．２３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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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施用盐碱丰处理前后稻田土壤化学成分测定值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表３施用盐碱丰处理前后稻田土壤化学成分变化值

Ｔａｂｌｅ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ｉｎ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表４ 施用盐碱丰处理前后稻田水质测定值

Ｔａｂｌｅ４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剂量处理稻田秧苗脱盐降碱快，见图１～图３。
２．２不同剂量盐碱丰对水稻田苗期水质的不同影响

从表３～表４可见，在不同小区中施盐碱丰后每
一处理的３个重复稻田水的矿化度、Ｃｌ－含量、ｐＨ值
呈下降趋势，但仍没有降到最大极限０．１５％以下，７ｄ
后，对照田即不施盐碱丰表现为这 ３个值呈上升趋
势。这表明使用盐碱丰对稻田的水质改善有一定的作

用，其中以处理４即１５ｋｇ·ｈｍ－２施用效果好，矿化
度、Ｃｌ－含量、ｐＨ平均值分别降为０．２６％，０．１３５％，
０．６６７％，与最大极限值相近的地步，见图４～６。
２．３施用不同剂量盐碱丰对不同水稻苗期长势的影

响

水稻减产与土壤含盐量的关系很大 犤３犦，因为一方

面盐分可以直接危害水稻，氯化钠等盐类在土壤中浓

度过高时，影响稻根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造成水稻

生育不良，分蘖数减少等。土壤溶液的高渗透压，还会

造成根及叶片细胞水分外渗，导致质壁分离，原生质

破坏，引起稻苗死亡；另一方面盐分还可以破坏土壤

结构，造成土壤“冷、硬、板”牞影响土壤耕性，地温回升
慢，根系发育不良。国外研究资料表明牞土壤含盐量与
水稻减产率的关系如表６犤５犦。

将对照区及各个处理区的长势进行调查，从表

处理
全盐量 ／％ Ｃｌ－含量 ／％ ｐＨ值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处理前 ５月 １８日
ＣＫ ０．２１５ ０．３７２ ０．２６１ ０．２８３ ０．１２９ ０．２２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９０ ７．７９ ７．８３ ７．７８ ７．８０

７．５ｋｇ·ｈｍ－２ ０．２９６ ０．３８９ ０．２５６ ０．３１４ ０．１７８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８ ７．７１ ７．７３ ７．７６ ７．７３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７ ０．３６２ ０．３５９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７ ７．８６ ７．８０ ７．９２ ７．８６
１５ｋｇ·ｈｍ－２ ０．２３６ ０．３２０ ０．２１５ ０．２５７ ０．１４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５４ ７．５８ ７．９０ ７．７８ ７．７５

处理后 ５月 ２４日
ＣＫ ０．２５９ ０．２４１ ０．１６８ ０．２２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６７ ７．７０ ７．６７ ７．８０ ７．７２

７．５ｋｇ·ｈｍ－２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７ ０．２５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１ ７．５９ ７．８５ ７．４５ ７．６３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０．２０９ ０．２６５ ０．１６８ ０．２１４ ０．１２５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８ ７．６５ ７．５６ ７．７５ ７．６５
１５ｋｇ·ｈｍ－２ ０．２０６ ０．２５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８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７ ７．８２ ７．６１ ７．６７ ７．７０

处理
矿化度 ／ｇ·Ｌ－１ Ｃｌ－含量 ／％ ｐＨ值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处理前 ５月 １８日
ＣＫ ３．２８ ２．７４ ２．２５ ２．７９ ０．１９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３５ ０．１６５ ６．９９ ６．６２ ６．９７ ６．８６

７．５ｋｇ·ｈｍ－２ ２．９０ ４．００ ３．０３ ３．３１ ０．１７４ ０．２４０ ０．１８２ ０．１９９ ７．７１ ７．７０ ６．７０ ７．３７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２．８９ ２．９８ ３．５９ ３．１２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８ ０．２１４ ０．１８９ ７．０６ ６．３２ ６．７０ ６．６９
１５ｋｇ·ｈｍ－２ ２．７８ ３．０３ ２．３８ ２．７３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３ ０．１６３ ７．０５ ６．７５ ７．０４ ６．９５

处理后 ５月 ２７日
ＣＫ ３．８８ ２．６９ ２．４５ ３．０１ ０．２３３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８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７．００ ７．３３

７．５ｋｇ·ｈｍ－２ ２．７２ ３．２９ ２．６０ ２．８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９７ ０．１５６ ０．１７２ ７．００ ６．５０ ７．００ ６．８３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２．８３ ２．６０ ３．３５ ２．９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６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５ ７．０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６．６７
１５ｋｇ·ｈｍ－２ ２．７１ ２．８４ ２．２５ ２．６０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０ ０．１３５ ０．１５６ ６．５０ ７．００ ６．５０ ６．６７

