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留量平均为。
.

2 % 3 4
,

其扩散的全氮量平均为。
.

1 92 %
,

当季利用率为 45 %
。

而后季稻埋

设的草塘泥是我院含养分较低的草塘泥
,

全氮量只有。
.

2 16 %
,

在移栽至成熟的 80 天中
,

残

留量平均为 0
.

1 82 %
,

与土壤含氮量相近
,

故肥料中氮的扩散较少
,

平均只扩散 0
.

0 34 %
,

当

季利用率只有 16 %
。

因此
,

要使作物高产必须肥料质量高 (养分含量高 )
,

腐熟程度好 (速

效养分多
,

并要增加肥料中养分的扩散量 )
,

才能提高土壤中的速效养分
,

以及提高肥料利

用率
。

六
、

模拟试验可用来计算有机肥料补给土壤养分的数量

有机肥料中的养分只有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养分补给土壤
. ,

因此
,

用标准肥或将肥料

中全部养分作为补给土壤的标准是不太恰当的
。

我们认为应该这样计算比较客观
:

肥料补给土壤养分数量 = ( 肥料使用前养分含量 一 肥料模拟试验达到动态平衡时的

养分含量 ) ) <施肥数量

以上结果讨论
,

只不过是粗浅看法
,

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

由于我们才做了初步试验
,

而且分析次数较少
,

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

好多问题还讲不清楚
,

例如
: 肥料在土壤中

扩散规律如何 ? 肥料腐熟程度的不 同
,

其利用率差异多大?
,

把料养分向土壤中扩散与全

量养分和速效养分含量关系如何 ? 肥料养分扩散与土壤环境有什么关系? 等等
,

所有这

些
,

都要经过反复实践
,

才能逐步搞清楚
。

但是这个试验方法虽还很不成熟
,

但对南方水稻土地区研究有机肥料中的养分在土

壤中的扩散
,

以及对土壤肥力的研究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

特别是细而密的尼龙丝袋作模

拟试验更接近于养分扩散的实际状况
,

而砂滤管由于渗透慢
,

离子移动扩散量相对的比尼

龙丝袋少
,

虽也能说明一些间题
,

但与实际状况有一定出入
,

因此我们建议
,

用尼龙丝袋装

肥料作模拟试验
,

希望大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一试验
。

苏北旱改水中的磷肥施用问题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响水点

苏北响水县东风大队向阳生产队共有耕地 3 80 亩
,

经过这
.

几年的种稻洗盐
,

土壤得到

了改 良
,

现除有小面积的盐斑 以外
,

表土含盐量一般在 0
.

15 % 以下
,

作物都能立苗
。

水稻平

均亩产由 3 3 3斤 ( 1 9 6 9年 )增至 5 8 5斤 ( 1 9 7 2年 )和 7 5 2斤 ( 29 7 4年 )
,

最高产量每亩可达 1 0 1 0

斤
。

土壤质地有两种
,

一种是粉砂壤土 ( 当地叫砂土 )
,

一种是粘壤土 (当地叫油泥土 )
。

这两

种土壤含钾量都比较高
,

含碳酸钙 9
.

5一 11 %
。

全磷 ( P : O
。

)含量为。
.

14 一 0
.

16 %
,

就一般

农田土壤来讲是比较高的
,

但速效磷 ( o
.

S M N a H C O
:

提取 )很低 ( 2 一 3 p p m )
。

粘壤土的

酸度为 p H S
.

8一 9
.

0
,

含有机质 1 %上下 , 砂壤土的酸度为 p H卜 8一 9
.

5
,

含有机质在 1 % 以

下
。

根据几年来的大 田对比观察来判断
,

磷肥对各种作物都有明显的效应
。

为了进一步



明确磷肥在改植水稻中的作用
,

该生产队于 1 9 7 3一 1 9 7 5年就田著
、

若子
、

若子大麦混播
、

紫

云英
、

油菜
、

小麦
、

水稻等作物进行了磷肥品种 (磷矿粉
,

钙镁磷肥含 P
:

O
。

14 一 16 %
,

过磷

酸钙含 P :
O

`
16 %

,

磷酸按含 N 17 %
、

P : O 。 46 %等四种 )
、

用量
、

后效等大田和小区试验
,

小区面积在。
.

0 25 一 0
.

05 亩
,

3一 4次重复
。

在油菜
、

小麦和水稻上
,

每亩施用了相当于 40 一

6 0斤左右的硫酸馁氮肥 , 在绿肥上
,

为了平衡磷酸按中的氮素
,

施了等氮量的氮肥
。

现将

小区试验结果简述如下
。

表 1 作 物 对 干 磷 肥 的 效 应

施用 t

确 肥 品 种

若 子 油莱籽

(斤 /亩 )
产 量
(斤 /亩 》

增产
( % )

产 ,
{
增产

(斤 /亩 ) l (% 》

{上
:

生 }土一
,

牛
} 产 皿 ! 取产 }产 摄 } 增产

} (斤 /童 ) ! (% ) {`斤 /蚤 )
!

