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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对浙江省水稻配方施肥 目的
、

技术方案及 实施 情况作 了介绍
。

认为在目煎 条件下
,
以采用

“
以上定产

’ ,

`
以产定撼

” , `
因缺补缺

”
和

“

高产 栽培
”

为宜
。

水稻配方施肥是我省用肥技术上的的一项革新
。

它摆脱了经验的束缚
,

进入以科学指导

施肥的新领域
。

自1 9 8 6年推广以来
,

累计推广而积 巳达 3 9 9选万亩次
,

增产稻谷 1 00 余万吨
,

节

约用肥折合标准氮肥 18 万吨
,

增加收入 3
.

6亿元
。

为此
,

国家经委为我省颁发 了
“

新技术优秀

成果证书
” ,

并获农业部 1 9 8 8年
“

丰收二等奖
” 。

一
、

水稻配方施肥的目的

水稻配方施肥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

是用肥 的
“

产前定量
” ,

以克服施肥上的盲目性
。

自70

年代以来
,

我省有关单位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 “

水稻省肥高产
” 、 “

测报 施 肥
” 、

“

控氮增磷
”

和
“

测土施肥
”

等方法 已在 10 0万亩次左右的土地上应用
。

这些方法都是从著名的斯

旦福公式中衍化出来的
,

其原始公式如下
:

肥料需要量 ( F ) 二 作物养分吸收量 ( C ) 一 土壤能提供 的分分 (S )

肥料当季利用率 ( E , )

但这一公式在理论上并不完善
,

因为 在计算肥料用量的各参数中
,

仍存在着未能确定的

变量
:

( l) 目标产量的估计值
。

上式中
,

C 二 目标产量 ( Y )
·

单位作物吸收养分量 ( W )
,

可

见
,

目标产量是确定肥料用量的原始数据
,

而目标产量仍依靠经验估计确定
,

但常常定得较

高 , ( 2) 上壤养分测试值的相对性
。

在公式中
,

S = 土壤养分测试值 PP m
·

0
.

15
·

R (校正系

数 )
。

大家知道
,

土壤养分测试值是一个相对量
,

虽然用 R 作了校正
,

但 R 也是一个不稳定

的变量 ; ( 3 )肥料被当季作物利用率的平均值
。

土壤肥力水平和 E ,呈负相关
,

由于土壤肥力

水平难以准确反映
,

因而 E ,只能采用平均值
,

这势必影响了定肥的准确性
。

以上 3 点是水稻

配方施肥技术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

二
、

水稻配方施肥的技术方案

1 9 8 6年我们根据原农牧渔业部农业局发布的《配方施肥技术工作要点》精神
,

总结了全省

推广合理施肥 的实践经验
,

草拟了
“

水稻配方施肥技术试行方案
”

(下称《方案》 )
,

经过 4 年来

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

证明《方案》是基本可行的
,

在推广过程中对其中的一些不妥之处
,

也进

行了修正
。

《方案》可以分解为
“

配方
”

和
“

施肥
”

两个程序
。

具体措施包括
“

以土定产
” ; “

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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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氮
” , “

因缺补缺
” ; “

高产栽养
”

四个环节
。

1
.

以土定产
。

即根据土壤肥力确定 目标产量
。

迄今
,

还缺乏可靠的数量指标来表达土壤

肥力水平
,

而只能从水稻的生长发育和产量上予以区别
。

在全省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进行土

壤肥力和产量的相关试验时
,

就以不施任何肥料的空白田的产量为土壤肥力的综合指 标 ( X )
,

在施用同样磷
、

钾条件下
,

氮肥分 5 个水平
,

共 5个处理
,

不设重复
。

将试验中得到的施肥

最高产 Y (即为该土壤肥力条件下可 以达到的最高产量 )
,

返回71 个早稻成对产量资料
,

经分

组后列入表 1
。

表 1 土壤肥力和早稻产量的关系 通过数理分析
,

拟合于以下方程
:

土壤肥力
分 组
(公斤 /亩

频率
施肥获得
最 高量 Y

(公斤 )

产量对土壤

的依孩率
E s ( % )

Y = 、 。

竺继
4、 (n = 9 , r = 。

.

