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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按粒肥在苏北石灰性土壤上的肥效

黄 竹 芝

(江苏 省淮阴县农业局 )

碳酸氢按 (以下 简称碳按 )压粒深施是合理施用碳

钱的一项新方法
。

为了明确碳按粒肥的增产效果
,
1 9 77

年在江苏省有关领导部门的统一部署下
,

在我县具有

代表性的旧黄河冲积地的石灰性砂壤上
,

进行了 以水

稻为主的碳钱粒肥肥效对比试验
。

由于碳钱粒肥在水

稻上试验效果显著
,

受到广大千部
、

群众的好评
,

现

将试验结果简要报告如下
:

一
、

碳袂较肥深施的增产效果

为 了能在较短时间内对碳钱粒肥的肥效取得 比较

明确的结果
,

我们采取点
、

面结合的方法
,

首先选择在

本地区有代表性的丁集公社劳动大队广泛分布的砂壤

土作为重点试验 田
,

又挑选三个公社 23 个基点进行了

比较系统的肥效对比试验
,

各试验点的试验设计
、

工作

方法均统一安排
,

试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弄清碳按粒

肥深施与碳钱粉肥深施
、

粉肥撤施以及当地习惯施肥

方法在水稻上的肥效差异
。

供试的水稻有不同品种的

早稻
、

中稻
,

粒肥是工厂生产的粒重一克的碳钱
。

劳动一队重点试验田的土壤肥力在本地区属中偏

下
,

全氮0
.

06 3 %
,

土壤有机质 0
.

95 %
,

p H S
.

嫂
,

碳酸钙

8
,

3 %
,

质地属砂壤土
。

试验用水稻 品种
“

红旗十六
, ,

秋龄 3 3天
,

全生育期 13 4天
,

试验于 6 月 15 日插秧
。

试

脸处理有
: (1 ) 分两次深施碳钱粒肥

,

第一次于栽秧

后 五天
,

即 6 月20 日施入二分之一量作返青分孽肥
,

第

二次在栽秧后 一个月
,

即 7 月 16 日施余下的二分 之一

鱼作穗肥 , ( 2) 分二次撒施粉肥
,

施肥时间
、

数量同处

理 1 , (3 ) 粒肥深施一次
,

于栽秧后一个月
,

即 7 月 16

日深施全量粒肥作穗肥 , ( 4 ) 撤施全量粉肥作穗 肥
,

施肥时间
、

数量同处理 3
。

试验田总面积 6
.

19 亩
,

侮

块试区面积约半亩
,

试验地对比排列
,

重复二 次
,

因试

区较大
,

供试肥料系根据规定量逐区称量然后施入
,

故

重复间稍有差别 (表 1 )
,

试验地为元麦茬
,

插秧前每亩

普施粗牛粪 8 0 00斤作底肥
。

从劳动一 队试验田取得的结果
,

可以看出
: ( 1) 粒

肥深施比粉肥撒施有十分明显的增产效果
。

在施肥址

同为 4 5
.

6一 57 斤范围内
。

粒肥深施比粉肥撤施增产率

为 2 5
.

4一 38
.

9%
。

平均每斤粒肥比粉肥多收水 稻 2
.

2

斤
。
( 2) 在施肥量基本相同的条件

一

F
,

二次深施粒肥与

一次深施粒肥相比
,

表明 以分次施肥效果要好些
。

前

者增产率三个重复都超过了 35 %
,

后者增产率二个重

复都在25 %左右
。

表 2 是试验田在迫施第二次肥料之前
,

水稻植株

采样分析的结果
。

采样分析时水稻生长即将进入幼穗

分化期 (距栽秧期一个月左右 )
。

试验 田当时因未迫肥
.

所以实际是如下三个处理
: ( l) 粒肥深施 (栽秧后五

天施肥 ) , ( 2) 粉肥撤施 (栽秧后五天施肥 ) ; (3 ) 对照

(不施肥 )
。

到采样分析时
,

就可 以明显地看出
,

所有粒

肥处理的水稻生长情况无论生长高度或颜色都显著地

优于粉肥撤施区
,

但是粉肥撒施 区与不施肥 区差异并

不 太明显
。

从表 2 所列的水稻植株含尧量测定
,

还
、
J 以看到

粒肥深施区比粉肥撒施区的稻苗对碳钱的吸收几乎有

成倍的增加
。

注 : 本文 中土壤
、

植株化学分析系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坡研究所协助进行
,

特此致谢
。

2了夕



表 1碳铁拉肥深施与粉肥擞施肥效比较 (水稻品种
“

红旗 1 6
”

)

试区面积 每亩施肥 量 {产 资

}
(斤 /亩 )

{`斤 /亩 )

0
。

92

粒深与粉橄每亩增产

J矛 一 乡̀

1 4 5
。

] 38
。
,

每斤教肥 比

粉肥 增 ,记

( 斤 )

2
。

6

1 36
。

2nUnóO

1 18
。

1

8 0
。

9

3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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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二二一
.

