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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碑肥早施
,

或用作基肥
,

比晚施
、

追施的效

果好
,

可增加小麦苗期干物质的积累
,

为后期增加德

数
、

粒重提供物质基础
。

这是早已被证实的事
。

但在

基肥施用技术上
,

如何促使小麦早期多吸磷
,

经济用

磷
,

以提高单产
,

尚孺进一步研究
。

因此
,

我们在天

津市静海县境内 (廊坊地区农科所试验场地 )
,

于 1 97 8

年对小麦施磷 (基肥 )方法进行了试验
,

现将其结果总

结如下
。

一
、

试脸条件和方法

试验地为中坡质潮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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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种植大部采用
“

塑 料 薄 膜 池 栽

法
” 〔 1〕 。

所用磷肥为重过磷酸钙
,

据肥为硫按
。

速效礴

( P
: O 。 ,

下同 ) 用 l %碳酸按法测定
。

二
、

试脸结果和讨论

1
。

土壤速效磷含盆与磷肥效果

土壤含磷量高低对施磷效果有密切的关系
,

试验

结果 (表 1 )表明
,

在 l lP p m 以下时
,

每斤确素 ( P
: O 。

下 同 )能增产小麦 1 5
.

3一 3 9
.

6斤
,

经济效益 高 , 但土壤

速效磷达 24 一 3 o p p m时
,

磷肥增产作用不大
。

故磷肥施

用
,

重点可放在土壤速效磷低于 l lP p m 的地 区
。

礴肥对小麦的增产作用
,

从春麦生育情况调查及

考种结果 (表 2 )看出
,

用扭
、

礴作荃肥的处理
,

苗期

生长速度快
、

最后成熟植株高出1 2一 14 厘米
,

千粒重

增加 3
.

3一 6
.

6克
,

抽碑期提前 3 一 5 天
,

成熟期提早

两天
,

成穗数增加一倍
。

说明合理施用礴肥
,

是提高

小麦单产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
。

在土坡极缺礴 ( 4
.

6 p p m )的情况下
,

单独施用抓肥

对春麦未起到增产作用
,

如每亩施氮素 (基肥 ) 6
。

3斤
,

亩产 21 0斤
,

比对照还低 9斤
。

这可能是由于礴能促进硝

态氮在小麦体中的还原作用
,

而在缺碑情况下
,

小交不

能很好地利用硝态抓
。

又据侧定春麦植株 ( 5月 9日 )褚

分含量
,

单施抓肥区为 13 %
,

而撼碑配合区则是 8 %
。

单氮区由于精分积累 t 增加
,

蛋白质合成受到抑制
,

干

物质积累少
。

同时出现
“

小老苗
”

症状
,

从而使小麦产

量降低
。

以上表明
,

在缺碑地
,

加施礴肥显得更为重

要
。

2
.

土滚速效确含 t 与施礴深度

试验结果表明
,

麟肥用作小麦基肥时
,

不同施肥

深度的肥效
,

因土城速效礴含 t 不同而不同
。

从表 3 可

见
,

当土坡速效礴在 4
.

6一 7
.

6 p p m时
,

以浅层施礴 (深

度 5一 6厘米 )
,

即播种层下 2一 3厘米
,

增产效果显著 ,相

反
,

在土坡速效碑 1] 一 2 3p p m时
,

以深层 ( 20 厘米 )施礴

产量较高
。

究其原因可能是
:

( 1) 由于小麦苗期根系吸

收力最强部位 (从种子起点算 ) 的平面分布及垂直深

度
,

都在 O一 5 厘米之间
。

磷在土城中移动性小
,

据

表 1 小 麦 施 磷 效 果 与 土 滚 速 效 磷 含 ,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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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工作是作者在河北 省廊坊地 区农科所工作时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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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氮 确 基 肥 对 春 麦 生 育 及 产 t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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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二
种期 3月 5 日

,

出苗期 4 月 i 日
。

2
。

土城 班效礴为 4
.

印 pm
,

亩施砚 ( P ZO 目 6
.

9斤
,

犯 6
.

