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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辩论，我们可以锻炼自己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提升自信
心，在公众场合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辩论不仅
是一种竞争，还是一种交流和合作，要注重团队合作和共同
进步。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辩论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一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
展的大千世界里，戴眼镜的人却随处可见。特别是我国在校
学生3.2亿，平均近视率超过60%，其中小学生为35%，初中生
为65%，高中生达79％。

更令人震惊的是，有调查报告称，国内因高度近视致盲者已
达30多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呀！

因此，如何远离近视？这是我们小学生务必重视的问题。下
方根据有关资料谈几点如何保护眼睛的有效方法：

首先，我们要从小事做起，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学习中
做到眼睛和桌面要持续一尺的距离；身体和课桌之间持续一
个小拳头的间隔；握笔时手和笔尖要持续一寸的距离。

或走路时看书；不要看字体过小、字行过密、字迹印刷不清
的读物；做作业不要用淡色铅笔。

其次，每当我们应对黑板或电视40分钟左右时，务必让自己
的眼睛向窗外眺望或观看绿色植物。在室内的光线不能太暗
也不能太强。因为如果太暗，我们的眼睛看其它东西就会很
模糊，这样久了就会构成近视。如果太强，眼睛就会有刺痛



的感觉，还会干痒，流泪。这也会导至视力的下降。

做到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在40厘米——50厘米之间，使用平视
或轻度向下注视荧光屏。并且要做到使用电脑不超过一小时。

最后，保护眼睛我们要多吃蔬菜。因为蔬菜里内含维生素a和
维生素c等，这些元素能够提高我们的视力，并起到保护我们
眼睛的作用。

总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使我们的窗户更加明亮，我
们必须要使用有效的方法科学用眼。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二

柿子是我们比较喜欢食用的的果品，甜腻可口，营养丰富。
很多人还喜欢在冬季吃冻柿子，别有味道。柿子营养价值很
高，所含维生素和糖分比一般水果高1—2倍。一天吃一个柿
子，所摄取的维生素c基本上就能满足一天需要量的一半，而
且还能预防心脏血管硬化呢，所以吃些柿子对人体健康是很
有益的。

有一天，住在院桥的乡下亲戚带来了一大袋的自种的本地柿
子，黄黄硬硬的，像一块块圆石头。我问妈妈：“这么硬怎
么吃啊？”妈妈回答说：“一般农民为了让柿子在运输过程
中不受伤，延长存放期，增加柿子的食用价值，就会半生半
熟就摘下来，放上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我不禁感
叹：“要这么久啊？”妈妈说：“不过，也有办法让柿子早
点成熟的。”妈妈把方法告诉了我，我立刻动手做起了实验。

我先把九个黄柿子和五个成熟的红苹果放在一起，用塑料袋
装上，扎紧袋口，作为实验组。还另外拿了九个黄柿子也用
塑料袋密封起来，但是没放苹果，作为对照组。我每隔24小
时观察一次(晚上七点)，室内气温平均在25左右。



过了三天，我发现其中有一只柿子碰上去有点软了，拿出来
一看，妈妈说：“这只熟了可以吃了。”为什么其他柿子都
没成熟呢？我仔细一看，原来这只柿子的皮受到了一些损伤。
又过了四天，实验组里的大部分柿子如火一样鲜红，摸起软
软的，吃一口，啊，真甜！如同蜂蜜一样，而没苹果的那袋
才软了一些，颜色还是黄黄的好象营养不良似的，身子硬硬
的，更别提吃了，嘴里的涩味还很重啊。不过可以当皮球玩，
嘻嘻。

柿子和许多果子一样：生果子又硬、又涩，熟果子却又甜、
又软。这是因为在果子成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
变化。生果子挺硬，是因为它含有许多果胶，这些果胶大部
分是不溶于水的，象石头似的整天绷着脸，怪不得生果实的
组织硬而且脆。但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这些果胶都逐渐转
变为能溶于水。于是，果子也随之变软了。象柿子、杏子、
香蕉、桃子，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由硬变软。再说
涩，涩主要是因为果子中含有大量的可溶性单宁物质(鞣酸)，
这种物质有很强的收敛性，使你的舌头感到涩涩麻麻的，那
可不好吃，而且对健康也不利。成熟以后的柿子所含的单宁
酸是不溶淤水的，吃起来就不再有涩味了。同时鞣酸被氧化
了，转化为糖份，也就不涩了，这时我们都很爱吃。

