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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黄土母质发育柏白土．在亩施lO N、16．6 K的基础上．亩施O．26 P--3 12 只每 

亩可增产小麦30．1 l 一116．5 ．增产15．O*一s7．9％，井挺高土壤遣效礴害量。在早衡配套施肥件系中．减 

N孙K的同时应重担P￡的施用。亩施30 kg过盛醴寿鄄可瞒足小麦高产对尊的需要 

美糊  ；塑  

江苏省苏州、无锯、常州地区是我国著名的农业高产区之一。其土壤由黄土及湖积物发育 

而成，其中大面积分布的白土和黄泥土普遍缺磷。7O一80年代的研究结果表明，施磷对小麦 

等作物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从70年代开始推广磷肥，直至9o年代初也未见土壤含磷量 

明显提高 J。据研究，漂阳白土上施用磷肥可使油菜增产13倍Ⅲ。显示了磷肥的重要性。 

90年代以来，农村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有机肥用量副减。传统的有机肥、无机肥结合的 

施肥模式已逐步被化肥为主的施肥方法代替。近几年来，随着江苏省农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 

完善，复混肥、专用肥施用比例的增加。尤其是“补钾工程”的实施，缺钾矛盾有所缓和。因此， 

根据作物营养需求的特点。建立新形势下氮、磷、钾的平衡，是农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小麦是苏 

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研究高产条件下小麦对磷肥的反应及其合理施用。可为小麦的平 

衡配套施肥技术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为田问试验和室内研究的总结。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选择漂阳市旧县乡由黄土母质发育的白土进行田间试验。土壤速效磷(P)为4 7 rag／kg 

(本文中氨、磷、钾均以N、P、K表示)，速效钾、缓效钾分别为63 mg／kg、249 rag／kg。土壤肥力 

水平中等。这类土壤总面积约45万亩，占全市水稻土面积的42％左右[3]。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主要理化性质见表1。 

表l 俄试土壤的某些衣化性状 

1．2 试验设计 

在亩施 18．0 kg N、16．6 kg K的基础上，设8个处理(1—8)，施P量(kg／亩)分别为 

0 鲁蜘坤．时正元等．太搠地区土壤盛蠢欹况和蕾罡施用．内部费辩．19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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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o0、0．26、0 52、1．04、1．56、2．08、2．60、3．12。N、P、K肥来自尿素、过磷酸钙、氯化钾。小 

区面积0．O3亩，重复 3敬。小区间用30 crn宽．30∞ 铩的沟相隔，四周设保护行。 

小麦品种为扬麦158．是当前苏南大面积推广的良种．产量高．需肥多。l0月28日插种， 

用量为10 kg／亩。所施肥料中，除40％的N作迫肥外．其杂肥料作基肥于积耕前施人。为保 

证施肥量准确．不施任何有机肥。 

1．3 采样与分析 

土壤采样(O—l5 crn)3次：耕积前采原始土样一个，在越冬期(施肥后36天)和成熟期选 

择第2重复)。每个处理采样一个 植株采样2敬：越冬期(整株)和成熟期(茎杆、籽粒)。在第 

2重复每个处理采样一个。 

土壤P用0．5mogLNaHO (pH8．5，25℃)振荡半小时提取．植株用H2S + 0 消 

化，N、P、K按‘土壤农业化学常规分析法)(T4学出版杜．1983)中的测定方法菪!I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磷肥改善小麦的营养状况 