( % )

1 2 3串*

9 5* 冲

6 7串*

4 9 6

5 2 8

8 7 0

_

户
了勺* 甲

口口九O,d丹才,六 二匕舟七ó七,二月才
, .
1孟口U弓O,自

ses
......,......

1
.几几口....

1!!!

乖*******O臼亡dQ材八已,二自U

,上d.几

,曰.任月了,自,二O曰月了O甘O甘O甘

司月二j.孟, .,̀二

冰串

一08
óUóU一勺Ró施 磷

阳 磷 矿 10 0

4 0一 60

6 0

2 0

1 7 4 2

2 0 4 1

3 0 0 6

2 3 4 9

2 5 8 1

2 1

7屯本串

3 6争*

5 0* *

肥钙粉肥俊不开钙过确

.l 若子
、

水稻 亩施过碘酸钙 4 0 斤
,

其它作物为 60 斤
。

2
。 * 为统计上达显 著 ( P < 0

.

0 5 )
, * * 为统计上达极显著 ( P < 0

.

0 1 )
。

3
。
田著

、

若子的产分为鲜草产 量
,

其它为籽实产盆
。

酸礴

酸

确镁一

一
、

几种作物对于磷肥的效应

试验结果 (表 1 )说明下列几点
:

( 1) 这类强石灰性土壤
,

虽然有较高的全磷量
,

但是

速效磷很低
,

过磷酸钙对于各种作物均有极为明显的效应
。

磷酸按虽然也是可溶性的正

磷酸盐
,

但是增产效应低于过磷酸钙
。

这可能是过磷酸钙中有大量石青
,

在改善土壤耕

性方面
,

起了有利的作用 , ( 2) 拘溶性的钙镁磷肥在这类缺磷的强石灰性土壤上也有较好

的增产效应
,

这与过去在安庆和场 山的试验结果相符 〔 1〕 ; ( 3) 几年来
,

从苏北各地磷矿粉

的肥效试验结果
,

我们对于磷矿粉在石灰性土坡上的肥效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
。

过去的

工作已经指出 t2
,

3〕 ,

磷矿粉的肥效取决于土壤性质
、

作物吸收性能和磷矿特性三个因素
。

对于强石灰性土壤
,

只有在作物吸收性能极强
,

或者矿石中的磷灰石呈隐晶质或胶态的情

祝下
,

才有一定的肥效
。

开阳磷矿是胶磷矿
,

与国内其它磷矿相比较
,

直接施用效果是很

好的
,

但表 1 结果表明
,

除油菜外
,

开阳磷矿粉对水稻
、

小麦基本无效
。

所以在石灰性土壤

地区
,

如果使用锦屏磷矿这种沉积变质的磷块岩
,

一般来说
,

效果是不会显著的
。

二
、

磷 肥 的 后 效

近几年来
,

东风大队几乎每季作物都要施用磷肥
。

大田生产上也发现没有施用磷肥

田块的庄稼
,

总是没有附近施用磷肥 田块的庄稼长势好
。

但是否季季庄稼都要施用磷肥
,

麟肥在这类土壤上的后效如何 ? 现举若子和水稻两组试验为例以说明之
。

1
.

曹子的磷肥后效试脸 试验田在 1 97 2
、

1 9了3
、

1 9 7 4三年中种植过三季水稻和两季

若子
,

每季每亩施用过磷酸钙30 一 40 斤
,

三年共施入 1 80 斤左右
。

1 9 7 4年冬季种植若子磷

肥的效果极为显著
,

每亩过磷酸钙用量和若子鲜草量见表 2
。

后效试验是以磷肥集中条

施在田着上
,

田著收割后不耕翻
,

在原来的行中播种若子
。

前作田著施用磷肥的品种
、

用



量
、

田著鲜草产量和后作若子鲜草产量见表 3
。

表 2磷 肥 对 酋 子 的 效 果

过 礴 限 钙 用 童 (斤 /亩 ) }产 盘 (斤 /亩 )

未 施

1 5

3 0

40

1 5 80

3 0 7 2**

40 70* *

3 4 70* *

林 为统计上达极显著 ( P< 0
.

0 1 )
。

表 3 条 施 磷 肥 对 昔 子 的 后 效

一竺一胜 -

牟
-

上
一

巨里塑或竺
里竺些坦且

一

王些

竺
`

哩
未 施 磷 肥 }一 { 17 4 2 }6托

7 4 8

13 4 4* *

1 40 7* *

0 1 21*

ó”甘八 U nVn臼斑 U魂 O丹0,曰,通阳 磷 矿

碑 酸

钱 碑

酸

2 0 4 1

3 0 0 6* .

