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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结果表明
:

( 1)在缺磷 土壤上
,

磷肥肥效的大小及其持续时间的长短
,

主要取决于磷肥的施用 几
,

用址愈高
,

肥 效愈大
,

后效愈长 ,
( 2) 在试验期间 (5 年 )

,

凡磷肥总施用量相 同的处理 区
,

不管 它们每年的施

用量相 同与否
,

各处理的总效果十分接近
。

]
.

98 1一 1 9 8 6年
,

我们进行了连续 5 年的磷肥肥效 (包括后效 )试验
,

以期取得有关磷肥在

石灰性土壤上 的肥效及其持续时间的资料
,

为合理施用磷肥和对储备性施用磷肥 的意义进行

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

一
、

试验方法

脚

试验设 4个处理
:

P
。

一不施磷肥 ; P
S

一每年施相当于 P
2
0

。 5公斤 /亩 的 磷 肥 ; P ; 。

一第

一
、

三年各施入相当于 P
2
0

。

10 公斤 /亩的磷肥
; P

Z 。

一第一年一次施入相当于 P : O
。

20 公斤 /亩

的磷肥
。

各处理每年还施入相当于 6公斤 N /亩的氮肥和一定数量的农家肥料
。

氮肥用硝酸按 ;

磷肥用过磷酸钙 ( P : 0
6

10 一 12 % )
。

指示作物为春小麦
。

小区面积 0
.

04 一 0
.

05 亩
。

重复3次
,

随

机区组排列
。

试验地均为灌溉地
。

供试土壤 (0 一 20 厘米 ) 的基本农化性状列于表 1
。

表 1 供 试 土 壤 的 基 本 农 化 性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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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分析均 由甘肃 省农科院 土肥所代 菊英
、

孙素英
、

彭春艳
、

苏红
、

张永才等 同志 完成
。

2
.

分析方法
:

有机 质用丘林法
; 全氮一开氏法

; 全磷一酸溶
,

铝锑抗显色 ,碱解氮一 1
.

8 N N ao H恒温碱解扩 散 (加

eF S O ` ·

7 H : 0 粉 )
,

2纬硼酸 吸收
, 速效磷一。

.

S M N a H C O 3 浸提
,

氛化亚锡显色 , 速效钾一 I N N H o O A C 浸 提
,

火焰

光度计 测及 , 碳酸钙一气皿法
, p H一水土比 1 : 1

,
p H计 测定

。

3
.

武威地 区农技站试验地的数据仅供参考
。

二
、

结果与讨论

令
(一 )各处理的增产效果

磷肥肥效的大小主要取决土壤速效性磷的含量
。

速效性磷含量低
,

则磷肥肥效高
。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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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化肥试验网的资料
,

土壤耕层的速效性磷 ( P )低于 S PP m时
,

磷肥一般能取得较高的增

产效果 ; 含量在 5一 1 OP p m时
,

磷肥仍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而含量高于 l o PP m时
,

磷肥增产效

果则明显下降
。

就速效性磷含量低的土壤而言
,

凡施磷肥处理者
,

均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

省土肥所试验地

中P
。 、

P
; 。
和 P

: 。

处理
,

当年的增产率分别为 2 3
、

1 9和 26 %
,

而且它们的后效也很高 (表 2 )
。

例

如
,

P , 。
处理

,

其第 2 年仍能使小麦增产 62 公斤 /亩
,

此增产幅度相当于第 1年 肥 效 的93 % ;

P
Z 。

处理
,

其第 2
、

3
、

4
、

5年的增产效果相当于第 i 年的1 0 4
、

1 0 5
、

6 9和 6 0 %
。

在武威地区农技站试验地上也获得类似的结果
,

在该试验地上
,

凡施磷肥的处理
,

其当

.

表 2

处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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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第 z
、

3
、

4年的增产率分别为 5 5一 72 %
、

9 0一 1 6 3 %
、

1 7 5一 2 0 7叱和 1 1 3一 1 2 0 %
。

上述结果表明
:

(1) 在缺磷土壤上
,

磷肥肥效的大小及其持续时间的长短
,

主要取决于磷

肥 的施用量
,

一般而言
,

施用量愈高
,

肥效愈明显
,

后效的持续时间愈久远
; ( 2) 在试验期间

(5 年 )
,

凡磷肥总施用量相同的处理
,

不管它们每年的施用量相同与否
,

各处理 的总效果都是

十分接近 的
。

说明在河西灌区的石灰性土壤上
,

并不一定要强调每年施用磷肥
,

而可以采取

每 2年或 4年施用一次磷肥
,

对作物产量并无影响
,

因为一次施入的磷肥除供当季作物吸收外
,

其余部分则储备于土壤之中留待以后作物陆续吸收利用
。

对速效性磷含量中等的土壤来说
,

施磷肥各处理都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民勤县和玉门市

农技站试验地的结果表明
,

各处理当年的增产率分别为 7一 13 %和 1一 9 %
,

而 4年的平均增产率

为 8一 n %和 n 一 15 %
。

在此类土壤上
,

磷肥肥效的大小除受土壤中有效性磷含量的影响外
,

还要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

至于速效性磷含量高的土壤
,

施磷肥处理者
,

其当年的增产效果及 其后效均不明显
。

武

威地 区农技站试验地①和靖远县农技站试验地属于此类土壤
。

(二 )大量施用磷肥对以后施用磷肥的肥效影响

土壤一次施入大量 的磷肥后
,

其肥效究竞能持续多久 ? 它们对以后施用磷肥 的肥效影响

如何? 是每一个农业生产者极为关注 的问题
。

为 此
,

我们在 1 9 8 5年
,

将省土 肥 所 已有 4年

试验历史的各试验小区一分为二
,

其中一半停止 施用磷肥 ( P
:

) ; 另一半施入相 当 于 4 公 斤

P : O
。

/亩的磷肥 ( P
`

)
,

然后种植春小麦
。

试验结果表明 (表 3 )
,

施入磷肥肥效的大小随原试 验

区磷肥用量的增大 ( P
。

一 P
。

一 P
, 。

一 P : 。
)而逐步降低

。

原无磷区 ( P
。

)
,

在增施磷肥后
,

其每

公斤 P
Z

O
。
的平均增产率为 16

.