那么为什么苹果会加快柿子的成熟？因为水果也会呼吸的。
苹果会释放出大量的乙烯气体——柿子的催熟剂，促使柿子
成熟。我从网上查看了很多资料，原来这一切都是乙烯在搞
怪。你们一定想问乙烯是什么东西吧？我告诉你，它是一种
调节生长、发育和衰老的植物激素，在所有的植物组织都会
自行散发的挥发性气体，极微量的浓度就会影响植物的生理
变化。只是随着器官的发育阶段不同，其含量有些差异。很
早以前中国人就知道将点燃的香柱放入盛装香蕉的容器，因
为香柱不完全燃烧也会产生乙烯，这样就可以促进香蕉的成
熟。后来经科学家研究证实，空气中乙烯的浓度只要大于千
万分之一，就有催熟的功效。而放入少量成熟的苹果以后，
苹果和柿子被摘下来以后依然能不断呼吸，继续成熟。而世



界级的乙烯制造者——苹果能更多地制造乙烯，因此更快地
促进了柿子的成熟。

塑料袋的作用也功不可没，一方面可以促使产生的乙烯不断
增多，保持了一定的浓度；另一方面密封的空间可以让里面
的水果不能正常呼吸(缺养)，从而由此就分解了果实里的一
部分糖，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部分酒精，这种变化就会促
使可溶性单宁物质变为不溶性，所以成熟后的柿子就香甜可
口了。

而受伤的柿子更容易自身呼吸，促进成熟，这也是以前经常
用的在生柿子上插入牙签似的小木条，来加快成熟的落后方
法。

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如果不想水果成熟得太快的话，就不
要水果混装和塑料袋密封。我外公家曾经收到过水果篮，当
时收到十分高兴，可放了几天拆开一看，大部分的水果都太
成熟烂了心，这就是几种水果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记得拿
到后扯掉外面封着的塑料纸，透透气，使得可以较长的时间
吃到新鲜的水果。

通过这次实验，我知道了乙烯能给有活性的水果带来早日的
成熟，当买来的柿子很涩或香蕉很青的话，可以把它们和苹
果放在一起，让它们加快成熟。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存放水
果，能常吃到新鲜的水果。但如果时间放太长烂了可不好，
所以如果要用快速成熟法的话，一定要注意时间哦！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三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看现代风水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继续不断深入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
国力逐渐强大，为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
建和谐社会，党中央提出新的发展纲领，科学发展观、科学
技术的发展才能带来国民经济的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带来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提高，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
才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和谐和复兴。

关键词：现代风水学城市规划规划设计规划建设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胡锦涛同志最近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美化环境、造福人
类。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大自然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空间，
人类在生存发展中，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如：风、雨、
雷、电、山、水等。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
学会了解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
的融合，即为：“天地人合一”。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人与
自然的协调，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规划建设、建筑设计中，
很多住宅楼梯口向北、厕所对客厅、对饭厅等设计不合理，
既不科学又不卫生，原因是大多数建筑设计师不懂风水学。

当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时，本世纪是信息、数字化时代，人
才的时代，科学、文化、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是中华
民族复兴的时代，也是人类最求进步的时代。所以必须认识
到时代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要意义，以科学发展观指
导今后的工作，我们有关部门及领导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社会
发展中，建筑、规划、专业教育必须增设现代风水学专业课
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在今后我国城市规划建设，
新农村建设，建筑设计中，中国建筑设计师必须懂得现代风
水学，风水专家必须懂得建筑学，不然它会影响我国新世纪
社会的发展，影响建设和谐社会，影响城市及新农村规划建
设的发展。

当前，我国有关部门不重视风水学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到的
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宝风水学，它给人类带来
的价值，自古以来，在本地区的文化经济、城市的发展都起
着重要作用。有些人士认为它是迷信，对人类无价值，但是
纵观前人对风水学研究发展和实际应用，结合实践，认



为：“迷信”是用现代科学理论解释不通的东西。而现代风
水学是与现代科学相融合的综合科学。

现代风水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作用

动植物等。利用现代勘测手段和技术有效地结合起来，达到
人与自然

的和谐。

现代风水学在规划建设上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生存环
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陵
墓、寺庙、村镇、城市规划建设等。现代风水学对于人居住
的房屋、阳宅的影响有：第一，对基址的选择，能使得生理
和心理上产生良好住处的地形条件；第二，对居住处的布置
和处理，包括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房屋的朝向、位置、高
低、大小、出入通道、供水及排水等方面的定位与调整；第
三装饰增加某种符号信息，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
使人们把自身和谐的统一于自然中去，即达到“天地人合
一”的境地。

