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生产的飞跃
,

作出 巨大的贡献
。

但是
,

长期以来
,

土壤学研究一直未能摆脱相对静态

和定性的研究阶段
。

近年来
,

随着对土壤微观结构的进一步了解和数学的渗入
,

国外土壤

学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

当前国外土壤科学十分重视土壤过程的动力学研究
,

逐步由定性走向定量
,

并企图预

测预控一些土壤肥力因素的变化
。

在土壤水分方面
,

已广泛应用能量观点和数学方法定量

地研究土壤水分运行规律
,

对某些土壤已提出较精确的数学模式
,

并开始根据水分运行势

能的变化
,

应用电子计算机 自动控制土壤水分
。

在养分供应方面
,

根据能量概念和化学动

力学原理
,

用系统分析的方法
,

已提出了一些养分从土壤到根系这一过程的数学模式
。

目

前正从土壤养分的容量
、

强度和
.

土壤缓冲性三个方面探求这三个 因素的统一数量指标
,

以

求实现对土壤养分的预测预控
。

另一方面是积极开展实验土壤学的研究
,

把土壤发生
、

分类的研究从静态的
、

宏观的

描述转到动态过程和数量化的基础上来
。

同时
,

在测试手段中大量采用物理
、

数学方法
,

使分析测试已大部分仪器化
、

自动化
,

甚至子遥感技术化
,

不但快速准确
,

而且使许多以前

不能用传统方法研究的问题成为可能
。

二十八年来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我国土壤科学工作有 了较大的发展
,

在土壤

资源调查
、

低产土壤改良
、

高产土壤培育以及合理施肥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

积累了

不少科学资料
。

我国农民群众在生产实践 中
,

又有着丰富的改土培肥的经验和创造
。

但 由

于刘少奇
、

林彪
、

特别是
“
四人帮

”

反党集团的干扰
、

破坏
,

我国土壤科学工作仍然是比较落

后的
。

但是
, “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

有在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

归物的决心
,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能力
” 。

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

有华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

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

我们还有种类繁多的土壤和亿万劳动人

民丰富的生产经验
,

这对土壤科学研究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

全国土壤科学工作者
,

团结起

来
,

努力奋斗
,

尽快把我国的土壤科学搞上去
,

在本世纪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

使我

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工作
,

走在世界的前列
,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

完达山北部地区白浆土磷肥肥效问题

苏 德 赦

以往黑龙江省东部完达 山北部地区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对磷肥认识不足
,

施用较少
。

1 9 6 2年农垦部连年拨给大量进行试验用的磷肥
,

在一些重点机械化连 队
,

进行了大面积

的机械化生产试验
,

增产效果显著
。

施用磷肥面积逐渐扩大
,

施用量不断增加
,

现将试验

结果综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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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砂 磷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本区白浆土施用磷肥对小麦
、

玉米和大豆三大作物均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但又因各作

物的生物学特性不同
,

而对磷肥的需求和吸收能力各异 (表 1 )
。

磷肥对玉米增产效果较

显著
,

每斤过磷酸钙增产 4
.

8一 7斤
,

其次为小麦
,

每斤过磷酸钙增产 1一 5斤
,

再次为大豆
,

每斤过磷酸钙增产 1
.

7一 2
.

7斤
。

在肥力较低的岗地白浆上增产幅度较大
。

磷肥增产的原

因
,

不外是白浆土冷浆
,

前期土温低
,

微生物 活动微弱
,

速效磷释放少
,

施磷补充了白浆

土的有效磷素
,

促使小麦
、

玉米次生根增多
,

根重增加 2一 4倍
,

加速了幼苗生育
。

大豆施用

磷肥
,

不但支根增多
,

而且单株根重和根瘤重也增加
,

为增产奠定了基础
。

表 1 磷 肥 对 不 同作 物 的 增 产 效 果

作作 物物 处 理理 亩 产 ( 斤 ))) 增 产 ( 肠 ))) 每斤磷肥 增产产 土 壤 种 类类
2222222 1 2

一

22222 〔斤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74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小小小 过 磷酸钙 15 斤斤斤 2 2
。

111 2
。

5666 草甸 白浆 土土

麦麦麦 对照照照照照照

过过过磷酸钙 20 斤斤 2 6 7
。

777 1 7
。

444
’

2
。

155555

对对对 照照 2 2 4
.

777777777

过过过磷酸钙 30 斤斤 2 19
。

999 1 7
。

111 1
。

0 77777

对对对 照照 1 8 7
。

999999999

过过过磷酸钙 16 斤斤 3 5 0
.

000 2 9
。

222 4
.

9 333 岗地白浆土土

对对对照照 2 7 1
。

111111111

过过过磷酸钙 2`斤斤 2 6 3
.

