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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淮 北 地 区 淤黑 姜土
、
淀 白 黑 姜土 和书 通 黑 姜土 上 对 玉 米进 行施肥试验 的结 果 表明

,

氮肥 在一 定 施用最范

围内
,

是玉 米高产的主导 因索
,

钾肥也有一 定的增 产作用
,

但磷肥 的增 产 效 果 较小
。

根 据平衡施肥和 节 确的 原

则
,

拟出淮北砂 姜黑 上 区 夏播 l 米高产高效施肥方案
.

淮北砂姜黑土区长期低产的原因除与土壤水分物理性质不 良和养分缺乏有关外
,

作物种

植结构不合理 也是重要因京
。

以往在秋熟作物中多以山芋为主
.

山芋既消耗地力
,

茬 口又迟
,

直接影响后作小麦和产量
。

儿年前我们在淮北地区治理开发对策的研究中提出要扩大杂交夏

播玉米的种植〔 1〕 ,

并逐渐获得推 J“
,

玉米将成为淮北的重要根
、

词作物
。

但当地过去很少有

种玉米的习惯
,

缺乏玉米高产栽培的经验
,

因此
,

进行玉米高产栽培
,

特别是高产高效施肥

技术的研究
,

在生产上和扩大玉米种植上很有意义
。

本文主要对近几年来我们在怀远
、

涡阳
、

毫州等地的砂姜土上进行的王米施肥试验结果进行讨论
,

以为玉米的大面积高产高效栽培提

供科学依据
。

一
、

淤黑姜土上的试验

(一 )试验方法

19 8 9年和 1 9 9 0年在全州古城区的淤黑姜土上布置了 3 块田间小 区试验
。

供试土壤肥力中

上等
:

土壤有机质含量 11
.

0 9 / k g
,

全 N O
.

9 3 g / k g ,

全磷 (I
’ :

O
。 ) 1

.

,丁 g /女g
,

全钾 ( K
Z
O )

20
.

5 9 / k g
,

速效磷
、

钾分别为 1 1
.

l m g / k g 和 1 8 3 m g / 玉g
。

试验分别采用 入
、

P Z 因索 4 级水平或 5 级水平的正交法设计或回归法设计
。 一乙试 1是按

I
J : 。
日

5
)正交表设计的

,

其 入
、

1
’

施用水平分别为 入 6
、

X l 。
、

丫 1 ;
、

入 1 8 (入
,

公斤 l/ 订
,

下 同 )
,

P Z
、

l伙
、

l
’ 6

、

I
J s ( f

, 2
0

。 ,

公斤八i:
.

,

卜同 )
,

外加不施肥对 J吸区和单施磷 I匕
,

共 1 8 个处理
。

乞

试 2为按 L
: 。

( 5
6
)正交表设计

,

N
、

1
,

水平分别为
:
入 5

、

K S
、

入 2 2
、

少\ 1 6
、

N Z o
.

1
) 。

、

I
J忿

、
i
’ 一

工
、

p 6
、

I
〕 8

,

共25 个处理
。

它试 3 为回归法设计
,

其 N 索水平从。一 2 4公 ]子/亩
,

}
’

索水平 从 。一8 公斤 / 亩
,

共 18 个处理
。

小 区面积 O
。

03 或 0
.

05 亩
,

各处理随机排列
。

供试玉米的品种有
“

丹工 13 号
”

和
“

沈单 7号
” 。

皆于 6月 8一 10 日左右于麦茬地直接点播
,

密

度 3 6 0 0一 3 8 0 0株 /亩
。

N 肥用量的一半及全部 P 肥于苗期开穴追施
,

另一全1飞N 肥于
“

喇叭口期
”

开穴追施
。

田间灭茬
、

除草
、

灌溉
、

防治病虫害等措施皆一致
,

成熟后单收单打
。

蒋晓
、

侯德富
、

朱 增 炎
、

颐国安
、

漪其厚 先 后参加 部分田 间试脸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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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3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4. 05. 006



(二 )试验结果

用正交法设计的两组试验
「
}
: ,

共不同 \
、

!
’

组合的各处理实际小区产量分别在 ;加
.

