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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土壤 养分反应试验 和氮磷钾用量试验
,

着重研究 了醋 育性水稻土 的养分丰缺情况和供肥能力
。

在 大及

数据基础上
,

进行 了养分丰缺指标的分级
,

并制订出了适合该地 区条件下 的肥料施用 配方
,

对指导 同类地 区经

济合理施肥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

储育性水稻土是我县主要的高产水稻土
,

约占全县稻田面积的 5 7
.

3 %
。

为了完成国家科

委
、

农牧渔业部确定的
“

全国主要土类养分丰缺指标研究
”

课题
,

我们于 1 9 8 4一 1 9 8 5年承担了

有关试验
,

着重研究储育性水稻土的养分丰缺情况和供肥能力
,

并制订出最佳施肥方案
,

以

期在同类地区推广应用这一成果
,

现将试验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试验方法

以田间试验为主
。

包括以下 4 组试验
:

. 1
.

储育性水稻土对肥料的一般反应试验设 5个处理
,

即无肥区
、

磷钾区
、

氮磷区
、

氮钾

区和氮磷钾区 (全肥区 ) ;

2
.

氮肥用量试验
,

设 5个处理
,

即亩施N O
、
s

、
1 6

、
2 4

、

3 2斤 ;

3
.

磷肥用量试验
,

设 5个处理
,

即亩施 P
:
O

。
o

、

4
、
8

、

1 2
、
1 6斤 ;

4
.

钾肥用量试验
,

设 5个处理
,

即亩施K
Z O O

、

5
、

1 0
、

2 5
、
2 0斤

。

以上各处理均重复 3 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试验小区面积为 1 / 2 0亩
。

供试作物为水稻
,

其中有迟熟早釉广六矮 4 号和杂交组合威优 6 4
。

对早稻而言
,

氮肥 (尿

素 )按 7
:
3作基肥和孽肥分 2 次施入 ; 对晚稻而言

,

氮肥则按 7
:
2

:
1作基肥

、

分孽肥和穗肥分 3

次施入
。

磷肥 (过磷酸钙 )作基肥一次施入
,

钾肥 (氯化钾 )按 6
: 4作基肥和分集肥施入

。

供试土壤为储育性水稻土
,

其基本理化性状列于表 1
。

二
、

结果讨论

(一 )供试土壤对肥料的一般反应 在醋育性水稻土上
,

从两年 4 季稻谷产量来看
,

施肥

区均比对照显著增产
。

早稻增产幅度为 57 一 17 6斤 /亩
,

增产率 1 1
.

4一 3 5
.

4% ; 晚稻增产幅度

为 59 一 16 0斤 /亩
,

增产率 8
.

2一 2 2
.

3% (表 2 )
,

方差分析表明
,

处理间差异极显著
,

区组间差

异不显著或仅达显著
。

进一步作多重比较表明
,

不论早稻或晚稻
,

凡施肥区均比无肥区增产

龟 极显著或显著
,

早稻全肥区比单施氮磷
、

磷钾增产极显著 ; 晚稻全肥区比施磷钾的增产极显

* 参加工 作的有葛庆龙
、

张耀斌等同志
。
本文承 刘沐生

、

廖运奎老师指教
,

特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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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供 试 土 壤 基 本 理 化 性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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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地

p H
有机质

(% )

1 9 8 4年
黄泥 田

黄泥 田

粘壤

粘壤

3
。

2

3
。

1

丰块指标 硕

1 9 8 5年
青隔黄泥 田

黄泥 田

粘

粘班

3
。

2

3
。

3

2
。

7

氮 肥用 份 1 9 8 5年
河沙泥

黄泥 田

沙壤

粘壤 3
。

2

磷肥用皿

钾 肥用及

1 9 8 5年

1 9 8 4年

1 9 8 5年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早稻

采样
地点

长安

长安

长安

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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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

长安 青隔黄泥 田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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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速效氮用 IN氢氧化钠碱解扩散法
, 速效磷用碳酸 氢钠法

, 速 效钾用醋酸钱法
。

表 2 一 般 反 应 试 验 产 量 结 果

早 稻
(斤 /小 区 )

平均亩产 l比对照增产 增产率 晚 稻
(斤 /小区 )

平均亩产 } 比对 照增产 } 均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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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各处理稻谷产及均为 同季试验三 次重友的平均值
。 .

表 3 不 同 处 理 小 区 平 均 产 量 比 较 单位
:
斤

稻 1 晚 稻

处 理
小区产几 x 一① x 一② x 一⑧ 一④ }小区产址 x 一① x 一② 了一③ 又 一④

① C K

② P K

⑧ N K

④N P

⑤ N P K

2
.