3斤
。

3
。

试脸为顺序排列
,

盆 复 4 次
。

表 3 不 同 深 度 施 磷 的 小 麦 产 t
(斤 /亩 )

土土 城 盆 效 礴礴 绝 礴 ttt 施 确 深 度 (厘 米 ))) 浅层 比深层增产盆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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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亩 ))))))))))))))))))))))))))))))))))))))) (斤 /亩 )))
浅浅浅浅 层 ( 5一 6 ))) 中 层 ( 10一 1 2 ))) 深 层 ( 2 0 )))))

444
。
666 6

。
999 4 8 333 4 5 111 3 7 888 1 0 555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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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碑肥
,

因此
,

当土集速效礴在 1 1P p m 以上时
,

采取深

层〔20 厘米 )施磷效果较好
。

3
。

土堆速效琪含 t 与磷肥用 .

在土城速效碑4
.

6 p p m
,

熟化程度差的条件下
,

进

行春麦施磷用盆试验
,

其结果 (表 4) 是产量随施磷量的

表 4 不同施磷 (基肥 ) t 的春麦产 t

施 确 t
( P :

O
。 ,

斤 /亩 )
产 t
(斤 /亩 )

每斤碑 ( P : O 。 )

增产 t (斤 )

3 9
。

6

2 4 。
7

2 1 。
5

率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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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19 80年的试脸① ,

礴在瀚土中移动
,

其垂直方

向的为 ` 厘米
,

水平方向为 1
.

3一 1
.

7厘米
。

当土城速

效确很缺
,

不能鹅足小空幼苗正常生长
,

而施确于浅

层
,

能使小麦大 t 根系与之接触
,

可及早吸收更多的

礴素
,

为培育壮苗
,

增加抽数和粒重打下有利基础
。

但

施礴过浅
,

如施在 3厘米或撤在地表
,

比不施礴的仅

增产 2一 5 %
,

肥效很低
。

( 2) 温度的影响
,

土城速

效价是随沮度的升高而 .J 加
。

因而在沮度低时
,

晚播秋

定地或春麦地
,

浅层施礴 ( 6 厘米左右 ) 的土温 比深层

( 20 厘米 )的高
。

据本地区 (静海县 )气象资料
:

四月中
、

下旬 (春麦三叶期后 )表土层 5 厘米的地温比 20 厘米深

的常年平均沮度高 1
.

3℃以户 故施礴于浅层
,

可提高

礴素的供应能力
。

( 3) 当土城速效碑在n 一 23 p p m时
,

土族鳍构性能好
,

熟化程度高
,

释放磷的能力强
,

这样

已羞本能摘足小麦幼苗期的盆要
,

因而施确于浅层
,

其

作用不大 , 若把礴施于深层 20 厘米
,

小麦亩产则有提

高
。

这可能是由于小麦生长在中后期时
,

其大量根系已

达 20 厦米左右
,

以及地沮升高等原因
,

从而可利用深层

6
。

9

1 6
。

Z 3

对照

增加而相应提高
。

如亩施磷素 23 斤
,

单产可达 70 4斤
,

比亩施碑素 16
.

1斤的多收 96 斤
,

比亩施碑素 6
.

9斤的增

产 221 斤
。

这表明在土澳速效磷很低
,

供磷能力又差的

情况下
,

施用蚤需要增大
。

但从当季经济收益考虑
,

则

以亩施 6
.

9斤的为好
,

每斤碑素可换得小麦 3 9
.

6斤
,

比

① 张广恩等
,

确肥在土城中的固定和移动及提高碑肥利用 率的方法
。

山东省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学术讨 论会议论文
,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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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施 23 斤磷素的
,

多收 1 8
.

1斤
。

曾有报道〔 2〕 ,

小麦吸收磷主要在抽穗前
,

抽穗以

后所吸收的磷
,

主要积累在根部
。

据春麦抽穗 ( 5 月23

日)及成熟 (6 月23 日 )时取土分析结果表明
,

亩施 23 斤磷

素的
,

春麦生长后期遗留在土壤中的速效磷多 ( 1 1
.

2一

8
.

s p p nt )
,

下茬可少施或不施磷肥
。

亩施磷素 16
.

