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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湖地区稻麦上 氮肥的适宜用量问题 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1一 7 〕
。

这些研究是以现

行的施用技术为基础
,

主要以硫按和碳按为研究对象的
。

考虑到我国尿素产量的迅速增加
,

以

及尿素粒肥深施在提高氮素利用率和增产效果中的重要作用
,

有必要以尿素为对象
,

将现行

施用技术与粒肥深施下的适宜用量进行对比研究
。

本文是我们在 1 9 8 2一 1 9 8 5年间的有关研究

结果
,

并试图对在当前农村技术推广的现实条件下
,

平均适宜施氮量在推荐施肥中的实用价

值作一讨论
,

以补前文〔 8〕之不足
。

一
、

试验的基本情况

在 1 9 8 2一 1 9 8 5年间
,

在本区 1才个县
、

市的共 77 块田上 进行了稻麦的尿素用量试验
。

试验

分别布置在本区的爽水水稻土
、

滞水水稻土
、

侧渗水稻土
、

囊水水稻土等主要类型的土 壤 上
。

其中有 7 块 田产量结果的 F测验不显著
, 2 块田的产量未经含水量校正

,

因此
,

仅汇总 68 块

今 表 1 尿素拉肥和粉肥的用量试验 ( 1 9 8 2一 1 9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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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

折纯 N

(斤 /亩 )

,

…
_

竺
_

竺
_

{_ 里
一 -

施 肥 方 法

裁秧前逐粒均 匀 点
施

,

保二寸左右
,

一
次施入

9

12

15

18

12

15

1 8

2 1

一 半基肥穴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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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半
返 青追 肥穴施

。

::

尿素粒肥

9

1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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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作基肥全层混施 一半基 肥耕翻前撤施
,

一半 返青追 肥 兑 水 泼
浇

。

理照一尿素粒肥对处ǔ

素粉尿肥

田的资料
。

试验 以磷
、

钾肥为底
,

不施有机肥料
。

小区面积 。
.

0 25 一。
.

05 亩
, 4 个重复

,

随机

区组排列
。

供试作 物的品种 以当地 的当家品种 以为主
,

其中主要的是
:

双季早稻为原丰早
,

双

季晚稻为寒丰早
,

单季晚稻为盐梗 2 号和 82 04
,

小麦为扬麦 4 号
。

试验设计见表 1和表 2
。

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土坡对当季作物的供氮量

土壤对当季作物的供氮量的汇总结果示于表 3 。

在计算供氮率时
,

虽然采样深度为 O一

* 已调至 中国水稻所
。



15 厘米
,

但为了与 以往结果进行比较
,

仍按 。一 20 厘米土重 30 万斤计算
,

因此计得的供氮率

可能偏低
。

从三年的综合结果来看
,

本区土壤对双季早稻的供氮量平均为 8
.

7斤 / 亩
,

供氮率 平 均

为 1
.

6%
,

都接近或略低于已有的结果 〔的
。

关于土壤对双季晚稻的供氮量
,

以往多数 是从连

续第 2 季无氮区得出的 〔的 ; 结果偏低
。

本次结果属于第一季无氮区中土壤对双季晚稻的 供

氮量
,

从表 3 来看
,

其值平均为 7
.

2斤 / 亩
,

只略低于对双季早稻的供氮量
。

土壤对单季晚稻

的供氮量平均为 1 0
.

2斤 / 亩
,

供氮率平均为 2
.

1%
,

虽都高于双季早稻和双季晚稻的结果
,

但

似略低于 以往 的结果 〔的
。

土壤对小麦的供氮量平均只有 6
.

7斤 / 亩
,

低于土壤对各季水稻的

供氮量
。

.