5

620
.

。公斤 / 亩和
`

吕。
.

(〕一 6创
.

。公斤 lI/ ! 的范围内变化
,

比不施肥对照区 (第一块的为 22 1
.

7 公

斤 /亩 )增产 1一 2倍
。

直观统 计结果 (表 1 )表明
,

最优水平的产量分别为 5 6 3
.

6和 6
.

1
.

2 公斤 /

亩
,

其优化施肥组合分别为
`

\] 一 I
’ l

和 入抢一 I
’ o

。

两试验的极差值 (工切 皆为 入 > ( \ x
内 >

P
,

在统计上只有 N 因索达显若水平
,

表明氮肥对玉米增产起主导作用
,

l耐磷肥的极差值很

小
, _

11出现不规则硕动
,

说明在这两块 田上磷肥效果很小
。

将
」 ’

乙试 2 的产量结果进行数学模拟
,

布净肥料效应方程为
:

夕 (产量
,

斤 l/ , f 一 丁沼
.

3 + 3
。

肠 X + 2
.

6 5。 尸一 0
.

5 5洲 \ 2 + ()
.

1 5 3引
’ 二 一 。

.

别 协
·

{
’

输入物价参数后
,

得鼓佳产量为 6 ` 2
.

7公斤 l/ 订
,

最住施肥量为 N l l
。

8公斤 /山
,

l
’ : 0 5

6

公斤 / 亩
。

即相当于每增产 1 00 公斤玉米需肥料 N l
.

6公斤
,

}
’ :

O
: 2

.

乙公斤
。

该分析结呆中的最

佳施 N 水平与直观分析结果十分接近 , P 水平则不 同
,

l]] 能是 l
’

的增产效果在统计上不显著

之故
。

淤黑 姜土上 N
、

1
,

肥试验的玉米产量直观统计表 单位
:

公斤
`

亩 )

试验号 廷试 1
.

l o 8 9
.

L x 。 ( 4 5 )试验 己试 竺
.

]”
.

L
」 : : ( 二勺试验

沙
一

.31刘时姗肠一87水平 平均 值 X N P )

二2 9
.

t )

几斗2
.

丁

马19
.

吕

一3斗
.

2

汽 2 5 。 )

压竺
一

生
.

3
、

乃二9 〔日

乃1丁 当

8 5 0 2 2 8

一3 2 3

( ) 10 ( )

( )千l 止

( ) 1乃 1

( J l b l

10 8
.

9

〔3〔飞7 3

120 1 性〕

6 0 2
.

1

肠0 0
.

2

〔30 3
.

8

n凸no八j八一尹夕ō卜
ó
J

J

斗
ù
J
一
力
ù
力

工Jó3
.

侥ù污K一K一K一K-K

用回归法设计的 乞试 3
,

少与沉量结果经数学模拟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

y ( 斤 /柱一
`

) = 6 5 3
.

0 + 3 9
.

19入 + 2
.

1 5 3 1
’ 一 0

.

5一13入
: + 0

.

了8 0 2 1
) “ 一 0

.

工一5 3入
·

l
)

概率测验表明
,

只有 N 因素达极显著水平
,

1) 因素不显著
。

输入物价参数后
,

得最佳 由

产为 67 2
.

8公斤
,

最佳施肥量为 X 1 5
.

5公斤 /亩
,

I
’ :

0
5 5

。

。 公斤 / 亩
。

相当于每增产 1 00 公斤玉

米需肥料 N
`

1
.

5 公斤
,

!
’ :

O
: 1

.

5 公斤
。

这与前
一

试验结果丛本一致
。

二
、

淀白黑姜土上的试验

。
一 )试验方法

1 9 8 8年在涡阳县青盯乡及 19 9 1年在怀远县包集镇的淀白黑姜土上各布置一块用正交法设

计的施肥试验
。

供试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11 一 1 2 9 /比
,

全 N 在 0
.

