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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施氮量
,

也称经济施氮量
,

是指能获得最大经济收入的氮肥施用量
。

一般系根据产

t 一氮肥反应方程
,

适宜施氮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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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是我国氮肥施用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 1 9 8 2年平均每亩施化肥氮高达 5 2

.

6斤
,

折

每季施用 26
.

5斤
。

为了充分发挥氮肥的增产作用
,

近十年来
,

有关单位通过大量 的田间试验
,

已

经对本地区的主要作物水稻和小麦等提出了适宜施氮量的范围
;
与此同时

,

为了对不同田块提

出适宜施氮量的建议
,

也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方法
。

但是
,

这些方法或者需要一定的测试条件
,

如矿化法
、

碱解氮法
,

或者要求设置无氮区
。

这在当前条件下
,

特别是由于农化服务尚未开展
,

在大面积上普遍应用尚有一些困难
。

而且
,

这些方法的准确性也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
。

我们

设想
,

是否可以在氮肥用量试验网中
,

在确定各个田块的作物适宜施氮量的基础上
,

求取其

平均值 (称为平均适宜施氮量 )
,

用以作为在一定范围内对该作物推荐适宜施用化肥氮量的主

要依据
。

为此
,

我们将我所在 1 9 8 2一 1 9 8 5三年期间在太湖地区进行的 22 个单季晚稻氮肥用量

的即间试验结果加以整理
,

汇集于表 1
。

由产量反应曲线求得的各田块的适宜施氮量 ( X
e ) 变动于 5

.

6一 2 0
.

2斤 /亩
。

差 异很大这

一事实表明
,

针对各田块采用相应的适宜施氮量
,

可以在各田块上获得最大的经济收入和相

应的产量 ( Y
e

)
。

但是
,

如果各田块上皆按平均适宜施氮量 (戈 二 14
.

2斤 /亩 ) 施用
,

则按各田

块上的产量反应曲线方程可以计得此时的产量 ( Y
、
)

,

其与Y
。

之差
,

即反映出这种简单化的作

法对产量所带来的影响
。

从表中数据来看
,

这一差值变动于 一 1 01 ~ + 36 斤 /亩之间
,

但是
,

其

中差值达到 20 斤 /亩以上的只有 10 块田
,

达到 30 斤 /亩以上的只有 5 块田
,

各占试验总田块数的

4 5%和 2 3%
。

再从总产来看
,

以每块田为一亩计
, 2 2块田的总产艺 Y

e

为 20 5 3 7斤
,

而 艺Y
、

也

达到 2 0 2 9 7斤
,

只比艺 Y
。

少 2 40 斤
,

占总产的 1
.

2%
。

由此看来
,

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
,

在 相

同的氮肥总投入情况下
,

以某一作物的平均适宜施氮量作为推荐化肥氮施用量的主要依据
,

对一部分田块来说
,

其产量和利润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

但是
,

从总体来看
,

并不致造成明

显的减收
。

而且
,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是三年的试验结果
,

由此看来
,

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某一作

物的平均适宜施氮量一经确定
,

只要气候和栽培条件没有明显的变化
,

似可应用数年
。

因此

这一平均适宜施氮量可以作为该地区化学氮肥发展规划的一个依据
,

也可作为不同田块上该

作物的推荐施氮肥量的基础
。

如能进一步结合各田块的具体条件
,

再作适当的增减
,

则当可

缩小这种简单化的作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

这种作法
,

在当前农村缺乏农化服务的条件下
,

是有其一定的实用价值的
。

应当指出
,

上述对单晚确定的平均适宜施氮量只有 14 斤 /亩
,

比当

前本区每季作物上化肥氮的平均施用量低得多
,

因而即使采用上述简单化的作法
,

也可以节

约大量 的氮肥
,

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

因此
,

对平均适宜施氮量的实用价值作进一步的考察是

有其现实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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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适宜施氮 t与平均适宜施氮 t的稻谷产班比较
(单季晚相

,
1 9 8 2一 1 9 8 5 )

适宜施扭 t
X

. (斤 /亩 )

X e的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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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献资料或探讨培养基中各种成分对势值的贡献
,

扩大应用各种培养基进行土壤生物学过

程的研究
。

如果知道了培养基的基础水势
,

采用计算法加入计算量的溶质 (一般为无机盐 )到

培养基中去
,

可控制培养基的水势
。

根据实验的要求
,

既可得到相同溶质控制的不 同水势值

的培养基
,

又可以得到不 同溶质控制的相同水势值的培养基
。

使用于控制培养基水势的溶质
,

即使在不知道渗透系数的情况下也可用计算法进行计算
。

土壤微生物的水分关系的研究是微生物生态
、

生理生化特性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

国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
,

随着测试仪器和实验手段的不断完善
,

作为土壤微生物学的重要

物理因子之一的水势研究工作将会不断有新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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