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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的熟红黄泥水稻土含氮
、

磷元素较丰富
,

钾素相对缺乏
:
有机质为 3

.

9 %
,

全氮为

0
.

2 0 %
,

水解氮1 9 6 p p m
,

全磷 ( P : 0
。

) 0
.

1 7 %
,

速效磷 ( P :
0

。
) 2 5 p p m

,

全钾 ( K :
O ) 1

.

1 8 %
,

速效钾 ( K
:

O ) 6 Op p m
。

在多年肥料试验的基础上
,

从 1 9 8 2年开始
,

应用回归设计寻求这种土

族的早稻施肥方案〔 1 〕 ,

经过三年的试验研究
,

到 19 8 4 年初步确定这种土坡早稻的最佳施肥

方案为
:
纯氮每亩约 16 斤

,
P : O

。

每亩约 6斤
,

K : 0 每亩约 20 斤
。

这一施肥方案为经济合理

施肥提供了依据
。

三年来的试验表明
,

采用二次正交旋转回归设计比较适合于土壤肥料研究

试验
。

一
、

材料和方法

1 9 8 4年试验采用二次正交旋转回归设计
,

选取三个可控施肥因子为氮
、

磷
、

钾素的施用

量
,

分别以二 : , 二 : , 二 3
表示

,

试验因子及编码如表 1
。

布

供试土壤系熟红黄泥
,

供试水稻品种为

湘矮早九号
,

前秧密度为 4 x 6寸
。

试验方法严格按照三因子五水平二次正

交旋转回归设计
,

如表 2 。

本试验安排 23 个

试验小区
。

小区在田间的排列方式是
,

首先将

2 3个试验号分成 3 个区组 (1 一 8号为第一 区

组
,

9一14 为第二区组
,

15 一 23 为第三区组 )
,

并在 3 个区组中分别随机抽 1/ 3 的试验号组

成 3 个试验区组 ( 因第一区组仅 8个试验号
,

所以组成的第三试验区组少一个试验号 )
,

又

表 1 试 验 因 子 及 编 码

水 平 匕 l
`

6 5 2 阵 i } o { i 一i
_

。s 。

…
~

{忑 )岳…
一 {

下 {万
.

; 了了
在每个试验区组中加一个不施肥小区 , 后然将三个试验区组 (试验区组内部按随机排列 )分别

布置于 田间
。

奋

二
、

结果与分析

试验小区面积为 0
.

02 亩
。

收割时先将小区四周的最外一行去掉
,

以减少外区对本区的影

响
,

得实收面积为 0
.

0 1 5 4亩
,

实得产量折亩产列入表 3
。

将各小区产量进行回归分析
,

计算结果如表 4
。

从表 4 列出回归方程如下
:

夕 = 1 0 1 9 + 3
.

5 7 5 义 : 一 17
.

3 4戈 : + 1 6
.

1 8x 3 一 9
。

3 4 0劣 { 一 8
.

2 9 0劣圣一 1 0
.

6 4劣聋… … ( 1 )

从表 4 的产量 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
氮素施用量的二次项

、

磷素施用量及其二次项和钾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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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三 个 因 子 的 正 文 旋 转 组 合 设 计

试脸号
一 , 。

书 l X 2 劣 3 劣 l劣名 劣 l劣 3 劣 2劣 3
x
圣

0
。

4 0 6

O
。

4 06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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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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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0 6

0
。

4 0 6 扭

口王
`
工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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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1

一 i

一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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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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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0

0

0

O

0

0

,̀,吸甘曰̀..ó.07名匀

一 1

0

。
6 8 2

。

6 82

0

0

0

0

0

0

0

0

一 1

一 1 0
。

4 0 6 0
。

4 0 6 0
。

4 0 8

1 0
。

4 0 6 0
。

4 0 6 0
。

4 0 6

1 0
。

4 0 6 0
。

4 0 6 0
.

4 0 6

一 1 0
一

4 0 6 0
。

4 0 6 0
.

4 0 6

一 1 0
。

4 0 6 0
。

4 0 6 0
。

4 0 6

1 0
。

4 0 6 0
。

4 0 6 0
.

4 0 6

0 2
。

2 3 4 一 0
。

5 9 4 一 0
。

5 9 4

0 2
。

2 3 4 一 0
。

5 9 4 一 0
。

5 9 4

0 一 0
。

5 9 4 2
。

2 3 4 一 0
。

5 9 4

0 一 0
。

5 9 4 2
。

2 3 4 一 0
。

5 9 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9 4 2
。

2 3 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 94 2
。

2 3 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 9 4 一 0
。

5 9 4

0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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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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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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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O
。

5 94 一 0
。

59 4 一 0
。

5 9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仑4 一 0
。

5 9 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9 4 一 0
。

5 9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9 4 一 O
。

5 9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9 4 一 0
。

5 94

0 一 0
。

5 94 一 0
。

59 4 一 0
。

5 94

0 一 0
.

5 9 4 一 0
.

5 9 4
.

一 0
.

5 9 4

0 000ō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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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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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此表引自文献〔 1 〕第 2 06 页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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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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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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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试 验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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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回 归 分 析

x 工戈 3 劣 2 x 3 戈 x Z x 之 2 x 3 2

一 2
。

9 8 0 一 2
。

4 7 5 一 9
。

3 4 0 一 8
.