在今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在规划设计中建立当地的风水
研究，在规划图中，增加风水规划设计内容，如用地选择，
评定、建筑布局、建筑环境、风水的调整等。

城市的发展现状要根据当地风水条件，因地制宜，要接近于
方、圆，当前我国发展地区的城市、中心定位、政府搬迁一
定要慎重，要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环境勘测，反复论证
为要。政府机关的建筑设计、外观造型应采用长方及圆弧形
势，这样有利于住处信息磁场能量的传播、接收增强，藏风
聚气，风水之气是微波“气”就是超微粒，是场，是电磁波。
人类选择好的气场即“山环水抱”，“山环”是接收宇宙之
气的微波介质天线，而“水抱”是大量收集微波，因水易于
吸收微波能量。这就是对“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科学认识，人



体是场，是小宇宙，宇宙有微波，人体有较好的吸收微波的
能量。有好的环境，有利于本地区的科技文化，经济的发展。
现代风水学的科学性就在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改造自然、
顺应自然的形式，它包括微波辐射在内的各种物理能量，使
居住的环境更加适应人体生理的需要。亦是现代科学风水学
的真正所在。

境勘测学，即为现代风水学。它的主要核心是研究自然与人
类之间“天地人合一”的综合性科学，为阴阳宅建筑设计、
室内装饰设计、为城乡规划发展建设定位，在城乡规划建设
中起着重要作用。

现代风水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不断发展，人均收入有所提高，
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党中央把建设新农村放在重
要位置，新农村的规划建设也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离不开人
与自然的协调，它面临着农村的特点，经济的发展，文化素
质的提高，精神文明的建设，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提
高，它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关系到
新农村的村貌，关系到自然村的地理位置，环境改造，新旧
建筑的搬迁改造利用，道路规划，土地的利用，农村工业、
副业、饲养业的布局、村镇集贸市场的位置等，村镇用地的
选择，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考虑生产、生活、
商业、交通、卫生、抗震、防洪等需要，尽可能选择薄地和
山坡上。少占或不占耕地。考虑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
平原地区应避开低洼涝地、古河道、河滩地及大坑地段。山
区应避开山洪、滑坡、流沙、地下溶洞、冲沟、危岩断裂带、
风化物较多的地带及地下资源、历史遗迹的地方。考虑环境
优美、自然条件较好的，最好选择有靠山、近水，即依山傍
水、藏风聚气，有林，地势较高，并有一定坡度，山清水秀
便于排水，交通方便，用地靠近公路，乡道，避免过境路从
中穿过以利村镇内安全，居住安静和环境卫生。应避开高压
电线走廊和铁路桥梁，隧洞、矿井、重要水库、军事目标，



并与易燃易爆仓库保持一定距离，受三废危害区域，有一定
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地势要高于周围土地，以保持干燥。高
原地区要在朝阳坡地上，保持充足的阳光照射。新农村建设
应达到合理用地，节省土地，节约用水，防止水质污染，搞
好绿化，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合理利用各种资源，节
约开资为目的。有条件可统一规划设计，一般普通民宅基地，
它涉及到各种自然环境、水土质、照、温度、气候、磁场、
景观等，都直接或间接或不明显的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

现代科学研究，“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环境的
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在一般情况下，外界环
境对植物和低等动物具有直接影响。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可
导致动植物器官机能的变化，最终引起形态、构造的变化。

