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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卜者 ] 9 7 6年倡 导的氮几分期定童补差施肥法
,

是以 。一 40 厘米 土层 中无机氮含盈作 为抓肥定量指标 的
。

补

差施 法即
:

化肥氮的用量
二

定量标准 一 施氮前土壤 无机 氮含 最
。

根据差值
,

再按每差 l p p m
,

每亩增施化肥氮 0
.

斤标

准施 用氮肥
。

对于确定
二
L坟氮肥定量的依据

,

各研究者的观点不一
,

有依据土壤全氮或有机质确定土

壤氮肥量的
,

成功率约 40 一 50 % ;
有依据水解氮的

,

成功率约 60 % ; 有依据速效氮的
,

成功

率约 80 %
。

S oP
e r ( 1 9 7 1) 的研究指出

, o一 61 厘米土层 内 N O
。

一 N 含量与大麦产量 的相关系

数为。
.

8 4
。

s i m : 等 ( 1 9 7 1) 的结果表明
,

土壤中 N O
3

一 N含量与冬小麦产量的相关系数达

。
.

9 6
。

W
“ .hl m a

nn ( 9] 83 )贝缝主张 以。一 90 厘米土层内无机氮含量作定量指标的依据
,

用补差法

确定氮肥用量
。

在现有推荐施肥方法中
,

虽然称以作物全生育期 的氮肥投入总量作定量指标
。

但由于分施

次数
、

每次用量以及土壤肥力不同等原因
,

以致在作物的关键需肥期土壤速效氮含量各异
,

不

能使作物吸收利用氮肥处于最佳条件
。

因而作者主张
,

氮肥的定量应按植物生理的发育阶段分

期
,

并以作物在关键需肥期所要求的土壤速效氮最佳数量作为定量指标
。

据作者研究
,

小麦玉

米每个需肥期所要求的土壤速效氮最适含量并不相等
,

低于或超过最适合含量 1 0 p p m都会影

响产量 〔` 〕
。

所以
,

只有按作物的关键需肥期分期定量用肥才能增产
。

一
、

土壤中速效氮与作物生长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
,

土壤 因施肥或作物吸收而使氮素含量发生变动
,

其中以速效氮表现最明显
。

土

壤速效氮含量与小麦分孽壮弱
、

成穗多少
、

倒伏与否
、

贪青晚熟或脱肥早衰有较好的相关性
,

但土壤碱解氮与全氮含量与作物这些情况没有相关性
。

由于河北省年雨量仅有 5 00 毫米左右
,

小麦玉米均需灌溉
。

据测定
,

在灌溉条件下
,

土壤N 0
3

一 N随水升降的范围主要在。一 4 0厘米

土层内
,

因此
,

研究上壤速效氮对作物生长 的关系
,

应 以测定 。一 40 厘米土层中 N O
3

一 N含

量为主
。

二
、

氮肥分期定量与土壤速效氮诊断方法的关系

据研究
,

小麦玉米需肥期要求的土壤速效氮最适含量
,

距最高限度相差不过 l o p p m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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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测定 土壤速效氮的方法的检测限量必须 < 3 PP m ,

才能用于作物需氮指标的研究
。

硝酸

试粉与奈 氏试剂 比色法的检测限量为 )
·

I Op p m ,

精度不够
;
酚二磺酸法及蒸馏洪则工效太慢

,

三者均不足 立宜的万法
。

1 9 7 6年
,

作者研究成功一种简易韵还原扩散法
,

此法运用点滴分析

与容量分析原理
,

以铝粉和 F e S O
`

在碱性条件下 (加 N a O H )
,

把土壤中 N O
3

一N 在 10 分钟

内还原成 N H
3 ,

经吸氨纸吸收后用 0
.

