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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合理施肥的 目的和任务

(一 )合理施肥的第一个 目的是提高肥效

提高肥效就是用同样多的肥料增产更多的粮食
。

通常表示肥料肥效的高低
,

有两种

方法
:

一是用每斤肥料 (或每斤有效成份 )所能增产的粮食 (或其他产 品 )的斤数表示
,

以

及用相对增产% 表示
。

这种方法比较简便
,

一般不需要进行化验分析
,

但缺点是难于直

接判断某一施肥方法是否 已经充分发挥了肥料的最大增产作用
。

所以有时要用第二种方

法
,

即肥料利用率
。

所谓肥料利用率是指当季作物从肥料中吸收的养分 占所施肥料 中该

养分总量的%
。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直接判断这种肥料用这种施肥方法可以发挥这

种肥料最高肥效 ( 1 0 0 % )的百分之几
;
但缺点是需要对产品和肥料的养分含量进行分析

。

这对还没有相应化验设备的单位难于应用
。

以上两种肥效高低的表示方法
,

都可 以帮助

我们在试验不 同施肥方法时
,

比较它们的优劣
。

目前我国南方水稻土地区
,

化肥的利用率
,

根据各地的试验资料看
,

一般在 以下的范

围
:

氮肥的利用率在 30 一 60 % ;
磷肥的利用率在 10 一 25 % ; 钾肥的利用率在 4 0一 70 %

。

从 以上数字可以知道我们在合理施肥
,

提高肥料利用率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
。

比如

磷肥的利用率只有 10 一 25 %
,

也就是说我们每施 1 00 斤磷肥
,

能被当季作物利用的只有

10 一25 斤
,

其余 75 一 90 斤肥料在 当季并没有起到增产作用
。

以氮肥来说
,

当季能利用的

也不过 30 一 60 %
,

如果我们能注意合理施肥
,

把氮磷肥的利用率在现有基础上提 高 10 %
,

从全国来说
,

在氮肥方面 那就相当于增加了 1 50 个小氮肥厂生产的肥料
;
在 磷肥 方面就

相当于增加了我国平均一个省的全年磷肥产量
。

可见合理施肥在提高肥效方面有着很大

的经济意义
。

把肥料利用率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显著提高有没有可能呢 ?这不仅是可能的
,

而且并

不太困难
。

比如研究结果表明
,

只要注意氮磷配合
,

就可 以把磷肥利用率 由1 3
.

8%提高到

30 %
。

也有试验表明只要注意
“

集中
”

的原则并和有机肥配合
,

就可以把磷肥利用率提高

1一 2倍
。

氮肥方面 的资料表明只要注意碳按深施
,

利用率就可以从 28 % 提高到 5 4%
。

在

合理用肥方面广大贫下中农有丰富的经验
,

我们只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 习
,

总结他们的

宝贵经验
,

就可以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
。

由此可见
,

合理施肥的第一个任务提高肥效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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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

而且有着巨大的潜力
。

与此同时
,

我们也应根据土壤
、

作物
、

肥料的特点
,

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
,

创造更多更好的合理施肥方法
。

(二 )合理施肥的第二个 目的是要减少肥料养分的损失

肥料中养分损失的可能途径有如下三项
,

即挥发
、

淋失和固定
。

1
。

挥发 这有两种情况
,

一是肥料本身是挥发性的
,

如氨水和碳按
,

这些肥料在常

温下可以 自己变成气体跑掉
。

另一种是肥料本身并不挥发
,

但由于施用方法不合理
,

在

土壤中容易变成挥发性的气体损失掉
,

这对于一切氮肥都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

对于磷肥

和钾肥一般不存在养分挥发损失的问题
。

2
。

淋失 是指养分随土壤中的下渗水流淋洗掉
。

养分的琳失主要是氮肥和钾肥
,

除

去极端情况下
,

磷肥一般不存在淋失的问题
。

氮钾养分的淋失
,

对于南方水 田来说
,

主要

和养分 的形态
,

土壤的砂粘和结构有关
,

还和土壤中的一些矿物类型有关
。

3
。

固定 所谓养分 固定是指养分 由有效状态转化成迟效 (或无效 )状态的过程
。

由于

养分的固定
,

尽管土壤中养分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
,

但能供给作物的有效养分数量却减

少了
,

因而降低了肥效
。

这也是需要在合理施肥中注意防止的
。

养分固定的问题
,

对于氮
、

磷
、

钾肥都存在
,

但通常影响肥效最大的是磷肥的固定
。

(三 )合理施肥的第三个 g 的是降低成本
,

增产增收

降低肥料成本除和
“

提高肥效
” 、 “

减少损失
”