丁一。
.

8 9 / k g
,

速效磷 ( P
Z
O

:
)

约 20 m g / k g
,

速效钾在 1 2 u一 13 0 111 9 / k g
。

涡阳的为 N
、

!
’

2 因子
.

! 水平外加对照 区的试验
,

其 N
、

工
,

水平分别为
:
入 8

、

N l l
、

X l
.

` 、

N 17 公斤 /亩 , 尸 ,
、

I ) 6
、

I
J S

、

王
)

10 公斤 /亩
。

怀远的试验为 N
、

P
、

1、 3 因素 4 水平外加对照区
.

共

1 7个处理
。

其 N
、

l
) 、

I交水平分别为
:

X l o
、

N z 3
、

N 1 6
、

N l o 公斤八汀; I
〕 o

、

I
〕 2

、

P l
、

工
J 6 公斤 /亩 ;

I又 ( I又
2
0

,

下同 ) 、) 、

l \ 3
、

l\ 6
、

I又9 公 J丁
一

/ 一11
一

JuJ’ 块试验皆设 2 次重复
,

小区 l百i积 0
.

0 3一。
.

。
`

I J , z
,

随

2 5 4



机排列
。

供试玉米品种皆为
“

丹玉 3 1号
” ;密度 36 0。一 8 3 0 0株 /亩

。

其它管理措施及施肥方法与

以上试验同
。

(二 )试验结果

两个试验各 6 1个不同施肥组合小区 的玉米 {
`

于粒产量分别为 6 5 3一 56 1公 )下
一

/亩和 5 2 7
.

8一

吐 5
.

2公斤 /亩
,

比不施肥对照 区 皆增产 1一 1
.

7倍
,

鼓高产量小区分别为 N l 一 I
, 6 和 N 16 一

护O 一 K g 组合区
。

产量的直观统计结果 (表 2 )表明
,

皆以 N素的极差值最大
,

这进一步证明 N 肥在玉米增

产中的主导作用
。

考种结果表明
,

增产的原因是穗粒数和单穗籽粒重量 (包括千粒重 )显著增

加
。

经数学模拟并输入物价参数后
,

涡阳试验点的最佳产量 为通5 2
.

0公斤 l/ 汀
,

相应的施肥量

为 N 州
.

5 公斤
、

P
Z
O

。 6 公斤 /亩
。

此时相当于每增产 1 00 公斤玉米需肥料 N 5
.

4 公斤
,

P
Z
O

S

2
.

3公斤
。

而怀远的 3 因子试验由于 P 因子水平间产量波动大
,

所 以只取 N
、

K Z 因子的结果

进行分析
。

经数学模拟
,

其回归方程为
:

y (公斤 /亩 ) = 2 3 1
.

丁 + 3 8
.

9 s N + 7
.

8 2 , I又一 1
.

l x 5 N
“ 一 0

.

3 9 7 ] l又
: 一 0

.

0丁3 9 s N
·

K

(复相关系数
= 。

.

9 8 5￡
`
术 ,

F 值
= 了1

.

12)

统计上只有 N 因素达极显著水平
。

其最佳产量为 5 0 5
.

8 公斤 /石丁
,

最佳 施肥量为 K 1 5
.

5

公斤八汀
.

卜不
。

不公斤 l/ i f
。

执}当于 何增产 ] 00 公斤玉米需肥料 X
占

.

3 公斤
,

! \ 1
.

几 公斤
。

表 2 淀白黑姜土上施肥试验的玉米产量直观统计表 (公斤 /亩

地 点及时卜月 涡 川
,

l叨 8
,

L 比
`
斗匀试验 怀远

,

19性j l
,

1 1 。 斗。
一

试验

水 平平 均 C K

18 f玉
.

