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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封丘地区绝大部分石灰性土壤缺磷少氮
,

有机质极低
。

土壤全氮量在 0
.

06 %左右 ,

全礴量虽然较高 (一般在 0
.

12 一。
.

15 %
,

以 P :
0

。
计

,

下同 )
,

但可供作物吸 收 的有 效 磷 极

低
,

大部分土城小于 l o PP m ( 0
.

S M N
a H C O 3提取

,

下同 )
,

接近半数的土壤小于 5 PP m ;
有机

质一般在 0
.

8 % 以下
。

土壤总的养分供应水平
,

除钾素以外
,

都是极度不足
,

严重限制了作物产

盆的提高
。

近 2一 3 年
,

由于大力提倡增磷补氮
,

施用磷肥收到了显著的增产效果
。

冬小麦产量从

2 一 3 百斤
,

提高到 5一 6 百斤
,

因此
,

群众对施用磷肥十分重视
。

但是
,

用量很不合理
,

不

论是高浓度复合肥料还是低质 (如含P : O 。 4一 5 % )的钙镁磷肥
,

一季作物亩施盆为 50 一 15 。

斤 (通常为 1 00 斤 )
,

没有注意磷肥的经济效益
。

为此
,

1 9 8 3年以来
,

我们进行了磷肥在不同作

物上当季的最适用盆
,

以及连续施用的效果等有关试验
,

以明确在这一地区近期内
,

施用磷

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一些原则性意见
。

一
、

材料和方法

供试肥料为过磷酸钙
,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生产
,

含磷量 15
.

5 %
。

田间试验在河南省封丘县潘店乡黄淮海综合治理示范区进行
。

土壤发育于黄泛母质
。

试

验共分三组
:

(一 ) 1 玉米试脸 土城为轻坡
,

表土 p H S
.

6 ,

有效磷 3
.

2 PP m
。

磷肥分五级用 量
: 。

、
4 、

8
、

12
、

16 斤 P : 0
。

/亩
,

三次重复
,

随机区组排列
。

小区面积五厘
。

磷肥作基肥条施
,

氮肥

按每亩 5 斤尿素作基肥
,

80 斤碳按粒肥作稼肥
。

夏玉米品种为予双五号
,

1 9 8 3年 6 月 5 日播种
, 9 月 15 日收获

。

(二 )冬小金试脸 I 继夏玉米试验之后
,

将原小区各一分为二
,

组成冬小麦试验 I 的新

小区
。

其中对照区一分为二后
,

一 半继续做不施磷的对照
,

另一半施过磷 酸钙 ( 8 斤 P
:

O
。

/

亩 ) , 其他四级用盆处理的小区一分为二后
,

一半不施磷
,

作后效观察
,

另一半按原夏玉 米

试脸中的磷肥用址
,

继续施入过磷酸钙
,

作为连续施用不同磷肥用量的处理
。

磷肥撒施作基

肥
,

氮肥按每亩 100 斤碳按作基肥
,

20 斤尿素作返青肥
。

冬小麦品种为百泉3 2 1 7 , 1 9 8 3年 1 0月 6 日播种
,

1 9 5 4年 6月 7 日收获
。

( 三 )冬小工试脸 I 土城为砂城
,

表土 p H S
.

5一 8
.

6 ,

有效磷 5 PP m左右
。

本试验 采 用 全

面设计
,

氮磷两个因子
,

各五级水平
,

其中氮 分 。
、

12
、

18
、

24
、

30 斤N /亩
,

磷分 。
、

8
、

12
、

16
、

20 斤 P : 0
。

/亩
。

全试验 25 个处理
,

三 次重复
,

随机区组排列
。

小区面积五厘
。

氮肥

分两次使用
,

其中基肥占总氮量的 80 %
,

以碳按撤施
;
追肥 占总氮量的20 %

,

用尿素作返青 可

肥穴施
。

磷肥用过磷酸钙作基肥撤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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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品种为宝丰 72 2 5
, 1 9 5 4年 10月 2 5日播种

, 1 9 5 5年 6 月 7 日收获
。

二
、

结果和讨论

矛
(一 )磷肥不同用且对当季作物的增产效果

磷肥不同用量在夏玉米上的当季增产效果列于表 1
。

从表 1 看出
,

过磷酸钙对夏玉米有

显著的增产作用
,

不同用量的增产幅度为 1 8
.