555 2 9
。

555 2 。 5 00000

对对对照照 2 0 3
。

555555555

玉玉玉 过磷酸钙 1 5斤斤 理8 6
。

000 2 7
。

777 7
。

0 555 草甸 白浆 土土

米米米 对照照 3 82
。

仓仓仓仓仓

过过过磷酸钙 30 斤斤 5 7 2
.

000 3 3
。

777 4
。

ROOOOO

对对对照照 峨2 8
。

OOOOOOOOO

大大大 过磷酸钙 10 斤斤 3 34
。

222 8
。

666 2
。

6 55555

呈呈呈 对 照照 3 0 7
。

777777777

过过过磷酸钙 2 0斤斤 3 1 9
。

222 1 1
。

666 1
。

6 77777

对对对照照 2 8 5
。

999999999

二
、

磷肥对作物生育性状及产量构成因素的作用

1
。

施用磷肥对小麦生育期的影响

历年试验结果证明
,

在白浆土上施用磷肥
,

可促进植株生长健壮
,

加速生育
,

缩短生

育期 〔表 2 )
。

出苗期施用磷肥与对照一致
,

而其它各生育期
,

施用磷肥较对照有提早的趋势
,

除

」96 。年由于受涝未能显示 出磷肥对小麦的生育影响外
, 一般施用磷肥都较对照提早成熟

2一 4天
。

2
。

施用磷肥对小麦生长的影晌

小麦施用磷肥从三叶期开始就表现出幼苗生育健壮
,

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分孽期
。



表2 施 用 磷 肥 对 小 麦 生 育 期 的 影 响

凡是施用磷肥的处理
,

其叶色 由浅绿转为绿色
,

生长整齐
,

旺盛
,

植株比对照高出 1
.

3一

2
.

。厘米
,

开花期植株比对照高出了一 1 8厘米
,

这时叶色又转为浅绿色
。

如配合氮肥
,

其叶

色则随着磷肥用量的增加而转浓 (表 3 )
。

分孽期更显得浓绿
,

并可一直延续到开花期
。

磷

肥与氮肥配合施用时分孽期植株比对照高出 2一 3
.

5厘米
,

开花期比对照高出 11 一 18 厘米
,

由此可知单施磷肥不如氮磷配合效果好
。

表 3 磷 肥 对 小 麦 生 长 的 影 响

爽

株高 (厘米 ) 株高 (厘米 )

绿绿

绿绿绿

浅黄

绿绿绿

绿绿绿绿

浓浓浅

过 磷 酸 钙 15 斤

过 磷 酸 钙 30 斤

过磷酸钙 15 斤 十 硫酸馁 1 5斤

过磷 酸钙 15 斤 十硫酸 嫂 30 斤

过磷酸钙 30 斤 + 硫酸馁 15 斤

过磷酸钙 30 斤 + 硫酸铁 30 斤

对 照 {
.. ... .. .白 .. .. 一一一 一

~
. . .. .. .. .. .. .. .. .. .. .. 一一一一 一一

~
.. .. .

~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
. . ..

~
.....

1 1
。

8

12
。

5

12
。

5

13
。

0

1 3
.

6

1 4
。

0

1 0
。

5

9 0
.

0

9 2
。

5

9 4
。

0

9 8
。

0

9 9
。

0

10 1
。

0

8 3
。

0

浓 绿

3
.

磷肥对小麦农艺性状 的影响

通过历年试验证明
,

由于施用磷肥改善了小麦农艺性状 (表 4 )
。

如有效分孽增加 1一

1 4%
,

穗长增加 0
.

4一 1
.

0厘米
,

主茎穗粒数增多 1
.

7一 3
.

4粒
,

千粒重提高 0
.

7一 4
.

0克
,

亩

增产 2 8
.

7一 69
.

。斤
,

提高单产 1 3
.

7一 2 8
.

了%
。

4
.

磷肥对千物质积累的影响

磷是植物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

由于增施磷肥调节了植物生理转化过程
,

促进作物的

旺盛生长 (表
、

5 )
。



表4 磷 肥 对 小 麦 农 艺 性 状 的 影 响

注
:

施磷肥处理的磷肥为过磷酸钙`P : 05 6 市斤 /亩 )

从表5 可以看 出
,

由于施用磷肥加速了大豆苗期的生长
,

比对照生长快 1
.

4倍
,

植株增

高 3
.

2厘米
,

单株鲜重增加 .1 9克
,

单株干重增加 .0 59 克
,

根系干重提高 27
.