3

1
)

K

2 3 0
.

斗 乃2 7
.

8

时断男
一|一J
一
」

3 7 2
.

8

冬17 t -

一

日 7
.

0

3 9 2 止

3 , 2 2

1( ) {3 几

1( ) (乡
.

乏飞

`

牛2 2
.

}

几斗0
.

了 几7 1
.

丁

几8 2 7

3几毛孚
.

卜

乃了3 吕

5 5 3
.

6

乃丁工
.

0

乃丁7
.

9

乃8 2
.

1

止 坦 ( )
.

` ) 马2 6 2 6
.

:弓 止8
.

3

对比产量及其与因索的关系 又可看出
,

涡阳的试验产量较低
,

且在址高 N 用量时产量并

不是最高的 ; 而怀远 的试验 却表现在亩施 入 10 一 19 公斤范围内玉米产量似乎有随 X 用量增加

而提高的趋势
。

这 可能是由于涡阳的试验中玉米播种较迟 ( 6 月下旬 )
,

_

以缺乏灌溉条件
,

玉

米灌浆时正遇干早
,

吠而影响 j
’

肥料效 J月的发挥
。

而怀远的试验 由于在第一次追肥 后遭雨涝

淹水两天 主右
, ,丁能 使入肥了J所流失之故

。

与淤黑姜土上试验结果相似的是
,

这两个试验的 P 因索不 仅水平间极差伯小
.

且呈无规

律变化
,

表明 P 肥对玉米增产作用也不显著
。

从怀远的试验结果还可以看出
,

产量似乎也有随钾肥少!J量的增加而提高的趋势
,

因此
,

这类土壤的供钾水平似 已不能满足玉米高产的需要了
。

三
、

黑姜土上的试验

(一 )试验方法



试验于 1 9 92年在怀远包集万亩试区内
,

于前季小麦的施肥试验基础上进行
。

供试上壤为

件
,

等肥力的黑姜土
,

试前土壤 尽 J 为 6
.

8
,

有机质 1 3
.

5 9 / k g
,

速效磷 ]加 : g /众g
,

速效钾 1 17

,: 19 / k g
。

试验包括肥料因子及最住施肥量两项
。

因子试验设 C K (对照 )
、

入 15
、

N 1 5 i ) 厂
、

X 15 K 了
、

N 1 5 P 7K 7公斤 /亩 5 个处理
,

1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最佳施肥量试验为按 L

, 。 ( 乏3
)正交表设计的

N
、

F
、

K 3 因子 4 水平外加对照 区和单施磷区的 18 个处理试验
,

其 N
、

F
、

K 用量水平见表 4
。

洪试品种为产量潜力高的
“

掖单 1 3
一

号
” , 6 月 7] 日于麦茬地直接开穴点播

,

密度 3 80 0 株 /

亩
。

了月 6 日于卜沟追施全部用量的 P
、

K 肥和一半用量的 N 肥
,

8 月 1 日追施另
一

半 入肥 ; 1。

月 2 卜通收获
,
刀西干称重

。

(二 )试验结果

产量结果分别列于表 3 和表 哎
。

从这些结果可看出
,

单施 N 肥 朽 公斤 /亩的产量是对照

表 3 玉米对N
、

P
、

K肥的反应 (因子试验
,

单位
:

公斤 /亩 )

籽粒产量 L
.

S
.

R D u l z ` a l i 法

处理
X S 父

处理间比 较
P 0 0 ; I

〕 0
.

0 1 P 0
.

0 : P o
.

0 1

h卜往几、一ǐ

卜
ù

J
ó八 产j巧non卜

,

肠66

C K

X

入P

入K

X P K

2 12
.

1

3 3 6 ,

几勺2
.

!

` ) l硬玉
` )

{又5 9
.

9

3 7
.

9

12
.

` )

健:3
.

三

2奎
.

了

13 《 )

3之4
.

6

3乃0
.

0
·

10洛
.

8

4魂7
.

