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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碳酸氢按仍为我国的主要氮肥 品种
,

约 占全国氮肥总量的 50 % 以上
。

由于它具有易

吸湿和易挥发损失的缺点
,

因而其氮素利用率不到 30 %
。

早在 70 年代
,

一些研究者为了提高

碳按氮素利用率而将碳按压粒深施
,

其利用率可提高到 50 % 以上
。

若以碳按为基质生产复混粒

肥
,

既可提高碳按的氮素利用率
,

达到推广配方施肥
、

增产节肥的 目的
,

又可提高碳按的商

品价值
,

增加化肥厂的经济效益
。

因此
,

尽快明确碳按复混粒肥对作物的增产作用以及如何

推广应用这一施用技术是 目前急需研究的课题
。

为此对水稻进行了碳按复混粒肥效试验
,

现

将初步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试验方法

碳按复混粒肥是以粉状碳按为基质
,

将磷
、

钾或微量元素按一定 比例加入
,

进行机械压

粒而成
。

供试样品由宝应县化肥厂生产
,

粒径 12 m m
,

粒重约 1 9
。

试验在中科院南 京 土 壤

研究所常熟农业生态站进行
。

土壤为低洼抒区的竖头鸟栅土
,

基本农化性状为
:
有机质 3 3

.

29

/ k g ; 全氮 2
.

5 4 9 / k g ; 有效磷 ( P ) 7
.

o m g / k g ,
速效钾 ( K ) 7 8 m g / k g ; p H 7

.

6
。

试验处理如下
:

1
.

碳按氮钾粒肥 N :P : K = 14 : O :7
.

5 ; 2
.

处理 1 十 2%硫酸锌 N :P : K = 1 :4 0 :7 :5

+ 2 % Z n S O
` ; 3

.

碳按氮钾粒肥 N :P : K 二 14 : o : 5 ; 4 .
’

碳按氮磷钾粒肥 N :P : K 二

14 : 2 : 5 ; 5
.

当地常用肥料 (粉状碳按 ) ; 6
.

不施肥 (对照 )
。

处理 1 至 4 ,

以 750 k g h-a
`

作耙面肥施入
,

生长期间补施 长 粗 肥 75 k hg
a 一 ’

尿素和穗 肥
1 1 2

.

sk g h a 一 `
尿素

。

当地常用肥料处理是以 6 00 k g h -a
`

粉状碳按作 耙 面 肥
,

生长 期 间 施

5 2 5 k 一 g h a 一 `

粉状碳按作分集肥
, 1 1 2

.

s k g h a 一 ’

尿素作穗肥
。

小区面积 33 m
2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

复 4 次
,

实行单灌单排
。

试验于 5 月 16 日播种
, 6 月 22 日播秧

,

10 月 30 日收获
。

所有管理措施同

大田
。

分析
:

在麦收耕翻前多点取基础土样
,

进行理化性状分析 ; 栽秧时取 10 0株秧苗
,

洗净晒

干供植株分析 ; 收割前取一定植株苗作成熟期样品分析
;
最后进行单收计产

。

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碳被盆混肥的增产效果

从稻谷产量结果可 以看出 (表 1 )
,

施碳按复棍粒肥比对照可增产 34 一 48 % , 比当地常用

* 常熟 农业生态站有关同志参加部分田间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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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碳 铁 复 浪 拉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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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处 理

L
.

S
.

D 法 查 验 表

产量平均值
k( h g

a 一 1 )

8 8 32
.

0

7 6 20
.

0

2 821
.

5

80 9 2
.

5

7 0 35
.

0

56 7 4
.

5

S
。

D

一

…50
.

8*

10
.

7

19
.

3

9 8
.

8* *

1 80
.

5* *

40
.

1

1 3
.

5

9 3
.

0

1 9 2
.

7* *

79
.

1* *

1 6 9
.

8* *

7 0
.

5

16 1
.

2本* 9 0
.

7 * *

L
.

S
.

D (0
.

0 5) = 透6
.

2 L
.

S
.

D (0
.

0 1 ) 二 6 3
.