表 2 尿 素 粉 肥 的 用 量 试 验 ( 19 8 4一 19 8 5 )

处 理 号
折 纯 N

( 斤 /亩 )
施 肥 方 法

双季 早稻与双季晚稻上 全部作基肥混施
。

1 9 84 年的单季晚稻上一半 作基肥 混施
,

另一 半在 稻分化 期追施
,

结合耘稻
。

19 85年的单季晚稻上一半作基肥混施
,

另一半分二次追施
: 1 / 3作长粗肥追施

, 2 / 3在

秘 分化 期迫施结 合耘 稻
。

小麦上一半 作基肥棍施
, 2 0%在返 青后

,
3 0%在 拔节期迫施粉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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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 壤 供 氮 量 和 供 氮 率 ( 田 间无氮区 )

年 份 物 ! 试 验 数 无 氮 区 产皿 ( 斤 /亩 ) 供 氮皿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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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佩率% ( 以 O一20 厘米
土坡全氮为基数 )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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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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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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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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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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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6 7 土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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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6 士 1
.

0 7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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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6
_

7 2 士 1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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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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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_

0 8 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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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秧 苗氮或小麦种子氮
。 * * 已扣除秧苗氮或小麦种子氮

。

表列数值系平均值和标准差

(二 )尿素的适宜用量

在 68 个田间试验结果中
,

产量与氮素用量的关系符合一元二次方程的有 48 个
。

在计算其

适宜施氮量时
,

我们以每增施一斤氮增产稻谷 5 斤或小麦 3 斤
, 即 (

君姜
一

) = 5 (水稻 ) 或
勺

d Y

d X
(
一二 ) = 3 (小麦 ) 作为临界值

。

这既是考虑到试验误差
,

同时也兼顾了经济效益
。

另外的

6



2 0个试验中
,

有 14 个可 以采用新复全距的显著性测验
,

判定适宜的施氮量
;
其余 6 个试验的设

计最高施氮量低于适宜施氮量
,

因而弃去不用
。

对本地区氮肥适宜用量的讨论是以 62 块田 的

试验结果为基础的
。

1
.

尿素粉肥在现行施用狡术下的适用宜 表 4 尿素的适宜用量

lesaesesr川叫ee川vl es川钊eelf3 ee

量
。

尿素粉肥的适宜用量试验结果汇总于表

4
。

对本地区双季早稻来说
,

适宜用量 ( 以纯

氮计 )的一般范围为 8 一 18 斤 /亩
,

平均 13 斤

/亩
,

双季晚稻上 约为 10 一21 斤 /亩
,

平均 16

斤 /亩
,

单季晚稻上约为 n 一 19 斤 /亩
,

平均

为 15 斤 /亩
,

小麦上约为 13 一 23 斤 /亩
,

平均

1 8 斤 /亩
。

从过去本地区有关单位进行的氮

肥用量的试验结果来看
,

双季早稻上
,

硫按

和碳按的适宜用量分别为 8一 15 斤 /亩和 15 一

20 斤 /亩 〔 1 一 3〕 ; 双季晚稻上
,

硫按的适宜用

量为 7 一 17 斤 /亩 〔们 ; 单季晚稻上硫馁的适

宜用量为 10 一 19 斤 /亩 〔” ,

三麦上硫馁和碳

的按适宜用量分别为 17 一 25 斤 /亩和 16 一 20

斤 N /亩 〔6, 7〕 。

看来尿素的适宜用 量 (以纯氮

计 ) 大体上介于硫馁和碳按之间
,
这与尿素

的利用率一般介于硫按和碳馁之间似有一定

的联系
。

当然
,

不同年度间适宜用量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
,

这可能与气象条件的不同有关
。

根据这些结果
,

对比 1 9 8 2年本区氮肥的施用

量高达每季每亩 26
.

5斤 N 的事实
,

可以得出

结论
,

本区 目前 的氮肥施用水平已明显偏高
。

这不仅造成氮肥的大量浪费
,

而且过量施用

氮肥
,

还可能使产量低于适宜施氮量时所能

适宜用爪 ( N 斤 /亩 )

试验年份 作 物 试验 数
反 一胆变幅

双季早稻

双季 晚稻

单季 晚稻

1 1
.

