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土滚中各种形态磷化合物对发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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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地方
,

也有所发现
。

应该指出的是施用多量草子当然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发僵
,

有的

发僵也不一定是由于缺磷所引起
,

这是和土壤本身的性质
,

温度 (气温
、

水温
、

土温 )
,

草子

质量 (含磷多少 )及一系列分解条件等有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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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 镁 磷 肥 细 度试 验初 报
段平相 李阿荣 蒋柏藩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族 研究所 )

在南方大面积的酸性土壤上
,

钙镁磷肥具有良好的肥效 〔1, 2〕 ,

但为了进一步发挥钙镁

磷肥的增产作用
,

在施用技术方面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

例如
,

粒径的大小 (细度 )

不同
,

就会大大地影响其肥效的发挥
。

粒径不宜过粗
,

但也不能认为愈细愈好
,

否则在工

业生产上
,

不仅会使成本提高
,

而且会降低生产能力
。

根据试验
,

从 8 0
.

7 %通过 80 目磨细

到 8 5
.

9%通过 1 00 目
,

用电量增加一倍
,

球磨能力减少一半
。

因此
,

为了提高生产率
,

降

低成本
,

更好地满足农业需要
,

有必要阐明不同细度对肥效的影响
。

细度不同
,

效果究竟有什么不同? 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试验有了一些结果 〔“
,
3〕。

根据

18



目本的情况
,

细度有向较粗粒级发展的趋向
。

例如
,

1 9 5。 年的标准规格是 70 %通过 1 00 目
;

1 9 5 5 年
,

8 5% 通过 5 0 目 ; 1 9 6 2 年
,

降低到 5 5%通过 2 5 目
。

中川正男以〕对水稻进行的试

验表明
,

以通过 10 目的肥效最好
。

当然
,

日本的情况和我国有所不同
,

我们不能盲目搬

用
。

本文是根据有关部门的建议对钙镁磷肥合宜细度进行的一些试验结果
,

供工业和农

业的有关部门参考
。

一
、

试 验 经 过

供试验用的钙镁磷肥标本
,

一是江西产品 ( 以下称样品 I )
,

品 I )
。

原样的粒径百分组成通过标准筛网分筛测定
,

结果列表

表 1 钙镁确肥拉径的百分组成

一是浙江产品 ( 以下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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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I 约 15 %不通过 80 目
,

与标准相符
,

其中通过 30 。 目的将近 50 %
,

其余 30 %在

100 一3 0 0目间 ;
样品 I 与样品 I 比较

,

粒径更细
,

不通过 80 目的 < 1 %
,

< 3 00 目的达 76 %
。

我们采用样品 I 作为供试标本
。

参照表 1 的结果
,

分别测定了 5 0一 7 0目
,

1 0 0一 1 5 0目
, 2 0 0一 2 5 0目

,

< 3 0 0 目等不同

粒径组成部分的全磷量和构溶磷的百分数 (见图 1 )
。

这些数据表明
,

不同粒径部分中的个

磷含量很一致
,

意味着钙镁磷肥是一个比较均质的物质
;
构溶磷在 1 0 0一 1 50 目以下随细

度增加而递增
,

但超过 1 00 一 1 50 目
,

就变化不大
,

这说明
,

在这种粒径时
,

构溶性磷已不

受粒径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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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土壤是江西进贤第四纪红土母质发育的水稻土
,

其特点是养分贫脊
,

缺磷比较显

著〔 5, 6〕
。

试验分盆栽和田间两部分
。

盆栽试验在我所温室进行
,

每盆土重 11 市斤
,

有 7 个

处理
:

1) 不施磷对照
,

2) 过磷酸钙对照
,

3) 钙镁磷肥原样对照
,

其他均为不同粒径范

围的钙镁磷肥
,

有
: 4 ) 5 0一7 0目

,
5 ) 1 0 0一1 5 0目

, 6 ) 2 0 0一 2 5 0目
, 7 ) < 3 0 0目

。

均以

等磷量计算
,

N K 保证
,

全部肥料与土壤混匀
,

重复三次
。

田间试验在江西进贤下埠集人

民公社进行
。

处理项 目有
: 1 ) 钙镁磷肥原样对照

, 2 ) 2 0一 6 0 目
, 3 ) 8 0一 1 2 0 目

, 4 )

7 5% < 20 。目
,

5) 不施磷对照
,

用量 45 斤 /亩
,

重复 3 次
。

供试作物有早稻
、

早大豆
、

晚大豆
、

荞麦等
。

研究项 目包括有当季肥效
、

后效和施用石

灰的影响等试验
。

二
、

试 验 结 果

盆栽试验中水稻两次地上部分的产量和全磷量的分析结果列于表 2
。

田间试验的结

果列于表 3
。

表 2 钙镁磷肥细度对水稻产量和吸收磷食的影响 (盆栽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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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钙镁磷肥细度对早稻产t 和吸收磷量的影响 (田间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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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 钱磷 肥原样对 照 ( < 80 目 )

2 0一 6 0 目

8 0一 12 0目

75% < 2 0 0 目

3 52 士 17

3 5 6 士 20

3 4 4 士 1 8

3 6 3 士 2 9

* 未 施礴对 照产量 2 50 斤 /亩
。

盆栽试验中早大豆籽实的产量及其含磷量的分析结果列于表 4
。

在收获后
,

分析了

盆栽土壤不同处理的有效性磷含量 ( 0
.