9了·
*)

上式说明
,

X 与 Y 之间存在着密 切 的 正 相

关
,

X 与 Y 中所占的比例
,

可以认为是早稻

产量对土壤 的依赖率 E s ( 巳列在表 1 的最后

一项 )
。

它拟合于以下方程
:

E s 二 81
.

8 2 10 9

一 1 3 4
.

6 ( n = 9 ; r = 0
.

9 9* *
) 由此得出结论

,

土壤肥力愈高
,

产量对土壤的依赖性也愈大
,

也就是说
,

土壤肥力是决定水稻 产 量 的 基

础
。

这与 1 9 8 7年及 1 9 8 8年的校验结果完全相

等
。

但确定目标产量的经验公式
,

仍不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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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用到生产上
,

因为 X 是一个未知数
。

考虑到 X 与 Y 之间有一定的函数关系
,

因而可以将

X 作为土壤肥力的综合指标之一
。

而且它是与当地 巳获得过的产量
,

即在正常气候条件下 巳

达到的最高产量
。

将此产量递增 10 一 15 % 作为当年的目标产量
。

实施结果表明
,

它与实产的

命中率 (吻合程度 )可达到 80 一 90 %
。

在实际定产中
,

在确定目标产量时
,

还应根据土壤肥力

水平高低
、

前作的影响
、

中低产田改良状况
、

选用 良种的状况
、

土壤缺素状况
、

以及新技术

采用状况等
,

对递增幅度作适当调整
。

2
.

以产定氮
。

我们采用斯旦福公式转化的产量差减法来确定氮肥用量
,

公式为
:

。。 概韧 田 二
` 二 、 _ ( 目标产量 Y 一 空白产量 X )

·

单位产量养分吸收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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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如前所述
,

式中X 和 E : 两个是需要确定的参数
,

解决的办法是
:

( 1) 以 E
。

计算 X
。

从表 1我们已经知道
,

E
。 = X / Y

,

移项得 X = Y
·

E
. ,

。 . ,。 _ ( Y 一 X ) W
_ (y 一 Y

·

E
。

) W
_ Y ( 1 一 E

。

) W( A )
,

则 F
N =
二二几二兰三竺

一
一

= 少立` 一架 , 二上
-

二 止 垦二李
旦生竺 … …、 - - · , 乃 ,

一 E
, 一 E t 一 E t

代 入 公 式

( B )

( 2) 利用 E
。

和 E
,

的特殊关系
,

简化计氮方法
。

E
。

以氮素表达时
,

其值不变
,

和土壤肥力

呈正相关
,

其幅度为 40 一 80 % ;
据日本和田氏资料及我国的研究结果

,

E
,

与土壤肥力呈负相

关
,

其幅度 为 60 一 20 %
。

可见
,

在任何土壤肥力水平下
,

两者之和接近 100 %
,

即 E
. 十 E f 二

1 ,

移项得 E : = 1 一 E
。 。

这就大大简化了定氮方法
,

代入公式
’

( B )
:

F
、 Y ( 1 一 E

。

) W
E

:

Y
.

E r’ W
E r

二 Y
o

w

这样就可以用
“

归还
”

学说来确定氮肥用量了
,

即水稻吸收多少氮
,

就施入土壤多少氮
。

有的

同志提出
,

水稻吸氮和气候条件关系很大
,

但气候条件在产前是无法预知的
,

而只能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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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根据气候状况调整氮肥用量
。

以便推广
。

表 2 早稻以产定氮检索表 单位

我们以早稻为例
,

制成了
“

以产定氮
”

的检索表 (表 2 )
,

公斤

目目标产量量 有机肥用量量 化肥用量量 投入入 投入入

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 产产1111111

定氮氮 折 合合 氮量量 出比比
最最最低 ` ..... 尿索索索索
尝尝尝尝尝尝尝盟 含犯犯犯犯犯犯犯犯犯犯犯犯犯犯犯

555 0 0一 0 5 000 用量 只 理理 9
.