5 士 2

1 3
.

5 士 2

1 3
_

5 士 3

9一 1 4

1 2一 1 6

`

8一 1 5

1 9 8 2一 1 9 8 3 1 4一 2 1

6 士 5

9士 7

8士 4

9一 2 0

1 0一 2 4

1 2一 2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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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麦

双季早稻

双季晚稻

单季晚稻

小 麦

10

14

稻稻稻早晚晚季季季双双单

1 9 8 4一 1 9 8 5 1 8
_

7 土 6

1 0一 1 8

1 3一 2 5

1 3
.

3 士 4

1 5
.

5 士 5

1 4
.

8 士 4

1 8 3 土 5

8一 1 8

1 0一 2 1

1 1一 1 9

1 3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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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太湖地区稻麦平均产量与

适宜角量下的平均产量比校

产几 ( 斤 /亩 》

本区的平 均产 量

适宜用 量下的平均产 皿

相差

…闽网闽蒸
{

7 5`
1
“ 5 7

!
“ 6 9

}
“ 3 4

!
7 7 5

{
7 9 0 “ 8 2

}
4 5 6

} “ 4 } 13 3 { 1 3 } 一

达到的水平
。

如表 5 所 示
, 1 9 8 2年本区的平均稻谷产量都低于本试验中适宜用量时的平均产

量
,

就双季早稻
、

双季晚稻和单季晚稻而言
,

分别相差 24 斤 /亩
, 1 33 斤 /亩和 13 斤 /亩

。

至于

本试验中适宜施氮量时的小麦产量低于本 区的平均产量
,

贝呵能是由于在有的试验点上
,

小

麦成熟期间因高温逼熟而使得产量降低
,

从而影响到平均产
`

量的统计结果
。

2
.

适宜用量下氮肥的增产效果及氮素利用率
。

适宜施氮量 时的平均增产效果 (表 6 )
,

对

表 6 适宜用量下氮肥的增产效果及氮素利用率 (1 9 82 一 1 9 8 5)

…
_

}
产 。 (斤 /亩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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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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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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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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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士 “ 5 …7 7 5土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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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士 5

双季 晚稻 …
1 0 …“ 0 8士 “ 7

{
7 9 0士 “ 4

…
’ 8 3 士 9 8

}”
·

“ 士 “

单季晚稻 {
“ 7

}
7 0 5 士 ` 0 2

{
“ 8 2 土 ` 2 2

}
’ 7 7 土 7 3

}”
·

了士 `

” `
_

安 _ }
` 3 { 29 2士 5

侧竺
6 士 8 8 } `“ 土 5 ,

:

卜吕
·

互
士 3

产产 盘 (斤 /亩 )))

无无 氮 区区 适 宜用矗时时 增 产产

555 9 2士 8 555 77 5 土 8 666 1 8 3士 9 66666 3 7
.

2士 7
.

666

666 0 8士 8 777 7 90 士 8 444 1 8 3士 9 88888 2 7
.

7士 1 111

777 0 5 士 1 0 222 化口 9 + 1 9 ,, 1 77 士 7 33333 3 5
.

4 士 14
.

555

222 9 2士 5 777777777777777 16 4 土 5 99999 3 6
.

8 士 1 3
.

22244444 5 6 士 8 888888888

氮素籽粒生
产效率 (斤 /
吸收斤 N )

作物对土城笼素
依 赖性%

5 8
.

6 士 5

6 0
.

8 士 6

5 6
.

4士 8

34
.

8土 5

6 4
.

1 土 1 1
.

1 ( n 二 7 )

5 9
.

4 士 1 6
.

7 ( n = 6 )

6 7
.

2 士 1 1
.

4 ( n 二 2 4 )

5 3
.

0 士 1 1
.