直接有关 以外
,

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1
。

必须十分重视积制有机肥料 有机肥料是我 国肥料的主体
,

有机肥料大多是可 以

就地取材
,

废物利用
,

因而成本低廉
。

比如养猪积肥
。

每头猪一年可积纯猪粪尿理0 0 0一5 0 0 0

斤
,

其中所含的氮
、

磷
、

钾就分别相当于 8 0斤碳按
、

70 斤过磷酸钙和 6 0斤硫酸钾
。

一个生

产队 3 0户
,

每户平均养二头
,

那每年猪粪尿就有 24 万斤
,

相当于氮
、

磷
、

钾化肥 1 3 0 0 0斤
。

有

机肥中不仅有氮
、

磷
、

钾
,

而且还有大量有机物
,

有机肥料有很多优点是化学肥料所不具备

的
,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价廉物美的肥料来源
,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

2
.

要注意肥料的分配 在一个生产队的范围内
,

如能注意肥料的分配
,

因田块施肥
,

就可以使同样多的肥料得到更大的增产
。

比如 当肥料数量暂时不足的情况下
,

有机肥料

和磷
、

钾肥要掌握
“

瘦田先施
”

的原则
,

磷钾肥还要掌握
“

不缺不施
”

的原则
,

化学氮肥在双

季稻地区
,

应掌握
“

瞻前顾后
”

重点考虑后季稻
。

这是因为在肥料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

瘦田

先施可以使 同样多的肥料增产更多的粮食
。 “

不缺不施
”

是在确知某一田块缺磷钾后再施

磷钾肥
,

以避免盲目性
,

节约肥料
。

这方面可以应用
“

土壤与植株营养诊断
”

方法
。

化学氮

肥要瞻前顾后重点考虑后季稻
,

这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有机肥的基础早稻比后季稻好
,

化

学氮肥多考虑后季稻可以起平衡增产的作用
。

这些都是指在肥料来源暂时受到一定限制

的情况下
,

可以采用的经济用肥的办法
。

二
、

与合理施肥有关的一些土壤性质

合理施肥应该同时考虑土壤
、

作物和肥料的特点
,

这样才能使施肥建立在合理和科学

的基础上
。

下面仅把与合理施肥有关的几个主要土壤特点说明一下
,

关于作物和肥料的



某些特点将在谈到施肥时再说
,

当然
,

下面没有谈到的另外一些土壤性质
,

并不是说和施

肥无关
。

(一 )土坡的一些共同特点

1
.

土坡是带电的 土壤中有很多小于 0
.

0 01 毫米的胶体颖粒
,

还有很多有机的胶体

顺粒
,

它们都是带电的
。

土壤中的这些胶体成份
,

有的带负 电
,

有的带正电
,

有的在不同条

件下
,

有时带正 电
,

有时带负电
。

但土壤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

由于带负电的胶体物质占优

势
,

所以可以认为土壤是带负电的
。

不同的土壤所带的负 电多少不同
,

一般说
,

南方的水

稻土带的负 电比北方水稻土少一些
。

土壤带负电这个性质和土壤肥力有重大关系
。

由于我们施入的氮
、

钾化肥大部分是

以带阳电的离子存在的
,

这样根据正负 电相吸引的道理
,

这些养分离子就可以被土壤吸引

而保蓄起来
。

如果没有这种土壤的保蓄能力
,

那我们施入的肥料将大量地随水流失
,

土壤

的这种保蓄方式并不降低养分 的有效性
。

土壤的这种保蓄养分的能力是很大的
,

以南方

水稻土来说
,

如果按硫酸按来计算
,

每亩土壤可以保蓄相当于 2 5。。一 5 0 0。斤硫按的氮素免

遭淋失
。

可见土壤的这种带电性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2
.

土城是
“

活
”

的 所谓土壤是
“

活
”

的
,

是指土壤中充满着具有生命活动的生物
。

土

壤中不仅有各种动物
,

而且更重要的是含有大量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
。

这些微生物的数量

很大
,

每一克肥沃土壤中可以高达 3一 30 亿个
。

而且它们起着十分重要的多方面 的作用
。

比如
,

没有微生物的活动
,

有机肥料就不能腐烂
,

有机肥中的养分就不能释放出来
,

有

机肥也就不能发挥肥料的作用
。

又比如
,

土壤中有着大量的微 生物
,

能把空气中的氮气转

变为氮肥
,

这种作用称为固氮作用
。

豆科作物的根瘤菌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
,

它们

在一亩紫云英田里可以在一季中制造相 当于碳按 90 一 1 20 斤的氮素肥料
。

据统计
,

全世界

每年由土坡中的各种固氮微生物所固定的氮素在一亿吨左右
,

而世界上 目前工厂生产的

氮肥 (氮肥工厂也是通过化学固氮作用生产氮肥的 )还不到微生物固氮的一半
。

由此可 以

想见微生物在土壤肥力方面的巨大作用
。

微生物固氮的方法比我们今天最先进 的氮肥厂

所用的方法还要先进得多
,

它既不要高温
,

也不要高压
,

也不要那么复杂的设备
,

所以现

在有人在研究微生物的固氮方法并应用于工业生产
,

如果一旦搞清楚了
,

那我们现在 的氮

肥工业就会大变样
,

高温高压都不要
,

就能生产出更多更便宜的氮肥
。

3
.