根据现代风水学原理，阳宅对人生的重要性主要考虑阳宅的
客观环境，强调实践效果性，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注重在龙沙、
穴、水相协调，山川形有情，看山河发源处的山脉秀丽挺拔；
看山脉走向起伏；看河水交汇处；看山脉走向终点；看地形
范围；看宅穴周围的山环水抱形式；看宅前后山水，看山水
顺逆走向，看阴阳五行，地理方位的确定。选择有利宅地，
主要考虑依山傍水，依山可取得丰富的生活资源，防止水涝。
傍水，有利于灌溉，食用。考虑住宅的朝向，根据我国的地
理位置，一般房宅坐北朝南向，根据地区不同，可以左右偏
南向。房宅与周围环境是点与面的关系，点面和谐，才能使人
“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光华”。选择地理位置，主要考
虑藏风聚气，气是生机，有生机之地，最宜人们生存发展。
房宅结构应注重方、圆均称。无论在原址、改造、扩建或选
址新建，要以科学发展观根据当地风水条件，因地制宜，避
开形煞、冲煞、气煞等因素的影响，使新农村建设呈现出良
好的环境，近年来，党和政府已经在西北地区、牧区、黄土
高原及西南山区等恶劣环境进行了居住迁移，搬进环境好的
新居，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体现了党中央执政为民、以人
为本、服务于民，使中国新农村建设在历史发展中达到科学



的运用并载入史册。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四

在观察大自然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树干的形态都近似圆
的——空圆锥状。树干为什么是圆锥状的？圆锥状树干有哪
些好处？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我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分析
研究。

在辅导教师的帮忙下，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植物的茎
有支持植物体、运输水分和其他养分的作用。树木的茎主要
由维管束构成。茎的支持作用主要由木质部木纤维承担，虽
然木本植物的茎会逐年加粗，可是在必须时间范围内，茎的
木纤维数量是必须的，也就是树木茎的横截面面积必须。之
后，我们围绕树干横截面面积必须，假设树干横截面长成不
一样形状，设计试验，探索树干呈圆锥状的原因和优点。

经过实验，我们发现：（1）横截面积和长度必须时，三棱柱
状物体纵向支持力最大，横向承受力最小；圆柱状物体纵向
支持力不如三棱柱状物体，但横向承受力最大；（2）等质量
不一样形状的树干，矮个圆锥体形树干承受风力最大；（3）
风是一种自然现象，影响着树木横截面的形状和树木生长的
高矮。近似圆锥状的树干，重心低，加上庞大根系和大地连
在一齐，重心降得更低，稳度更大；（4）树干横截面呈圆形，
能够减少损伤，具有更强的机械强度，能经受住风的袭击。
同时，受风力的影响，树干各处的弯曲程度相似，不管风力
来自哪个方向，树干承受的阻力大小相似，树干不易受到破
坏。

以上的实验反映了自然规律、自然界给我们启示：（1）横截
面呈三角形的柱状物体，具有最大纵向支持力，其形态可用
于建筑方面，例如角钢等；（2）横截面是圆形的圆状物体，
具有最大的横向承受力，类似形态的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如
电视塔、电线杆等。



在我的观察、试验和分析过程中，逐渐解释、揭示了树干呈
圆锥状的奥秘，增长了知识，把学到的知识联系实际加以应
用，既巩固了学到的知识，又提高了学习的兴趣，还初步学
会了科学观察和分析方法。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五

记得有一个星期的星期四下午第三节课，我们在上科学课，
在科学课上，我们做了小实验，实验的方法就是：在三角架
上放了一张白纸做的纸船，在纸船里倒上一定的水，最后把
酒精灯轻轻地移到三角架下，纸船里的水会怎样？纸船又会
怎样？同学们议论纷纷。老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们开始做实验吧。”

只见老师把三角架放在桌子上，又把事先准备好的纸船放在
三角架上，接着，又从烧杯里倒进了半个纸船的水。最后一
步了，老师用火柴的火把酒精灯点着了，在把酒精灯移到三
角架下，等到水和纸船的变化。不一会儿，我们发现，纸船
没有被烧掉，纸船里的水也都还在。

我们的嘴张得可以放下一个鸡蛋，老师说：“纸船之所以没
有被烧掉是因为物质在燃烧需要一定的温度，因为纸船在加
温的同时，水分也不断蒸发。水蒸发，水蒸气带走了热量，
所以在水烧干之前，纸船是不会燃烧的。”

我知道了：在烧纸船的实验中，纸船里的水不会蒸发？纸船
也不会被烧毁。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六

暑假的一天，小兰花组织去绍兴科技馆游玩，我特别兴奋，
又可以玩高科技产品了，便早早地来到小兰花5号教室等
候……终于，我们出发了，由于是早高峰，大巴车在车水马
龙中穿行，经过了30分的“长途跋涉”后，我们到了科技馆。