5%
,

单株叶面积

增加 50 %
,

叶面积指数提高 47 招写
,

光合与同化作用加强
,

从而为大豆生长发育和产量

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

表 5 磷肥对大豆苗期光合和 同化及干物质积累的作用

· 理 ` 。

{丫
{火

.

…默 :口比瞥
’

…洲
覆沙

凳
` 酸钙 “ 。

镇…
,

;: :: …: :: …: :: …
1

::::…:::: …::;: …; :; …: ::

三
、

磷肥效果与施用技术的关系

为了发挥磷肥的增产效果
,

必须因土
,

因作物和肥料的特性来施用
,

掌握三者之间的

关系
,

运用相应的施肥技术
,

便能获得较大的增产效果
。

1
.

磷肥施用方法肥效比较

每亩施用过磷酸钙 20 一 30 斤
,

由于所采取的方法不同
,

而所获得的增产效果也不一样
(表 6 )

。

从表 6 可以看出
,

比较基肥
、

种肥和追肥的三种施肥方法
,

基肥和种肥增产效果较明

显
,

两者增产各为 41
.

9写和 4 0
.

4%
,

追肥效果稍次
,

但也较显著
。

分析其原因不外受当地

土壤— 气候条件所左右
。

春季土壤温度较低
,

微生物活动微弱
,

土壤速效磷含量低
,

采

取基肥和种肥的施用方法
,

用肥集中且经济
,

便于幼苗根系吸收
,

增强了土壤供肥强度
,

减



表 6 玉米磷肥做种肥基肥与追肥效果 比较

株 高

(厘米 )

穗 长

(厘米 )

秃顶长

(厘 米 )

秃尖率

(% )

穗粒数 百粒重

(克 )

亩 产 增 产

(个 )(斤 )

亩增产

(斤 )(% )

:: ::::
4 4 1

。

0

2 91
。

6

下 ::: :::: :::称追 肥

(鹭
磷

盟
_

:::::… ::::… :::… ; ::… :::::… ::::… :; :::…
丁 4`

…
3 3

·

7

少了玉米紫苗率
,

缩短了缓苗期
,

使幼苗生育茁壮
。

目前大面积机械化生产
,

多采用种肥
,

播种施肥作业一同进行
,

大大的降低了成本
,

增产的效果良好
。

2
.

白浆土氮磷配合比例

氮磷是作物生长发育所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

作物对氮磷的吸收是互相促进的
,

氮素

营养状况制约着对磷素的吸收
,

施用磷肥配合适宜比例的氮肥能显著的提高磷肥的增产

效果 (表 7 )
。

表 了 氮 磷 肥 配 合 比 例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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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6为亩施硫酸馁 3
、

6市斤
,

P 。
、

P S 为亩施过磷酸钙 3
、

6 市斤
。

2
.

供试作物为小麦
。

从表 7 可 以看出
,

白浆土上单施氮肥不如单施磷肥
,

而氮磷配合施用均好于单施处

理
。

配合 比例以多磷少氮好于氮磷同等数量
,

而氮磷同等数量又优于多氮少磷
,

白浆土

施肥效果大致是多磷少氮 > 单施磷 > 氮磷同量 > 多氮少磷> 单施氮
。

现在本区白浆土开

荒生产已二十多年
,

由子前十年连年增施磷肥
,

土壤中全磷量比开荒初期 已有所累积
,

速

效磷稍有增加
,

目前单施磷肥不如氮磷配合效果好
。

但氮磷配合为 1比 1
.

5到 2 效果最显

著
。

3
.

磷肥不同用量增产的效果

磷肥的施用量不同
,

其增产效果也不 同
。

因此
,

必须针对不同土壤
、

作物等条件
,

找出

经济合理的施用量
,

才能达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表 8 )
。

从表 8可知
,

玉米单施磷肥
,

其增产百分率随施肥量的加多而增大
,

当施肥量增加到

每亩知斤以上时
,

其增产量有所减少
,

在 目前生产水平条件和磷肥不足的情况下 , 如从每



表 吕 磷肥不同月量对主米的增产效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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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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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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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钙钙钙钙股酸酸酸酸磷磷磷磷磷过过过过过对

斤磷肥增产粮食的经济效益来衡量
,

以每亩施用 10 一 20 斤较为经济
,

如从
“

广积粮
”

的角

度来考虑施肥量就要增加到 4 。斤
6

.4 磷肥不同施肥深度的增产效果

施肥部位的不同
,

对作物有较明显的影响
,

但施用在哪一部位 比较合适
,

必须根据作

物根系生长发育特点
,

根系吸收能力以及土壤和肥料供肥特性来决定
。

白浆土地区
,

由于

前期低温
,

速效磷贫乏
,

幼苗根系发育还不十分健壮
,

80 %左右的根系都集中于 7一名厘米

的耕层内
,

再加上磷肥移动性小
,

因而磷肥应施在近根际处
,

有较明显的增产效果 (表 9 )
。

表 9 磷肥不同施肥深度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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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磷 酸 钙 与 种 子 同 深 度

过磷酸钙施 于种下 5 厘米处

过磷酸钙 施 于 种 下 10 厘米
处 (对照 )

过磷酸钙 施于种下 15厘米处

从表 9 来看
,

磷肥施在小麦种子同一深度或施于种下 5 厘米左右
,

都能获得较好的增

产效果
。

如将过磷酸钙施于种下 10 厘米处
,

不利于小麦根群的吸收
。

5
.