土坡是作物养料的贮藏库和供应站
“

万物土中生
” ,

即使在施肥条件下
,

作物一

季所需要的养分
,

大部分仍然是靠土壤供应 的
。

比如水稻所需 的氮素
,

土壤供给的占60 一

80 %
,

肥料供给的只 占20 一 40 %
。 ’

所以土壤是作物养料的最重要的来源
。

我国南方水稻土中
,

土壤本身 的氮磷钾含量大体的范围是
:

氮
: 0

。

0 6一 0
.

1 4% 这相当于每亩含氮 ( N ) 1 8 0一 4 2 0斤 ,

磷
: 0

.

0 4一 0
.

1% 这相当于每亩含磷 ( P Z O
。
) 2 2 0一 3 0 0斤 ,

钾
: 1一 2% 这相当于每亩含钾 ( K

:
O ) 3 0 0 0一 6 0 0 0斤

。

种水稻
,

年产 1 0 0 0斤稻谷
,

大概需要氮 20 斤左右
,

磷 10 斤左右
,

钾 25 斤左右
。

如果土壤

中的氮
、

磷
、

钾都能供作物利用 的话
,

那么不需施肥
,

氮够用 9一 21 年
,

磷够用 2] 一 30 年
,

钾

够用 12 0一 2 4 0年
。

但是
,

很遗憾
,

土壤中的氮
、

磷
、

钾绝大部分都是不能为当季作物利用 的 (称为迟效养



分 )
,

为当季作物能利用的 (称有效养分 )大概只占土壤中养分总量的百分之几到几百分之

一
。

尽管如此
,

土壤中的养分总量毕竟是养分 的物质基础
,

从长远看
,

它们可以逐渐地转

化为作物可以利用的状态
,

而且人们也可以采取措施来加速这一转化过程
。

因此我们说土

壤为作物养分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
,

是养分的贮藏库
。

其中的有效部分 ( 包括土壤原有

的
,

和以施肥方式加入 的 )在人为因素的调节下
,

可 以源源不断地把养分供给作物
。

所以土

壤又是养分 的供应站
。

(二 )南方水稻土的一些不同于其他土坡的特殊性质

自然界不存在天然的水稻土
,

水稻土是在人类种植水稻以后形成的
,

是劳动人民改造

自然的产物
,

所以水稻土都是在其他早地土坡 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

因此水稻土就必然

带有它前身土壤的某些特点
。

南方水稻土的前身
,

大体上有两大类型
,

一是在红
、

黄壤基础上生成的
,

二是在一些

河
、

湖冲积
、

沉积物上生成 的
。

后一种情况
,

在不少地区由于河流的冲积物也受红壤黄壤

的重大影响
,

所 以在这些地区
,

即使在冲积物上发育的水稻土
,

它的性质也或多或少受红
、

黄壤性质的影响
。

我们知道红
、

黄壤是在热带和亚热带条件下生成的
,

在这种条件下红壤黄壤的基本特

点就是大量的铁铝积累
,

而盐基性物质 (如钙
、

镁等 )却大量淋失
。

因此
,

在红壤基础上生

成的水稻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含铁铝多
,

含盐基成份少
。

南方水稻土的第二个特点是长期

淹水
。

长期淹水虽然是一切水稻土的特徽
,

但对于南方水稻土来说
,

由于大面积的双季甚

至三季水稻连作
,

其淹水时间一般比较长
。

淹水可以引起土壤性质的一系列剧烈变化
,

这

些变化和合理施肥密切相关
。

物理性质方面 由于土壤淹水
,

土壤中的空气 (包括氧气 )迅速被排除
,

一般在灌水后

6一 10 小时
,

土壤中的氧气基本上接近于零
,

于是上壤处于缺氧状态
。

但是在土壤最表面

约。
.