科技馆远远看去像一艘航行中的大船，上面有一个大铁球，
好像承载着整个地球。我们在门口看见了一个蒸汽火车头，
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火车头好像在说：“欢迎大家来
参观。”等了好长时间后，我们才进去了，排队依次参观。
大厅里陈列着两具恐龙化石，一具只有成人那么高，一具有4
层楼的高度，同学们一下子就猜出了食草恐龙和肉食恐龙，
我们先来到三楼参观。我们见到了人体的五脏六腑，如：心、
肝、肺、小肠、胃、食道，还知道它们所起的作用。我还玩
了模拟游戏，如：扔飞镖、保龄球、乒乓球和火灾模拟逃生，
我好像置身在游戏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还见到了
各种毒的危害，告诉我们要远离毒，珍惜生命。

游完了三楼，我们便到了二楼，那里是科技乐园，这是我们
的最爱，可以触到科技产品了。我玩了吹风投气球、运动发
电等科技游戏，我发觉这些游戏非常好玩，还包涵着各种科
学知识，如：球从洞中穿过会碰到铃铛(机械运动)、半球实验
(大气压强)……这里不但有科技游戏，还有机器人呢！有魔
方机器人、下棋机器人、舞蹈机器人和画画机器人。我对魔
方机器人特别感兴趣，便捣乱魔方，让魔方机器人拼，我想：
不信你有这个能力，在短时间内拼好魔方。它打量了一番后，
好像读懂了我的心思，开始拼了起来，结果它只用了72秒就
拼好了。当它把魔方放回平台时，好像在说：“你现在知道
科技的魅力了吧！”我还看了画画机器人的画，画得非常逼
真，栩栩如生，好像一个大画家……要回兴趣班了，我们只
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科技馆。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七

摘要从以植物营养学说为施肥理论依据、依据作物生长周围
的环境条件施肥2个方面介绍了作物科学施肥技术，以期为作
物的科学施肥提供参考。

关键词作物；植物营养学说；环境条件；施肥技术



作物栽培依赖于土壤，任何一次收获都要把从土壤中吸收的
各种养分绝大部分被带走，被带走的那部分养分如果得不到
及时合理地补充，就会造成土壤中的这部分养分逐渐匮乏，
作物的产量也会因此逐渐降低。施肥是对土壤养分的有效补
充。目前，施肥主要以氮、磷、钾肥为主，因此给农民造成
一种错觉，认为向土壤中补施了氮、磷、钾，就不会影响粮
食产量的提高，其实每季作物从土壤中带走的养分不仅仅是
氮、磷、钾，还要带走一定量的中量营养元素及一定量的各
种微量营养元素。缺乏任何一种营养元素，作物的生理代谢
都会发生障碍，导致作物不能正常生长发育从而造成减产；
营养元素的缺素症状会在根、茎、叶、花或果实的外形上表
现出来。如果某种营养元素补充过多，也会导致作物不能进
行正常的生理代谢甚至中毒死亡。

肥料是作物生产粮食的粮食，肥料决定着农业生产的丰欠。
但是，并不是施肥越多越好，也不是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施肥。
施肥是讲究科学的，只有依据科学施肥才能保障作物的生理
活动顺畅无碍，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以植物营养学说为施肥理论依据

主要是以养分归还（补偿）学说、同等重要率、最小养分率、
肥料报酬递减率、不可代替率和因子综合作用率等为理论依
据。

1840年，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提出了植物矿质营养学说，
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养分归还学说：植物以不同的
方式从土壤中吸收矿质养分，随着人类收获农产品，将从土
壤中带走大量养分，长此以往，将使土壤中某些养分越来越
少，养分失去平衡，地力逐渐下降。若要恢复地力，就必须
通过施肥的方式归还从土壤中带走的养分。

最小养分率是指土壤缺少某种营养元素时，其他养分含量虽
多，作物也不能良好生长，而且作物产量在一定限度内随这



个养分的增减而相对变化，土壤中这个相对含量最小的养分
就称为最小养分，是增产的限制因素。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
补充最小养分，即使其他养分增加的再多，也难以提高产量，
而且只能造成肥料的浪费。

作物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在作物体内都有一定的功效，相
互之间不能替代，如缺钾不能用氮、磷代替，缺磷不能用氮
代替。

对农作物来说，微量元素与大量元素同等重要，不能因为需
要量少而忽略。不论大量元素、中量元素或微量元素，都是
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即使缺少某一种微量元素，仍会影
响某种生理功能而导致减产。如水稻缺锌造成僵苗和赤枯病，
玉米缺锌导致植株矮小而出现花白苗病。