处理
全盐量 ／％ Ｃｌ－含量 ／％ ｐＨ值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ＣＫ ０．０４４ －０．１３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８
７．５ｋｇ·ｈｍ－２ －０．０４３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７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３１ －０．１０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３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１
１５ｋｇ·ｈｍ－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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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剂量盐碱丰处理水稻田矿化度下降幅度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Ｓａｌ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图３ 不同剂量盐碱丰处理水稻田 ｐＨ值变化幅度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ｆｗａｔｅｒｉｎ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图１ 施用不同剂量的盐碱丰处理水稻田后含盐量
下降幅度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ｉｃｅｆｉｅｌｄ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

图５ 不同剂量盐碱丰处理水稻灌溉水 Ｃｌ－含量的变化幅度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Ｃ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图６ 不同剂量盐碱丰处理水稻灌溉水 ｐＨ值的变化幅度

Ｆｉｇｕｒｅ６ ｐ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图８ 不同剂量盐碱丰处理后产量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Ｙａｎ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图７ 不同剂量盐碱丰处理水稻长势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ｉｃ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６～表７可见，处理区的根长、株高、茎宽与对照区增
长不明显，而分蘖率均高于对照，以盐碱丰用量为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最为显著，也可以预测这一处理的产
量也最高。这与使用盐碱丰后土壤含盐量，Ｃｌ－含量降
到０．２１４％牞０．１２８％有关牞这一结果正好与表５中土
壤含盐量，Ｃｌ－含量与产量的关系相一致。

施用盐碱丰后，减小了盐碱危害，增强了水稻的

分蘖率；从测量的鲜重、干重跟对照比，说明物质代谢

加强，干物质积累多，根／冠比以处理１５ｋｇ·ｈｍ－２最
大，这与表３中分析的水质得到较明显的改善，受盐
碱危害轻，水稻根系发育好有关。前后的结果相一致，

见图７～图８。

３ 结论与讨论

牗１牘稻田苗期施用盐碱丰７．５～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图２ 施用不同剂量盐碱丰处理水稻田 Ｃｌ－含量
下降幅度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Ｉ－ｉｎｐａｄｄｙｗａｔｅｒ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５５９第２３卷第３期 农 业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表５ 施用盐碱丰处理前后稻田水质变化值

Ｔａｂｌｅ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表７施用盐碱丰处理水稻生物学性状

Ｔａｂｌｅ７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Ｙａ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注：取样日期为７月７日；取样方法为随机５点取全株植物样本考察各项指标；茎宽指单穴稻苗各茎直径平均值；分蘖率指单穴稻苗分蘖个数

与总株数的比值。

处理指标 ＣＫ ７．５ｋｇ·ｈｍ－２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１５ｋｇ·ｈｍ－２

根长 ／ｃｍ １９．０ ２１．８ １６．４ ２２．５
株高 ／ｃｍ ５２．４ ５６．８ ４８．６ ５７．３
茎宽 ／ｃｍ ６．６ ６．８ ５．９ ７．１
分蘖率 ／％ ４６ ５３ ５８ ５４

鲜重 ／ｇ·株 －１ 地上部 ２．４８ ２．９７ ２．６５ ３．２５
地下部 ０．８８ ０．８０ ０．７３ ０．８８
总重 ３．３６ ３．７７ ３．３８ ４．１３

干重 ／ｇ·株 －１ 地上部 ０．５６ ０．６９ ０．５９ ０．７５
地下部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２１
总重 ０．６８ ０．８５ ０．７３ ０．９６

根 ／冠 ２３％ ２３％ ２５％ ２８％

分蘖率最高。

牗３牘从试验结果表明，７．５～１５ｋｇ·ｈｍ－２的用量
效果差异不大，建议在土壤含盐量小于０．５％的水稻
田以７．５ｋｇ·ｈｍ－２为最佳经济用量。

牗４牘盐碱丰作为土壤改良剂不仅能脱盐降碱，改
善水质，而且还能提高土壤渗透性能，活化土壤中营

养成分和微量元素，但这方面的研究因时间仓促，条

件有限，在本试验中未涉及，需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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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施用盐碱丰仍不能降到水稻受盐碱危害的临界限

度以下。

牗２牘稻田施用盐碱丰后，减轻了盐碱对稻苗的危
害，提高了保苗率，促使水稻分蘖力增强，干物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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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土壤含盐量与水稻减产率的关系（Ｐａｒｎｅｌｌ，１９８５）

Ｔａｂｌｅ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牗Ｐａｒｎｅｌｌ牞１９８５牘

处理
矿化度 ／ｇ·Ｌ－１ Ｃｌ－含量 ／％ ｐＨ值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ＣＫ ０．６０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５１ ０．８８ ０．０３ ０．４７
７．５ｋｇ·ｈｍ－２ －０．１８ －０．７１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７１ －１．２０ ０．３０ －０．５４
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０．０６ －０．３８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０２
１５ｋｇ·ｈｍ－２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５５ ０．２５ －０．５４ －０．２８

土壤含盐量 ／％ 氯离子含量 ／％ 减产率 ／％
０．２３ ０．１２１ ５～１０
０．３２ ０．１６８ １０～２５
０．４５ ０．２３６ ２５～５０
０．６６ ０．３４７ ＞５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