5一 1厘米深处
,

仍含有一定数量的氧气
,

这是来 自水中的氧和一些水生植物光合作用

所产生 的氧
。

这就使整个水稻土分为两个基本的层次
,

在最表层
,

含氧较多称为氧化层
,

在这一层以下一直到犁底层含氧极少
,

土壤处于还原状态
,

所以称为还原层
。

土壤淹水所引起 的物理性质变化
,

还有土壤透水性变小
,

土壤对于机械的阻力变小
,

耕作较容易
; 土壤颜色变暗

,

对热 的吸收较好等等
。

化学性质方面 由于土壤分为氧化层和还原层
,

因此
,

在氧化层中主要进行氧化作

用
,

还原状态 的养分离子不能在氧化层稳定存在
,

而在还原层 中主要进行还原作用
,

氧化

状态的养分离子不稳定
。

水稻土中进行着氧化还原作用
,

其实每个走过田边的人
,

都看到

过
。

比如淹水后土壤中的还原作用
,

在有新鲜有机物质 (如施入 的有机肥等 )存在时
,

特别

旺盛
。

当你走过翻耕过紫云英的田里时
,

你可 以看到在水的表面漂浮一层红棕色的油状

物
,

或者在田面无水层时
,

在脚印的凹处有很多红棕色的铁锈状物质
,

这就是淹水后土壤

中进行强烈氧化还原作用的结果
。

这些红棕色 的物质是土壤中的铁经过一系列氧化还原

作用又重新生成 的三价铁
,

因为土壤在淹水后
,

其中的三价铁先还原为二价铁
,

当这些可

溶性的二价铁溶解在水中和空气接触或者在脚印凹处接触到空气后
,

重新氧化为三价铁
。

生物性质方面 土壤在淹水后
,

主要的变化是那些需要氧气才能生活的徽生物 (称作

好气微生物 )大量减少
,

而那些可以在缺氧条件下生活的微生物 (称作嫌气微生物 )大量繁



殖
。

由于微生物类型 的变化
,

使土壤中有机肥料的分解主要是嫌气分解
,

也就是在缺氧条

件下 的分解
。

由于有机肥在嫌气条件下不能彻底分解
,

所以常常产生一些分解的中间产

物
,

如有机酸之类
。

当这些有机酸大量积累时
,

会对作物产生毒害
,

翻压绿肥过多时
,

稻苗

迟发
、

黑根等现象常常是由于这些中间产物的不良作用所致
。

但由于有机物 的嫌气分解

较慢
,

也有利于有机质积累
,

这就是为什么在同类型 的土壤中
,

水田有机质高于早地 的原

因
。

三
、

化肥的合理施肥原则

上面我们简单谈了合理施肥应该考虑 的土壤性质
,

下面谈谈不 同化肥的施用原则
:

(一 )氮 肥

我们所用 的氮肥
,

基本上有两大类型
,

一类称为按态氮肥 (简写为 N H
`

一 N )
,

包括碳

按
、

硫按以及尿素
、

氨水等等
。

另一类叫硝态氮肥 (简写为 N O
3

一N )
,

包括硝钱
、

硝酸钙等

等
。

让我们首先看看 N H
`

一 N施到土壤中的变化
,

根据这些变化我们就可以知道合理施

肥应该掌握那些原则了
。

一切N H
;

一 N肥都含有或者经过转化后含有 N H东(按离子 )
。

这种离子是带正 电的
,

土壤是带负电的
,

所以一切 N H
`

一 N肥在施入土壤后
,

就可以被土壤 的负 电所吸引
,

从而

避免或大大减少了淋失的可能性
。

但是在南方水稻土的情况下
,

略有不 同
,

由于土壤 中铁

含量高
,

在淹水后又形成大量 的二价铁离子
,

这些离子也是带正 电的
,

在这种情 况下
,

多少

也影响土壤对N H左的吸收
。

因此
,

在渗漏大 的水稻土中
,

仍然要注意防止 N H左的淋失
。

N H左是一种还原状态的离子
,

从前面谈到的土壤特点
,

我们可 以知道这种 N H左只有

在水稻土的还原层才是稳定的
。

如果我们把 N H
`

一 N肥撤施在土壤表面
,

也就是施在水

稻土的氧化层
,

这种还原态 的N H霍就不能稳定存在
,

它就要进行氧化作用变成 N O万 (硝酸

离子 )
,

这种作用称作硝化作用
。

当N H霍氧化为N O万后
,

因为 N O万是带负电的
,

它是 不能

被土壤吸收 的
,

于是就很容易随下渗水流淋失
,

结果使肥效降低
。

没有被淋失 的一部分

N O 亏
,

也要随水下移到还原层
,

而这种氧化态的N O百在还原层却是不稳定
,

要被还原
:

N O三
~

一 > N O舀-一争 N O一净 N
2
0

. .