在其他技术条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施肥量的逐渐增加，
作物的产量也随之增加。肥料增产效应呈阶段性：第1阶段为
效应递增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总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
加；第2阶段为效应递减阶段，在此阶段内，增施单位肥料的
增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递减；第3阶段为负效应阶段，在此
阶段总产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减少。这就是说肥料并不是施
用越多越好，而是要掌握最佳经济施肥量。

作物产量高低是由影响作物生长发育诸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其中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限制因子，产量在一定程度上
受该限制因子的制约。为了提高肥料的经济效益和充分发挥
肥料的增产作用，一方面，各种养分之间的配合施用；另一
方面，施肥措施必须与其他农业技术措施密切配合，发挥生
产体系的综合功能。

2依据作物生长周围的环境条件施肥

2.1水分与施肥



水分是作物正常生长发育所必需的条件之一。土壤水分状况
决定着作物从土壤中吸取养分的能力，一般来说，在一定范
围内，施肥效果是随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提高的，当土壤含
水量不足时，由于水分直接抑制了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因此肥料难以发挥应有的增产效果，所以在大量施用化肥的
情况下，更应重视调节土壤的含水量[1]。在干旱的年份，如
果没有良好的灌溉条件，盲目大量的施用化肥，势必会造成
肥料的浪费[2]。多雨之年，适当地增施肥料，有利于作物生
长，但同时也应防止由于土壤水分过多或施用氮肥过量造成
作物贪青晚熟和减产的不良后果[3]。

2.2作物品种与施肥

作物品种的耐瘠性或耐肥性是由该品种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一般来说，高产品种的耐肥习性也好，并且其高产优势也只
有在肥料满足的前提下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施肥时必须考虑
作物的品种[4-5]。

2.3养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

如果土壤中同时存在2种养分限制作物生长时，仅仅补充其
中1种养分，对作物生长乃至产量往往没有明显的效果，然而
同时施入2种养分，则将对作物增产产生极大影响，这是养分
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效应的结果[6]。养分的这种相互作用不仅
存在在大量元素之间，也存在在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之间以
及2种微量元素之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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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初中生科学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中学生科技论文大赛篇八

今天，我们学校开展了一次科技展览。

吃完饭过了一会，袁老师就让同学们带好纸和笔排队向食堂
走去。走到食堂，我们看见好几块放在外面展览的牌子，我
觉得最有趣的还是《哪条红线更长？》和《曲线正方形》。
《哪条红线更长》非常有趣，同学们可能感觉是左边的红线
比右边的红线长一点，但其实这两条红线是一样长的哦。不
信，你可以看一看图下面的文字介绍：“两条红线完全等长。
”它主要是由于透视的运用所以大大地增强了传统的米
勒·菜尔幼觉版本的效果。还有《曲线正方形》，同学们可
能觉得这些都是用曲线组成的正方形。其实不是。让我们再
来看看下面这段文字：这些是完全的正方形吗？正方形看起
来是变形了，但其实它们的边线都是笔直而彼此平行的。是
比尔·切斯塞尔创作了这个曲线幻觉的视觉艺术版本。很神
奇吧！

在外面看了这么多，里面肯定更精彩。走进食堂，里面摆放
了很多能我们亲手体验的设备。同学们都不由分说地四处散
开，玩起了许多有趣新奇的展品。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个
一碰到管子就会叫的仪器，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叫“手
脑协调—一笔画”。这个主要测试人的脑、手、眼协调的配
合能力。只要拿起带有圆环的手柄，使弯曲的金属杆保持在
圆环的中心，按一下清除按钮，然后移动手柄，圆环尽量不
碰金属杆，碰一次就发出响声，并计一次数，看看您从一端



到另一端时碰撞几次？很多同学都玩了这个游戏，连袁老师
也来凑了个热闹。我测出来是碰了36次。您能一次不碰地完
成这种“一笔画”吗？玩了这个游戏，还告诉我们做任何事
情都要细致才能做到最好。

许多形式活泼内容精彩的科技展品与体验活动，让我们大家
大开眼界，称赞不停。大家都通过动手体验，知道我们应该
养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习惯，具有创新意识。许多
的同学从这些不可思议的科技游戏中享受到科学的乐趣时，
也学到丰富有用的科学课外知识，科技的种子正悄悄地在我
们幼小的心灵里萌芽、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