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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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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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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水稻
、

小麦氮肥用 , 的有关参数的选定

朱 兆 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为了提高抓肥的增产效果所应考虑的问题
,

因盆

肥供应水平的不同而异
。

例如
,

在氮肥供应水平低时
,

主要是提高盆肥的利用率
。

而在氮肥供应充足时
,

除

了提高犯肥的利用率外
,

确定盆肥的适宜用量也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对后者来说
,

最根本的途径是针

对不同农业气候区和土坡类型
、

轮作制度
、

以及作物的

种类和季别
,

进行多点多年的扭肥用盆的田间试脸
。

另

一方面
,

也可 以根据为达到一定产 t 时作物的需氮 t
,

以及土城的供龙 l 和龙 肥 的 利 用率
,

对犯肥的施用

t 作出估算〔1
,
2 〕 , 对于我国来说

,

还应当考虑到当季

所施用的有机肥料的盆素供应 〔 3〕
。

这种估算 方 法有

助于氮肥用 t 的田间试脸结果在不同条件下的推广应

用
。

下面将对国内有关报告中的一些田间试脸结果加

以汇集
、

改算和整理
,

以提供一些在估算水稻和小麦的

纽肥用t 时的参数
。

实际上
,

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间

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一
、

水招和小安的姗氮 ,

谷类作物的需掘 t 是根据产最目标
,

和为生产 1

吨籽粒在收获时地上部分所需累积的氮量来估 算 的
。

相对说来
,

作物的需姐盆是比较容易估算的
。

表 1 是每

生产 1吨籽粒时
,

水稻和小麦地上部分所藉只积盆 t

的统计结果
。

从平均值来看
,

每生产 1吨稻谷和麦粒
,

作

物地上部分分别猫要爪积 20 公斤和24 一 29 公斤扭
,

等

于或接近于其他报告的数值〔们
。

表中的数据
,

在水稻

方面
,

除两个为天津的以外
,

其余皆为南方稻区的资

料
。

小麦的74 个数据中
,

有5s 个为北方麦区的资料
,

其

中有 6 个为春小麦
,

其余皆为冬小麦
。

从表 1来看
,

北

方麦区每生产 1 吨小麦地上部分所摇累积的氮量似有

略高于南方麦区的趋势
, 6 个春小麦的平均数更达到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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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每生产 1吨稻谷
、

麦牧
,

作物地上部分所据累积的氮 t ( 田 间试脸 》

试 脸 地 区 产盈 (吨 /公顷 )
收获时地上部分 爪积犯 t

(公斤 N /吨 籽粒 )
参考文献

天津
、

江苏
、

江西
、

湖南
、

广西 5
。
9 8 土 1

。
1 8 赢万获; 一习 l 一 8

小 亥
、

河北
、

河南
、

、

江苏
3

。

7 6士 l
。
5 9 2 7

。

5 士 4
。

3 ( n 二 7 4 ) 9 一 17
京东北山X西宁映浪西内山

3
。
6 4 士 1

。

8 5 2 8
。

8 土 4
。

l ( n 二 5 3 )

2 6
。

8 一 2 7
。

0

9 一 16

4
。

0 8 士 0
。

3 1 2 4
。
2 士 2

。
8 ( n 二 2 1 )

2 4
。

0 士 3
.

8 ( n 二 1 6 )

17

1 9

5
。

2 8 士 0
。

3 2 2 6
.

1 土 2
,

6 ( n 二 6 )

方州京海州北徐甫苏上

注 : 表列数姻系平均值 士标准差
。

, 考 文 献

(1 》 T翔主偏 , 1今6 1
,

中国水稻栽堵学
,

3 68 页
,

农业出

版社
,

北京
。

( 2 ) 刘茂林等 , 1 9 6 5
,

土城学报
,

23 : 3 3 7一 3 3 9
.

(3 》 苏州地区农科所
,

1 9 6 3
,

未刊资料
。

( 4 ) 朱兆 良
,

1 9 7 4一 1 9 7 6
,

未刊资料
-

( 5 ) 有其族娜
, x 9 7 8

,

未刊资料
-

( 6 ) 像景华
,

罗盛愧
,

1 9 6 2
,

未刊资料
。

( 7 ) 翻育农科所
,

1 9 5 9
,

未刊资料
.