苗期是小麦营养元素吸收和干物质积累的关 

键时期．其营养状况好坏直接影响苗期的生 

长和后期的产量。结果表明．越冬期不施P 

的处理1．植株N、P、K各养分含量最低，分 

别为3o．78 g，kg，1．4 g，kg，16．9 g，kg，吸收 

比例为l：0．046：0．55。另7个施P处理．各 

种养分均比处理1高．而且随P肥用量的增 

加而显著增加，尤其是处理8．N、P、K养分 

的含量较处理1分别增加56．7％．202．9％． 

77．5％，比例调整为 l：0．088：0．63(表2)。 

但到收获期处理间的养分音量几乎无差异． 

这与生物产量提高，养分浓度稀释有美。 

判断肥料对作物的有效性．除看植株养 

分含量外，更需考虑吸收量。由于土壤严重 

缺P，这就增加了小麦对肥料P的依赖性。 

收获期的养分暖收总量表明．由于 P的施 

用．小麦吸P总量(茎杆和籽粒)也增加(表 

3)，暖P最低者为处理 1(0．772 k 亩)，最 

高者为处理7(1．I26 kg／亩)，后者较前者增 

加了45．9％。吸P量与施P量呈极显著正 

相关(r：0．857～n=8)。同时吸N量增加 

14．O％—-49．4％，吸K量增加 19．O％— 7． 

3％，表明小麦营养状况显著改善。 

裹2 施P对小老苗期营养元素台■的影响 

蠢3 梵磷对小麦N、P、K吸收■的影响。 

‘采捧时同为小壹戚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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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磷肥对小麦的增产效果 

由于P的施用和N、K的合理配合．使养分均衡供应，提高了麦苗素质，明显增强了小麦的 

抗寒、抗冻能力，具备了高产的潜力。各小区单收实产的结果表明，亩施P O．26 kg一3．12 kg， 

籽粒增加30．1 k 亩--116．5 k 亩，除施P量低于0．52 kg／亩增产不显著外．其它各级用P 

量的增产效果均达到了显著或援显著的水平(表4)。每公斤P增产籽粒6．9 kg一-57．9 kg，平 

均为27．3 kg。其效果高于80年代的16．3 kg(平均值，n=36)0。这种差异除与良种具有的 

高产潜力有关外，还与供试土壤供P能力低，N、K肥的合理配施有关。 

从各处理小麦耔粒产量的比较中看出⋯5 6 7处理达到300 kg／亩左右，这似乎说明，如能 

通过肥料的平衡施用，使小麦越冬期体内N、P、K古量分~ j45--48g／kg、37—39g／kg、 

28 g／kg(表2)就可获得小麦的高产量。 

裹4 磷肥对小壹籽拉的增产效应 

耔粒增产的同时，茎杆同步增产，增产率在19．6％一56．8％之间，处理向也达到显著 

或极显著的水平。 

由此看来，在严重缺P的白土上，推进平衡施肥、实施。补钾工程 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P 

的施用。 

2．3 磷肥与氯、钾肥的交互效应 

养分之间的交互作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从本研究也 

可以看出P与N、K的交互作用．表3的结果表明，施P增加了小麦对N、K的吸收，其N、P、K 

吸收量之间的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P—N 0．9177 ．P—K 0．7395 。N—K 0．704 (n均为 

8)，均达到显著或援显著水平，养分之间这种作用在施肥上有重要参考价值。 

裹5 施P对提高N,K虎利用隼的效果 

施P后小麦吸N量增加了0．77kg，亩一2．92kg／亩，平均I．66kg，亩。按差减法计算，N 

肥利用率平均提高了9．24％(n=7)。同样K肥的利用率平均提高了8 99％(11=7)(表5)。 

0 鲁如坤，时正元萼，太期地区土壤礴蠢扶昆和礴肥麓用。内部费抖，l9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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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某些土壤施肥后能提高本身养分的有效性，故用差减法所得的利用率可能 