一 ) N
Z

这种N O百被还原的作用
,

由于方向和硝化作用相反
,

所以称作
“

反硝化作用
” 。

从上式

的反应看
,

N O压被还原最后生成氮气
,

这种氮气不仅不能为作物利用
,

而因为是气体状态
,

在水田里也不能存在
,

于是宝贵的氮肥就跑到空气中去损失了
。

据测定
,

N O万的淋失和反

硝化作用
,

有时可达到 20 一50 %
,

这就造成氮肥的大量损失
。

至于硝态氮肥在水 田里 的变化
,

它们和 N H
`

一N肥一旦转化为 N O万后 的变化是一样

的
,

主要是会淋失和进行反硝化作用
。

从 以上讲到的内容
,

在南方水稻土上如何合理施用氮肥就大体有了基本的了解
。

为

了清楚起见
,

下面把在南方水稻土上合理施用氮肥的几个基本原则分列如下
:

1
.

在氮肥品种选择方面 显然
,

在水稻土上最好不用硝态氮肥
。

生产实践也证明
,

硝态氮肥在水田上效果远远低于按态氮肥
。

拿硝按来说
,

它在水田上的肥效只有硫馁的

5 0一 70 %
。

而在早地上
.

硝态氮肥却不比硫按差
,

有时还要好一些
。

这说明水田里 N O
。

一 N



肥差并不是肥料本身的有效性不同
,

而是 由于易于淋失和反硝化作用所造成的
。

如果只

有硝态氮肥的情况下
,

要掌握不作基肥
,

应作追肥
,

而且要
“

少吃多餐
” ,

即每次追肥用量要

小些
,

但追肥次数要多些
。

至于其他馁态氮肥品种
,

从理论上说
,

都是适用于水稻的
,

据一些试验资料表明
,

不同

氮肥品种的相对肥效 ( 以硫按作标准
,

为 1 00 % )如下
:

硫按 100 % ;
氯馁 97 一 1 00 % ;

尿素

9 2一 1 00 % ;
碳按 60 一 80 % ;

硝按 57 一70 %
。

这里尿素所以有时肥效低些
,

可能是尿素本身

是中性分子
,

不易为土壤吸附 ( 或吸附很弱 )
,

所以开初也有淋失的可能性
,

一旦尿素在土

壤中转化为碳酸按后
,

就可 以被土壤吸附了
。

因此在施用尿素时要避免在尿素转化前的

淋失
。

碳按肥效通常较低
,

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可以挥发损失
,

所以只要防止碳按的挥发损

失
,

其肥效应和其他馁态氮肥相近
。

2
.

挥发性 N H
`

一 N肥的施用 除去和其他按态氮肥有同样应注意的问题外
,

最主要

的是防止在施用过程中的挥发损失 ( 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的挥发损失 )
。

通常

比较有效的办法是
:

( l) 尽量不要表土撒施而要深施 ( 早作注意盖土 )
。

各地都创造了不

少碳按和氨水的深施器械
,

可以试用
。

如无适当器械
,

可将碳按先和适量腐熟有机肥拌和
,

在田中无水层的情况下
,

用塞施的方法施在根区
,

效果也很好
。

在不得已情况下
,

只能撤施

时
,

施后 立即耘 田
,

或者在作面肥时
,

施后立即用手扶拖拉机碎土
。

( 2) 把碳按制成粒肥

或球肥 深施入土
。

目前这些办法 已在不少地区推广
,

效果很好
,

但要注意施入深度不必过

深
,

以免影响双季稻早发的要求
。

( 3) 氨水挑到田间施用时
,

要加盖
。

( 4) 挥发性氮肥表

施作追肥时
,

注意防止烧苗
。

施碳按时田中应保持薄水层 ( 一寸左右 )
,

施后立即耘田
。

氨

水要兑水 1 00 一 2 00 倍
,

使含氮量在。
.

5 %左右
,

或者在稀释后
、

先用一张叶片浸在稀氨水中

几分钟
,

看看苗不变黄才能施用
。

施用时要选一天 中气温低的时间如早晨 (露水干后 )或

傍晚以及阴天施用
,

最好不要在有风时施用
。

3
.

施用铁态氮肥应防止硝化和反硝化作用 按态氮肥必须施在还原层
,

这是一个既

简单又有效的办法
,

施后立即耘田就可达到施在还原层 的目的
。

当然采用其他前面讲到的

深施法也可以
,

这里要注意的是
,

对于非挥发性按态氮肥只要施入还原层即可
,

因此在深

度上不一定要求和挥发性氮肥一样
。

4
.