8一 3 6
.

5 %
。

用新复极差法对各级用量的产量测

脸表明
: 4

、
8

、

12 斤处理之间的增产效果有显著差异
,

而 12
、

16 斤处理之间则无显著差异
。

这表明在夏玉米上
,

过磷酸钙的用量以 12 斤 P
: O

。

/亩较好
。

8 斤处理的产量可达到 12 斤处理

表 1 磷肥对夏玉米的当季增产效果

处 理
( P : O 。斤 /亩 )

产 t
(斤 /亩 )

变异 系数
( % )

增 产 { 差异显著

答卜
竺井

1 8
.

8 } d

2 9
_

0 {

3 6
。

I { a b

3 6
·

5 !
a

. 1介0tl口ùn甘
..

…
.1几D月吸qOl占确U丹O丹巴月,斑b

.
工八甘比口O臼O曰亡口月O月0丹O月O

的 9 5 % 左右
。

因此
,

从当季作物的增产效果

来看
,

夏玉米上过磷酸钙的用量以 8一 12 斤

P
:

O
:

/亩为宜
。

从冬小麦试验 I 中
,

获得的磷肥用量在

冬小麦上的当季增产效果列于表 2
。

表 2统计结果表明
,

每亩供氮在 。 一 30

斤的范围内
,

磷肥用量以每亩 16 斤 P
:

O 。
的

增产效果最佳
,

但每亩 12 斤 P :
O

。
的小麦产

量也可达到这一用量的 95 %
,

并且
,

两者之

间无显著差异
。

因此
,

磷肥在冬小麦上的一

次用量似以 12 一16 斤 P :
O

。

/为宜
。

从表 1和表 2 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到
,

磷

肥在冬小麦上 的增产效果
,

要比夏玉米上大

得多
。

例如
,

同样施用 8 斤 P
:

O
。

/亩条件下

夏玉米增产 2 9
.

0 %
,

冬小麦增产 67
.

1%
,

冬

12

16

表 2 磷肥对冬小麦的当季增产效果

处 理
( P

: 0 。斤 /亩 )

产 t
(斤 /亩 ) ( % )

差异 显著
性 5 %

a

abbc

产

争
1 0 3

9 6
。

3

8 6
。

4

6 7
。

1

,几.几.人的J
叼
A

,
么O臼丹Onóǎn甘6

口nlóó勺勺曰06几̀8
八U心̀峨二ōl

小麦比夏玉米的增产效果高出一倍以上
。

这种差异
,

同样在 12
、

16 斤 P :
O

。
用量的产量上可

以反映出来
。

可见
,

在 目前情况下
,

磷肥应首先满足小麦的需要
。

(二 )磷肥的后效作用

从冬小麦试验 I 中得到的磷肥后效结果列于表 3
。

表中看出
,

不同磷肥用量
,

经过一季

玉米吸收利用后
,

残留在土壤中的磷
,

对后作小麦仍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

增产幅度为 3 1
.

7一

17 0 %
。

用新复极差法测验表明
,

四级用量之间的残效作用均有显著差异
。

同当季 施 用 8 斤

P 2 0
。

所增产的小麦 2 6 8斤来比较
,

1 6斤 P
:

O
。

的残效作用 (增 产 小 麦 2 41 斤 )达到前者的

8 9
.

9 %
,

并且
,

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

说

明施在夏玉米上的 16 斤 P : O
。 ,

残留在小麦

上的增产效果可接近于当季施 8 斤 P
:

O
。

的

作用
。

以上这些结果
,

似乎可以说明石灰性

轻壤土对磷素的吸持作用并不严重
。

(三 )确肥连续施用的增产效果

从冬小麦试验 I 中得到的磷肥连续施用

的增产效果列于表 4
。

可以看出
。

在第二季

表 3 磷肥在冬小麦上的后效

处 理

(食季一 产 皿
后季 )

( P 2 0 。斤 / (斤 /亩 )

亩 )

0一 0 1 42

4一 0 1 8 7

8一 0 2 2 4

1 2一 0 32 4

1 6一 0 3 8 4

0一 8 4 10

变 异

系 数

比
“

O一O
”
增产

与
“

O一 8
”
差异

增产值 显著
( 2 6 8 )比 性

( % ) { 5 %
%()一.43.29:.洲.55.28

含

3 1
。

7

5 7 。
7

1 2 8

1 7 0

1 8 9

1 6
.