5 ( n = 9 )



双季早稻
、

双季晚稻
、

单季晚稻和小麦来说
,

分别为 31 %
、

30 %
、

25 %和 56 %
。

统计表明
,

不同田块上
,

同一用量时尿素的平均利用率与用量之间大多呈现 出显著或极

显著的负相关
。

例如
:

双季早稻
:

Y = 43
.

9 一 O
.

67 X
, r = 一 。

.

9 2 8 水 * , n = 7 ; 双季晚稻
:

Y 二
28

.

6 一 o
.

13 X
,

r = 一 0
。

5 8 4 , n = 6 ;

单季晚稻
:

r = 一 0
.

8 9 7 * ,

Y = 3 8
.

3 一 0
.

4 3X
, r = 一 0

.

9 7 4 * * , n = 2 5 ;
小麦

:
Y = 4 1

.

2 一 0
.

5 1X
,

n = 9
。

Y :
氮素利用率 (% )

,
X

:

施N 量 (斤 /亩 )
。

显然
,

掌握适宜的氮肥用量
,

是提高氮肥利用率 的重要方面
。

3
.

尿素粒肥与粉肥的肥效比较
。

尿素粉肥在水稻上作基肥混施时
,

损失严重
,

粒肥深施

可以显著地提高氮素利用率〔的 ,

因此
,

其适宜施用量也应比粉肥在现行施用技术下的适宜施

用量要低
,

如表 7 所示
。

在相近的产量水平下
,

对于双季早稻
、

双季晚稻
、

单季晚稻和小麦

来说
,

尿素粒肥深施时
,

其用量分别只为粉肥的 79 %
,

76 %
,

9 3%和 87 编
。

每斤氮的增产量

分别提高 18 %
,

27 %
,

36 %和 18 %
。

氮素利用率也从 30 一 42 %提高到 42 一60 %
。

表 7 尿 素 粒 肥 与 粉 肥 肥 效 的 比 校
`

( 19 8 2一 19 8 3 )

” 物

{
“ “ “ 平 均适宜用 皿

( N 斤 /亩 )

平 均可得产量
( 斤 /亩 )

每斤尿素 N 的增
产 量 (斤 /斤N )

尿素氮 的平 均
利用率 (% )

双季早稻

粉肥

粒肥

粒肥 /粉肥

一

】
, , 5

】
: 4 4

}
。”

; ;

3 8
.

3

4 7 6

双季晚稻

粉肥

粒肥

粒肥 /粉肥

::
.

:
111 2

.

888

111 6
.

333

111
.

2 777

J任一,“

60洲.0
ù
5463.0

O曰O曰̀上
J口̀任1儿

单季 晚稻

粉肥

粒肥

粒肥 /双季

:;
’

:

小 麦

粉肥

粒肥

粒肥 /粉肥

17
.

6

15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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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季稻上 Y万与Y e的比校(n = 珍 ) 图 2 双季稻上 Y二与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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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适宜施氮量与平均适宜施氮留时的产量比校

二
一

`

…
一作 一

:
一

…翌…
`。8 2一 ` , 8̀

{ 双季早稻 }
` 2

{
l
, ` 9 8 2一 ` 。8 4

} 双季 晚相 }
` 0

{
些` 9 8 2一`叩5

一

1 单季 晚稻 }
“ 7

{
泣竺三丁竺王}

_

竺一竺 }一兰一 {

适宜施
.

氮 量时的产量总和
艺Y e ( 斤 )

平均适宜施氮址时的产 址总和
艺Y丈斤

9 3 0 0
。

7 9 0 3

2 3 8 0 8

5 9 2 7

9 1 7 6

7 8 27

2 3 75 7

5 8 6 6

1 1 00

1 0 0 0
暇

二

eY
八

二

ve 尸寸

500300400

ǎ佰l上à声

90080070000<

(佃l七à老

6 0 0 7 0 0 8 0 0 9 0 0 10 0 0 1 10 0

几 (斤 ,亩 )

2。。
卜一一茄厂一下茄 一劝

。 66。

飞 (斤 l亩 )