9*

6
.

5* *

3
.

3*

8
.

9* *

3
.

6*

0
.

4

6
.

0* *

一 3
.

2*

2
.

4

2
.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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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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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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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l ) 早稻 L S D o

.

o 。 二 2
.

7 (斤 )
,

L SD o
.

o ; 二 3
.

。 (斤 )

晚稻 L SD
o

.

0 6 二 2
.

1 (斤 )
,

L S D o
.

o : = 3
.

0 ( 斤 )

( 2 ) 表中
“ * ” 为 5%显著水 平

, “ * * ”为 1 %显著水平
。

著
,

比氮钾或氮磷的增产显著 (表 3 )
。

从而说明在 目前生产条件下
,

我县储育性稻 田凡增施肥

料
,

都能获得明显增产效果
,

肥料三要素中
,

氮肥起主要作用
,

在磷钾比较缺乏的稻 田
,

配

合施用磷钾肥更能充分发挥其增产作用
。

(二 )氮
、

磷
、

钾肥料效应 试验结果证明
,

不同地力的全肥区比对照区增加的产量与基础

产量之间呈负的直线关系① (y 二 33 9
.

1一 26
.

53 x , r 二 一 0
.

9 *1
, n = 10 )

。

即基础产量低
,

施用肥

① 湖南 省土地 管理局
:

中酸性醋育性水稻土 的养分丰缺指标及肥料用址试验初极
,

全 国土壤肥料工 作汇报会资料
,

1 9 85年4 月
。

奋

2 6 0



料的增产效果大
,

经济效益高
。

肥料用量试验表明
,

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
,

氮
、

磷
、

钾肥的施

用量和水稻产量之间的关系
,

均可用一元二次回归方程 y = a + b x + c x “
表示

。

其中氮肥用旦与

早稻产量之间的回归方程 (当土壤碱解氮为 13 5P p m )
,

砂壤田为 y = 482 + 2 1
.

8 N 一 o
.

6N “ ,

该田

_
. 、 .

_ _
_ ,

一 b
. ,

_

_

_ ~
, , 、

。 ~ ~

最大施氮量 ( 入。

一 飞万
-

)为 18
·

2厅
,

最侄她氮量 叹Xo
” ` =

P x

b 一 一分厂

厂 y

一 Z C
试中 P X为肥料单价

,

P Y为收获物单价 ) 为 1 6
.

8斤
;
与晚稻产量之间的回归方程 ( 当土壤碱解氮为 Z o 0P p m )

,

粘壤田

为 y = 61 0 + 6
.

5 N 一 o
.

ZN “ ,

该田 最大施氮量为 1 6
.

3斤
,

最佳施氮量为 1 2
.

3斤 (表 4)
。

用同样

方法计算出的磷
、

钾施用 量 也 列 于表 4
。

表 4 氮
、

磷
、

钾 不 同 用 量 水 平 与 产 量 的 回 归 关 系 单位
:
斤

试验名称 季别 土坡质地 肥 料 效 应 方 程 最大施肥址 最高产 量 最 佳施肥皿
最 佳

产公

氮 肥用泣
早稻

晚稻

y 二

y 二

4 5 2 + 2 1
.

8 N 一 0

6 1 0 + 6 SN 一 0
.

.

6N 2

ZN 么

壤坡沙粘

磷肥用量 早稻

壤壤粘粘
钾肥用量

早稻

晚稻

y 二 4 8 5 + Z g
.

I P
一 1

.

s P 么

y 二 3 4 7 + 3 9
.

5 K 一 1
.

4K 2

y = 5 5 4 + 1 8
.

6 K 一 0
.

6 K 么

、

}
1 8

·

2

{飞石丁
一

{
、

{
1 6

·

8

{丽
分 }卫旦二

一

}
一

竺
一
}
一

二一
}二梦

~ 一

1
G60

塑空
~

{- 二二
一

{二竺
一

卜兰些
一

卜兰二 }卿
二 。 }

1 4
·

1
} “ 2 5 } 。 。 ! 1 3

·

` 】 6 2 5

” 恶” }
, 5

·

5
}

6 9 8 …“ z一 1
, 4

·

0
}

6” 6

注
:

钾肥用皿试 验产量为 1 9 8 4一 1 9 8 5年平均值
,

其 余为 1 9 8 5年结果
。

(三 )养分丰缺指标分级 储育性水稻土养分丰缺指标的分级是在小区试验基础上
,

依据

本县和全省 4 27 个田间试验结果
,

计算出相对产量和增产效益
,

并参考和运用了有关材料及典

型经验② ,

通过坐标肥效曲线找出与相对产量对应的土测值③ (用经相关研究选定的测 试 方

法
,

测出土壤中该要素的有效含量值 )得出本地土壤中养分的
“

丰
、

中
、

缺
”

指标 (表 5 )
。

土土 壤 养 分分 测 定 方 法法 季 别别 丰丰 中中 缺缺

速速 效 氮氮 i N N a
0 H扩散法法 早稻稻 > 2 2 000 1 2 5一 2 2 000 < 1 2 555

速速 效 磷磷 0
.

