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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肥工业的发展
,

化学氮肥施用量逐年增加
,

有机肥的施用量则明显减少
,

造成氮

磷钾比例严重失调
,

在这种肥料结构下
,

连续多年施用化肥的增产效益和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如何
,

成为农业生产上急需研究的课题
。

为此
,

我们在 1 9 80 一 i孔4年开展肥料定位试验研究
,

本文是五年试验结果的总结
。

一
、

研究方法

试验在我省珠江三角洲冲积土上发育的粘质 田 ; 粤东沿海丘陵沙页岩发育的沙质田及兴

梅盆地紫色沙页岩发育的黄泥田上进行
。

试验设五个处理
: 1

.

无肥
; 2

.

氮肥
; 3

.

氮磷肥
;

4
.

氮钾肥 ; 5
.

氮磷钾肥 ( N : P
Z
O

。 : K Z O 二 x : 0
.

5 : i )
。

小区面积 0
.

0 4一 0
.

0 7亩
,

重复三次一

四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小区之间有固定田埂及灌排水沟
。

试验在稻一稻连作条件下进行
,

水稻品种有桂朝 2号及汕优 6号等
。

氮肥用尿素
,

每年亩 `

施 N 18 一20 公斤 ; 磷肥用过磷酸钙
,

每年亩施拘溶性磷 ( P
:
0

5
) 9一10 公斤

; 钾肥用氯化 钾
,

每年亩施K
2

0 18 一 20 公斤
。

每季成熟期取植株样本进行考种及养分分析
。

晚季收获后取土 样

分析土壤养分含量
,

土壤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法
,

全氮用开 氏法
,

速效磷用 ol
s e n 法

,

速效钾用 IN

醋酸按浸提— 火焰光度法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连续施用高量化肥对水稻的增产效益

1
.

氮肥的效益
。

试验表明 (表 1 )
,

在有机质及磷钾较丰富的土壤上 (兴宁点 )
,

在气候正

常条件下
,

连续五年单施高量氮肥仍能保持水稻高产
,

氮肥的增产效益无 明显变化 ; 在严重

缺钾的土壤 (惠阳点 )
,

连续五年单施高量氮肥
,

水稻产量及氮肥的效益明显下 降
。

据三个试

点 (兴宁
、

惠采及惠阳
,

下 同 ) 的结果统计
,

五年内
,

年平均亩施 N 1 9
.

3 公斤
,

增 产 稻 谷

1 35 公斤
,

增产 2 4
.

0%
,

每公斤 N 增谷 7
.

0公斤
,

每年亩增收 17
.

08 元
,

增产效果仍极显著
,

经济

效益仍较高
。

表明对缺钾土壤
,

应改高量氮肥为适量并应增施钾肥
,

以提高水稻产量及氮肥

效益
。

2
.

磷肥 的效益
。

据三个试验点结果统计
,

在施氮肥基础上
,

五年内
,

年平均亩施 相 当

于 P
:
0

5 9
.

7公斤的磷肥
,

则每公斤 P Z O
。

减产稻谷 0
.

5公斤
;
在施氮钾肥基础上又配施磷肥

,

亦

未显增产效果
。

表明在速效磷 ( P
Z
O

。
> 4 o p p m ) 丰富而又缺钾沟土壤上

,

连续多年施用高量

氮磷肥
,

反而加剧了水稻氮磷钾养分的不平衡
,

导致植株早衰
,

千粒重降低而减产
。

对于这 .

类土壤
, 3一 5年不施磷肥也无妨

。



表1 试 验 期 间 各 处 理 的 水 稻 产 皇

产 及( 公斤/ 亩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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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9

7 5 7

7 3 9

L SD
o

.

o 。 二 ` 1
.

5 3
,

0
.

0一二 5 7
.

患阳

3
.

钾肥的效益
。

据对惠阳试验点上严重缺钾土壤的 10 季水稻成熟期调查及测定
,

结果表

明
,

施氮或氮磷肥的其稻秆中K
Z
O含量为 0

.

50 8一。
.

勃 7%
,

植株体内 N : P :
0

6 : K
:
O 二 1 : 。

.

50 :

0
.

5 3 ,

赤枯病发病率为 1 7
.

1一 3 3
.

3%
,

表明水稻体内养分比例严重失调
。

若在氮磷肥的基础上

再配施钾肥
,

则水稻茎杆中K
Z
O 含量可提高 2

.

9倍
,

赤枯病发病率也大幅度下降
,

因为水稻体内

K
Z
O / N 与赤枯病发病率呈显著的负相关 ( r = 一 0

.

83 5 2 *
)

。

据三个试验点结果统计
,

在施 氮

肥的基础上
,

五年 内
,

年平均亩施相当于 19
.

3公斤 K ZO的钾肥
,

可增产稻谷 7 3
.

3公斤
,

增 产

1 1
.

6%
,

每公斤 K
Z
O增产稻谷 3

.

8公斤
,

每年亩增收 n
.

06 元 , 在施氮磷肥的基础上
,

若连续

五年施以同量钾肥
,

.

则增产稻谷 79
.

6公斤
,

增产 1 2
.

1%
,

每公斤K Z O增谷 4
.

1公斤
,

每年亩增

收 12
.

94 元
,

增产效果极显著
,

经济效益较高
。

据三个试验点五年植株养分测定结果
,

在栽培高产水稻品种及施用高量氮磷钾化肥条件

下
,

平均每生产 1 00 公斤稻谷及相应数量的稻杆
,

其吸收的养分量大致是 N l
.

