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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花生两熟制双高产栽培磷肥平衡施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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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麦油两熟制高产栽培大田试脸表明
:

小麦基施碑肥不仅可提高当茬小麦产 t
,

而且具有较吸的后效作

用
。

后茬花生施磷
,

花生增产效果明显
,

但受前茬施碑水平影响较大
,

随前茬施碑t 的增加而降低
。

麦套

花生荃磷对小麦产 t 效应不明显
.

但小麦迫施碑肥对花生具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关键词 小麦 ; 花生 ; 两熟双高产 ; 磷二效 ; 碑平衡

80 年代以来
,

小麦花生两熟制栽培技术发展很快
,

产量水平不断提高
,

但两熟制条件

下一体化合理施肥方面的报道甚少
。

为此
,

我们于 1993 年一 1995 年进行了麦
、

油两熟制磷

效应及平衡施用研究
,

以期为两熟制双高产栽培科学施肥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牟平和临沐两地进行
,

具体试验设计见表 1
。

表 l 试脸设计

牟 平 试 脸 临 沐 试 验

主区 A

(小麦基碑)

副区 B

(花生基磷 )

全年总

磷 t

主区 A

(全年总磷盆》

剐区 B

(磷分配
:
玩 /凡/ F, )

Bt几巧A一 ( 0 )
场 ( 0 )

巧 ( 0 )

B I ( 0 )

乌 ( 2 )

氏 ( 0 )

肠 ( 4 )

B一 ( 0 )

场 ( 6 )

B一 ( 0 )

氏 ( 8 )

B l ( 0 )

肠 ( 10 )

A一 ( 1 0 )

( 10 / 0 / 0 )

( 6
.

7 /3
.

3 / 0 )

( 5 / 0 / 5 )

`

,
口、
,
.仁

,
`、 .声nn月呀乙U矛.、矛.、r̀矛̀龟

凡 ( 4 )

凡 ( 1 5 )

( 15 / 0 / 0 )

( 10/ 5 1 0 )

( 7
.

5 / 0 / 7
.

5 )

lB几巧(8)l(2)l(2)(18)凡 ( 8 )

戊 ( 1 2 )

( 20 / 0 / 0 )

( 13
.

3 / 6
.

7 / 0 )

( 10 / 0 / 10 )

巧场氏A s ( 1 6 )

凡 ( 2 0 )

凡 ( 2 0 )

( 16 )

( 2 4 )

( 2 0 )

( 3 0 )

注
: ( 1) 括号内数值为施磷 ( P Z

sO ) t
,

单位 k以亩
。

(2 ) 在临沫试验中
,

副区确分配 F : 、

几 和凡 分别表示小麦基确 t
、

小麦追磷盆和花生基磷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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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平试验地为砂壤土
,

0一 30 c m 土层有机质 9
.

8以kg
,

碱解 N 54
.

9叱 / k g ,

速效 P

31
.

4m g/ k g
,

速效 K 43 mg / k g 。

大区试验
,

不设重复
。

每一副区面积 50 m2
。

小麦花生供试

品种分别为烟农 15 和海花 1 号
。

采用宽幅麦
、

花生套直播种植方式
,

即秋种时
,

每 80 cm
为一畦

,

小麦隔畦种植
,

每畦 5 行 ; 翌年 5 月上旬将空畦覆膜套种 2 行花生 ; 小麦收获后在

麦茬畦再覆膜直播 2 行花生
。

临沐试验地为砂壤土
,

0一30 二 土层有机质 8
.

4以kg
,

碱解 N

57 m g/ k g
,

速效 P 21
.

4mg / k g
,

速效 K 30 m以k g 。

每一副区面积 15 扩
,

重复 3 次
。

小麦花生

供试品种分别为鲁麦 1 号和鲁花 9 号
。

采用大垄宽幅麦
、

花生套种种植方式 l[]
。

试验除磷肥处理外
,

其余条件相同
。

小麦亩基施尿素 10k g
,

抓化钾 (含 50 % zK O )

30 掩
,

拔节期追施尿素 20 吨
。

磷肥用过磷酸钙 (含 12 %几几 )
。

小麦追施磷肥在起身拔节期

进行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牟平试验结果与分析
2

.

1
.

1 小麦基施磷肥对小麦
、

花生两作产量的影响

小麦每亩基施 0一2 0k g磷
,

磷与小麦
、

花生产量的关系分别符合方程式
:

y = 4 02
.

236 + 14
.

208 x 一 0
.

5 190 x 2 ( 1 ) 和

少 = 32 5
.

9 7 4 + 25
.

369习王
一 0

.