8

2 5
,

;三

8 0
.

U

1 2 3
.

(〕

〕{

;{
.

; 丢3
.

( )

.1日 8

通,
.

艺

C

B

}考

\ B

`

、

表 4 玉米最佳施肥量试验设计
、

产量及直观统计表 ( 1 9 9 2
.

怀远 )

处 理代号 水 平

X P 2 0 舀 K 00 N

用量 (公斤 /亩 )

P 2
0

0 K Z
O

产 量

(公 斤 /亩 )

5 2 8
.

0

子冬5
.

a

二8工
.

3

6 1 1
.

( )

压8 1
.

生

几9 9
.

2

3牛5
.

8

6 3斗
.

7

6 3 4
.

了

(32 2
.

三〕

L30 5
.

1

二6 9
.

爪

、 3 9
.

日

乃6 3
.

〔3

6 5 2
_

-)

(〕 8 8 1

1 7 8
.

0

l吕9 石{

n曰自J石9O 6
内j匕QO
比J8 69日

。曰6x
J气心、

.
奋1
`
..1. .、

沈
人曰」

::
Jó门」

门Jq

I
Jg̀JQ`J一

曰.IJ
L一
J6ō了on

卜nj幼价力O协ù
ō

匕0门

一一
690

)与产」

J、JqJ八J
.恤明伙

6门
、

06

00

{

马6 6 二

压9 0
.

3

吧玉0 8 1

6 1 1
.

( )

圣5
.

5

几丁1 0

二弓之
.

9

二g b
.

之

6 2 5
.

U

子 1
.

6

5二1
.

7

几8 1
.

牛

6 18
.

牛

GZ斗
.

4

7 2
.

7

91011“玛拼”行川招抵一从一城ǔ勒R

2 5 6



仄的 2
.

5倍
,

每亩净增 32 5公斤
,

达显著水平
。

此时折合每公斤 N 肥增产玉米 2 1
.

6 公斤
。

而单

施 P 的处理儿乎未增产
, 在 N 的基础上及在 N

、

K 的基础上施 P 时
,

每亩分别增产 2 5 公斤和

43 公斤
,

未达显著水平
。

但是
,

在 N的基础上增施 K者
,

每亩净增产 80 余公斤
,

差异达显著

水平
。

不过
,

仍以 N
、

P
、

K 3 因素配合的处理产量最高
,

亩产达 66 0余公斤
。

从而表明
,

在中

等肥力的砂姜黑土上
,

以及在麦季施用过同样数量肥料的基础上
,

对玉米继续施用N
、

P
、

K

肥仍有显著增产效果
,
其中以 N肥效果最大

,
K 肥效果也比较显著

,
N

、

P
、

K 配合的交互作

用似乎也是存在的
。

若联系到麦季的试验结果 〔2〕 ,

还可看出
,

除 N 对小麦和玉米的反应均为

最高外
,

P 肥只对小麦效果显著
,

K 肥主要对玉米效果较显著
。

从经济效益上看
,

在因子试验 (玉米 ) 中
,

15 公斤 N (价 35 元左右 )可增收 1 75 元左右
,

净增

值约 1 40 元 /亩
,
钾肥每亩成本约 10 元

,

可增收 43 元 , 而磷肥
,

在用量超过 3 公斤时
,

经济效益

便降低
。

从正交试验的直观统计结果看
,

高产高效的优化施肥组合似应是
:

N 15 一 P 3一 K 6
。

经数学模拟 (只取 N
、

K 二因子 )
,

得其肥料效应方程为
:

y (产量
,

公斤 /亩 ) = 2 9 0
.

理+ 5 5
.

6 0N + 1 3
.

1 2 K 一 2
.

O 2 2 N
2 一 o

.

7 4 7 9 K
2 + 0

.

1 9 x 8N
`

K

由该方程求得最高亩产为 6 5 6
.

6公斤
,

相应的施 N 量是 11
.