SN N a H C 0 s法法 早稻稻 > 1 222 5一 1 222 < 555

00000
.

IN H : 5 0
` 法法 早

、

晚稻稻 > 4 555 2 0一 4 555 < 2 000

速速 效 钾钾 I N N H ` A e 法法 早稻稻 > 1 2 555 6 5一 1 2 555 < 6 555

00000
.

z N H z S O `法法 早稻稻 > 13 555 6 5一 13 555 < 6 555

晚晚晚晚稻稻 > 1 1 555 7 6一 1 1555 < 7 666

1
.

土壤速效氮
:

据 1 02 个氮肥用量试验
,

小于 75 %相对产量的土测值为
“

缺
” ,

施氮增产

效益最大
,

增产率为 4 0
.

1%
,

每斤纯氮增产稻谷 1 2
.

2斤 , 相对产量在 75 一80 %之 间的土测值

为
“

中
” ,

平均增产率为 3 0
.

6%
,

每斤纯氮增产稻谷 8
.

9斤
;
大于 8 0%相对产量的土测值为

“

丰
”

施氮增产效益最小
,

增产率为 8
.

5%
,

每斤纯氮仅增稻谷 2
.

3斤
。

2
.

土壤速效磷
:

据 89 个磷肥用量试验
,

小于 90 %相对产量的土测值为
“

缺
” ,

施磷增产效

益最大
,

增产率为 1 2
.

3%
,

每斤纯磷增产稻谷 6
.

5斤 ; 相对产量在 90 一95 %之间的土测值 为
“

中
” ,

平均增产率为 8
.

5%
,

每斤纯磷增产稻谷 5
.

0斤
;
大于 95 %相对产量的土测值为

“

丰
” ,

施磷

②刘沐 生
:

推 广水稻配方施肥
,

提高肥料经济效益
,

水稻 测土配 方施肥 技术培训班讲稿汇编
,
1 9 8 5年 4月

。

⑧刘沐生
、

廖运奎
,

全省测土施肥试验总结会发言材料
,
1 9 8 6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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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效益最小
,

增产率为 2
.

2%
,

每斤纯磷仅增稻谷 3
.

1片
。

3
.

土壤速效钾
:
据1 01 个钾肥用量试验

,

小于 9 0%相对产量的土测值为
“

缺
” ,

施钾增产
效益最大

,

增产率为 1 4
.

3%
,

每斤纯钾增产稻谷 6
.

9斤 ;相对产量在90 一 95 %之间的土测值为
“

中
” ,

平均增产率为 8
.

8%
,

每斤纯钾增产稻谷 4
.

6斤 ; 大于 95 %相对产量的土测值为
“

丰
” ,

施

钾增产效益最小
,

增产率为 6
.

1%
,

每斤纯钾仅增稻谷 3
.

3斤
。

三
、

建 议

二年的试验表明
,

基础产量的高低与土壤养分的丰缺情况成正相关
,

与施肥效益成负相

关
。

换句话说
,

基础产量高
,

意味着土壤养分丰富
,

施肥效益小 , 基础产量低
,

则土壤养分

较缺
,

施肥效益大
。

这就为测土配方施肥
,

和将肥料主要用于中
、

低产田提供了科学依据
。

现

对我县储育性水稻田合理施用氮
、

磷
、

钾三要素肥料提出如下建议
:

1
.

氮肥的用量
:

凡土壤速效氮 (1 N N a O H扩散法 )高于 22 0P p m的以亩施纯氮 10 一 12 斤为

表 6 不 同 肥 力 稻 田 氮 磷 钾 的 施 用 配 方 单位
:
斤

配方号ù213
速 { 速 l

早 稻 施 肥 址
1

效 . 效 l一
- -

—

— —
一丁

—
一

生}华 }一一竺一
-

{一业巴 {一兰竺一
一

} 牛 } } }
“

丰 } 资 } {
”

1
’ 0

一}粤
一

{ {

—
卜
一

.