52 4 i x ( 2 )

由 ( 1 ) 式可知
,

当 勒 = 一 b 2/
c = 13

.

石k g 时
,

小麦产量最高
,

腼
= 4 99 掩 ; 当 乓 二

(vx/ 巧
一 b) 2/

。 = 12
.

k3 惫时 ( xP 为肥料单价
,

2
·

5习k g ; 巧为产品单价
,

1
·

7习 k g
,

下

同 )
,

施磷最经济
,

此时亩收人 ( .y ) 可达 817 元 (仅扣除磷肥成本 )
。

磷的边际效应随施磷

量的增加而降低
。

亩施 4 k g 和 8 k g 磷的两处理
,

其边际效应分别为 8 k g 和 6 k g 。

当亩用量

超过 13
.

6坛 时
,

产量反而下降
,

边际效应出现负值
。

由 ( 2 ) 式可知
,

小麦亩基施 0一2 0掩 磷
,

随施磷量的增加花生产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

但边际效应仍随施磷量的增加而降低
。

当每亩施磷量 < 12 kg 时
,

施磷增产显着
,

而当亩用

量 > 12 k g
,

特别是 > 16 kg 时
,

再增施磷肥
,

产量增加很少
。

由以上分析可知
,

小麦花生两

熟制栽培
,

小麦亩基磷量宜控制在 12 一 14k go

2
.

1
.

2 小麦花生分作施磷对产量的影响

全年亩施 0一 3 0 k g 磷
,

磷与小麦
、

花生产量的关系分别符合方程
少 = 391

.

96 4 + l o
.

4 35x 一 o
.

2515 x 2 ( 3 ) 和

少 == 323
.

5 6 2 + 3 9
.

7 9 1习王
一 1

.

5 4 55 x
’

( 4 )

由 ( 3 ) 式可得
,

当 x0 = 20
.

7kg 时
,

小麦产量最高
,

腼
= 5 00 吨 ; 当 、 = 17

.

8掩 时
,

施磷最经济
,

此时亩收人 yt = 802 元
。

比较 ( 3) 式和 ( 1) 式中特征值 y~ 和 ye 可以发现
,

两式所得参数相近
。

采用成对数据比较分析法对两组 (人乌 和人几 ) 小麦产量实测值进行

测验
,

结果不显著 ( t = 1
.

008 < ot
.

o s )
,

说明两组产量对应点处于同一水平
。

这一结果表明

麦套花生当茬基施磷肥
,

对小麦产量无明显增产作用
。

由 ( 4 ) 式知
,

全年亩施磷 0一 3Ok g
,

花生产量仍没有极值出现
。

但当全年亩用量 <

18k g 时
,

施磷效果明显
,

超过 18k g /亩时
,

再增施磷肥
,

产量增加很少
。

因此
,

就花生产量

而言
,

全年亩施磷量以 18 k g 左右为宜
。

综合牟平试验结果
,

小麦花生两熟亩产双 500 掩 栽培
,

全年亩施磷量以 18 一 21 掩 为宜
,

小麦亩施 12一 1 4 k g
,

花生亩施 6一 7 k g 。



1 997年 第 3期 4 1 7

2
.

1
.

3不同来源磷的花生增产效应

试验表明
,

前茬小麦施磷对后茬花生产量影响很大
,

表明磷有较大的后效
,

且随前茬施

磷量的增加而增加
,

最高时可亩增产 1加 k g 。

因此
,

高产花生应特别重视前茬培养地力
。

花

生当茬施磷也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与后效不同的是
:

( 1) 在前茬施磷的基础上
,

花生当茬

施磷的整体增产效果不及后效作用
,

当茬效应的最高值仅为后效作用的 l 2/ 左右
。

( 2) 花生

当茬磷效应受前茬施磷水平影响很大
,

当前茬亩施磷量 < 12k g 时
,

花生当茬亩施 2一 6k g

磷
,

当茬效应随施磷量的增加而增加 ; 当前茬亩施磷量 > 12 地 时
,

即使再增施磷肥
,

当茬

效应也不再增加
,

反而下降
。

因此
,

后茬施磷应适当考虑前茬施磷水平
。

2
.

2 临沐试验结果与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磷全年用量 ( A )
、

分配方式 (B) 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小麦
、

花生

产量影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 2
、

表 3 )
。

表明磷用量及分配对麦
、

油两作产量影响较大
。

表 2 磷用 t (A ) 与分配方式 `B) 显著性侧定 表 3 礴用t 及分配方式交互效应 《A x B ) 显若性侧定

小 麦 花 生

处 理 产t

(叼亩 )

产t

( k召/亩 )

小 麦 花 生
处理 一一气二二厂一一一一一一 一丫二二一

组合
(丫亩》 ( kg/ 亩)

FDE
340374395一405438468一412436447CDEF397362330一438404380

BAAAAB人彻凡
主

区

nBC^
咤曰口ù1ó

…

3 6 3
.