二二ù一二二一一

脸ù深擞深敬撇深深撇深撤深撤试一拉粉粒粉粒粉粉粒粒粉粒粉

表 2 碳铁粒肥对水稻干物质含量的影响

2 0 株 稻 苗
干 物 重

( 克 )

2 0 株 稻 苗
吸收氮素量

( 克 )

含 氮 量
试 脸 处 理

( ;` )

较 肥 深 施

粉 肥 撒 施

(对照 )不施肥

3
。

9 7

:::;

0
。

2 17

0
。

1 18

0
。

10 2

2
。

4 2

2
。

4 8

2
。

2 3

注
: 7 月 16 日 (即施肥 后 2 6天 ) 自两 个重复中随机取样 6 0

株再分样 2 0株进行考查为侧定
。

除了上述重点试验田表现了粒肥深施的增产效果

外
,

各基点的试验同样也证实了粒肥深施的增产效果
。

综合表 3 各点的结果
,

在碳钱用量每亩35 一 62 斤

范围内
,

粒肥深施与粉肥撒施相 比
,

平均增产率约为

31 %
,

平均每斤粒肥可 以多收水稻约 2 斤
。

通过碳按粒肥深施与粉肥深施肥效比较
,

我们 注

意到
:

粒肥深施在水田土壤易于 自动封住土面
,

受水

溶解的影响较小
。

有些地方采用将粉肥加入泥土做成

球肥深施
,

或用木棍打洞深施
,

虽然保肥效果要比其粉

肥撤施好得多
,

但砂质土壤容易板结
,

碳馁粉肥球施

时
,

一方面不易全部将粉肥深施入土
,

在施 肥时有相当

散量为稻田水层溶解流失
,

同时
,

施用也不方便
。

二
、

破彼粒肥施用时期和施用盘

2
.

施肥盘
:

为了明确碳钱粒肥对水稻的最适用

量
,

我们曾在武墩公社三闸一队
,

进行不同施肥量的对

比试验
,

粒肥的三 种用量处理是
:① 40 斤 / 亩

,

② 60 斤 /

亩
,

③ 80 斤 /亩
,

试区拉丁方排列
,

重复三次
。

试验地

属黑淤土
,

肥力较高
,

前茬是红花草
,

鲜草不高
,

耕翻后

作萍母田
,

没有施基肥
。

供试水稻品种
“

南京 n 号
” ,

5

月 3。日栽秧
,
6 月 6 口追 肥

。

试验结果表明
,

亩施 80 斤

粒肥和亩施 60 斤粒肥均较亩施 40 斤粒肥增产 显著
。

而

以亩施80 斤粒肥增产最高 (表 4 )
。

但从各处理间不同

等级粒肥用量的增产梯度来分析
,

亩施 6 0斤粒肥较亩

施 4 0斤粒肥净增产 77
.

4斤
。

即每增施一 斤粒肥
,

增产

稻谷 3
.

57 斤
,

而亩施80 斤粒肥较亩施 60 斤粒肥净增产

51 斤
,

每增施一斤粒肥增产稻谷却只有 2
.

55 斤
,

说明随

着粒肥侮亩的施用量的增加
,

产量随之提高
,

似增产幅

度和每斤粒肥的净增产量却随着粒肥用量的递增而有

所减低
。

因此
,

从经济合理施肥来看
,

粒肥的施用量应

根据土壤肥力
,

栽培条件和生产水平来决定
。

从表 5 中看出
,

施肥量加大
,

侮穗瘪粒数随 之增

加
,

空瘪率也提高
。

从生育后期 田间观察看
,

亩施 60 斤

粒肥区稻株老健青秀
,

而 80 斤用量小区稻株略有倒伏

和恋青
。

所以
,

我们初步认为在试验条件下
,

亩产 900 一

1 0 0 0斤
。

每亩碳铰粒肥用量 60 至 80 斤为宜
,

增产效果

大
。

粒肥用量若超过每亩 8。斤
,

则有可能导致恋青倒

伏而减产
。

1
.

