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说明
:
在施用钾肥时

,

应实行氮磷钾肥合理搭配
,

以达到相互促进
,

提高肥效
。

四
、

钾肥的施用期与施用级

钾在植物体内的流动性大
,

再利用的程度高
,

早期施用钾肥
,

不仅可以增加早稻钾素

营养
,

亦可促进氮的吸收
。

从试验结果来看
,

早施比迟施的效果好
。

如跃进大队三队的试

验
,

早稻 (广陆矮四号 )在分粟期亩施 20 斤氯化钾亩产84 7
.

5斤
,

而在拔节期施等量钾肥亩

产只 7 80 斤
,

每亩少收 67
.

5斤
。

十月大队五队
、

朝阳大队一队的试验亦是早施的产量高
。

但

早稻生育后期表现缺钾时
,

补施钾肥仍然有增产效果
。

从全县 13 个钾肥施用量的试验材料的综合分析
,

亩施 10 斤氯化钾每亩增收早稻 5 1
.

1

斤
,

增产率为 5
.

5 %
;
而亩施 20 斤的每亩增收早稻韶

.

0斤
,

增产率为 1 0
.

6 %
,

施 20 斤的比 10

斤好
。

但从经济效益计算
,

亩施 20 斤不如 10 斤的
,

因为前者每斤氯化钾只增收 4
.

搜斤
,

后者

却增收了5
.

n 斤
。

因而鉴于目前钾肥来源还不充足
,

为了更好地发挥钾肥的增产效益
,

钾

肥用量不宜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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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是有机态的高浓度氮肥
,

易溶解
。

尿素施入土壤后
.

除被作物根部少量吸收外
,

绝

大部分以非电解质的分子状态存在
,

在一定的温度
、

水分条件下被土壤微生物尿素酶水解

成为碳酸铁的无机盐类
,

才能被土壤及作物吸收
。

但碳酸按性质很不稳定
,

挥发性很强
,

将

有大量游离氛气逸失掉
,

特别是在夏季地温高时氮素的损失可高达 50 一 70 %或更多
,

若当

种肥施用
,

常造成毁种烧苗现象
,

尤以大豆为甚
。

这种氮素的损失往往是不被人们所察觉

的
。

自从大搞腐殖酸类肥料以来
,

我们将尿素与含腐殖酸的风化煤混合施用于春小麦
,

无

论是提高尿素肥料的利用率或者是对作物增产方面都起到良好的效果
。

现将我们的初步

试验结果
,

简述于后
。

一
、

田 间 试 验

试验土壤为草甸棕壤
,

质地为中壤
,

有机质为 3
.

52 %
,

全氮。
.

23 。%
,

全磷 。
.

1 0 6 3 %
.

土

壤土层薄
,

不保水
,

不抗早
, 1 9 7 5年 6 月旱情较重

。

田间试验共分四种处理
:

( 1) 煤 1 00 斤 /亩 + 尿 素 4
.

2 7斤 /亩
十 过磷酸钙 1 3

.

3斤 /亩
,

( 2) 草炭 1 00 斤 /亩 十 尿素 4
.

27 斤 /亩 十 过磷酸钙 1 3
.

3斤 /亩
,

( 3) 尿素 4
.

27 斤 /亩 + 过磷酸

钙 1 3
.

3斤 /亩
,

(4 ) 对照 (无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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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与风化煤混合施用对小麦的发育和增产效果都很显著
,

比对照增产 69 %
,

只施尿

素和过磷酸钙
,

或加施草炭的效果都比加施风化煤的处理差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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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是高浓度氮肥
,

适用于任何作物和各种土壤
,

并能与农药混合喷施
,

但尿素是有

机态氮肥
,

施到土坡里
,

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
,

被土壤微生物分解而释出大量的游离氨
,

若

做种肥又易与种子接触而造成毁种烧苗的危害
。

特别是缺乏碳水化合物而富含蛋白质的

种子及幼苗更为严重
,

尤以大豆为甚
,

严重时烧苗率可高达 80 %
。

尿素与风化煤混合施

用
,

大大减少尿素水解的危害
,

提高氮肥的利用率
。

每吨尿素可与20 一 25 吨风化煤混拌
,

每亩可施这种混合肥 1 00 一 1 50 斤并配合过磷酸钙 1 3
.