8公斤
,

而原有磷肥区 ( P
。 、

P
, 。

及 P
Z 。

)
,

其每公斤 P Z O
6

平均增

产仅 3
.

5公斤
,

收益明显下降
。

说明在该地区一次施入大量磷肥
,

则可以满足作物数年之需
。

也就是说
,

对于长期施用磷肥或大量施用磷肥的土壤来说
,

似乎无需强调年年施用磷肥
,

而

表 3 各 处 理 残 留 磷 的 肥 效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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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来用隔年或每隔 2年施一次磷肥
,

以使将有限的磷肥施到更需要磷肥的土壤和作物上
,

从

而提高了磷肥 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
。

( 三 )磷肥的利用率

表 4 结果大体表明
,

各处理的磷肥利用率均较低
, 5年的总利用率尚不及总施磷量的20 %

。

表 4 磷 肥 利 用 率 (省 土 肥 所
,

春 小 麦 )

年 分 处

1 9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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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利用率低的状况并不 因磷肥施用量分配方式的改变而有所改善或提高
。

但是
,

残留

在土壤中的磷肥
,

其中绝大部分将相继被各季作物所 吸收
。

(四 )磷肥施用量对土壤速效磷含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5) 表明
:

( 1 )
、

施用磷肥能显著地提高土壤耕层中速效性磷的含量
,

但底土

不受其影响
,

这与磷肥在土壤中移动性不大有关 ; ( 2) 磷肥施用量愈大
,

土壤耕层 的速效性磷

含量提高愈烈 ; ( 3) 土壤耕层中速效磷含量的变化与磷肥施用量分配方式 的关系极大
。

年年施

用磷肥者
,

由于能及 时补充被作物吸走的磷
,

因而土壤中速效性磷含量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稳

定的水平上 ; 而隔年施用磷肥者
,

土壤速效性磷含量则呈波浪式起伏
; 一次性施用磷肥者

,

土

壤速效磷含量在激增以后便逐步下降
。

长期以来
,

人们普遍认为
,

磷肥施入石灰性土壤后易被钙离子所固定
,

因而对磷肥 的后

效重视不够
。

但最近二十多年来
,

随着对磷肥在土壤中转化过程研究的深入
,

对磷的固定问

题有了新的认识
。

现在人们倾向于 认为
,

被固定的磷并不是植物不能利用的磷 ; 相反
,

固定 .

过程好似储备过程
。

就是说
,

磷肥施入土壤后
,

除小部分被当季作物吸收外
,

其余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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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磷 肥 用 量 对 土 壤 速 效 磷 含 量 的 影 响 (P
一

p p m)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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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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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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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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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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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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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一 4 0

1 3
。

0 9
。

0

1
.

5 1
。

0

`

:::

。娜。
一

.110。

0 一 2 0

2 0一 40 2
。

5 2
。

5 1
。

0 1
.

5 4
。

0 0
。

5

都被储存在土壤 的活性磷池〔` ,或有效养分库 〔 2〕中
,

尽管磷肥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

但它们对作

物仍 然是有效的
。

长期施用磷肥 的土壤在停止施用时
,

其后效可持续数十年之久
。

S t u r m等 人

的资料表明
,

施入土壤中的肥料磷
,

经作物长期利用
,

其回收率可高达 50 一80 %① ,

C
o

olc
e

则 认

为
,

施入土壤中的磷肥大部分最终都能被作物利用 〔3〕 。

由此可见
,

过分夸大磷的固定作用 的

消极方面和忽视磷肥后效 的观点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

三
、

结 论

(一 )磷肥的当季肥效及后效 的大小均随土壤速效磷的含量而变
。

速效磷 ( )P 低于 S PP m时
,

磷肥不仅 当年增产显著
,

而且在四
、

五年内均有明显后效
,

说明磷肥施入石灰性土壤后能较

长期地保持它 的有效性
。

(二 )在总施磷量相同的情况下
,

不管磷肥施用量的分配方式如何
,

其 5 年的总增产
、

利

用率和土壤速效磷水平都较接近
,

说明了储备性施用磷肥的可行性
。

(三 )在确定作物合理施磷量及最适肥料配比时
,

不能仅依据短期试验结果
,

必须考虑磷

肥后效这 一重要因素
。

就河西灌区而论
,

在缺磷土壤上
,

以每年每亩施用相当于 5 公斤 P Z O 。

的磷肥为宜 ; 若系储备性施用磷肥
,

则以年平均用量不超过相当于 5公斤 P
Z
O

S

的磷肥为宜
。

对 已连续施用磷肥多年
,

速效磷含量较高的土壤
,

只需施少量磷肥 ; 在磷肥供应短缺的情况

下亦可暂时不施
,

以便把有限的磷肥调剂到缺磷土壤上
,

发挥更大的增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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