9

肥增产 8一 19 %
。

不同配比的复混粒肥之间
,

随添加微量元素 Z n的处理 2 产量略低外
,

其它

处理差异不大
。

用 L
·

S
·

D 方法统计 (表 2 )结果表明
,

所有处理比对照均有极显著差异
,

除

处理 2 以外
,

所有粒肥均比粉状碳按有明显差异
。

说明碳按复混粒肥在当地对水稻有明显的

. 增产效果
。

考虑到我国钾肥资源的不足
,

从经济用肥的角度看
,

似乎 以14 : 。 : 5 的配方更为

适宜
。

(二 )提高氮素利用率

表 3列出了碳按复混粒肥提高氮素利用率的情况
。

施碳按复混粒肥比当地常 用 肥 氮 素

利用率提高 4
.

3一 1 8
.

5个百分点
,

平均提高 1 3
.

5个百分点
。

后期撤施尿素作追肥的 利 用率一

般不超过 30 %
,

如果将这一 因素考虑在内
,

碳按复混粒肥的氮素利用率 有可 能 达到 50 % 左

右
,

似可达到硫按的氮素利用率水平
。

( 三 )经济效果好

从表 4 碳按复混粒肥的经济效果可 以看出
,

将全部肥料的增产数
,

减去追施尿素的效果
,

即为施用碳按复混粒肥的增产效果
。

按当地的多年经验数值
,

每千克尿素 (撒施 ) 作迫肥增

产稻谷 3千克计算
,

每公顷施用 7 5 0千克碳按复混粒肥可增产稻谷 1 2 7 0
.

5一 ZO3 2
.

s k g h a 一 ,

即

混 拉 肥 氮 素 用 率

肥料施入 址
( k g h

a 一 1 )

铁 复

地上 部吸
( kg h --a 1

收量
)
半

土魏供应量
(k hg a 一 1 )

肥料供应量
( k g h a 一 1 )

氮素利用 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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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碳 铁 复 混 拉 肥 施 角 经 济 效 果

…
…理

…葺
” 旧

…
.

…
_

一甘
一

…半
.

下一…丫
* 粉状碳按

每千克可增产稻谷 1
.

7一 2
.

7千克
,

平均 2
.

3千克
,

比每千克粉状碳按多增产 1
.

4 千克
。

如果稻谷价格为 0
.

7 0元 /千克
,

碳按复混粒肥价格为 0
.

40 元 /千克
,

粉状碳按价格为 0
.

30

元 /千克计算
,

每公顷水稻土施用75 。千克碳按复混粒肥能得到纯收入 5 8 9
.

3 5一 1 1 22
.

75 元
,

即

每施 1千克碳按复混粒肥可增收 0
.

75 一 1
.

50 元
,

平均 1
.

22 元
,

比施用粉状碳按多收入 0
.

8 8

元
。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
,

在水稻上施用碳按复混粒肥比当地习惯施用粉状碳按有明显的增产

效果
,

其增产原 因可能是与碳按压粒深施及复混肥的双重作用有关
。

关于复混肥加锌施用造

成减产 的原 因需要进一步研究
。

产 州 、 内 . 币 . 、 沪 , . r ` r 声 , ` , 、 . _ 司 嘟 卜 产

一
` .

_
吧 、 声 .

( 上接第 3 3 3 页 )

又如
,

变性土亚纲中土类
、

亚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

究竟是选择大残积性艺铆和淀积性
矿物的比率呢 ? 抑或是选择口含有混合型矿物 ( 因变性土的矿物主要是蒙脱石类

,

但也有混合

型的 )和土壤水分状况
,

作为主要诊断特性
,

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

( 三 )过渡土类问题

在土壤分类过程中
,

应把人类的耕作活动作为土壤的重要形成过程
,
强调人为作用在土

壤分类上的位置和重要意义
。

我们经常在野外遇到人为土纲中
,

无论是水耕人为土抑或早耕少为土亚纲中
,

都有人为

作用尚未达到质变阶段的人为过渡土壤
。

我们如何划分类型和确定其在土壤分类中的位置
,

确

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

所以
,

对人为土纲应该承认有它的特殊的成土过程
,

对于有明显过渡性质的这类土壤
,

不

能置之不理
,

而应该有过渡土壤所属亚纲
。

我们认为可能这个亚纲与其他亚纲有相当大的差

异
,

对统一的土壤系统分类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

如何求同存异
,

划出一个相应的过渡土壤类

型
,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
,

又是一个亚待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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