2 9 0 一 1 0
.

6 4

1
。

2 2 5 0
.

0 8 4 5 2
。

3 8 8 1
。

8 8 2 3
。

1 0 1

3
。

0 3 3* 2
.

3 8 9* 3
.

9 3 5*

3 3 5

2 33*

BFF’

注 : ① . p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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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衰中 B行为回归系数
,

其中 b0 为常数项
,

F项为所有变 盆系数项 F 检脸值
,

F 产项为回归方程 ( 1) 系 数项 F检脸

值
, y 项为总的

。

施用盈及其二次项对稻谷产盘的影响是显著的
。

为探讨各施肥因子与稻谷产量的关系
,

可利用回归方程 ( 1) 求极值
:

令戈 : , 二 。
都 为 o水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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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
,

则回归方程为
: y = 1 0 19 + 3

.

5 7 8二 : 一 9
.

3 4 0对
· · ·

… … ( 2) 扛
= 3

.

5 7 8 一 : 、 。
.

3 4。二 :

Q劣 l

吟

、 办 _ 八 . , _ 八 , n , 。
。

. ,

, * 。
、 , 。 、

, ,
令

一

井咨
~

二 O % : 二 0
.

1 9 1 5 将二 ;

的值代入 ( 2) 式得
:

丫 d劣 1 一 ” ` “ . ` “ `

”
l’ J

一 ’ ` ”

“
, ” ` 、 、

一 ~ 一

。
.

1 9 1 5时
,

极值 y = 1 0 1 9 同理
,

先固定二 :
和朴均为 。 水平

,

时
,

极值 y = 1 0 2 7 亦可先固定劣 :
和劣

:
均为 。水平

,

求得
:

1 0 2 0

极值 y = 1 0 1 9 即当二
: 二

求得
:

当二 : = 一 1
.

04 9

当劣 : = 0
.

7 6 0 3时
,

极值 夕 =

又对全部试验点进行数学模拟
,

得到三个因子各水平上的最高产量
,

如表 5
。

由此可见
,

利用回归方程求诸因子对产

量的极值和数学模拟所得诸因子的最高产量

是十分吻合的
。

同时与试验中 。水平时的实

际产量十分接近
。

由表 5 可看出熟红黄泥早

稻最高产量的最佳施肥方案可确定为纯氮每

亩 1 6斤
,

P
:

O
。

每亩 6 斤和 K
:

0 每亩 2 0斤
。

表 5 数学模拟诸因子各水平最高产 t
(斤 /亩 )

平
} 一 1

.

6 82

劣 : ( N ) {

x :
( P忍O 。 )

’

戈

“ K : o ) …

9 8 6

1 0 2 4

9 6 1

1 0 0 6

1 0 2 7

9 9 2

1 0 19

1 0 19

1 0 19

1 0 1 3

9 9 3

1 0 2 4

1
。

6 8 2

9 9 8

9 6 6

1 0 1 5

因子

布

三
、

讨 论

1
.

作者应用回归设计进行土壤肥料研究试验是从 1 9 8 2年开始的
。

第一年是采用一次回归

设计进行盆栽肥料试验① ,

初步提出熟红黄泥水稻土早稻施肥方案的大体范围
:
纯氮每亩21 士

3 斤
,

P :
O

。

每亩 10 士 3 斤
,

K
:

O每亩 21 + 3 斤
。

1 9 83 年采用二次正交旋转回归设计进行田

间小区试验研究
,

得到的施肥方案为
:
纯氮每亩 16 斤

,

P
:

O
。
每亩 1 4

。

4斤
,

K :
O每亩 19

.

2斤
。

1 98

年所得的方案如上所述
,

三年的方案基本一致
,

只是磷素在 1 9 83 年偏高
,

这是由于 1 9 83 年供

试土壤含磷量很低的缘故
。

1 9 8 4年设计各因子的水平对 1 9 83年方案进行调整
,

使之设计更为

合理
。

试验表明
,

实际产量是以各因子均为 。 水平的产量较高 (表 3 )
。

因此 1 9 8 4年所得的施

肥方案更为合理
。

2
。

熟红黄泥水稻土是由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成的红壤演变而来
,

含磷
、

钾元素很低
,

又由

于在较长时间内施肥结构不合理
,

氮肥和磷肥施用量较多
,

钾肥很少施用
,

特别是近年来种

植杂交水稻
,

对钾素的摄取量增大
,

致使土壤钾素尤为缺乏
。

因此
,

最佳施肥方案中钾素需

要量最大是较为合理的
。

3
.

本文中所列出的施肥方案虽然将各施肥因子定为一个固定数值
,

但实施过程中可根据

土壤养分状况进行调整
。

参 考 文 献

〔 1 ) 上海师范大学 致学 系概率统计教研组
:

回归分析及其试脸 设计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 7 8
。

① 王开元
,

周 魔彼 . 熟红黄泥盆栽肥料试 脸的回归正交设计及积分回归 分析
,

溯南土肥科技
,

1 9名4年第 1期
。

2 1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