8

3 0
。

6

6 7
。

9

8 9
。

9

1 0 0

机一
一。821822’l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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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确肥连续施用对冬小麦的增产效果

产)

%
增 C系数幻荆% (

处 理
(. , 一后 , )

( P: O。 斤 /亩 )

一产 t 变
(斤 /亩 )

差异且著性
5%

勺口OnJ口盛甘
.

…
J,吮甘̀l,ù

作物小麦上继续施用 4
、

8
、

12 斤P
:

O
。

/亩

新复极差法侧验表明
,

其产量之间有显著差

异
,

而 12 斤和 16 斤处理之间在 5 % 的水准上

不反映差异
。

说明在这种严重缺磷的石灰性

土城上
,

连续施用 12 斤 P :
O

。

可获得最佳的

小麦产 t
。

通过表 3 和表 4 ,

将连续施用磷肥时的

小麦产盆
,

减去前作施磷的后季产量
,

得出

在连续施用磷肥的条件下
,

后季作物上施用

磷肥的净增产效果
,

列于表 5
。

从表 5 看出

四级磷肥用爱的增产幅度为 5 0
.

7一 1 17 %
,

其

中以
“ 8 一 8

”

处理的增产幅度最大
,

后季小

麦上继续施用 8 斤 P :
O

。 ,

还可增产小麦26 2

斤 /亩
,

与只在当季小麦上施用 8斤 P : O
。

的

增产纽 2 68 斤 /亩 (表 3 中的
“ 。一 8 ”

处理 )相

比
,

可达到 98 %
,

两者的磷肥增产效果相 当
。

O一 0

4一 4

8一 8

1 2一 1 2

16一 16

0一 8

1 42

36 5

4 86

5 6 5

5 77

4 1 0

匆

ct
a 0

d

月了23
丹DC甘ù勺月肠O比曰“ù丹乙,上

2
,自
3
. 1

表 5 磷肥连续施用时后季磷肥增产效果
ù

产ǔ增一
礴 肥 处 理

`

净

(P : O 。
斤/亩 ) 斤 /亩

小 麦

.U2. 14
月了介OJ,O甘

`
工月̀,一.土4一4 对 4一 0

8一8 对 8一0

12一 12 对 12一0

16一 16 对 1 6一 0

%

9 5
。

2

11 7

7 4
。

4

5 0
。

7

说明后季小麦上继续施用的 8 斤 P :
O

。

也充分发挥了增产效果
。

用量在 8 斤 P
:

O
。
以下时

,

随

着用盆的增加
,

增产幅度由小变大
,

表明后季继续施入的磷肥能充分发挥肥效
。

用盘在 8 斤

P
: O 。 以上时

,

随着用量的增加
,

增产幅度反而由大变小
。

表明后季作物上继续施入的磷肥过

多
,

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增产效果
。

因此
,

从经济用肥
、

充分发挥肥效上来看
,

连续施

用磷肥时的最佳用量
,

目前似以每亩施 8 斤 P
:

O 。
为宜

。

三
、

小 结

、
1

.

磷肥在黄淮海封丘地区石灰性低产土壤上有显著的增产作用
。

夏玉米上一季施 磷 盘

以 8一 12 斤 P : O 。
/亩最佳

,

增产幅度为 29 一 36 % ; 冬小麦上一季施磷童以 12 一 16 斤 P
:

O
。

/亩

最佳 , 增产幅度为 86 一 9 6%
。

2
、

磷肥在石灰性轻质土壤上有明显的后效作用
。

玉米上施用 16 斤 P
:

O
。 ,

残留在第二季

作物小麦上的增产效果
,

接近于小麦当季施用 8 斤 P
:

O
。

的产盘
。

说明石灰性轻质土壤 对 磷

的吸持作用比南方酸性土壤低得多
。

3
.

在玉米一小麦轮作中
,

连续施磷以每季 8 斤 P :
O

。

/亩的效果最佳
,

以 每 季 施 12 斤

P
:

O
。

/亩的增产量最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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