( 8) 广西农科所
,

19 6 3
,

土城犯料科学研究资料汇编
,

第 2 期
,

42 5一 4 3 4

( 9) 内旅古农科所
,

1 9 6 3
,

同上
,

4 75 一4 8 .5

《 1 0) 吴祖堂
,
1 9 6 4

,

宁X 农 业科学通讯
,

第 3 期
,
3 7一 40

。

《1 1) 陈尚道等
,

1 9 64
,

中国农科院土肥 所 年 报
,

第 `

期
, 1 9 7一 2 0 1

。

《12 》 赵哲权
,

刘宗衡
, 1 9 62

,

未刊资料
。

( 1 3 ) 映西 农科院土肥所化肥组
,

19 6 4
,

中国农科院映西

分院 19 6 3年科学研究资料汇偏 (土城犯料分册 )
,
3 6一 4 .7

( 14 ) 马X 禅等
,

1 97 8
,

未刊资料
。

《15 ) 卓明贵
。

1 9 7 9
,

河南土城学会会刊
。

第 1期
.

83 一 91
,

( 26 ) . 理 等
,

1 97 9
,

未刊资料
。

《 17) 江苏农科 院土肥系
,

1 95 9
,

未刊资料
。

( 18 ) 蒋仁成
,

李抽民
,

1 0 8 1
,

江苏农业科学
,

第 3 期
,

1一 7
0

( 19 ) 汤遵 漪等
,

19 7 9
,

土城
,

第 2 期
,

5 5一 61
。

《 2 0 ) 上海农科院土肥 所
,

10 7 8一 19 8 0
,

未 刊资料
。

3 0
.

5公斤
,

高予北方麦区的平均数
。

除了属于生长正

常者外
,

用来进行统计的数据中
,

也包括少数无氮区和

盆肥用盆很低时的结果
,

在这种情况下
,

每生产 1 吨籽

实收获时地上部分所盆爪积的氮 t 比上述平均 值 少
。

但是
,

另一方面
,

统计数据中也包括了扭 肥 用 量 较

高
,

而产 t 却不高的一些结果
,
此时

,

计得的每生产 1

吨籽实收获时地上部分所孺只积的盆量则偏高
。

这两

种偏差在汇总统计中
,

可以得到部分的抵消
,

从而使

得上述的平均值比较接近于生长正常情况 下 的 需 盆

t
。

二
、

土滚对当攀作 . 的供氮 ,

土城对当季作物所能供应的扭 t
,

包括当季作物

临种前土坡中巳经累积的矿质笼 t
,

和在当季作物生

长期间土城盆素的矿化盈
。

前者对于休闲后种植的作

物来说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但是
,

在我国南方地区连

续种植作物的轮作制下
,

前作收获后残留在土坡中的

矿质氮t 很少
,

土集对当季作物的供应氮 l
,

基本上

决定于在此生长季中土城扭素的矿化 t 〔其中包括了

对前季作物施用的有机肥料的残效 )
。

本文主要讨论这

后一种情况
。

关于土坡供扭t 顶侧方法的研究
,

已经积爪了许

多文献
。

但是
,

至今仍然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
、

通用而

简便的方法
。

本文暂且选用土坡全抓含 t 作为一个相

对指标
,

因为它是最常见的土城分析数据之一
。

为了

从土城全抓含 t 估算出土城对当季作物的供扭 t
,

摇

要有一个换算系效
。

为此
,

我们计算了土城对一季作

物的供笼 t (以收获时无扭区地上部分爪积犯 t 计 )占

拱层土城全扭储 t 的百分率
,

以此作为换算系致
,

其

数值的大小羞本上决定于土城扭素的矿化系数
。

兹将

换算系数的统计结果列于表 2
。

结果表明
,

土坡对作

物的供拓 t
,

因作物的种类和季别的不同而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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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收获时无氮区作物地上部分泉积氮 t( Np) 及其占拱层土琅全氮储 t( N s) 的百分率 《田 间试 .》

