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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作物的需肥量
、

目标产量及土壤的供肥能力
,

进行测土配方施肥
,

是 目前在大面积

农业生产上广泛应用的施肥技术
。

一定量的农作物植株
、

籽粒所吸收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量

是平衡施肥 的重要依据之一
。

一般认为
,

生产 10 0千克小麦需要 吸收纯氮 3
.

00 千克
,

吸收

P
2
O

5 1
.

0 0一 1
.

5 0千克
;
生产 10 0千克玉米需要吸收纯氮 3

.

5 0一 4
.

0 0千克
,

吸收 P
Z
O

5 1
.

2 0一 1
.

5 0

千克
。

由于各地试验的土壤条件
、

气候条件不同
,

造成试验结果差异较大
,

给配方施肥带来了难

度
,

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和施肥效益
。

为了提高徐州地区配方施肥的科学性
,

我们于 1 9 9 1一

1 9 9 4年进行了在小麦
、

玉米上施用氮磷肥及对吸收量影响的试验
,

以期为本地区小麦
、

玉米的

平衡施肥提供科学的依据
。

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

试验地点在铜山县单集乡新河村
。

试验田土壤为砂壤土
。

O一20 厘米土层土壤养分含量
:

有

机质 8
.

1克 /千克
,

全氮 0
.

78 克 /千克
,

碱解氮 55 毫克 /千克
,

全磷 ( P ZO
S

)l
.

21 克 /千克
,

速效磷 6
.

2 0毫克 /千克
。

试验用肥
:

氮肥用美国产的尿素
,

含氮46 %
,

磷肥用南京产的普钙
,

含磷 ( P
Z
O

s
) 12

.

0%
。

磷

肥全部作基肥施用
;
氮肥 70 %用作基肥

,

30 %用作追肥
。

小麦在 2月中旬追施
,

玉米在 10 个展开

叶时追施
。

试验用品种
:

小麦为
“

徐州 21
”

号
,

玉米为
“

掖单二号
” 。

小麦播种期是 10 月 8日到 10 月 12 日
,

玉米播种期是 6月 6日到 6月 12 日
。

衰飞 施 肥 处 理 (千克 /亩 )

处处 理 号号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氮氮氮 P 2 0 sss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6
.

0 000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试试试 NNN 000 2

。

5 000 5
.

0 000 7
.

5 000 10
.

0 000 1 2
。

5 000 15
。

0 000 1 7
.

5 000 2 0
.

0 000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磷磷磷 NNN 1 8
.

4 000 18
.

4 000 18
.

4 000 1 8
.

4 000 1 8
.

4 000 1 8
.

4 000 18
.

4 000 18
.

4 000 1 8
.

4 000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试试试 P 2 0 sss 000 2

.

0 000 4
.

0 000 6
。

0 000 8
.

0 000 1 0
.

0 000 1 2
.

0 000 1 4
。

0 000 1 6
.

0 000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试验从 1 9 9 1年 10 月开始
,

到 1 9 9 4年 10 月结束
。

氮磷肥试验各设 9个处理 (表 1 )
,

在同一类型

土壤上进行
,

两试验相邻
。

小区面积 4 x 9米
2 ,

在收获前一天
,

每小区随机决定 5个样点
,

采取植

株样
,

供干
,

分析植株
、

籽粒的含磷
、

含氮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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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小麦在3 月下旬灌溉 1次
,

玉米在 7月上中旬灌溉 1次
。

二
、

试验结果与讨论

(一 ) 氮磷施用 t 对小麦吸收氮
、

磷 t 的影响

1
.

对小麦磷
、

氮含量的影响

连续 3年测定小麦含氮量的结果表明
,

小麦上不同氮肥施用量和成熟期含氮量之间呈显著

正相关
: r 校一 .0 9 7 6 ” (t 一 n

.

95 )
, r 茎叶一 0

.

98 7
’ `

(t 一 18
.

90 )
。

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

小麦的含氮

量显著地增加
。

磷肥的施用量和小麦籽粒的含磷量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

小麦茎叶含磷量虽然有随着施磷

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

但未达到显著相关的水平
。

2
.

对 1 00 千克小麦 (籽粒 )所吸收氮
、

磷量的影响

对 1 00 千克小麦籽粒所吸收的氮量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 (表 2) 表明
,

小麦吸收的氮量
,

其年

度间的差异不显著
。

说明不同年度气候等环境因素在影响小麦对氮素吸收的同时也影响小麦

的产量
。

表 2 100 千克小麦所吸收氮
、

礴 t (千克 )

吸 N 量

1 9 9 3年

5
。

1 4

4
.

4 0

4
。

2 7

3
。

6 5

2
.

9 0

3
.

2 8

3
.

0 5

2
。

6 4

2
.

0 8

19 9 4年 平 均

SS R 法
差异 0

.

05 19 92年

l
。

2 1

1
。

19

1
.

16

1
.

14

1
.

0 5

1
.

0

1
.

0 1

0
.

9

0
.

9 1

吸

1 9 9 3年

5量

1 99 4年

1
.

3 2

1
.

1 7

1
.

0 8

1
.

0 7

0
.

9 9

0
.

9 3

0
.

9 0

0
.

8 7

0
.

9 0

平 均

平均亩产
(千克 )

3 55
。

8

3 6 1
。

2

3 70
。

9

36 5
.

0

38 4

3 1 5

2 64
.

3

10 8
.

1

2 3 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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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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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探瑟é忠

年度内不同施氮量对 1 00 千克小麦籽粒所吸氮量的影响达到了极显著的水平 (表 2 )
。

说明

1 0 0千克小麦籽粒所吸收氮素的量随着单位面积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
,

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值
。

小麦上施氮量和所吸氮量的关系式为 y 一 2
.

