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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磷酸钙和泥肥共沤的作用及其效益的商榷

邵 调 汪 明

( 汪 苏 省 淮 阴 地 区 农 科 所 》

淮阴地区绝大部分土坡有效磷含量很低
,

各种作

物施用礴肥都有增产效果
。

但在当前磷肥数量不能满

足生产需要的情况下
,

有限的磷肥怎样合理施用
,

才

能最充分地发挥其经济效益
,

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间题
。

淮阴地区有将过磷酸钙加入草塘泥或夏季土杂肥中共

沤 的做法
,

据 19 7 6年统计
,

全区用于夏季造肥 (草
、

粪
、

磷
、

泥
“

四搭配
”

共沤 ) 中的过磷酸钙就达一万二 千余

吨
,

占当年秋播磷肥供应量的四分之一
。

数量如此巨

大
,

其生产上的经济效益如何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接蒸馏回收氮素
。

3
。

泥肥对过磷酸钙中磷吸持作用的测定
:

在两种

p H 的泥肥中分别加入不同数量的过磷酸钙水浸提 液

以及有机物
,

然后用 O
.

SM 碳酸氢钠浸提
,

分期侧定

其有效磷量的变化
。

4
。

肥效试验
:
采用盆栽法

。

供试土壤为两种不同

肥力的黄潮上
,

其肥力性状见表 1
。

土坡经风干搓碎

表 1 供试土堆肥力状况 (黄溯土 )

..00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供试沤肥材料为稻草
、

绿肥
、

过磷酸钙和泥肥四

种
,

其中泥肥又分酸性 ( p H 4
.

8) 和石灰性 ( p H 7
.

8) 两

种
。

所有供试材料均经千燥磨碎
,

并按一定 比 例 (稻

草 : 干绿肥 : 过磷酸钙 : 泥肥 二 2 : 3 :0
.

3 :9 4
.

7) 混

合沤制
。

1
.

沤肥腐熟作用的测定
:
以沤制过程中的 二 氧

化碳发生量作为标指
。

测定装置如图 1
。

生竺竺色…
瘦 土 …
肥 土 }

有机质 ( % ) ! 全氮 ( % ) 有效碑 ( P : 0
0 P P m )

{:;: ::; 2 4
.

3

过筛
,

每盆 ( 2 0 x 25 厘米 )装土 13 斤
,

每处理重复三次
。

所用稻草
、

绿肥
、

过磷酸钙和泥肥的配比及数量完全

一样
,

都与土壤均匀混和作基肥
。

供示作物为水稻和

怪麻
,

同时栽种
。

水稻每盆三穴
,

每穴三苗
,

怪麻每

盆
一

卜苗
。

央子

标准

液吸

N a 0 H

收瓶
样品瓶 空瓶 、

空气洗涤瓶 (浓 N a o H液 )

图 1 沤肥二氧化碳发生量的测定装且

按照二氧化碳发生量
,

定时测定
。

用经浓碱液洗

涤过的空气里换出二氧化碳
,

每次 15 分钟
。

用标准氢

暇化钠溶液吸收
,

用标准盐酸滴定
。

于 8 一 9 月室温

下进行
。

2
。

过礴酸钙对沤肥中氮素保持作用的测定
:
在以

酸性泥肥调制的沤肥中
,

分期测定其全氮和按态氮
。

在两种 p H 的泥肥中分别加入不同数量的过磷酸

钙
,

并添加少 t 铁态氮肥
,

然后用水
、

Z N 抓化钾浸

提
,

按常规法侧钱态氮
,
以及将称样加水稀释后

,

直

二
、

结果和讨论

根据观察
, “

四搭配
”

肥料沤制后
,

迅即开始产气
,

释放速率不断增加
,

以后又逐渐降低
,

与通常夏季沤

肥或草塘泥的发泡情况相似
。

测定二氧化 碳 的结 果

(表 2 )表明
,

含过磷酸钙的沤肥和对照在二氧化碳的

发生量和速率方面差异很小
。

说明过磷酸钙对沤肥腐

熟作用的影响不大
。

在过磷酸钙与酸性泥肥的沤制过程中
,

未发现氮

素含量的明显变化 (表 3 )
,

与对照相比
,

全抓含盈也

无差异
。

对不同过磷酸钙量沤制的两种 p H泥肥
,

用水和 2

N 氛化钾溶液浸提回收加入的按态撼的结果
,

处理间

没有什么差异
。

将称样加水稀释直接燕馏 (不加城性

试剂 )回收的结果
,

酸性泥肥组处理间没有差异 ,在石

灰性泥肥组
,

回收的按态氮有随过磷酸钙含 t 的增加

而递减的趋势 (表 4 )
,

说明其有一些保持氮素的作用
,

这可能与 p H值下降有关
。

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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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3 沤 制 过 程 中 的 氮 素 含 t 变 化

处处 理理 沤 制 时 间 (天 ))) 全 笼 ( % ))) 技 态 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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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2 555

77777666 0
。

3 111 0
。

0 0 2 222

徽徽性泥肥 + 有机物 (对照 ))) 1 333 0
。

3 444 0
。

0 02 333

77777 666 0
。

3 111 0
。

0 0 1999

表 4 沤制泥肥中过确酸钙含 t 与按态

氮回收 t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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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肥用 t 与沤肥质量关系的观测中
,

发现沤肥

鲜样的按态盆约占全氮 1
.