78 公斤
,

P
Z
O

。

0
.

9 4公斤
,

K
2
O 2

.

2 0公斤
,

N : P
2
0

6 : K
Z

O为 i : 0
.

5 3 : 1
.

2 4
。

(二 )施肥对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1
.

土壤有机质及全氮的变化
。

从表 2 看 出
,

双季稻 田水稻连续五年不施肥
,

土壤有机质

下降 0
.

1了一 0
.

3 2%
,

全氮下降 0
.

0 0 7一 0
.

0 1 5% ; 每年亩施 N i s一 2 0公斤 ( N
、

N P
、

N K及

N P K处理 )
,

土壤有机质下 降0
.

07 一 0
.

25 %
,

全氮含量无明显变化
。

2
.

土壤速效磷的变化及磷素养分平衡
。

表 2 的资料还表明
,

土壤速效磷 ( P
Z
O

。
) 含量在

4 7
.

2一 4 9
.

gP p m范围内
,

双季稻田连续五年不施肥
,

土壤速效磷下降 9
.

4一 1 3
.

OP p m ; 施氮肥

或氮钾肥土壤速效磷下降 1 4
.

3一 1 6
.

g p p m ;
每年亩施相当于 9一 10 公斤 P

Z

O
。
的磷肥

,

土壤速效

磷则提高了 2 2
.

5一 32
.

3PP m
。

表明土壤速效磷含量受施肥影响极大
。

在施氮肥或氮钾肥条 件



表 2试 验 期间 `五 年) 土 壤荞 分 的 变 化

~
` ~韶 ~

.r ” 二,

~
; . 二自~ 舀亩` 瑙

试脸 点
( 土壤 )

有机质 ( % ) 全 N ( % )

处 理

}速效磷 ( p : o 。 ,
p pm )

1
速效钾 ( K Z o

,

p p m )

试验前 { 五年 内 增 减 试验前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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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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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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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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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3
_

5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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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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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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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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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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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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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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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
,

由于水稻从土壤中取走的磷素较不施肥处理相对要多一些
,

所 以土壤速效磷下降的幅度

也大一些
。

无论在高产或 中低产土壤中
,

水稻若按 N : P
Z
O

S : K
Z
O为 1 : 0

.

5 :1 进行施肥
,

土壤

速效磷即能有所积累
。

表 2
、

3列出了试验期间
,

不同土壤及不同产量水平土壤中磷素养分收支概况和实测的土 ,

壤速效磷含量的消长情况
,

从 中可以计算磷素养分平衡 以及预报土壤速效磷含量的消长趋势
,

表 3 试验期间 (五年 )土壤养分收支平衡状况 (公 斤 /亩 )

五年养分总收入 五年养分总支出 养 分平衡 状况

处理
N P Z O

。 K : O N

5 0
.

2

P Z O
。

2 7
.

7

3 4
.

6

3 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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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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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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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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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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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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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养分收入部 分只考虑 施入肥 料址
,

养分支出部分只考虑稻谷和茎秆的养分带走皿
。

1 2



生产者只要根据计划产量水平及作物相应吸走的养分
,

决定磷肥用显
,

即能使土壤速效磷含

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

3
.

土壤速效钾的变化及钾素养分平衡
。

从表 2 还可看出
,

高产黄垅田 (兴宁点 ) 及 中产

沙质 田 (惠来点 )水稻连续五年不施肥
,

土壤速效 K
Z
O下降 2。

。

1一 2 1
.

OP p m ; 单施氮肥或氮磷

肥土壤速效钾下降 1 9
.

7一 2 2
.

3P p m ; 每年亩配施相当于 20 公斤 K
:
O的钾肥

,

土壤速效钾含量

无明显变化
。

在严重缺钾及 中低产土壤上 (惠阳点 )
,

水稻连续五年不施肥
,

土壤速效钾含皿

下降」
.

O
.

6P p m ;
施氮肥或氮磷肥

,

土壤速效钾含量下降 9
.

SP p m ;
每年亩施相当于 18 公斤 K : O 的

钾肥
,

土壤速效钾含量提高 1 2
.

1一 1 3
.

7 PP m
。

高产黄泥田钾素养分收支基本平衡
,

实测的土壤速效钾含量也无明显变化
。

中低产粘质

田钾素养分平衡状况有收入大于支出的也有支出大于收入的
,

实测的土壤速效钾含量的消长

也有正有负
。

因此
,

对黄泥田及粘质 田可以通过计算钾素养分平衡状况预报土壤速效钾的消

长趋势
,

生产者只要根据计划产量水平及作物相应吸走的养分
,

决定钾肥施用量
,

即能使土

壤速效钾含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

三
、

结 论

1
.

在富磷缺钾土壤上
,

水稻连续五年单施高量氮肥
,

氮肥的效益趋于下降
;
施磷肥效果不

明显 ; 钾肥效果较稳定
,

甚至有逐年上升趋势
。

2
.

种植双季稻的土壤连续五年不施肥
,

土壤肥力将较明显下降 ; 在施用高量化肥 条 件

下
,

土壤全氮量无明显变化
,

土壤有机质有下 降趋势
。

水稻氮磷钾施肥比例 ( N : P
Z
O

。 : K
Z
O )

为 1 : 0
.

5 :1 时
,

土壤速效磷则有积累增高的趋势
;
高产黄娓田及中产沙质田的速效钾含量无明

食 显变化
,

中低产粘质田土壤速效钾含量却略有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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