磷肥品种效果比较

不同磷肥品种
,

其增产效果不同
,

以下为过磷酸钙和磷酸按肥效比较结果 (表 1。 )
。

表 10 磷 肥 品 种 对 小 麦 增 产效 果

增一产一11

析一310235201

一田一重粒克千

今
处

一
\ 卜 \ 株 高 } 穗 长 } 穗 粒 数

理 卜 \ \

态 酸 住 12 斤

(厘米 ) } (厘米 ) } ( 个 ) (% )

过 磷

对

酸 钙 14 斤

照

一

…三一口
5 3

。

9

1 6
。

8

从表 1 0小麦的株高
、

穗长
、

穗粒数
、

千粒重和亩产量看
,

施用磷肥的都显著的高于对

虽然两种磷肥施用的磷素含量相等
,

但磷酸按是氮磷复合肥料
,

小麦在满足氮肥的



基础上更能充分发挥磷肥的作用
。

6
.

磷肥的后效

在 白浆土上施用过磷酸钙
,

不仅当年作物显著增产
,

而后作也有增产效益
。

据观察
,

后作小麦未施磷肥的 (对照 )亩产25 8
.

2斤
,

施磷肥的为 2 83 斤
,

由于磷肥的残效增产9
.

6%
。

至于磷肥后效延续的时间
,

效用的大小 以及合理的轮流施肥等
,

尚需进一步探讨
。

但为

了充分发挥磷肥的增产效果
,

不可在同一地号上连年单施磷肥
。

根据作物的需要和土壤

的供肥强度确定磷肥需用量
,

并配合氮肥和有机肥料
,

将更能发挥磷肥的增产作用
。

四
、

结 语

磷肥在 白浆土上对小麦
、

玉米和大豆均有显著增产效果
。

每斤过磷酸钙可增产小麦

1一 5斤
,

玉米 4
.

8一 7斤
,

大豆 1
.

7一 2
.

7斤
。

分析其原因
,

主要是自浆土速效磷素贫乏
,

增

施磷肥加速幼苗的生长发育
,

小麦玉米增多次生根
,

大豆增多支根和根瘤数
,

并缩短生育

期
,

提早成熟 2一 4天
。

在施肥方法上
,

基肥优于种肥
,

种肥好于追肥
,

以颗粒状形态施用

于根际
,

利于作物根系吸收
,

减少土壤固定
。

施用磷肥配合一定比例的氮肥好于单施磷

肥
,

其氮磷配合纯量比
,

小麦为 1 : 1
.

5一 2更能发挥磷肥的增产作用
。

磷肥的施用量
,

在 目

前生产水平和磷肥不足的情况下
,

亩施用以10 一20 斤为宜
,

在磷肥品种上
,

氮磷复合肥

料优于单一磷肥
。

不要连年在同一地号单施磷肥
,

必须根据作物的需肥和土壤供肥能力
,

配合一定比例的氮肥
,

正确制定合理的施肥制度
。

过 磷 酸钙 与钙 镁 磷 肥 的一

当 季 肥 效 及 其 后 效 试 验

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公社孟排 大队科研站

河南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驻 孟排基点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 引下
,

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展开
,

我们孟排大队
,

为了探索粮食

增产的途径
,

于 1 9 7 5年秋对全大队的耕层土壤作 了全面普查
,

发现土壤有效磷含量较低
,

直接影响粮食的高产再高产
,

特别是第六生产队有一块
“

抓金板
”

地
,

有效磷含量最低
,

仅 3
.

SP p m
。

从 1 9 7 2年起连续三年来
,

麦播时底肥每亩施粗肥 5一 7方
,

碳馁 30 一 50 斤
,

追施

碳按每亩 70 一 80 斤
,

灌水适时
,

小麦产量总是停留在 30 0一 4 00 斤的水平
。

针对上述情况
,

第六生产队科研组为了改良这块多年低产的
“

抓金板
”

地
,

结合土壤

极缺磷的特点和大队科研站的同志一起安排了过磷酸钙与钙镁磷肥的肥效实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