二竺- -

} 牛 I ! I
“

中
} 资 {

` o一` 2

}
“

}
` 0

卜

一 {华 ) }

—
卜二兰一

1专 { 1 1
“

瞬 { 甲 { !
“

{
1 0

} 缺 } t 1 1 4

晚 稻 施 肥 及

N

}
“ 0

5

{
K 2 0

解碱氮

1 0

13

1 5

1 2一 1 4 ::
{ 巧 {竺止

1 0

13

1 5

le0
} 14

{ 6

1 0

1 1

1 2

丰缺中

1 0

1 4

16一1 8

1 0

1 3

1 5

1 3

1 4

1 5

自匕

一
.八

丰缺中

{ {
1。

l
~

丽
一

:: :: :;

丰中缺

6666666 000 1 000

111 0000000 1 333

1114444444 1 SSS

丰缺中

2 0一2 2

1 0

1 3

1 5

2 2

2 3

2 4

八n U`

一
DOJ上

丰中缺

.ó月匕即̀6̀
2,
曰

1 0

1 3

15

61014一61014

丰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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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

介于 1 25 一 2 2 o p p m之间的以1 4一 1 6片为宜
,

在1 2 5 p p m以下的应亩施纯氮18 一 2。斤为宜 (表

6 )
。

晚稻依其需肥特性在此基础上加 2 斤
。

2
.

磷肥的用量
:
凡土壤速效磷 ( o

.

SM N a
H C O 3

法 )小于 SP p m 的以亩施 8斤 P
:

O
。

为宜
,

介

于 5一 1 2 p p m之间的亩施 5斤 P
Z
O

S ,

大于 1 2 p pm 的可不施或隔年施用
。

3
.

钾肥的用量
:

凡土壤速效钾 (1 N醋酸馁法 )高于 1 2 5 p p m的以亩施 6斤 K
Z
O为宜

,

介于 65 一

1 25 p p m之间的亩施 10 斤 K
Z
O为宜

,

低于 6 5 p p m 的应施 14 斤K
Z O

。

晚稻除实行稻草还田外
,

一

般可在此基础上增加 1一 4斤
。

4
.

应正确使用肥料配方
,

我县位于东经 1 1 3
0

9
`

一1 1 3
“

4 3 ` ,

北纬 2 9
0

1 2`一 2 9
“
5 1

`

之间
,

年

平均气温 1 6
.

4℃
,

年降水量 1 4 6 9 m m
,

年 日照时数 1 8 0 4小时
,

无霜期22 9夭
。

稻田一年以三熟为

主
,

耕作制为稻一稻一油 (或绿肥
、

大麦等 )
。

表 6肥料配方是在黄泥田
、

河沙泥等土壤上
,

进

行了多次早
、

晚稻试验的基础上
,

根据本地土壤
、

气候
、

耕作栽培等条件制订的
。

据近几年

大面积的应用
,

该配方对南方中
、

酸性漪育性水稻土 (如黄泥 田
、

红黄泥
、

灰黄泥等 )是很好

的基础资料
,

同时使用简便
,

容易掌握
,

大 田应用只需测定土壤中的速效养分
,

就能直接划

级选择用肥配方
。

例如
,

今测得某农户一丘黄泥田土壤速效氮为 1 3 5 p p m
,

速 效磷为 4
.

I PP m
,

速效钾 1 2 9 p p m
,

应如何施肥 ? 先从表 5 查出土壤肥力等级
,

可知该田为氮中
、

磷缺
、

钾 高
,

再

查表 6 得出此块田早稻应亩施纯氮 14 一 16 斤
,

纯磷 8斤
,

纯钾 6斤
;
晚稻应亩施纯氮 16 一 18 斤

,

纯钾 10 斤
。

此外
,

具体施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

( 1) 该配方是在本省以指标作物广大矮 4 号
,

威优 64 等条件
’

下制订的
,

用于其它品种则

可依其成熟期
,

需肥特性进行适当调剂
,

一般磷钾用量不变
,

主要增减氮肥
。

( 2) 本配方是在不施有机肥时所需的纯养分量
,

大田如施有机肥
,

则应依其含氮率换算

出纯氮
,

乘以肥效系数在配方中减去④ ,

所差部分用化肥补足
。

( 3) 磷肥在早稻中的肥效显然比氮钾肥小得多
,

但比用在晚稻上的效果要好
。

因此
,

缺

磷土壤每年最少要施好一次磷肥
,

宜作早稻面肥基施
,

有利于促进早稻分集
,

防止缺磷僵苗 ;

含磷丰富的土壤通过试验可不施或隔二年施一次
。

若将磷肥用于冬季绿肥或其它冬作物上
,

以

小肥换大肥
,

则更能充分发挥磷肥的作用
。

④湖南省土地 管理 局
,

全国土壤肥 料工作汇报会资料
,
1 9 8 5年4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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