作作 钧钧 试 脸 地 区区 Np( 公斤 N/公城))) Np/ N
s( %))) 参考文献献

单单 季 晚 相相 苏州( 爽水型水相土))) 10 7土 1111 3
。

0 3士 0
。

6 2( n =3))) 1 s e333

双双 季 早 梢梢 同 上上 6 6
。

8 士 1 4
。

111 1
。

8 3士 0
。

3 1( n二 7))) 444

苏苏苏 州( 不 同土城 》》 6 5
。

8 士 1 1
。

1 999
。

94士 0
。

53( n二 9))) 555

浙浙浙 江( 不 同土搜 》》 6 7
。

6 土8 ]
。

222 1
。

8 8 士 0
。

5 5( n =2 4))) 666

小小 交交 徐州《不 同土城))) 3 1
。

9士 5
。

666 1
。

9 5士 0
。

3 1( n =7))) 777

注 :表列数据系平均值 士标准差
。

耕层( 0一加皿米)
,

土 ! 以30 万 斤计
。

《5) 洛遵 谱
, 19 7 9

,

未刊资料
。

, 考 文 嗽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人 队 《 6) 浙江省农科院中心实脸室速扭组
、

浙江省农科院中

(1 ) 刘茂林等
,

1 9 6 5
,

土城学报
,

1 3 : 3 3 7一3 3.
。

心实脸室
、

断江有农科院土肥所
, 1 9 6 4一 19 7 4

,

科学研究资

《 2) 苏州地区农料所
,

1 9 6 3
,

未刊资料
。

料汇 .
,

化学 分析部分
,

1一 1`

《 3 》 陈荣业
,

19 8 0
,

未刊资料
。 《 1 7) 蒋仁成

,

李德民
,

1 9 8 1
,

江苏农业科学
,

第 3 期

( 4 ) 朱兆良等
,

1 9 7 8 , 土城学报
,

1 5 : 1 2 6一 1 37
。

1一 7
.

差别
。

例如
,

在苏州地区的爽水型水稻土上
,

土坡对单

季晚稻所供应的笼 t 及其占拱层土城全氮的百分 率
,

远比双季早稻为高
。

这与前者的生长期长
、

生长期间的

有效积沮高有关〔 5〕
。

因此
,

应根据作物的种类及其季

别
,

分别进行换算系数的侧定
。

关于双季早稻
,

表中三篇报告的平均值非常接近
,

约为1
.

9%
。

因此
,

我们可以采用此值作为换算系数
,

由土城的全扭含 t 粗略地估计出土城的供扭t
。

但是
,

每个平均值的标准差都比较大
,

因此
,

为了提高预侧

的准确性
,

还浦要考虑到影响土城撅素矿化的其他因

素
。

对同一类爽水型水稻土来说
,

表中的数据是在茬 口

相同
、

但年份和品种都不相同的情况下得到的
,

其平均

值的变异系效为16
.

9%
。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年份和不

同品种之间
,

在水稻的全生育期中土城有效积沮的不

同所致
。

例如
,

在双季早稻中生育期长的品种要比生

育期短的品种多生长十多天
,

耕层土城的有效积温 〔日

土温扣除 15 ℃ )可相差一百多度
,

而根据 19 78年在无锡

的田间观侧
,

双季早稻在其大田生长期中耕层土族的

有效积温总计为 674 度〔的
。

因此
,

水稻生育期间耕层

土城的有效积温应该是确定换算 系 数 数 值的一个参

致
。

目前还缺乏前作为豆科绿肥时土搜对水稻供应氮

t 的数据
,

这有待于补充
。

对于不同类型的水稻土来

说
,

.

如表 2 所示
,

平均值的变异系数还更大一些
,

对

苏州地区和浙江省不同土坡来说
,

分别达到 27
.