3斤
,

其效果比亩施化肥 2 6
。

6斤 (硝酸

按 :过磷酸钙 二 1 : 1) 还要好
。

二
、

培 育 试 验

为了阐明风化煤提高尿素利用率的作用
,

我们曾用风化煤
、

尿素和土壤混合在一起进

行恒温培育试验
,

并以土壤加尿素的培养处理为对照
,

以草炭加尿素和土壤的培养处理作

比较
。

土的用量为 1 00 克
,

尿素。
.

5克
,

风化煤 (含腐殖酸 60 % ) 2 克
,

草炭 (含腐殖酸 20 % )

也是 2 克
。

试验混匀后
,

放入容器
,

加入适量蒸馏水
,

放入 28
O

C 恒温箱中培养
,

按培养的

时期分别测定按态氮六次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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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定

培 养 试 验 中 铁 态 氮 ( % ) 的 测 定 结 果

十 土 城
草炭 + 尿 ; + 土 .

}
风化煤 + 尿 , + 土。

9 月 2 5日

9 月 2 6日

9 月 2 7日

, 月 2 8日

9 月 2 9日

9 日 30月

培育试验结果指出
,

尿素与风化煤混合培养
,

氮素的释放较慢
,

损失最小
,

也就是说尿

素的利用率最高 (见图 )
。

其他两种处理
,

氮素释放快
,

损失亦大
。

草炭处理的氮素损失

比风化煤处理多2 5
.

3 %
,

单独尿素处理的氮素损决更大
,

比风化煤处理多45
.

4 %
。

风化煤

中的腐殖酸比草炭多两倍
,

风化煤提高尿素的利用比草炭多四分之一
,

这充分说明腐殖酸

能提高尿素利用率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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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素 十 土瑰 2
。

草炭 十尿紊 十 土族 3
。

风化煤 + 尿素 十 土准

尿素水解后铁态氮变化情况图

风化煤与尿素混合施用可以提高尿素的利用率
,

其原因有二
: 一是风化煤与尿素混

施于土中
,

在一定的水分
、

温度条件下
,

土壤微生物开始活动
,

利用风化煤中的腐殖酸为碳

源
,

尿素作氮源
,

菌体大量繁殖必将对尿素所分解出来的按态氮产生暂时的生物固定作用

(菌体含氮约 10 %
,

死亡后仍归还给土壤 )
。

土壤培养试验 (见图 )可以看 出
,

风化煤与尿素

混合在28
“

C 培养四天 以前
,

其含氮量均低于其他二个处理
. ,

此外
,

尿素分解出的按态氮

除生物固定外
,

还有少量被土壤胶体吸附 (吸附多少
,

视土壤盐基交换量高低而定
,

交换量

低于 10 毫克当量 / 1 0 0 克土
,

氮的损失高达 20 % )
。

风化煤提高尿素利用率的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土壤微生物分解尿素时
,

游离按态氮可与风化煤中的腐殖酸相反应而成腐殖酸按

起到化学固定的作用
。

从养培试验还可 以看到
,

在培养四天后风化煤处理的按态氮还在

继续增加
,

而其他两种处理的按态氮显著下降 , 培养六天后
,

风化煤处理的含氮量达到高

峰
,

而其他两种处理仍继续下降
,

特别是单独用尿素和土壤培养的下降更快
,

这充分说明

风化煤与尿素混合培养
,

氮的释放慢
、

损失小
,

风化煤是有提高尿素利用率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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