0 25 N H CI + o
.

03 N N H
`
F 法

,

表 4 )
。

根据酸性土壤地区在生产上有施用石灰的习惯
,

布置了土壤不同 p H 的盆栽试验
,

将

供试土壤 (原 p H S
.

6) 加 C a C 。 。
调至 p H 6

.

6 (放置 10 天平衡后 )
,

再施不同细度的钙镁

磷肥
。

籽实产量和含磷量结果列于表 5
。

晚大豆收获后重新测定了盆栽土壤的 p H (见表

5 )
。



表4 钙镁磷肥细度对早大豆产量和籽实含磷量的影响(盆栽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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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效试验是在种过早稻的田间试验小区里继续进行的 ( 早稻的小区处理及结果参看

表 3 )
。

供试作物是荞麦
,

这是一种吸磷能力很强的作物
。

原来四个处理除钙镁磷肥原样

对照再施 40 斤 /亩外
,

其他处理均未再施磷肥
,

以便观察不同细度的残效差异
。

荞麦产量

和全磷分析结果列于表 6
。

表 6 钙镁磷肥细度对荞麦后效的影响 (田间试验 )

处 理

钙镁礴肥原样对照 < 80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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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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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6 2 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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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2 2 士 0
。

0 2 7

从表 2 可以看到
,

不 同细度的钙镁磷肥对水稻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在量上和质上

都没有明显差异
。

例如分粟数变动在 7
.

7一 8
.

2 间
,

平均 8 ;
干物质重在 2 1

.

4一23
.

2克 /盆

间
,

平均 2 2
.

3 克 /盆
;
吸收磷量在 57

.

8一 6 1
.

9 毫克 /盆
,

平均 59
.

7 毫克 /盆
。

这些数据都

在试验和分析的误差范围以内
,

没有达到处理上的显著差异
。

同样
,

水稻成熟期的有效

穗数
、

稻谷产量和吸收磷量的数据与拔节期的结果表现 出完全一致的趋势
。

表 3 的田间

试验结果同样说明
,

细度处理之间的早稻产量和吸收磷总量的差异
,

均在田 间试验的允许

误差范围以内
。

早大豆的盆栽试验结果与水稻的盆栽试验情况几乎完全一致 (见表 4 )
。

在土壤施用



石灰后酸度提高到 pH 6
.

6 的情况下
,

各级细度对晚大豆的影响 (表 5 )也表现 了和早大豆

的试验结果一致的趋势
。

说明在上述酸度变幅内施用石灰
,

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
,

会降

低钙镁磷肥肥效
,

而且对吸收磷的总量
_

L也没有表现 出显著影响
。

表 5 亦可看出
,

在不施

磷和过磷酸钙的处理中
,

不论是否施用石灰
,

p H 均有明显降低
,

但施用石灰的情况下
,

钙

镁磷肥各级细度处理之间的土壤 p H 变化很小
,

仍在 6
.

3一 6
.

5 之间
,

这表明微酸性的土

壤环境并不影响不同细度的钙镁磷肥的肥效
。

后效试验中 (表 6 )
,

在荞麦的产量和吸收磷量上
,

最细的一级与粗的比较似乎略有

降低的趋势
。

两种粗的在吸磷总量上虽然只有对照 (施过两季磷 )的 70 %左右
,

但在产量

上与对照比较没有明显差异
。

这表明残余的磷素供应能力基本上可以满足荞麦生育的需

要
。

速效磷的测定 (表 4) 表明
,

从 50 一70 目到 < 3 00 目为止
,

收获后土壤中提取出的磷量随

细度增加而降低
,

这说明
,

如果钙镁磷肥的颗粒太细
,

由于和土壤作用的结果
,

反而会影

响其后效
。

这与田间的后效反应也是吻合的
。

三
、

结 语

上述试验结果说明
:

钙镁磷肥的粒度在 20 一 70 目到 < 3 00 目的范围内
,

在红壤上对各

供试作物的肥效没有显著不同
。

这一情况
,

似乎可以说钙镁磷肥的粒径增加到 70 目左右
,

不致对肥效产生不 良影响
。

;

当然
,

确定生产钙镁磷肥的合宜细度
,

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
,

这里是仅就肥效这一

个角度来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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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庄土壤砂板的危害和改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孟庄 点

徐州铜山县张集公社孟庄 大队
,

地处黄泛平原
,

土质砂板
,

不利种植水稻
,

有碍
“

旱改

水
”

的正常发展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曾在孟庄大队进行了两年的试验 ( 19 71 一 1 9 7 2 )
,

初

步获得一些成果
,

但时间短促
,

研究不够深入
,

还没有彻底解决砂板的危害
。

现将初步结
果汇总于后

,

并请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