3% 和

粉
。

3%
。

这显然与不同类型土城的盆素矿 化特 性 不

同有关
。

用新鲜土进行的水稻盆栽试脸表明
,

囊水型

水相土的红素表观矿化系效
,

比排水条件好的爽水型

水稻土和白土要低得多〔7 〕 。

因此
,

按照土城类型
,

分

别取得换算系数平均值
,

将可提高预洲的准确性
。

而

且
,

这种作法还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不同土城之间
,

因耕层以下土城的供扭 t 的不同对预侧结果带来的误

差
。

三
、

氮肥和有机砚料红的当攀利用率

由于土城的供盆 l 是以无撼区作物地上部分累积

氮 t 来计算的
,

所以在估计抓肥和有机肥料扭的当季

利用率时
,

应当采用差值法得出的田间结果
,

而不能

用
’ “ N 示踪法的结果

。

在水稻和小麦上
,

硫按和不同有机肥料扭的当季

利用率的统计结果列于表 3
。

有机肥料撼的当季利用率的田 间观测结果为数很

少
,

有待进一步的补充
。

表中不同有机肥料氮的当季利

用率的平均值
,

都带有比较大的标准差
,

看来
,

这与有

机肥料本身的质 t 差别很大有关 , 至于豆科绿肥
,

则

可能与其种类和压青时期的不同有关
。

表 3 中硫按的氮素利用率大多是在分次施用下的

结果
,

不包括深施的数据
。

看来
,

以 5 0%作为其盆素

的当季利用率是适宜的
。

但是
,

在石灰性土城上表施

时
,

其利用率将会显著低于此值
。

此外
,

如果早地土壤

的墒情不好
,

或土城的礴
、

钾等养分的供应水平低时
,

由于影响了作物的生长
,

都会引起氮肥利用率的降低
。

碳按和尿紊是我国的主要氮肥品种
,

但是
,

用差

值法洲定其氮素利用率的田间结果却不多
,

收集到的

少 t 数据的统计结果列于表 4
。

碳按在水稻上表施时氮

1寻8



表 3硫铁和有机肥料氮的当季利用率 (% ) (田 间试脸
,

差值 法 )

豆 科 绿 肥 堆 肥 和 沤 肥

5 ,
’
6士 ”

’ 5`
”

3 , ,

】
2 5” 土 ’ 。

·

2` ” “ ’ 。 ,

5 0 。 8 土 1 9
。

3 ( n = 3 1 ) { 一

1 4
.

7土 8
。
8 ( 。 二 1 2 ) 1 5

。

0士 5
。
7 ( n “ 1 5 )

2 0
.

0士 1 1
。 3 ( n = 5 )

稻麦水小

注 : 表列数据系平均值 士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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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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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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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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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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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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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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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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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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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娜 农业 科技
,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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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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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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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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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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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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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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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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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碳 铁 和 尿 紊 的 氮 紊 利 用 率 ( % ) <田 间试脸
,

差值法 )

作作 物物 施 用 方 法法 碟 胺胺 尿 素素

水水 稻稻 表 施施 2 9
。

5 士 7
。
4 ( n = 6 )))))

很很很 施施 4 8
。

0士 8
。 l ( ” = 4 )))))

小小 表表 拾前提早施用和分次施 (非箱 溉地 ))) 1 6
。

2 士 7 9 ( n 二 8 )))))

同同同 上 (祖 蔽地 ))) 3 4
.

0 土 1 5
。

6 ( n 二 1 2 )))))

表表表 施施施 3 1
。

3
,
3 6

.

8 ( n = 2 )))

墓墓墓肥深施和分次施施施 50
。

4士 8 。
9 ( n 二 1 1 )))

注
,

表 列数据 系平均值 士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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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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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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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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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利用率为 2 9 %
,