1 39 + 0
.

1 1 04 N ( N 为施氮量
,
y 为吸氮量 )

,

其

相关系数为 0
.

9 8 0 “ ( t = 1 3
.

3 9 )
。

按此式计算小麦在施氮量为。
、

5
、

1 0
、

1 5
、

2 0千克时
,

每 1 0 0千

克籽粒小麦所吸氮量分别为 2
.

1 4 0
、

2
.

6 5 9
、

3
.

2 3 9
、

3
.

7 5 9
、

4
.

3 3 9千克
。

对 1 00 千克小麦籽粒所吸磷量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 (表 2) 表明
,

施磷量和 1 00 千克小麦籽粒

所吸磷量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

随着小麦施磷量的增加
,

虽然每亩总吸磷量有所增加
,

但是每 100

千克小麦吸磷量的变化却不大
。

同一年度内不同施磷量处理
,

100 千克小麦籽粒所吸磷量变化

很小
。

不同年度间 1 00 千克小麦籽粒所吸磷量的差别达到了极显著的水平 (F ~ 13
.

46 )
。

说明 1 00

千克小麦籽粒所吸磷量的变化主要受不同年份气候等环境条件的影响
。

(二 ) 氮磷施用 t 对玉米吸收氮磷 t 的影响

1
.

对玉米氮
、

磷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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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玉米含氮量的分析
,

玉米含氮量和施氮量之 间呈显著相关 ( r 。 一 0
.

8 54
’ ` ,

t 一 .4

36
; r 茎叶 ~ 0

.

8 9 9
’ ` ,

t 一 5
.

41 )
。

表明玉米因施氮量不 同
,

对氮素的吸收量也不同
。

在一定范围

内
,

其吸氮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
。

施磷量的不同处理 间玉米吸磷量相关不显著
,

表明施磷多少对玉米含磷量的影响很小
。

2
.

对 1 00 千克玉米吸收氮
、

磷量的影响

通 过对试验数据分析 (表 3 )
,

100 千克 玉米所 吸 氮量 和施 氮量 之 间呈显 著相关 ( r 一

0
.

9 3 6
` “ ,

t 一 6
.

98 )
。

就是说
,

1 00 千克玉米所吸氮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
。

但不 同施氮量处

理间 1 00 千克玉米籽粒听吸氮量的变化并不大
。

表 3 1 00 千克玉米所吸收氮
、

磷 t (千克 )

处处处 1 0 0千克克 其 中中 10 0千克克 其 中中 平均亩产产
理理理 吸 N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吸 P ZO S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千克 )))

号号号号 籽 粒粒 秸 秆秆秆 籽 粒粒 秸 秆秆秆

lllll 2
.

6 111 1
.

4 111 1
。

2000 1
.

0 777 0
.

6 888 0
.

3 999 1 68
.

555

22222 2
.

6888 1
.

4 444 1
.

2444 1
.

0 999 0
.

7 111 0
.

3 888 2 20
.

333

33333 2
。

7 777 1
。

3 555 1
.

4 222 1
.

1 666 0
.

6 888 0
.

4 888 2 0 5
.

111

44444 2
.

7 555 1
.

4 000 1
.

3 555 1
.

2 666 0
.

7 555 0
.

5 111 2 4 2
.

444

55555 3
.

2 888 1
.

4 555 1
。

8 333 1
.

0 999 0
.

6 000 0
.

4 999 2 3 5
.

999

66666 3
.

1 999 1
.

5 111 1
.

6888 1
.

1 111 0
.

6 999 0
.

4 222 2 4 3
.

333

77777 3
.

0 111 1
.

5 000 1
.

5 111 1
.

2 333 0
.

6 777 0
.

5 666 2 5 6
.

777

88888 3
。

3 777 1
。

4 999 1
.

8 888 1
.

1 444 0
.

6 444 0
.

5 000 2 8 0
.

444

99999 3
.

6 000 1
.

5 666 2
.

0444 1
.

1 666 0
.

6 000 0
.

5 666 2 9 5
.

999

注
:

表中数据为 3年的平均值
。

对 100 千克玉米籽粒中含磷量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 (表 3) 表 明
,

不同施磷量处理 间的吸磷量

差异都不显著
,

说明玉米籽粒中的含磷量是相对稳定的
。

一般 1 00 千克玉米籽粒中含磷 0
.

65 一

0
.

70 千克
。

1 00 千克玉米的茎叶含磷量
,

不同施磷量处理间的差异也不显著
。

年度间气候等环境条件对 100 千克玉米籽粒氮
、

磷含量的影响都不显著
,

而对 1 00 千克玉米

茎叶吸氮
、

磷的影响的差异显著
。

年度间玉米茎叶吸收氮
、

磷量的差异是造成 1 00 千克玉米吸收

氮
、

磷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

三
、

小 结

在徐州地区
,

一定施氮量的范围内
,

1 00 千克小麦或玉米所吸氮量的多少主要决定于施氮

量的大小
,

吸磷量的多少则决定于不同年份的气候等环境因素
。

由于 目前还不能完全控制气候

等环境因素
,

因此
,

在配方施肥时
,

暂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
。

我们认为
,

目前在除州地区小麦

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和施肥量逐渐增加的情况下
,

把生产 1 00 千克小麦需要吸收 3一 4千克纯氮
,

1
.

0一 1
.

2千克 P
Z
O

。
(氮

:

磷为 3一 4 : 1 )
,

作为指导小麦大面积平衡施肥的依据是较适宜的
。

对玉

米
,

在一般年份
,

可 以把生产 1 00 千克玉米需吸收 3
.

0一 3
.

5千克纯氮
、

1
.

0一 1
.

2千克 zP o
。
(氮

:

磷为 3 :

1) 作为平衡施肥的依据较为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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