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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 田生态系统中
, 土壤

、

肥料
、

作物之 间
,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就肥料工作而言
, 近

几年来
,

主要是重视了化肥的投入对产量的作用
,

而轻视了有机肥及培肥土壤的重要性
。

因

而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高投入
、

高产出
、

低效益的不良循环状况
。

当然 , 化肥的增产作用是

勿庸置 疑的
,
但 土壤肥力状况对施肥效益及作物产量构成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

为了探讨经济

合理施肥及培肥土壤的途径
,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

促进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持续稳定 发 展
,

本文根据 10 多年定位试验的资料
,

就上述问题试述如下
。

一
、

土壤肥力对作物产量的贡献率

无肥区的作物产量 ( 空白产量 ) , 是衡量土壤肥力状况的最直观的指标
。

而当季无肥 区产

出量占施肥后产量的比率 (称为土壤对作物产量的贡献率 )则是反映土壤肥力对作物的生长及

产量构成影响的尺度
。

我们在黄泛冲积土上多点的试验结果表明
:

对小麦而言
, 土壤贡献率

最低的为 1 3
.

3% , 最高的为 8 4
.

5% , 平均为 4 5
.

5% (n = 33 ) ,
其中

,
地力基础产量 为 50 一

1 0 0千克水平的为 3 2
.

7%
, 1 00 一 2 00 千克水平的为 4 3

.

3%
,

20 0一 30 0千克水平的为 52
.

6%
,

30 0千克 以上的为 7 7% , 对玉米来说
, 土壤贡率最低的为 2 9

.

7% , 最高的为 8 4
.

6% , 平均为

6 1
.

2% (n = 1 7 ) , 其中
,

地力基础产量为 1 5 0一 2 00 千克的为 3 2
.

8%
, 2 00 一 3 00 千克的为 52

.

8%
,

3 00 一切。千克的为 78 % ; 对水稻而言
,

土壤贡献率最低的为 29
.

6%
,

最高的为 95 %
,

平均为

5 9
.

1% ( n 二 1 7 )
,

其中
,

地力垅础产量为 2 00 一 3 00 千克的为 5 1
.

5%
, 3 00 一乙00 千克的为 6 9

.

5%
,

4 0 0千克以上的为 7 1
.

理%
。

综上所述
,

在重视当季作物施肥的同时也要重视长远的土壤培施工作
,

以增加土壤潜在肥

力 ,
提高土壤贡献率

。

这是实现农业
“

高产
、

优质
、

高效
”

的重要措施
。

二
、

土壤肥力对施肥效果的影响

在年亩施氮 ( N )巧千克的有机肥无机肥配比试验 中
,
在施肥 4 年后

,
各处理土壤肥力 已

形成明显梯度差
,

按照综合肥力高低
,

依次分为 4 个等级 土壤
,
在此基础上进行裂区试验

,

每个等级土壤设 空白 ( o )
、

N
、

N P
、

N P K 4 个处理
,
年亩施肥量

:

N 18 千克
, P

2
0

。 9 千克

K
:
0 10 千克

,

以了解相同土壤质地
, 不同养分肥力

,

在施等量肥料条件下
, 土壤基础养分肥

力对土壤生产力及施肥效果的影响
。

有关资料列 于表 1
。

由表 1 可知
,

各处理在施等量养分条件下
, 土壤肥力等级明显地影响产量

。

据统计
,
施

等量氮处理
, 土壤肥力每相差 1 个等级

,
产量相差 1 36

.

5千克 /亩
, ( r = 一 。

.

9 8 3* *
)氮磷配合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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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 处 理4 年 的 平 均 产 量

记力等级 产 妞 (千克 /亩 )

O

60 7
.

6

3 5 6
.

3

52 5
.

2

1 47
.

5

N

7 4 9
.

8

8 63
.

2

7 3 5
.

4

53 5
.

5

N PN PK

98 1
.

8 9 2 2
.

0

8 98
.

54 97
.

4

8 4 4
.

0 8 1 9
.

1

7 64
.

8 4 6 6
.

2

施肥效果 (千克粮 /千克养分 )

N PZ
O

S
K

20

(N 一0 )(N P一N )(N PK
一

N P )

8 1
.

8 一3
.

3 6
.

4

1 6
.

3 G
.

4 9
.

9

10
.

21 2
.

1 4
.

7

6
.

62 5
.

410
.

2

1 今目内J 4

施用
,
每个土壤肥力等级产量相差 5 1

.

7千克八井( r = 一 0
.

9 6 8* *
) ,
氮磷钾配合施用

,

产量相差

4 0
.

4 千克 /亩 (r
= 一 0

.