混施时可 以提高到4 8%
。

但是
,

数据

都太少
。

小麦对碳按和尿素的抓素利用率数据也只是

在石灰性土城上得到的
,

而且
,

试验点也很少
。

在无

租长条件下
,

碳按的扭素利用率只有 16 %
,

在灌溉条

件下则可 以达到34 %
。

尿紊表施时
,

其利用率为 31 一
3 7%

,

作基肥深施或分次施用时则可 以达到50 %
。

碘

钱和尿素粒肥深施是提高其盆素利用率的有效 措 施
,

但是
,

用差值法在田间侧得的利用率数据也很少
。

有的

139



报告指出
,

碳按或尿素粒肥深施时
,

大约可比粉肥分

次施用或表施时减少三分之一的用量〔8 ,
9〕①

。

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有机肥料的种类和质量有很

大的差别
,
而且有机肥料抓的当季利用率还受到水热

条件的显著影响
,

同时还考虑到盆肥的利用率也受到

土城性质
、

气候条件
、

施用技术和田间管理等许多因子

的影响
,

因此
,

针对本地区的情况取得田间条件下用差

值法计得的有机肥料和掘肥的平均氮素利用率
,

将有

助于更准确地估算盆肥的适宜用 t
。

但是
,

也应当指

出
,

如果测得的氮肥利用率显著低于应该达到的数值

(例如 50 % )
,

则表明在提高笼肥利用率方面还有相当

大的潜力
,
因而描要对所采取的施肥和田间管理技术

加以研究和改进
,

以使盆肥的效果得到更好的发挥
。

至

于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提高氮肥利用率的问题
,

则不

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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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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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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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蔡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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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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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扭肥效果的影响
。

国际水稻土学术讨 论会文集
,
7 9 3一 7”

1 98 1
-

〔幻 吴金桂
、

娄德仁
,

提 高尿素化肥利用率的研究
。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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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期
,
2 0一 2 4

,
1 97 8

.

〔9〕 侯传庆
,

碳按拉肥深施对夏 熟作物的增产效果
。

土

城
,

第 1 期 , 4一 9
,

1 9 8 0
.

水稻钾素营养对土壤氛化还原状况的影响

陈际型 杜承林 马茂桐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当土坡钾素供应能力不同时
,

水稻生长和施钾肥

效果各异
。

在缺钾的土坡上
,

水稻生长受到影响
,

施

钾效果明显
,

这 是 土坡钾素水平对水稻影响的一面
。

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傲得很多
。

另一方面
,

在不同供钾水

平下
,

土坡本身所受水稻的影响程度
,

则研究得很少
。

水培试验已经证实
,

矿质营养对水稻根际氧化还

原过程是有影响的
,

完全营养液可以防止需氧微生物

的过分繁殖 , 缺钾时则培养液中的氧化还原电位显著

下降〔 1
,

幻
。

T a n a k a 等曾报导
,

泥炭土种植水稻后
,

施

钾的土坡溶液 E h较对照为高〔3〕
。

在生产实践中各地

普遍反映
,

在低
、

湿
、

冷
、

烂条件下
,

钾肥效果较好
,

这

可能与施钾后改善了土城载化还原条件有关
。

因此我

们在 197 8 与 1 9 8。 年进行了盆栽和大田试验及有关侧

定
。

以探讨供钾潜力不间的土城上
,

种稻施钾后对土

城氧化还原状况的影响程度及其原因
。

是很不 同的
。

每盆用土量为 1
.

5公斤
,

在氮
、

磷肥充足

的基础上设对照和施钾两个处理
。

每个处理重复八次
。

选择水稻生长均匀并具有代表性的盆钵进行测定
。

分别测定了土坡氧化还原电位 ( E h )
、

亚铁
、

活性

还原物质总量 〔4〕 、

根系氧化力 ( a
一

蔡胺法 〔5 〕 )
。

根系组

织中的 E h 系采用自制的微铂电极直接插入离根冠约

一寸处进行多点测定
,

测定时铂电极先在待测样中
,

预

平衡半小时
,

以后每测一点平衡 2 分钟读数
。

细根 (指

直径 0
.

4毫米的盐桥不能擂入的一部分根系 )的结果则

为捣碎混匀后测得
。

植株含铁量采用湿灰化磷啡罗林

比色法 〔 6〕 。

大田试验在白土上进行
,

小区面积为 O
。
5

分
,

设对照和施钾两处理
,

重复三次
,

测定方法与盆栽

相同
。

供试水稻品种
:

盆栽试验为杂优 2 号和 6 号 ,大

田试验为松梗 6号
。

一
、

材料与方法

试脸包括大田与室内二部分
,

室内盆栽试验供试

土坡有黑泥土
、

黄泥土及楼土等
,

这些土坡的供钾能力

1 4 0

二
、

结果与讨论

1
。

钾素营养对土滚氧化还原状况的影响

表 1 结果表明
,

钾素营养对土坡 E h 的影响随土壤

钾素潜力不同而异
。

在潜力低的黑泥土和黄泥土上
,

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