2 3 4 9* *

2 5 8 1浮*

* 为统计上达显著 ( P < 0
.

0 5)
,

林 为统计上达极显著 ( P < 0
.

0 1 )
。

从磷素的平衡角度来分析
,

五季作物的增产部分所吸收的总磷量
,

远远低于 1 80 斤过

磷酸钙
,

但是土壤全磷分析结果并未发现全磷有所提高
,

只是速效性磷从 2 一 3 p p m提高

到 5 一 7 PP m ,

但仍在缺磷范围之 内
。

从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

在这类连续五季施用过磷

酸钙的熟化强石灰性水稻土上
,

对于着子等喜磷作物
,

当季如不施用磷肥产量仍然很低
,

施用了磷肥
,

那怕每亩只施用 15 斤过磷酸钙
,

也能获得极为显著的增产效果 (着子鲜草

1 6 9 0斤 )
。

另外
,

从表 3 的结果也可以看出
,

当磷肥集中使用和未受耕翻的影响下
,

可溶性磷可

能在石灰性土壤中逐步地转化为难溶性磷
,

但对吸收磷肥性能比较强的作物
,

虽其绝对

产 t 不高
,

但其相对的后效还是十分明显的
。

2
.

水稻确肥试验 试验分两组进行
,

第一组是在第一年早改水
,

而过去从未施用过

磷肥的粘城土上进行的
,

每亩施用 70 斤硫酸按 ; 第二组是从 1 9 7 2年起连续施用过三季过

磷酸钙 (每亩每次 40 斤 )的粘壤土上进行的
,

在前作是若子 (每亩鲜草产量 15 0。斤 )
,

耕翻为

基肥后
,

每亩再施用尿素 30 斤 (表 4 )
。

从试验结果 (表 4 )可以看到
,

无论在从未施用过磷肥 的水稻田上
,

还是在连续三季施

用过磷酸钙 1 20 斤并有每亩 15 0。斤着子作基肥的熟化水稻田上
,

施用过磷酸钙
,

对水稻都

表 4 水 稻 施 用 磷 肥 的 效 果

一竺巡进兰典
.

竺竺竺二止全竺竺竺 竺竺兰
一

}一竺望竺竺通竺吵业一
禾施 1

4 96
}

“ 7 0

1 5

} } 。 2 0

“ 0

}
7 8 8林 1

” 0
} }

” 8` 书

_
一

_
砚“ } 87 **0 {

:

卿尹
_

* 为统汁上达 显著 ( P < O
。

0 5)
,

林 为统计上达极显着 ( P < 0
.

0 1)
。



有极为显著的增产效应
。

前者每亩施 4 0斤过磷酸钙增收 3 74斤水稻
,

增产 75 %
,

后者每亩

施用 40 斤过磷酸钙增收 1 34 斤水稻
,

增产 15 %
,

单位磷肥的肥效有明显的减低
。

但在水稻亩

产千斤左右的水平下
,

每亩施用过磷酸钙 40 斤仍能增产 15 %
,

这说明在这类熟化的水稻土

上
,

当季水稻施用一定量的磷肥还是必要的
。

三
、

石灰性土坡的磷肥施用问题

在苏北地区的石灰性土壤上
,

土壤磷素的状态一般以磷灰石为主
,

全磷量是比较高

的
。

根据近几年来各地的报导
,

过磷酸钙有普遍的增产效果
。

在前作若子施有磷肥并掩

青的情况下
,

后作水稻对于施用磷肥仍有增产效应
。

这种需磷现象
,

超过了南方的红壤性

水稻土
。

红壤性水稻土上磷肥的增产效应
,

一般不如旱田上来得显著
。

同时
,

前作紫云英

耕翻 以后
,

后季的水稻通常对于磷肥没有明显的效应
。

这是由于红壤性土城中的磷素主要

呈磷酸铁状态
,

施入的磷酸盐也大部被活性铁所固定
,

在灌水植稻后土壤的还原性增强
,

磷酸高铁转化成磷酸亚铁 〔4〕 ,

使土壤磷素的有效性显著增加
。

近几年来苏北石灰性土 区

( 包括一部分盐土 )在灌水
、

改制过程中
,

施用磷肥和栽培绿肥对于农业生产确实起了很大

的作用
。

苏北各地通过群众性的科学实验
,

对于磷肥的施用方法
、

用量等
,

积累了不少资

料
。

根据上述材料
,

我们可以看到在强石灰性土壤上
,

过磷酸钙对于若子
、

田普
、

油菜
、

小

麦
、

水稻都有明显的效果
。

钙镁磷肥对上述作物的效应仅略次于过磷酸钙
。

苏北地区拥有丰富的磷矿资源
,

锦屏
、

大浦区的磷矿
,

有一部分为未经浮选
,

含有大盈

石灰石和白云石的中低品位矿石
,

其含磷量在 12 一15 %左右
。

当地有些社办小磷肥厂
,

试

图利用这些矿石制造过磷酸钙
,

但是这类中低品位矿石耗酸量很大
,

磷灰石的转化率极

低
,

响水农科所和我们曾经分析过某些产品
,

其可溶性磷只有1一 1
.