9 90
* *

)
。

说明在肥料投入相同时
,

肥力高的土壤比肥力低的土壤表 现

出高产
,

产投 比也较大
,

效益相对较好
。

但在 N P 或 N P K 多种养分的配合施用时
,

土壤肥力等

级间的产量差异逐渐缩小
。

从肥效反应看
,

肥力高的土壤
,

氮肥肥效较高
,

磷
、

钾肥效较低
,

相

反 , 肥力低的土壤
,
由于磷

、

钾不足
, 因此

,

氮肥肥效较低
,

磷
、

钾肥效果则较高
。

在发展
“

两高一优
”
农业中

, 重视提高中低产 田的土壤肥力 水 平
,

并适当增加投入
,
推行平衡施肥

,

则粮食生产仍可上一个新台阶
。

三
、

土壤培肥的措施

在农业生产中
, 土壤肥力对产量构成

、

肥效反应
、

产投经济效益都有重要影响
,

加强土

壤肥力培育
, 乃是保证农业高产高效稳定发展的基础工作

,

不应忽视
。

土壤培肥 , 主要是增

加对土壤 的投入
。

因此
,

施肥至少应兼顾两个方面
:

既要满足当季作物生 长发育之需
,

又要

不断补充和丰富土壤养分库容
,

增强土壤潜在肥力
,

改善土壤肥力状况
。

其关键措施是合理

施用化学肥料和实行有机肥料与化学肥料的配合施用
。

( 一 )合理施用化学肥料

我们在小麦一玉米轮作中研究了 N
、

P
、

K 肥料的配合施用问题
。

结果列于表 2
。

表Z N
、

P
、

K 肥料配合施用对产量及土壤养分的影响

项 目 基础土壤养分

X P KP一N斗0

处一

一N一

10年平

均单 产

产 量 (千克 /亩 )

C V
“
么

6 0 9
.

2

3 1
.

6

8 9 3
.

4

1 0
.

7

1 0年土壤

养分积累

量

有机质 ( g /k g ) 10
.

5〔

全 氮 (g {k g ) 0
.

9 1

速效磷 ( P
.

rn g {k g ) 6
.

0

速效钾 ( k
.

m g }k g ) 5 4
.

8

10
.

G

1 1
.

17

0
.

8牛

1斗
.

2

5 2
.

斗

12
.

0 2

0
.

9 1

1 0
.

9

7 2
.

4

3 3 5
.

6

2 0
.

1

10
.

0

0
.

7 6

牛
.

5

5 7
.

5

10
.

8

0
.

6 6

1 2
.

0

6 2
.

0

从表 2 可见 , 10 年平均产量依次为N < N P < N P K , 而变异系数相应变小
, N P K配合施

用的分别比施 N 和施 N P 的增产 46
.

7%和 1 4
.

9%
。

表明化肥只要用量足并注意平衡施 肥
,

也

可保持作物的高产稳产
。

从 10 年土壤养分积累情况看
, 即使是 N IP 又配合施用的土壤

,
其有

机质仅增加 1
.

22 克 /千克
,

相对提高了 n % , 全氮增加 0
.

25 克 /千克
,

相对提高 3了
.

9%
,

速效磷

含量略有下降
,

速效钾略有提高
。

说明在平衡施肥情况下
, 连续施用化学肥料

,

只能维持土

壤养分平衡但土壤养分积 累较 少
,

潜在肥力低
,
产量的构成主要依赖化肥的投入

,
使粮食生

产成本增高
,

效益降低
。

(二 )有机肥与无机肥的配合施用 (下转第 14 5页 )

12 3



( 上接第 1 23页 )

在小麦一玉米轮作中还研究了有机氮肥与无机氮肥配合施用对作物单产及土壤养分积累

的影响
。

结果( 表 3 )表明
,

在有机氮肥与化学氮肥的比例为 7 : 3
、

5 : 5
、

3 :7 三个处理 中
,

它们

的平均 ( 10 年 )单产分别达 9 3 5
.

5千克
、

9 5 8
.

8千克和 92 7
.

2千克
,
变异系数分别为 8

.

5%
、

8
.

2%

和 8
.

7%而且在获得高产稳产的同时
, 土壤肥力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

与试验起始时相比
,

土壤有机质增加了 3
.

29 一 8
.

叮克 /千克
,

相对提高了 2 7
.

6一 7 1
.

。%
,

土壤 全 氮 增 加 0
.

4道一

0
.

71 克 /千克
,

相对提高了 S G
.

o一 9 1
.

0% , 7 : 3
、

5 :5 两处理的土壤速效磷分别增加了 19
.

] 和

19
.

d毫克 /千克
,
相对提高了 1 89 % 和 7 5% ,

但施入钾量仍嫌不足
。

表 3 有机 N肥与无机 N 肥配合比例对作物单产及养分积累的影响

项 日 有机 N 肥与无 机 N 肥配合比 例 基础土壤养分

7 : 3 5: 5 3 : 7 0 : 1 0 0 : 0

1 0年平均 产量 (千克 /亩 ) 9 3 5
.

5 9 5 8
.

8 9 2 7
.

2 5 8 7
.

8 3 6 3
.

9

单产 C V 早乞 8
.

5 8
.

2 8
.

7 3 7
.

0 10
.

8

10年土壤 有机质 (g /k g ) 2 0
.

3 7 18
.

1 1 15
.

19 1 1
.

6 3 10
.

8 5 1 1
.

9

养分积累 全氮 (g /k g ) 1
.

4 9 1
.

3 8 1
.

2 2 1
.

0牛 0
.

8 3 0
.

7 8

速 效磷 ( P
·

n l g )k g ) 7 5
.

1 4 6
.

0 1 1
.

4 4
.

5 4
.

6 2 6
.

0

速效钾 ( K
·

m g /k g ) 70
.

1 5 8
.

5 5牛
.

3 4 8
.

6 4 6
.

3 8 1
.

0

总之
,

有机肥与无机肥长期配合施用
,

不仅可 以获得高产稳产
, 而且可 以逐渐 丰富土壤

有机质与氮磷含量
,
提高土壤对作物生长及产量构成的贡献率

,

是一种科学合理 的 施 肥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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