图 3 单季晚稻上 Y ￡与 Y e的比校 (。 = 2 7 ) 图 4 , J、麦上 Y粤与Y e的比校 ( n 二 23 )

( 三 )关于平均适宜施氮量的含义

在前文 〔 8〕中
,

曾以22 块单季晚稻的试验结果
,

对平均适宜施氮量的含义进行 了 初 步 探

讨
。

本文将 以上述 62 块 田的试验结果为基础
,

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

现 将各个作物上 的 Y又 与

Y
。

作图
,

示于图 1一 4
。

Y : 代表各 田块上施用平均适宜施氮量 ( x )时的产量 (将 X 代入各田块

氮肥用量与产量与关系的方程中计得 )
,

Y
。

代表各 田块上按各自的适宜施氮量施 用 时 的产

量
。

图中画出了 Y 交 二 Y
。

的直线
,

各点偏离这一直线的程度反映了 Y 艾一 Y
。

的 差值的大小
。

此

外
,

还从 总产上的差异考察了平均 适宜施氮量的实用价值
,

结果如表 8 。

从这些结果来看
,

以平均适宜施氮量来推荐氮肥的用量
,

对一部分田块来说
,

其产量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

但

对大多数田块来说
,

这种影响是很小的
。

而且
,

各块田皆按平均适宜施氮量 ( X ) 施用时所得

产量的总和 ( 万 Y : )
,

只 略低于按各 田块各自的适宜施氮量 ( X
。

) 施用时所得 产 量 的 总 和

(艺 Y
。
)

。

看来
,

在 当前农村技术推广的现实条件下
,

以平均适宜施氮量作为指导施 肥 的 基

础
,

不失为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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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究为主
,

着重收集包括土壤
、

土壤肥力
、

气候等环境因子在内的表业与土壤资源信息
,

以

便对施肥
、

灌溉等各种农业技术进行监控
、

建模
,

进而 向具有系统分析和人工智能特色的信

息系统方向发展
。

针对上述情况
,

我国首先应从农业生态环境信息系统入手
,

通过对土壤
、

土

壤把力
、

气象
、

作物 品种及农业经济等数值信息的采集
,

输入和加工
,

从而加速农业生态研

究
,

达到数量化
、

模式化
,

为实现农业生产的预报预控创造条件 ; 其次再发展我国的土壤资

源信息系统
,

研究内容包括土壤信息的处理与应用
、

土壤信息处理 中的模式识别和判断
、

土

壤信息的计算机模拟
、

土壤数据浑的管理
:

土壤信息采集和信息本身的标准化
、

规范化问题

等
。

另外
,

随着光谱
、

质谱
、

色谱及电化学分析技术向土壤科学的渗透
,

使得土壤测试新技

术有很大推进
,

并使土壤基本性质的研究愈加深入
。

我国今后一方面要在土壤学研究中不断

应用现代分析技术的最新成就
,

另一方面要加紧对土壤养分大批量快速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

究
,

以适应我国土壤科学发展的需 要
。

土壤学的发展历史仅有百余年
。

它在理论上曾有过显著的突破
。

例如道库恰耶夫对土壤
地理与发生分类

;
盖德洛依茨对土壤吸附性能 ; 李比希对植物看养

;
海尔里盖尔对根瘤菌的

固氮性能等都有过划时代的贡献
。

当前土壤学在有关学科的发展与推动下
,

正 处于新的重大

突破的前夕
。

可以预见
,

在 2 0 0 0年前后
,

我国土壤学必将在土壤资源环境保护
、

土壤圈物质

循环
、

土壤胶体表面性质
、

土壤肥力的培育与提高
、

化肥及营养元素长效肥的研制
、

固氮根

瘤菌的移植技术
、

土壤发生分类
、

防止土壤退化及土壤信息系统与现代分析技术的应用等方

面有新的推进
。

我国的土壤学不仅将在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

而且在为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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