氮亲化肥的追肥时期 这要根据作物品种特性
,

土壤肥瘦
,

基肥多少以及气候条

件来确定
。

在一般情况下
,

对于双季稻一般进行一次追肥
。

为了达到早发的要求
,

要求追

肥要早 (插秧后 7一 10 天内 )
,

但也要根据具体情况
。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水稻氮素营 养 的

某些特点
,

以便于根据具体情况
,

灵活掌握
。

水稻一生中有两个氮素容易不足的危险期
,

有两个氮素容易过多的危险期
,

因此
,

在

氮素追肥上应保证缺氮危险期不缺
,

过多危险期不多
。

两个缺氮的危险期是
: ( 1) 有效

分孽期
,

这时水稻需要丰富的氮素满足分莫的要求
。

如果氮素不足
,

影响一亩地中有效的

穗数
。

( 2) 从幼穗分化到孕穗初期
,

这一段时间如果氮素不足
,

则可减少每穗实粒数
。

上

述两种情况
,

都会造成减产
。

两个氮素过多的危险期是
: ( 1) 分萦盛期

,

如氮素过多
,

易早

衰
,

倒伏
,

病虫严重
。

( 2) 出穗期前后
,

此时水稻一般不再吸收更多的氮素
,

如氮过多
,

反

而容易造成病虫为害
。

因此
,

水稻氮素追肥 的基本原则是
:
( 1) 有效分萦期要保证丰富的

氮素供应
,

要
“

轰
”

得起来
。

( 2) 分萦盛期要
“

控
” ,

要
“

稳
”

得住
。

( 3) 穗形成期要看苗施

肥
,

保证穗大粒多
。

( 4) 粒肥要早施
,

中后期一般不施
。



(二 )磷 肥

1
。

南方水稻土中磷的形态和转化 在前面谈到红壤的特点时提到红壤一是铁 铝 含

量高
,

二是盐基 (钙镁等 )成份少
。

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就可 以知道在南方水稻土中磷酸钙

是很少的
,

而磷酸铁铝将会很多
。

事实也大体如此
,

不过有两点不同
:

一是磷酸铝从化学

上说
,

在南方的条件下 不如磷酸铁稳定
,

生成的磷酸铝将向磷酸铁转化
,

所以南方水稻上

中磷酸铝含量也 不多
;
另一点是由于南方水稻土 中含有大量游离的氧化铁

,

于是相当一部

分磷酸铁被这种氧化铁的胶膜所包裹
,

这种形态的磷称为
“

闭蓄态磷
” 。

南方水稻土中不同形态的磷的含量大致如下
:

磷酸铁盐约占无机磷总量的 15 一 26 %

磷酸铝盐约占0
.

3一5
.

7%

磷酸钙盐约占1
.

5一 16 %

闭蓄态磷约占52 一 83 %

据研究
,

水稻从土壤取得 的磷
,

主要是靠磷酸铁供应的
。

前面提到南方水稻的基本特点之一是长期淹水
,

淹水所造成的化学特点之一是还原

作用强烈
。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
,

磷酸铁在淹水之后必然受到这种强烈的还原作用的影响
,

使磷酸高铁变为磷酸亚铁
,

这一作用
,

对土壤磷素的供应水平有很好的作用
,

因为这一转

化可使土壤磷的有效性提高
。

不仅如此
,

在淹水后
,

水解作用
,

土壤中二氧化碳的增加等都

可使土壤淹水后磷的有效性提高
,

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使闭蓄态磷的铁膜消失转化成有

效状态
。

因此淹水可使土壤中的磷有效性增加
。

反过来
,

在水稻收获时田面落干后
,

却可

以使土壤磷的有效性重新降低
。

水稻土中的磷都是和铁
、

铝
、

钙等结合的
,

它们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固体状态存在
,

所

以
,

磷 (和氮钾不同 )在土壤中运动很弱
。

因此掌握磷肥合理施用的基本依据是
:
( 1) 磷的

有效性在淹水和落干时不同
; ( 2) 磷在土壤中的运动很弱

。

2
。

礴肥合理施用原则

( 1) 在水早轮作条件下掌握
“

旱重水轻
”

的原则
:

所谓
“

旱重水轻
”

就是在一个轮作周

期中
,

磷肥要重点用在早作
。

原因有下列三点 ① 在水早轮作中
,

施在早作上的磷肥
,

对

下季水稻后效大
。

在早作收获后仍然残留在土壤里的 75 一90 %的磷肥
,

在种水稻淹水的

影响下有效性提高
,

对水稻仍有较好的肥效 (称为后效 )
。

② 施在水稻上的磷由于 下 一

季种早作田要落干
,

所 以残留在土壤中的磷对后作 ( 旱作 )后效一般较小
。

③ 由于 土 坡

的淹水情况和早作
、

水稻不同的生理特点
,

水稻和旱作对磷的需要是不同的
,

在同一块田

中不同作物对磷肥效果的大小
,

一般有如下次序
:

冬季绿肥作物 (包括豆科以及油菜
、

肥田萝 卜等 ) > 一般旱地豆科作物 > 大麦
、

小

麦 > 早稻 > 晚稻
。

因此
,

在南方绿肥双季稻轮作的情况下
,

应该对绿肥施足磷肥
,

早稻可 减少用量
,

晚稻

看情况适当补充就行了
。

这当然是对一般情况说的
,

如果是新垦红壤
,

磷素极其缺乏
,

对

晚稻也应重视磷肥 的施用
。

( 2) 磷肥要集中施用
:

由于磷在土壤中很难移动
,

而作物要能够吸收到所施磷肥必

须使根系和肥料接触
。

因此
,

磷肥要尽量施在根系密集的地方
。

同时在集中施用的情况



下
,

局部土壤得到的肥料比撤施时高得多
,

这不仅有利于保持较高的水溶性磷的浓度
,

而

且也有利于克服磷的固定作用
。

通常采用的磷的集中施用方法
,

如蘸秧根
、

塞秧克以及早

作的拌种
、

条施
、

穴施都是既简便又有效的办法
。

( 3) 磷肥要和有机肥料配合
:

南方的红壤 以及水稻土
,

由于铁铝含量高
,

所 以固定磷

的能力很强
,

把磷肥和腐熟良好的有机肥混合后再施到田里
,

由于在磷肥的颗粒周 围包裹

了一层有机肥料
,

这一层有机肥料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壤对磷肥的固定
,

从而提高磷肥的肥

效
。

一般可 以一斤磷肥和 3一 5斤腐熟 良好的有机肥拌和施用
。

( 4) 要注意氮磷配合
:

在同时缺乏氮磷的土壤上 (南方水稻土大部分如此 )
,

要注意

氮磷配合施用
。

因为在缺氮的情况下
,

磷肥由于受到氮素不足的限制
,

肥效是不能充分发

挥的
,

甚至即使在缺磷时
,

磷肥也可能效果不大
。

另一方面
,

氮磷配合也有利于氮肥肥效

的发挥
。

当氮磷配合时
,

增产效果要大于氮肥
、

磷肥单独施用的效果的总和
。

磷肥可以和

化学氮肥配合
,

也可 以和绿肥
、

人粪尿等有机氮肥配合
,

都能收到良好效果
。

( 5) 磷肥要作基肥施用
:

强调磷肥用作基肥
,

有以下几点原因
:

① 水稻生长 早 期

的分集和根系的发育都需要丰富的磷素
。

早期磷素的 良好供应对后期生长有 良好的作用
,

而早期磷素不足
,

虽后期追补
,

有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消除所造成的不良 影 响
。

② 作物

在生长后期
,

由于根系不断发展
,

主要靠土壤磷的供应
,

加上水稻淹水后
,

土壤本身磷的有

效性不断提高
。

所以前期磷素的供应更重要一些
。

③ 在生长后期追施 磷 肥
,

由于此时

根系已经向下伸展
,

追施的磷肥比较难于运动到根系密集的深度
。

④ 根系早期一 般 利

用磷的能力弱
,

对土壤磷利用较困难
。

因此
,

磷肥作基肥效果一般都比作追肥好
,

在不得

已的情况下作追肥施用时
,

也要尽可能采取措施使磷肥和根系接触
。

(三 )钾 肥

近年来
,

我国钾肥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

各地都陆续开展 了不少工作
。

但和氮
、

磷比

起来
,

目前资料还有待进一步积累
。

1
.

不同品种钾肥的肥效 我国常用的钾肥品种有氯化钾
、

硫酸钾
、

窑灰钾肥
、

钾钙肥

等等
。

在等钾量的基础上
,

不同钾肥大体上有相近的肥效
。

但由于副成份以及伴随离子

的不同
,

在不同情况下肥效略有差异
。

如在缺硅 ( 5 1) 的南方水稻土
,

窑灰钾肥比化学钾肥

稍好些
。

在还原性强的深脚水稻土中
,

硫酸钾比氯化钾差些
。

在配合有机绿肥的情况下
,

钾钙肥兼有钾肥和石灰的双重作用
。

对某些作物
,

如烟草
、

茶叶不宜施用氯化钾
。

在盐土

上也最好不用氯化钾
。

2
。

钾肥的施用时期 从多数试验结果看
,

钾肥作基肥一般较好
。

但是
,

对于漏水较

大的水稻土
,

也可以分两次施用
,

一半作基肥
,

一半作追肥
,

但追肥仍以早施为好
。

对于水

稻来说
,

钾素追肥最好不要迟于抽穗前25 一30 天
,

因为幼穗形成期缺钾
,

对产量影响较

大
。

在高产田施用较多氮肥时
,

一半钾肥最好在分萦盛期施用
。

3
.