1斤的
,

与播前土壤速效磷 4
.

6 p p m较接近 ( 5
.

2一 2
.

SP p m )
。

而

亩施 6
.

9斤磷素的
,

则出现土壤速效磷含量 (3
.

6一2
.

4

p p m )比播前有降低的趋势
,

说明至少不能低于这一用

量
,

下茬作物需要增施磷肥
。

以下 )
,

把磷肥施在5一 6厘米 (即种子下 3厘米附近 )
,

则

增产显著
。

当土城速效磷在以 11 一 23 p p m时
,

磷肥深

施 20 厘米
,

也可提高产 t
。

2
.

潮土麦田施用磷肥
,

重点应放在土 坡 速效礴
7

.

6 p p m 以下的地区
,

经济效益较高
。

3
.

土壤速效磷很低 ( 4
.

6 p p 二 )
,

土壤熟化程度差

的潮土麦 田
,

单施氮肥无效
,

加施磷肥显得更为重要
。

亩施磷童 ( P : O 。
)以 16 斤左右较为适宜

。

三
、

小 结

1
。

潮土麦田磷肥施用深度与土壤速效磷 含 量高

低
、

熟化程度和温度等密切有关
。

如土壤缺磷 (7
.

6P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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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轮作制对改造次生潜育化水稻土的初步探讨
’

陶 世 栋

(湖南衡 阳地 区农科所 )

次生潜育化水稻土是一种分布较广的 低 产 水 稻

土
。

据我区五个县的土壤普查资料统计
,

这类稻田占

25 %左右
,

比第一次土集普查增加 10 % 以上
。

次生潜

育化水稻土的主要特点是还原性物质较多
,

有不同厚

度的青泥层存在
,

通透性不良
,

泥温低
,

化肥胃 口大
,

供肥迟缓
,

早稻禾苗发僵或坐克
,

亩产比一般稻田低

二三百斤
,

严重地影响我区大面积平衡增产
。

为此
,

自

1 9 7 9年起
,

在第四纪红土次生潜育化水稻土上设计了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
、

冬翻播绿肥一稻一稻及 以

板田绿肥一稻一稻为对照的四种轮作制的长期定位试

脸
。

小区面积 1
.

44 至 1
.

77 亩
,

未设重复
。

早稻品种为

湘矮九号
,

晚稻为威优六号 ; 追肥的品种
、

数量皆相

同
。

经过两年来的试验研究初 步看 出
,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等轮作制对土质粘重
、

排水不 良而又长期

实行板田绿肥一稻一稻耕作制所形成的次生潜育化水

稻土的改造有较好的效果
。

剖面进行观测
,

油一稻一豆区青泥层 (原来厚 13 厘米 ,

巳经消失
,

油一稻一稻区青泥层已不明显
,

冬翻播绿

肥一稻一稻区青泥层由13 厘米减少至 8 厘米
,

而对照

区的青泥层却有所增厚
。

一
、

对 * 泥层的影晌

经过两年的试验
,

于 1 9 8 1年 4 月初及 11 月对土城

二
、

对土滚中还原性物质的影晌

实行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等年内年间的水早

交替轮作制后
,

土集中各类还原性物质都有较明显的

降低
。

1
.

降低了亚铁含盆 亚铁的测定佑果 (表 1 ) 表

明
,

改制各区两年间水稻各生育期的土城亚铁 t 均比

对照区减少
,

以油一稻一豆区减少最多
。

2
。

降低了土滚中活性还原 物 质 改制各区水早

轮作的头一年
,

即只经过一个冬春的早作
,

其活性还原

物质便比长期板田绿肥一稻一稻 区有明显的下降
。

其

中以油一稻一豆区最显著
。

例如 19 80年 7 月 18 日早稻

收割前测定
,

油一稻一豆
、

油一稻一稻和冬翻播绿肥

一稻一稻区的活性还原物质分别 比对照区降 低 9
.

74
、

8
.

87 和。 .

23 毫克当量 / 1。。克土
。

第二年 ( 198 1年 )早稻

生育期内的连续测定结果 (表 2 )表明
,

活性还原物质

* 本文分析数据由王开元 同志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