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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 0 4个冬小麦的氮
、

碑肥 田 间试脸 结果
,

提出了综 合肥料效应 函数
,

并用 以 计算小麦组
、

磷肥最佳

用 t
。

它与根据各田块肥 料效应 函数计算的结果无明显差异
。

在一定的气候和栽培管理技术条件下
,

作物产量
、

施肥量和土壤供肥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数量关系
。

研究施肥模式的目的在于揭示这种关系
,

从而确定一定条件下的最佳施肥量
。

本文根据 1 9 83一 1 9 8 5年期间
,

在河北省进行的40 个冬小麦氮
、

磷肥田间试验结果
,

探讨氮
、

磷

肥效应与地力产量
、

土壤有效磷含量之间的关系 , 提出综合肥料效应函数
,

反映作物 产 量
、

施肥量与地力产量
,

土壤有效磷之间的数量关系
,

并依此 函数确定不同地力产量水平和土壤

有效磷含量下的经济合理施肥量
。

一
、

试验设计与数学模式

冬小麦氮
、

磷肥试验采用 3 水平完全设计
,

试验处理分为
: o

、
8

、

16 公斤 N /亩和 。
、

6
、

1 2公斤 P
:
O

。

/亩
。

土壤有效磷用 O l s e n
法测定 ( N a H C O

3

一 P )
。

本试验的正交多项式模式为
: Y = P

。
M + P : L

, + p
Z
L , + P 3 L

;
L

, + p
`
Q ; + P

。
Q

二

式中
:

Y 为产量 , M
,

L N 、

L P ,

Q N 、

Q
p

分别为氮
、

磷肥的零次
、

一次和二钦趋势 , L 、 L p

为 N x P 交互效应趋势 , P
。 、

P
: … … P

。

为趋势系数
,

它反映各试验数据独立趋势的量的变

化
; P

; 、

P
` ,

P
: 、

P
。
分别反映氮

、

磷肥的主效应
,

P 3反映氮磷肥的交互效应
。

与上式相对应 的肥料效应函数模式为
:

Y = b
。 + b

,
N + b

Z
P + b

3
N P + b

`
N

, + b
。
P

,

式中 b
。

为不施肥的产量水平
, b

:

… … b
。
为效应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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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R 为边际利润
,

本文采用 R
= 。

.

2 , P N 、

P P 、

P二 分别为每公斤 N
、

P
:
O

。
和小麦的价

格 , P N
/ P

r = 3 ; P
P

/ P : 二 4
。

二
、

结果与讨论

根据各点试验结果计算得来的正交多项式趋势系数与地力产量和土壤有效磷之间呈极显

著的相关性
:

① 现在河北农业大学工作 ,

③ 现在河北 省唐山农科所工 作 ,

⑧ 现在河北省国曾汉沽农场工作 ,

④ 现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土肥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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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计算的氮磷肥最佳用量

表 1 不同地力产里下氮磷肥的

经济合理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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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综合肥料效应函数计算结果
。

n
.

很据各 田块肥 料效应 函数 计算结果
。

式中
:

.P 为土壤有效磷测定值
; P。 、

P ` 、

P
。

采用平均值
:

》
。 = 3

.

8 ,

F
` = 一 55

.

5汤
。 二 一 22

.

4
。

将上式正交多项式趋势系数转化为非正交形式
,

得综合肥料效应函数
。

该函数包括不施

肥的地力产量水平 ( Y
。
) 和土壤有效磷的测定值

。

△ Y “ ( 2 2
.

2 3 一 0
.

0 3 5 y
。
) N + ( 1 5

.

9 5 一 s
。

5 l ln P
。

) P 一 o
.

6 1N 盆 一 0
.

魂4 P
2 + o

.

o 4 N P

式中
: △ Y 为增产量 , N

、

P分别为氮
、

磷肥用量 ; P
。

为土壤有效磷测定值
。

根据此函数
,

可

计算氮
、

磷肥的经济合理施肥量
:

N (公斤 /亩 ) 二 1 5
.

6 3 一 o
.

o 2 9 y 。 一 o
.

1 3 1
n P

.
;

P :
O

。
(公斤 /亩 )

二 1 3
。
4 2 一 0

。

0 0 1 3Y
。 一 3

。

9 9 I
n P

. 。

计算结果列入表 1 。

为验证该模式
,

将根据综合肥料效应函数计算的氮
、

磷肥最佳用量与 20 个田间试验结果

所得出的各田块的肥料效应函数计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

结果列入表 2
。

表 2 表明
,

两种计算结果无显著差异 (r 二 0
.

8 4* *
)

,

因而可得出结论
:
本文所提出的模

式可以用于小麦的推荐施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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