4 %
,

风干 后 只 占全 笼 的
`

0
.

36 %
。

全氮和按态氮在风干过程中均大量损失 (表

5 )
。

因此
,

在沤制过程中不脱水
,

保持嫌气状态
,

施

用时
,

随起塘
、

随施
、

随翻埋
,

尽量避免日晒风吹
,

可

以大大减少氮素损失
。

过磷酸钙在沤制过程中有效磷的变化
,

以及有机

物和沤制时间对有效碑影响的结果列于表 6 和表 7
。

由表 6 可 以看出
,

随着磷肥量的增加
,

虽然吸持

量 ( % )趋于下降
,

但减少的绝对量激增
。

由表 7 可 以看出
:

( l) 酸性泥肥降低有效磷量的影

响比石灰性泥肥大得多 , ( 2) 两种泥肥中加有机肥的

均可减少泥肥对磷的吸持 , ( 3) 随着沤制时间的延长
,

有效磷进一步减少
。

这在生产上也有同样的反映
。

礴肥和泥肥共沤的肥效
,

盆栽试验连续进行两年
,

其趋势一致
。

现将 1 9 8 1年的试验结果列 于表 8
。

由表 8 可 以看出
,

磷肥和泥肥共沤
,

无论是在肥

土或瘦土上种植怪麻或水稻
,

肥效并不 比直接施用的

高
,

相反有降低趋势
。

结果还说明
: 门 ) 磷肥在瘦土

上的肥效高于肥土 ; ( 2) 磷肥对豆科怪麻的肥效高于

禾本科水稻
。

根据淮阴地区长期施用磷肥的实践
,

磷肥应优先

表 5 沤 肥 风 干 过 程 中 氮 素 损 失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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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泥肥

泥肥对过磷酸钙有效磷的影响

加 入 量 { 测
,日 量 } 减 少 量 {

( P 2
0

5 ,
P P m ) {( P 2

0
。 ,

P P m ) }( P :
0

5 ,
P P m )

吸 持
( % )

… 5
} 一 { 一

一óO甘

1 2 0

6 0 0

6 0 0 0

3 7
。

5

2 7 2

3 1 9 3

8 7
。

5

3 3 3

2 8 1 2

7 2
。

9

55 。

46
。

0

12 0

6 0 0

6 0 0 0

一一丁 -

{一二一
3 0 } 9 4 7 8

。

3

óó品」2 6 5

2 3 8了

3 3 9

3 6 1 7

5 6 。

6 0
。

酸性泥肥一石灰泥性肥

注 : .l 加入 量系按 加入 的过磷酸钙水长提液所含 P 2 0 。

P Pm 计算
。

2
.

吸 持 % 二 减少女

加入量
X 1 0 0

施用于绿肥作物
。

绿肥是我区的主要肥浑
,

它对确肥

的反应敏感
,

增产效果显著
,

可为下茬水稻
、

玉米
、

棉

花
、

小麦
、

油菜等主要粮
、

棉作物创造增产条件
。

而

且磷肥通过绿肥的吸收
,

再作用于粮
、

棉作物
,

较之

直接施用
,

每斤礴肥可多收粮食 1一 2
.

7斤
,

皮棉 1斤

多
,

肥效提高 5 0一 1 77 % (表 9 )
。

以 1 9 7 6 年本地区用

于
“

四搭配
”

沤肥中的磷肥为例
,

如果增施在绿肥上
,

可 以多收粮食五千万斤左右
,

经济效益要高得多
。

施用礴肥还应考虑土集肥力水平
,

在府薄田块上

应重点施用
。

我 区肥力较高的田块
,

一般都分布在村

庄周围
,

而距离村庄远的田块
,

土城肥力相对较低
。

礴

肥共沤后就不能按照作物和土集的需碑特点施用
,

而

只能随沤肥的地点而分布
。

这样就减少了绿肥作物和

瘩薄土集施用礴肥的数量
,

从而降低碑肥的经济效益
,

对全面平衡增产是不利的
。

表 7 沤 制 过 程 中 有 机 物 和 时 间 对 有 效 确 t 的 影 晌

沤沤 制 处 理理 有 效 礴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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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磷 肥 不 同 用 法 对 怪 麻 和 水 稻 的 肥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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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介绍

数据分布类型检验及其在土壤学中的应用

H l
.