施用时期
:

碳钱粒肥的施用时间宜早 不 宜

迟
。

施肥过迟
,

不利于水稻分雍发棵
,

影响幼穗分化
,

每碑实粒数减少
,

空瘪粒增加
,

增产效果小
。

通过以上

试验
,

可 以认为对于早
、

中稻品种
,

粒肥可以作基肥或

栽秧后 5一7天进行一次施肥
。

如上壤肥力差
,

基肥少
,

则应根据水稻长势酌情况补施粒肥作追施
。

三
、

碳袂粒肥深施 .J 产原因探讨

1
。

碳铁粒肥深施有良好的保氮效果

我县土壤属于富含石灰的弱碱性土壤 (土坡碳酸

钙含盈一般均在 5 %以上 )
,

部份盐碱地碱性较强
。

一般

口2 0



粒 增 效 果表 3 嫉 钱 粒 肥 摺 产 效 果

l

稻 谷产母

试 验 地 点 试验处理 七 质

折合 撼亩

施 肥 塑

( 斤 /亩 )

比 粉
增

较 肥
}

每 亩
粉 肥
增 产

每斤粒肥
比粉肥
哟 产
(斤 )

备 注

积验试ù明

( l: I )( 斤 /亩 )斤

沙 土

丁 集 公 社

先 锋 一 队

粒肥深施

粉肥深施

粉肥擞施

粒肥深施

粉肥深施

粉肥撒施

1
。

0

1
。

0

1
.

0

1
。

0

1
。

0

了
.

0

::::

丁 集 公 社

先 妹 农 科 队

较肥深施

粉 肥深施

粉肥撤施

1 3 5

4 2 8

3 4 5

丁 集 公 社

浪 石 农 科 队

粒肥深沌

粉肥探 施

粉肥撤 弛

1
。

0 4 56

3 9 1

3 4 2

4 9 5

4 6 2
。

3

4 7 5
。

2

4 1 4
。

9

5553
。

5553
。

222

444 8
。

777 3
。

333

333 6
。

2223
。

333

洲
`

州
53. 5

6 3

三 】
“ 。7

}
` 8

·

7

5` ,

{ }
4 2 5 1 !

春茬水稻
,

品种农 垦

5 7 ,

重友二

次

哎口
.

一了,ú叮自ǹ一b一D品Dnb

! 68 春茬水稻
,

品种农垦 5 7
,

重复一次

5454
几UnU八U

…
1 14 绿肥茬 水稍

,

品种早热盯
,

重复一次

麦茬品种
,

红旗 16
,

重

复二次

一一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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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U冉U一勺.匀尸a公U
--

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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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nUCUōUn.

护口,,,

丁 集 公 社

劳 动 一 队

粒肥深施

粉肥深施

粒肥深施

粉肥深施

拉肥深施

粉肥撤 施

粒肥深施

粉肥撤施

粒肥深施

粉肥撤施

粒肥深施

粉肥撤施

拉肥深施

粉肥撒施

淤土 } 。
.

5

{
。

,

。

3 98

3 2 6

一…可万)刁泛
簇茬

,

早热

重复一次

ǔ
社队一公四ǔ集堆一丁新

一一19一
7

一lll一集 公 沙土 0
.

12

0
.

1公

油菜茬
,

南京
] l号

,

重复二
次

麦茬
,

南优二
号

,

重 复 一
次

,

后期恋青

社站一社队

六公庄集

集 公 社

庄 农 科 队

麦茬
,

南京 11

号
,

重复一次

袁农一丁双一丁娘

丁 集 公 社

公 路 农 科 队 1
。

5

度茬
,

桂花

黄
,

爪复一 次

77
ó

4569

乃山ó口一品U,d=n山ō了
ó

,工叹UnJ21门1Q.
,1比匕11匕Qó厅了ōbùn已,.

,

孟,n舀一通,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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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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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4040一43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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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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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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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注
:

除袁 集农科站是理论测产外
,

其余都是单 收单打实收产傲
。

表 4 产 里 比 较 表

处 理 侮亩斤数 差 数 差 数

C 3 0斤 /亩

B 6 0斤 / 亩

A 4 0斤 / 亩

9 9 9
。

7

9 4 8
。

7

8 7 1
。

3

5 1
。

O

12 8 。 4* 了7
.

4*

* 达到统计上显著 ( P < 0
.

05 )

讲
,

任何氮素化肥
,

在石灰性土镶上都不应当撤施
。

因

此在石灰性土壤上施用碳按就更要求深施入上
,

并要

严密授盖
,

以防止氮素挥发损失影响肥效
。

碳按在水

田损头原因
,

除因直接成为氨气挥发外
,

撒施在水田表

面氧化层钱态氮氧化成硝态氮
,

随水流失到还原层
,

在

反硝化细菌的作用下
,

使碳按进一步变为扭气和氧化

氮气而挥发损失
。

粉肥造成粒状后
,

在水田上便于直

接深施到表土层以下的还原层
,

既抑制了氨气的挥发
,

也阻止了硝化与反硝化作用
,

使肥效得到保持
。

另外

粉状碳伎经压制成顺粒
,

表面积大为缩小
,

减少了与空

气的接触面
,

从而减少了运输和施用中损失的机会
。

同

时它不易结块
,

便于机械深施
,

也不会产生烧苗等肥害

现象
。

2
。

碳铁拉肥深施
。

肥效具有
“

稳
、

缓
、

长
”