3公斤 /亩
,

K l o
.

6公斤 /亩
,
输

入物价参数得最佳产量为 6 5 2
.

4公斤 /亩
,

最佳施 N 量则为 1 3
.

2公斤 /亩
,

K 8
.

9公斤 /亩
。

四
、

讨 论

(一 )不同土壤上 N
、

P
、

K 肥的增产效果及原因

在淤黑姜土
、

淀白黑姜土和普通黑姜土
_

L的试验结果都表明
,

氮肥是玉米高产的主导因

子
。

但并不是氮肥用量越高越好
,

当用量过高时
,

有时产量反而有所下降
,

像淤黑姜土及涡

阳淀白黑姜土上的试骚 有的当用量高时产量虽有所增加
,

但经济效益则可能降低
,

如怀远

县包集的黑姜土和淀白黑姜土上的几个试验
。

其原因估计与品种生产潜力
、

播种时期
、

栽培

管理
、

气候条件
,

以及 N
、

P
、

K 等养分的平衡情况有关
,

这也是符合报酬递减律的
。

在几种土壤上的诸试验结果几乎都表明
,

磷肥对玉米的增产效果较小
,

大多达不到显著

水平
。

这主要与供试土壤磷素肥力水
j卜一般较高

,

以及夏季高温期间土壤磷的有效性显著高

于冬季 ( 温度效应 )
,

加上玉米对磷的需要也显著低于小麦等因索有关
。

其中土壤有效磷水平

是主要原因
。

值得注意的是
,

淮北砂姜黑土区土壤速效磷水平普逛有大 幅 度 提高 〔1〕 ,

这是

该地区土壤肥力变化中的重要特点
。

因此
,

对玉米上磷肥的施用量当可酌减
。

儿乎与磷的变化情况相反的是
,

在怀远县的淀白黑姜土及通普黑姜土的部分试验中
,

已

显示出钾肥对玉米有
一

定的增产 效果
,

特别是在第二季连续只施用化肥而不施有机肥时
,

其

增产效果更为显著
,

例如 1 9 9 2年的试验
,

及 1 9 9 1年在另一块黑姜土上的 3 因素 3 水平正交试

验 (施钾增产 1 5%左右 ) 皆如此
。

诚然
,

钾肥的效果主要与土壤供钾能力
、

作物对钾的需求强

度
、

N
、

P 肥施用水平及产量水平等因素有关 〔3〕。

淮北地区近十余年来 随着良种的使用
,
N

、

P

肥用量和作物产量的成倍增加
,

因而随作物生产而带走的钾素也越来越多
, 加之有机肥施用

量的减少
,

以及很少施用化学钾肥的习惯
,

从而造成土壤供钾水平在缓慢地下降
,

如淮北南

半部的怀远县地区即是如此 〔 1〕
。

试验中施用钾肥有效的土壤
,

其速效钾含量 多在 1 00 一 1 3 0

m g / k g左右
,

这在以往的肥力分级中属于中等到中上等
,

但在 目前玉米高产的指标下
,

己不

能满足作物的需求
。

因此
,

在这种供钾水平的砂姜黑土上
,

对高产玉米应补施钾肥
。

此外
,

对试验中不同处理的玉米籽粒
、

秸秆
、

芯皮等部分的植物分析及生物量测定结果

表明
,

每生产 1叨 公斤玉米平均需吸收 N 2
.

23 公斤
, P :

O
。 0

.

89 公斤
,

K
:
0 1

.

9 4公斤
。

与小

2 5 7



麦相比
.

其吸收 X
、

P
Z

O
。
量较低

,

尤其是 1
, 2

0
5

量相对要低得多
.