V is t e h u s 置信带法及其计算机程序

唐 诵 六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城 研 究 所 》

V 妇沈 li us 置信带法系V is tel ius 氏于 19 6 。年首先用

于地质样品中徽 t 元素浓度分布的正态性检验法 〔 1〕。

门后
,

被用来检验土城中 徽 量 元素 的 浓 度 分 布 类

型〔 2〕
。

由于该法的应用较晚
,

且计算过程极其冗繁
,

因此不为人们所熟知
。

然而
,

该法有着明显的优点
.

即

判别精度离
,

它的拼别能力按置信水平计可分为。 .

0 1
,

0
.

02
, 0

.

0 5
,

0
.

1
,

0
.

2
,

0
.

3
,

0
.

4
,

0
.

5等多级
。

偏度
、

峰

度法只有0
.

0 2
,

0
.

1两级〔 3〕
,

S h a P i
r o 一 W i lk W 检验

法只 有 0
.

0 1
,

0
.

0 2 ,
0

.

0 5 ,
0

.

1 ,
0

.

5五级〔 4〕。

后两

种方法对里信水平大于 0
.

1 的样本的辨别能力明显不

足
。

就样本大小而言
, V is elt i us 置信带法对大样本及

小样本均能适用
,

这又比W检验法优越
。

虽然有计算复

杂的缺点
,

但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
,

应用此法并无困

难
。

检脸的方法是在观侧值X对 X 的标准正态变量 U

的坐标平面上标绘点 U ( X )
,

接着计算出经验函数增

长点U f 的标准偏差 O U ` 。 其计算公式为
:

a

成
= 。、吞

. ) · · ·

… … ( 2 )

U = X一 X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式中
, x , 为样品观测值

,

又为样本均值
,

s 为样本

标准差
,

U为x ,的标准正态变蚤
。 n 为样品数

。

g( U . )

为正态概率密度
,

小( U ` ) 为正态分布面积
,

两者均可

根据U 值从统计数表中查得
。

接着
,

便可建立不同置

信水平的置信带以检验样本在何种置信水平上遵从正

态分布
。

例如规定置信系数 P > 。 .

05 时接受假设
,

则

如果所有的观侧值全部落在置信系数 P = 。 .

05 的置信

带内
,

接受原假设
。

如有任一观测值落在该置信带之

外
,

则拒绝原假设
。

由于一个对数正态样本的观测值

的对数呈正态分布
,

因此
,

分别检验观测值及其对数

值何者遵从正态分布
,

或何者具有较大的置信水平
,

即

可判定该样本属何种分布
。

至于本检验方法的详细原

理及计算步骤
,

可参阅文献〔 1〕及〔2〕
。

本文仅介绍应

用计算机解题
,

可按表 1 的步骤操作计算机即可
。

本程序在运行时要求使用者输入样本名称
,

样品

数
,

样品观测值
,

答复是否须要核对及须改正的样品

勺口 . 、 . 尸、 砂
.

、 砂 . 、 . 尹、 . 口 ,
. . 沪 、 -’ .- .- 户、 . 产 、 二、 二、 二、

:.
、 ,. 、 “

` .

、 . 产、 砂 .、 一、 .产 、 .口 . 、 砂一、 ,. 、 .

,- 、 . 产、 :. 、 .尹、 一 、 . 犷 . 、 护、 . 尹 .、
`

户、 尹 . 、 尹
.

、

表 9 磷 肥 直 接 和 间 接 施 用 对 作 物 的 增 产 效 果

每斤确肥直接施用增产量 (斤 ) 每 斤 礴 肥 通 过 绿 肥 的 肥 效 (斤 )

作 .

忆 度

1
。

8~ 3
。

6

1
。

6~ 2
。

6

1
。

l ~ 2
。

5

0
。

4~ 1
。

6

较直接施用多增产 肥效提高 (沁 )

ōnù
0
冲Inónlló口咋勺矛U

.月孟,且口卫咋̀怪口

:
租交米小水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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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语

过磷酸钙在与泥肥共沤过程中
,

并未发现有明显

的促进沤肥腐熟的作用
,

在酸性泥肥中有效磷被大量

吸持
。

这种沤肥无论用于水 田或早地
,

都比将磷肥在栽

种时直接施用的效果差
。

磷肥与泥肥共沤
,

打乱了磷肥

的合理布局
,

使得有限的磷肥不能按作物种类和土坡

缺磷程度的需要施用
,

特别是影响了绿肥作物优先施

用磷肥的优越性
。

综上所述
,

将过磷酸钙和泥肥共沤
,

从本试验所得的经济效益看
,

似乎没有这种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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