偏高【515，但仍可反映肥料被作物利用的大致趋势。因此，施肥对利用肥料闫的这种交互作用， 

可适当减少肥料用量，提高经济效益。 

2．4 磷肥对土壤磷素肥力的影响 

不施P时土壤的自然供P能力(处理l的小麦吸P量)为O．772 kg／亩．相当于速效磷量 

的16．4％。与70年代太湖地区的平均值0．741 kg,／亩(P，n=27)接近 。表明l0多年来该区 

土壤供P能力没有提高．这与土壤P素养分的l0年动态监测结果是一致的【2j。 

P肥施人士壤后．除少量被当季作物吸收利用外，大部分转化为速效磷或被土壤固定，因 

此．P肥施人土壤后的去向将直接影响土壤的供P能力。施P36天后及收获后的土壤速敢礴 

的明显提高表明了磷肥对提高土壤供P能力的作用，达到统计上的极显著水平。如以直线方 

程表示．可获得下列方程： 

5'1=6．151+0．947x H=0．851一 

Y2=5．829+0．914x r2=O．867 

式中Yl、y2为施P后36天及成熟期的土壤速效P含量(mg／kg)，X为施P量(kg／亩)。根 

据以上方程计算。每提高土壤速敢Pl,~／kg，需施用含P20s 12％的过磷酸钙分别为18．1 kg／ 

亩和17．5 kg／亩。此值高于句容丘陵白土施用 10．9 k 亩的水平 这一结果可供确定P肥 

用量时参考。 

2．5 磷肥的合理施用 

溧阳市大面积的白土．供磷能力低下，而且前推广的小麦、水稻均为高产耐肥品种．客观上 

增加了对P的需球。故这类土壤应普遍施 表l的结果表明．由于小麦对各种养分的吸收有 
一 定的比例，因此发挥P肥的效应必须以N、K的充足供应为基础．如果缺傲量元素也应同时 

补充．实施平衡施肥。 

P肥的用量是合理施用的重要内容。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亩施 1．56 kg P(相当于含 

12％的过磷酸钙3O l【g左右)，可增产小麦94 kg,／亩．达到统计上的极显著水平。据此用 

量．用差减法计算的磷肥当季利用率为16．2％，产投比7．77(表6)。除增产外．还使土壤速效 

磷的含量达lO．29 rag／l(g，相当于种前原始士的219％。较高的速效磷含量，可满足下季水稻 

对P的需要，预期的增产效果(P肥的后敢)将是显著的。 

裹6 磷肥的当季利用率与产投比 

‘小麦产值接盈客l994年保护价(1．36元， )计算．爵把投赍拄彝阳市市场镑售价{5∞元，t)计算。施P各处理的生 

产成车除增加P舞投舞外一其它费用同处曩1相同·P把后技的间接收^未计算在内。 

(下转第266页) 

① 旬窖市土把站、丘窿早地小麦经挤用爵拉木研究．内部费辩．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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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春玉米在种植密度4500株／亩条件下，其最佳施肥方案为：氮(N)17．45一l8．45公斤／亩， 

磷( )4．99—5．42公斤／亩．钾(K20)2．68—3．64公斤／亩，实行这套方案亩产为528．加± 

44．96公斤(a=0．05)，经济效益为264．00±22．48元／亩．即亩投入1元可回收8．26元，变幅 

在7．56—8．96元。 

4．2 最佳施肥方案示范结果 

在1996年取得各项试验数据的基础上，1997年在民主、志良等6个乡镇进行6组太区示 

范对比．设最佳施肥方案区(亩用量为氮 18．0公斤，磷 5．0公斤．钾 3．0公斤)和习惯施肥区 

(亩用量为氮18．0公斤，磷3．0公斤)两个处理，各处理面积为1．0亩。实收产量结果最佳施 

肥方案区亩产平均为5o6．8公斤．比习惯施肥亩增产49．7公斤，增产10．9％。经t测验，13： 

6．t：6．17>to 0l=4．03，达极显著水平。说明实施最佳施肥方案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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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漂阳市的磷肥供应充足，如能在3万亩的白土上推广，按本试验增产的70％(66 kg／ 

亩)计算，全市小麦将增产200万公斤左右，若加上水稻后效的增产，经济效益极其显著。 

综上所述．在这类自土上种麦，除满足N、K肥的需要外，每亩增施过磷酸钙30公斤左右， 

除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外．还能提高土壤的供P能力，应作为一项重要的技术措施在全市推 

广．使溧阳市的平衡配套施肥水平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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