钾肥的用里 在考虑钾肥用量时
,

要把有机肥中钾的因素考虑进去
,

因为有机肥

中
,

特别是秸秆物质
,

含钾较高而所含钾的肥效大体接近化学钾
。

根据一些试验资料看
,

如以 K
:
O作标准

,

一般每亩用量在 5一 10 斤为宜
,

这大约相当于 10 一 20 斤化学钾肥
。

4
。

注惫和氮
、

磷配合 从我国南方水稻土来说
,

首先是氮普遍较缺
,

其次是磷
,

再次

是钾
。

尽管少数地区不完全如此
。

所 以只有在氮磷基础上
,

钾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增产



效果
。

例如
,

在同一块田上
,

在低产的条件下
,

钾可能增产效果不大
,

但当其他条件 (包括

肥料条件 )跟上时
,

愈高产
,

钾的需要性愈大
。

这也说明在氮磷基础上施钾的重要性
。

5
.

施用方法 在早作上一般认为钾肥集中施用好
,

对于水稻
,

撒施和集中施用都可

以
。

由于在同一块田上
,

晚稻效果往往比早稻更大
,

故应重点用在晚稻上
。

我国是以有机肥为主的施肥制度
,

因此
,

必须重视有机肥的合理施用以及有机无机肥

的配合
,

这里只谈到化肥的合理施用
。

至于化学肥料氮
、

磷
、

钾相互配合
、

相互促进的问

题
,

在这里尚未谈到
,

这是要请读者注意的
。

改革小麦盖粪的旧习惯 建立新的施肥体系

陕西省农林学校农学专业组

在全党动员
,

大办农业
,

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大好形势下
,

肥料工作也必须适应加

速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和大幅度
、

持续增产的要求
。

实践证明
,

小麦等作物获得高产的重

要前提是饱施底肥和深翻
,

但在陕西关中西部地区有机肥料的施用至今仍以浮粪 (盖粪
、

冬苫
、

腊肥或追肥 )为主
。

关于盖粪的必要性历来就有不同的认识
。

考虑到小麦约占总耕

地面积 的一半以上
,

常年积肥
、

施肥所用的劳力也占总劳力的一半以上
,

因此
,

明确盖粪

的利弊和它在整个施肥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

实现合理施肥
,

不仅对当季小麦增产
,

而且

对稳产
、

高产基本农田的建设也有重大作用
。

据了解
,

改浮粪为底粪 的主要困难在于
:

( 1) 有的认为
,

为了保暖防冻
,

必须盖粪
。

( 2) 粪肥不足
。

( 3) 秋收夏种时间紧
,

有粪也上不进去
。

其中实现改浮粪为底粪的关键

在于盖粪的保暖防冻作用究竟如何
,

如果不是非盖不可
,

另外两个困难才有必要创造条件

加以解决
。

为此根据 1 9 6 1一 1 9 6 5年的试验观测结果
,

结合近年的生产实践
,

提出一些粗浅

看法供参考
。

一
、

关于小麦盖粪作用的分析

1
.

益粪的保暖防冻作用问厄 有的试验报告指出
,

施
“

蒙头粪
”

约可提高地 温 0
.

6一

3
.

O
O

C
。

但据本试验连续五年
、

累计 25 天
、

共约两千次的实测结果
,

并未得到证实
。

试验

一致表明
, 5 及 15 厘米深处的地温

,

盖粪与不盖并无明显差别
。

按照大 田施肥水平
,

每亩

盖施土粪以四方计
,

理论上的平均厚度约为六毫米
。

因此想用很薄的一层土粪来保住地

温是有困难的
。

通常认为马粪是热性肥料
,

适于崔盖用
。

但据侧定
,

盖施腐熟马粪后
,

在多数情况

下
,

即或中午时的地面温度较不盖处理的略高 0
.

3一 1
.

S
O

C
,

但因有机质层不与下面土

壤密接
,

热量不易传导至下层
,

以至 5 及 15 厘米深处的温度反而略低于不盖处理 ( 。
.

2一

。
.

7
O

C )
。

清晨
,

由于覆盖的保温作用
,

热量不易散发
,

因而 5及 15 厘米处地温略高。
.

1一

。 , 6
O

C
,

但 日平均 温度仍基本相同
。

因此
,

用有机肥覆盖耕地
,

只是减少地温的日较差
,

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