5 %上下
,

但如选用

较好的中低品位矿石
,

用碱法熔溶制成含磷 ( P : O
。

)接近 10 %的钙镁磷肥
,

在当前对于当

地的农业生产还是有益的
。

根据这几年向阳生产队磷肥试验的初步结果
,

我们考虑今后的工作是否可从两方面

着手
。

一方面是提高磷肥的肥效
; 另一方面是增进土壤原有的

,

以及施肥 以后累积下来的

土壤磷素的活性
。

苏北地区每季都施用磷肥
,

但作物对磷肥的利用率很低
,

主要原因是

由于施入的磷肥
,

迅速与石灰相结合
,

逐步地向难溶性的磷灰石转化
。

在这个地区工作的

同志都发现这样一种情况
,

就是若子
、

小麦
、

水稻等作物在施用了过磷酸钙以后
,

苗期发

棵都很旺盛
,

但是籽实的增长幅度并不符合于早期的长势
。

因此
,

把磷肥制成一种长效性

复肥
,

使这种磷肥不至于同土壤中的石灰起反应
,

并使一部分磷素能在整个作物生长期中

逐渐释放
,

似属提高磷肥肥效的途径
。

在活化磷灰石类型的磷素方面
,

过去曾有不少工作

企图分离出一种磷细菌
,

通过实验室培育后接种到大 田上去
。

在研究过程中也有一定的

效应
,

但大 田试验却很不一致
。

看来
,

这些微生物只有在能源充足
、

微生物群落单纯的环

境条件下
,

才具有较强的分解性能
; 而这种性能在大田条件下

,

往往难以重现
。

所以
,

最好

把磷矿粉
、

有机肥
、

以及其它适当的化肥在大 田上集中施用
,

造成一种环境条件比较适

合于土壤微生物活动的根系营养圈
,

那么作物对于磷灰石的利用情况
,

或许可以有所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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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
“

四季造肥仓
”

多快好省用途广

江苏省吴县通安公社农科站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深入
,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

增产增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

我们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精神
,

针对当地一年三熟需肥量大
,

河

道少
,

积肥困难等特点
,

把本地腌板干的老传统和用三泥四料翻潭的办法
,

以及外地萍肥

库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
,

通过反复实践
,

创造 了
“

四季造肥仓
” : .

为我公社解决肥料来源闯

出了一条新路
。

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
: “

大搞
`

四季造肥仓
’ ,

多快好省用途广
,

满足三熟

用肥量
,

自力更生夺吨粮
” 。

一
、 “

四季造肥仓
”

的积造方法

“

四季造肥仓
”

是在一块田里加入青草
、

厩肥
、

三水一萍
、

红花草等以后灌水
,

用拖拉机

间歇旋耕沤腐
,

制成农业生产上大量需要的泥杂肥
。

造肥时间因气温高低而有长短
,

一般

冬天 1一 2个月
,

春夏之交半月左右就可沤制而成
,

造肥的田一年四季可以轮换
。 “

四季造

肥仓
”

积造的具体程序如下
:

1
.

田块选择在灌溉方便
,

位置适中便于运肥的地方
,

可 以结合整 田平地和改造三类

田进行
,

造肥田面积不少于总面积的 2 %
。

2
.

造肥 田四周开好隔水沟
,

防止影响周 围作物
。

3
。

板田可直接上水旋耕
,

红花田要耕翻后上水旋耕
。

但拼翻不宜过深
,

防止拖拉机

行走不便
。

旋耕时水要大
,

特别是冬天不能断水
。

拖拉机旋耕要勤
,

以保证肥水充分拌和

成浆
。

旋耕每隔二
、

三天进行一次
。

4
.

搅好岸脚 (即做好皮岸 )防止漏水漏肥
。

5
.

加料沤制
:

质量高不高
,

关键在加料
。

加料尽量做到截
、

磷
、

钾搭配
,

有机
、

无机结

合
,

速效
、

迟效结合
,

要适当多加迟效的有机肥
。

每旋耕一次
,

要加料一次
。

6
。

检查质量
: 一看泥肥是否充分拌和

,

二看泥色是否变黑
,

三看泥水是否成浆
,

四看

加入的有机肥是否腐烂
。

如果看看黑洞洞
,

闻闻臭哄哄
,

抓抓枯冻冻
,

即可使用
。

二
、 “

四季造肥仓
”

的好处

召四季造肥仓
”

是件新事物
,

它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
。

在推广过程中
,

有人讲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