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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
,

可级看出集中施肥法的显著优越性
。

例如
,

在

粉状混施时
,
从肥料中吸收的磷平均只占水稻植株全

磷的 5
.

4%
,

而在集中施肥的处理中
,

此值一般在 15 一

20 %
,

最大的可超过 30 %
。

从磷的利用率来看
,

粉抉

混施者平均仅为 5
.

0%
,

而粉状穴施和粒状穴施者
,

盯

分别为 15
.

斗% 和 1斗
.

5%
,

豹为前者的 3 倍
,

也就是

靛
,

集中施肥时的 1 斤磷肥可以起到一般混合施用时
3 斤的肥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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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7刀 日积51ǎ题青后à

ǎ凶令\占心积卿à酬娜鲁誉脂肠
.

ǎ分孽宋期à分孽盛期à

目前在全国大办农业
、

大办粮食的伟大运动中
,

肥

料的需耍和来源之简的矛盾非常突出
。

因此
,

如何合

理地握济用肥
,

使每一担肥料
,

都能发挥最大的增产效

果
,

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简题
。

在这方面
,

我国莽民从长期的生产突践中
,

积累有

非常丰富的握济用肥的耀蔽
,

如沾秧根
、

塞秧兜
、

肥料

拌种
、

条垄追肥等簿中施肥的方法
。

我们几年来在大
田和温室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磷肥款蔽精果

,
`

都钮明

了这种集中施肥方法的优越性
。

另外
,

在最近几年水
.

,

有些农业机关
,

为了减少磷

肥被土壤的固定作用
,

而大力提倡将磷肥做成颗粒的

施用方法
。

但是这样一方面费工很大
,
另一方面从理

希上推断
,

将肥料做成颗粒后
,

谊将减少了其与根面接

触的机会
,

从而降低了肥效
。

因此 ,只要将磷肥集中施
用

,

lrtJ
嘛

颗粒是不必耍的
,

甚至是不适宜的
。

刻 ,几

年来的盆栽熟输籍果 i曰 〕 ,
也初步靓明了这一点

。

本款脆是应用放射性向位素 P 3? ,

在大田的条件

下进一步征明农民拿众的集中施肥方粗乏的优越性
,

并

解决关于磷肥是否必耍或应歌做或颗粒的争渝 简 题
,

以便有助于这一握髓的推广和应用
。

款髓是在江西进置云桥垦殖坍的酸性杠壤性水稻

土 (摹众称火格田 )上进行的
,

这种土攘右丝琴中丘陵地

区代表的面积布助花 ,

肥力较差
。

拭篡除有集中施肥 (穴

施 )的处理外
,

肯有一般施法 (混施 )的处理以作比较
,

前者系将标氯好的放射性肥料集中施于撼穴秧苗的下

面
,

后者系将肥料与粉层土壤混合
。

处理三个重复
,

小

区面积为 1平方米
,

过磷酸钙的用量均折合为每亩 10

斤
。

田 中施有牛栏粪每亩 12 担作基肥
,

水稻品种为
“南特号 80 早 ” ,

每小区插 30 穴 (合每亩 2 万穴 )
,
四周

为保护行
。

4 月 26 扫插秧
, 7 月 2 2 日收割

。

按返青期

后 ( 5 月 n 日 )、分聚盛期 ( 6月 13 日 )
、

分孽末期 ( 6 月

2 2 日 )
、

孕穗期 (6月 27 日 )
、

灌浆期 (夕月 9 日 ) 和黄熟

期 ( 7 月 2夕日 )等 6个生长期采样分析
,

精果列于表 1

租图 1
。

,

由表 1 及图 1 的精果可级看出以下几点 :

( l) 当比蚊一般施肥法 (混施 )和集中施肥法 (穴

5 8

图 1 磷肥施用方法的上匕较

(
2 )

`

当在集中施用的条件下比较粉状磷肥和技状

磷肥的效果时可以看出
。
二者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

甚至

可以靛
,

粉状磷肥的效果还有比粒状者略高的趋势 (浏

定中出现 5次)
。

例如
,

粉状穴施对磷肥的平均利用率

为 15 淤%
,

而粒状施用者则仅为 1斗
.

5%
,

从肥料中吸

收的磷占植株体中全磷的比重
,

对二种施肥方法分孤

平均为 1 9
.

0 和 18
.

4%
。

二种施肥法的肥效的差别
,

`

更可以从图 1的曲钱中明显看出
。

这与我俏过去的盆
,

栽桔果相符合
。

因此可以贰为
,

甚至对于固定磷的能
、

力蛟强的杠壤性水稻土
,

在集中施用的情况下
,

颗粒肥

料也不晃得比粉状肥料来得优越
。

显然
,

此时肥料与

根面相接触的机会
,

起了更大的作用
。

*

此项工作尚有徐永福
、

周火圭等同志参加
。



表 1 磷 肥 施 用 方 法 的 比 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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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踪磷吸收量 (毫克 /小区 )

磷肥利用率 ( % )

从肥料吸收的磷占植株全磷 (% )

示踪磷吸收弦度 (毫克 /天 /小区 )

示踪磷吸收量 (毫哀/小区 )

磷肥利用率 ( % )

从肥料吸收的磷占植株全磷 (% )

示踪磷吸收瞄度 (毫克 /天 /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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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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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从水稻 (早稻 )对磷的吸收强度来看
,

自分寨

末期到孕穗期是吸收磷肥最强烈的时期
。

在混施的情

况下
,

到孕穗期以后已基木不再吸收磷肥 ;在集中施用

的条件下到孕穗期所吸收的磷量
,

豹为早相整个生呆

期中吸收的全量的 30 一 9 0% ,

到开始灌浆以后
,

早稻

所吸收的磷量已理很少
。

因此一般对
`呼

粒肥
, ,

的概念
,

似应在程度上有所修改
。

粮据我们这个款输并参照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桔

果
,

可以提出如下的建藏 : (功为了充分发挥磷肥的增

产效果
,

建蒸普温荣用集中施肥的方法 ; (
2 )在一般情

况下
,

井不需耍将磷肥做成颗粒
,

以节省大量劳力 ; ( 3 )

在将磷肥用作水稻追肥时
,

需耍在孕穗以前施入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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