6

4D 7
.

6

4 1 1
.

5

3 7 0
.

0

4 3 7
.

6

4 3 1
.

2

ACD
一“ù,山护,ù

4 2 0
.

7

3 9 5
。

7

3 6 6
.

8

3 8 6
.

3

4 1 6
.

7

4 3 7
.

1

l̂ Bt

A一巧

A 一巧

拍Bt

凡几

凡巧

。

8

。

5
.

5

。

5
。

5

.

O

DCB众ù7R
ù

BDB4 2 4
.

5

4 2 0
.

5

3 8 9
.

5

lB巧乌AAA

BCAABC巧残残
副区

2
.

2
.

1 磷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3 个施磷量的产量效应顺序为凡 > 戊 > lA
,

且戊 和 凡 极显著优于 lA
,

戊 和凡 差异

不显著
。

因此
,

就小麦而言
,

全年经济施用量以 1 5k g /亩为宜
。

3 种分配方式的产量效应顺

序为 B ; > 玩 > 巧
。

相互间差异在 0
.

01 水平上显著
,

表明磷肥基施对小麦产量较为有利
。

在

所有 9 个处理组合中
,

戊B : 产量最高
,

极显著优于其它组合
,

即小麦一次性每亩基施 1k5 g

磷时产量最高
。

2
.

2
.

2 磷对花生产量的影响

花生产量对施磷量的反应与小麦相似
。

全年亩施 15 和 20 掩磷产量无明显差异
,

二者均

极显著优于亩施 1 o k g 的处理
。

而 3 种分配方式的反应恰好与小麦相反
,

其产量效应顺序为

巧 > 几> 巧
,

相互间差异极显著
。

说明花生当茬需施一定数量的肥料
。

几 优于 玖 表明小麦

追磷对花生具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在全部 9 个处理组合中
,

凡巧 效果最好
,

极显著优于其

余组合
,

说明花生当茬亩施磷 7 k g 左右为宜
。

由临沐试验结果可得
,

有利于小麦花生双高产适宜的磷用量约为
:

小麦亩基施 15k g,

花生亩基施 7 k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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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小麦基施磷肥

,

不仅可提高小麦产量
,

而且具有较大的后效作用
,

对于后茬花生
,

这种

效应超过了花生当茬磷效应
。

但要获得花生高产
,

必须充分发挥这两个效应 (简称
“

磷二

扩 ) 的增产作用
。

例如
,

在牟年平试验中
,

小麦每亩基施 2 0kg 磷的处理
,

花生亩产

4 4 3掩
,

而小麦
、

花生分别亩基施 12 掩 和 6坛 (全年亩施 18 掩 ) 的处理
,

花生亩产 463 掩
,

证明前茬磷的后效作用是有限度的
。

若前茬小麦施磷过多 ( > 15 呵亩 )
,

不仅导致小麦减产

(尽管减幅不大 )
,

也不能完全满足后茬花生对磷的需求
。

这可能与磷在土壤中易被固定有

关
。

花生当茬施磷效果受前茬小麦施磷量影响较大
,

并随前茬小麦施磷量增加而降低
。

因

此
,

后茬花生施磷
,

必须将前茬施磷童考虑在内
。

在本试验中
,

虽然小麦花生共生期在 1个月以上
,

但花生基磷对小麦产量没有明显影响

(牟平试验 )
。

原因可能有二
:
一是磷在土壤中移动速度慢

,

范围小 ; 二是小麦后期施磷对籽

粒产量无明显效应
。

小麦追施磷肥对花生具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临沐试验 )
。

以前研究表明
,

高产小麦单作适宜的磷用量约为 8 一 12丫亩2[, 3】,

春花生为 9 一 n 掩 /

亩。
,

麦套或夏直插花生磷肥合理施用未见报道
。

综合本研究两年试验结果
,

小麦花生两熟

双高产 (亩产 > 400 掩 ) 栽培全年适宜的磷用量为 18 一 22kg
,

前后两作分配比为 2 : 1
,

分别

作基肥施用
。

此结果与过去一直提倡的小麦花生两熟制全年肥料一次性投在小麦上
,

及花生

不施肥的施用方法不完全一致
,

这可能与过去的产量及施肥水平有关
。

因为小麦与花生相

比
,

小麦对肥水反应更敏感
。

因此
,

在花生产量水平不很高的情况下
,

有限的肥料投在小麦

上也在情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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