999 2 222 1 3
.

6 555 1 444

444 5 0一 5 0000 7 5 D
,

3
.

7 555 9
.

000 2 000 1 2
.

7 555 1
.

444

444 00一 45 000 7 5 0 3
.

7 555 8
.

111 1 888 1 3
.

1 000 1
.

666

333 5 0一 4 0 000 1 0 0 0 5
.

0 000 7
.

222 1777 1 2
.

2 000 1
.

777

333 0 Q一 3 5 000 10 0 0 5
.

0 000 6
.

333 1 444 1 2
.

5 555 2
.

000

111112 5 0
。

6
.

2 55555555555

3
.

因缺补缺
。

水稻对磷
、

钾及微 量 元

素的需要
,

和土壤中该速效养分含量有密切

的相关
,

一般不能用目标产量来定肥
,

而应

根据土壤中该速效养分的丰缺程度而定
。

通

常是缺什么
,

补什么 ; 缺多少
,

补多少
, 不

缺
,

不补
。

根据有关试验资料
,

我们拟订了

浙江省水稻磷钾
、

锌的丰缺指标 (表 3 )
。

在

推广实施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

( D 从表 3 可

以看出
,

确定的丰缺指标较文献报道 的 高
,

这是和 当前水稻产量普遍提高有关 ; ( 2) 田间试验表明
,

在施用有机肥的条件下
,

肥料和土壤

中的磷
、

钾潜力都能较好发挥
,

磷
、

钾的施用量可 以相对降低
; ( 3) 当丰缺指标在临界点时

,

应提倡秧田施用
, ( 4) 晚稻对钾特别敏感

,

可相应提高钾肥用量
,

但采用早稻草还田的
,

可以

不提高
。

表 3 浙 江 省 水 稻 对 土 壤 养 分 的 丰 缺 指 标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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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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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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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施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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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K g )

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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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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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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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施 9

锌

速 效 锌 ( Z n P P m )

亩 施 Z n S O
一 ( K g ) 喷 0

.

2 % 液

* 侧定方 法按第二次上澳普查规定
。

4
.

高产栽培
。

这里所讲的
“

高产
” ,

是指当地生产条件下所能发挥的生产潜力
,

即土壤肥

力水平所能达到的高产
。

有的同志认为
,

高产栽培跨越了施肥的范畴
,

由于配方 的执行
,

不

能单纯依靠施肥一项措施就达到预期的目标产量
,

施肥和其它农业措施是否协调
,

关系到肥

料的增产效应
。

在推广中使我们体会到必须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 ( 1) 要培育出壮 健个体

。

主要是培育出带集壮秧
,

并在保证个体发育的前提下
,

控制最恰当的群体
,

并给水稻以自我

调节的余地
,

防止无效分粟增多 , (2 ) 要根据土壤特性调节用肥
。

在总用肥量确定后
,

根据

土壤性质安排基追肥比例
。

对土质粘重保肥性能好的应重施基肥早施追肥
;
对土质壤性的

,

宜

平稳用肥 , 对土质砂性的宜多次追肥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水稻配方施肥今后要抓好以下工作
:

( 1) 优化技术
,

提高各项参

数的精度
; ( 2) 要研究适应一个轮作周期的配方施肥技术

。

利用肥料的后效
,

考虑前作的影

响
,

发挥土壤的潜在肥力
; ( 2) 简化测试方法和手段

,

研制出快速测定仪器
,

使推广者能在

产前掌握土壤条件和产中进行作物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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