特点

据观察
,

粒肥深施后
,

肥效来得缓慢
,

肥效维持时
间也长

,

从稻苗生长期外形观察
,

一般从初显肥效到开

始脱力约在 25 一30 天
,

甚至更长一些时间
。

劳动一队

重点试验 田 (表1) 分两次施肥的处理
,

第一次施肥 6 月

20 日
,

第二次施肥 7 月 16 日
,

两者相差 27 天
,
在第二次

夕2 1



表 S 碳铁粒肥不同施肥 t 对水稻经济性状影响

每亩成植致
试 脸 处 理 株高 c m 称长c m

每

实 , 。 (个 )

}

祖
千 粒 重 (克 )

(万 ) 瘪粒致 (个 ) }空撼率 (% )

八Ul匕n甘

…
此ù门O一h,4心ó叮旧ùO,1,i

…
内七OJ,
l, .J,直0白12

。

l

14
。

6

17
。
3

`énéù勺

:
`

n材,曰
`组ōbō七内O

一八乙J,已」ù,二尸勺曰a一叮曰的舀,曰

2 0
。

2

2 1
。

4

2 0
。

9

,二口甘,̀

…
六01合QUO甘O甘O口4 0斤 /亩

6 0斤 /亩

8 0斤 /亩

表 6 碳铁粒肥深施对水稻穗粒结构的影响 (水稻品种
:
红旗 1 6)

每 穆
试 验 处 理 旅 长 (厘 米 )

- -

一 - .

一 -
- -

一
- -

一
一 千 较 重 (克 )

实 粒 数 } 疙 较 数 空 瘪 率 `% ,

1 2 。
2 5

9
。

3 5

1 3
。

8

1 1
。

0

1谁
,

3 5

17
。

0

18
。

1

1 9
。

9 5

2 5

2 4
。

2 5

2 1
。

5

2 3
.

5

n乙

J,比心J任,̀
.

…
咋妇巴é
Z
J吸月了J场拓Ò“户OJ目nJO粉门̀ób11

:;
,口,J比J, .d.,上, .二, .次次次次一一ù一一一深撇深徽狡较粉粉

注
:

1
。

从 重复 1 和重复 3 中各取 2 0称进行考种
。

2
.

友中数 字为两个重复平均值
。

施肥时
,

粒肥深施区的稻苗仍是老健青秀
,

没有脱色
,

直到收获时
,

稻叶还略显青黄色
。

而粉肥撤施
,

施肥后

三天就显示肥效
,

十来天后水稻颜色就退淡了
,

群众反

映说
: “

粉肥肥效来得快
,

去得也快
。

粒肥施到那里
,

稻

苗长势就好到那里
,

肥效稳而长
,

稻苗健而壮
。 ”

3
.

促进了水稻生长发育

山于粒肥深施氮素挥发损失小
,

肥效维持时间长
。

因此
,

粒肥深施 后
,

水稻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均优于

粉肥擞施
。

粒肥深施不仅对水稻干物质和氮素吸收量

有明显的增长 (表 2 )
。

而且水稻穗大
、

空瘪粒低
,

每称

实粒数和千粒重等也 比粉肥撤施有所增加 (表 6 )
。

这

些因素都是构成拉肥深施处理水稻增产的物质基础
。

四
、

结 语

从两年来各基点试脸情况看
。

无论是沙土还是淤

土
,

是釉稻
、

梗稻或杂优水稻
,

是春茬还是麦茬
,

碳钱粒

肥深施都表现了明显地优势效果
。

从 15 个对比试验田

块统计
,

粒肥深施比粉肥撤施平均每亩增产稻 谷 123

斤
,

增产 3 2
。
3%

,

也就是说
,

同样一斤碳按化肥
,

制成粒

肥比粉肥多收稻谷 2
.

3斤
。

采用碳按粒肥深施要比我县

当前推广的兑泥做成球肥深施和用木棍打洞深施肥效

更为显著
。

粒肥的优点是
: ( l) 可 以减少笼索挥发损

失
,

提高碳钱利用率
。

(2 ) 肥效稳而长
,

增产显著
,

农

本低
。

( 3) 不易吸溯结块
,

便于机械施用
,

(们 使用

时安全
。

我们初步认为
,

为使水稻增产
,

碳钱粒肥在水稻 L

使用宜早不宜迟
。

对于早中稻等生育期短的品种
,

可

采用一次施肥作基肥或栽秧后 5一7天迫肥
,
对于生育

期较长的水稻品种
,

宜分两次施肥
。

第一次可作基肥

或栽秧后 5一 7天迫肥
,

第二 次在栽秧后 1 5一20 大作水

稻穗肥
,

施肥深度以 2 ,J’ 为宜
。

2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