而吸 K
:
O 量却高于小麦

。

又

由于玉米的产量少( 大高于小麦
,

所以对 N 的总吸收量 高于小麦
,

对 1)
2
0

。

仍少于小麦
,

而总

吸 K 量更高于小麦
。

再者
,

用差减法算得
,

玉米对氮 肥的利用率从 38 %一 55 %
,

平均 4 4%
,

这与小麦的相近
; 对磷肥的利用率则从 38 %一 .18 %

,

平均 也为 4 4%
,

这 比小麦的当季利用率

要高得多
。

玉米的这一需肥特点和对肥料的利用率特点
,

可进一步解释玉米对磷肥反应差
,

而

对钾肥反应较好的原因
。

(二 )玉米的高产高效施肥方案

一般地说
, ;佰产 高效施肥的原则

,

既要满足作物高产对养分的需求
,

又要尽量低耗而经

济效益高 ; 既要充分利用土壤的生产潜力
,

又要尽量维持土壤养分平衡
。

因此
,

一般可按照
“

平衡施肥
”

的原则而拟定施肥方案
。

根据杂交玉米在砂姜黑土上的需肥特点
、

对肥料的利用率
,

经数学模拟而推导 出的最佳

施肥量来看
,

一般达最住产量时每生产 1 00 公斤玉米需肥料 N 3
.

5一 5
.

4 公斤
,

肥料 P
Z
O

5 1
.

o

一 2
.

3 公斤
,

K
2
O I

.

5一 2
.

0 公斤
。

因此
,

按照平衡施肥和节磷的原则
,

拟 出其高产高效的施

肥方案如表 5
。

表 5

产 量

指标

5 0 0

砂姜黑土 上玉米高产高效的施肥方案 ( 单位
:

公 斤 /亩 )

上壤基 础 需 施用肥料 量
增产 狱 备 注

产 量

20 0

15
.

几

13
.

5

1 1
.

乃

1 5
.

5

13
.

5

1 1
.

5

1 7
.

3

15
.

5

1 3
.

5

1 1
.

5

19
.

3

1 7
.

5

1 5
.

马

1 3
.

5

P 2
0

5 K ZO

4
.

0 6
.

0

3
.

0 5
.

0

2
.

0 牛
.

0

4
.

0 6 0

3
.

0 5
.

0

2
.

0 4
.

0

5
.

0 7
.

0

斗
.

0 6
.

0

3
.

0 几
.

0

2 0 斗 0

5
.

U 8
.

0

斗 O 了
.

日

3
.

0 ( ) U

2
.

0 几
.

( )

淤 黑姜 土等供 钾水平 较高的

卜壤
,

钾肥 可少施 或不施

nU000自O
,j0
1
30
-
J-Oq

l,人9ó今OJJ

除 淤黑 土 外
,

其它类 型砂

姜黑 土 一 般都需施钾肥

父0C沁刃00刃00朋00加沁00刃0()
gJ八j口1qOQJJ乙l
胜自jq

.

éq̀日汁J
且内力。1

日00门日日
ǐ日

-
JO
-
00
-乃ǎ日
-
刀口一门jqJOJJ一自J内乃

施肥方案中用土壤丛础产量
,

即不施肥区的产量代表土壤基础肥力
; 产量 指标是根据砂

姜黑土上玉米的增产潜力和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拟定的
。

该方案的主要特点是
:

重氮
、

节磷
、

补

钾
。

这与小麦的氮磷结合
、

配施有机肥的方案 〔2〕有所不同
。

上述是基本的施肥方案
,

对于以往 N
、

P 肥施用比例较平衡的土壤而言大致是可行的
,

但

最好再根据土壤 i创试结果或根据过去的施肥情况加 以适当调整
。

如果土壤中速效磷水平在 30

m g / k g 以上
,

磷肥用量还可减少
。

方案中玉米所需的钾
,

除淤黑姜 土等含钾较 丰富的土壤可

暂 由土壤本身提供外
,

对地处淮北南半部的淀白黑姜土
、

黄姜土和黑姜土等钾素水平中等的

土壤
,

应补施钾肥或增施有机肥
。

磷肥和钾肥应作基肥或早期追肥
,

而氮肥应分次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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