03 N H CI 滴定
,

测出 N O
3一
及 N H

` 十
总量

。

此法检测限

量为 < 3P p m ,

符合精度 要求
。

栽培试验证明
,

用本法所确定 的小麦玉米需氮定量指标和苏
、

德
、

英等国 1 9 8 4年后发表的定量指标接近
。

三
、

小麦玉米需磷规律与磷肥定量指标

据测定
,

在气侯
、

土壤
、

耕灌管理
、

品种等相同条件下
,

影响作物产量的限制因子是速

效磷
。

因此
,

在播种小麦玉米前必须测定土壤速效磷含量
,

按定量指标施足基肥
。

研究表明
,

土壤含 P
:
O

:

量 ( o l s e n 法 )由 7增至 4 0 p p m 时
,

作物产量呈递增趋势
。

四
、

小麦王米需氮规律与氮肥分期定量指标

据研究
,

冬小麦吸收土壤速效氮的关键生育期是分孽期
、

返青期和拔节期
。

因此
,

小麦

应分 3 期施氮
,

增产最多
,

用氮肥量也最省
,

分两期或不分期施氮的产量递减
,

氮肥利用率

也低
。

玉米分拔节和孕穗两期施氮
,

增产多
,

用氮肥少
。

氮肥分期定量指标是通过栽培试验而确定的
。

试验是按作物关键需肥期土壤含速效氮分

别为 3 0
、

4 0
、

S O p p m设置处理的
,

在每次施氮前用还原扩散法测定土壤 (0 一 4 0厘米 ) 速效氮

含量
,

用补差法按每差 IP p m
,

则每亩增施化肥氮。
.

3斤标准
,

把土壤速效氮含量分别补充到

各个处理应达到的水平
,

经试验对 比
,

选出小麦产量经济效益最好的处理
,

作为预备指标继

续试验
。

经 3 年以上多次重复试验
,

以获得重现性最好的处理
,

作为定量指标
。

在经 4个地

区 1 0余个县的 78 万亩土地上检验证明
,

此法较农民经验施肥能节氮 1 / 3
,

还能增产
。

小麦玉米的氮肥分期定量指标 ( PP m )如下① :

生育期

较好

最高

括种期

3 0一 3 5

4 0

返青期

3 5一 4 0

4 5

拔节 期

3 0

3 5

生育期

较好

最高

拔节期

3 5一4 5

孕穗期

4 0一 50

4 5 50

玉米

力肥含有机质多
;
苗壮

,

发育好
,

群体大 ;

浮
; 反之

,

则上浮
。

(下转第2 17 页 )

在无灌水条件
,

只能在播种时施一次氮

肥的旱地小麦地上
,

定量 指 标 以 4 Op p m 较

好
,

超过 50 P p m 时
,

分粟不壮
,

成穗率
二

低
,

产量受影响
。

氮肥分期定量指标必须结合当地条件灵

活掌握
,

及时调整
。

因此
,

文中所定指标可

上下浮动 5一 I Op p m
,

在灌溉水量不足或地

土质较重或品种不耐肥水等情况下
,

指标则应下

小麦

① 田远任
,

土壤诊断因子因土施肥
,

河北省科协普及部
,

1 9 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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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棉
: y Z 二 7 6

.

5 0 一 2 4
.

62 1。戈
2 … … ( 1 2 ) ; 。 2 = 7 , : 。 = 一 0

.

6 5 4
件 ;

砂 壤 质 潮 土
、

灰 潮 土
,

常规 棉
: y 。 = 79

.

77 一 1 4
.

74 nI x 3 … … ( 1 2)
; ,: 。 = 24

,

几 二 一 0
.

5 2 8 * * ⑦ ;

黄棕壤
,

常规棉
: 一 , = 6 9

.

0 1 一 1 1
.

s s l n 二
4 … … ( 1 3 ) ; ,: 4 = 1 2 , r ` = 一 0

.

5 5 4 ` ;

( 2) 磷肥推荐施用量回归方程

壤质灰潮土
, “ 5 4 5 ”

和常规棉
: y 。 = 6

.

5 58 一 2
.

o ol ln 二
。 … … (1 4) ; 。 。 二 9 , : : = 一 0

.

7 2 9` @ ;

( 3) 钾肥推荐施用量回归方程

壤质灰潮土
, “ 5 4 5 ”

和常规棉
: 夕 。 = 3 5

.

4 6 一 6
.

6 i 4l n 二
。 … … ( 15 ) ; 。 。 = 12 , : 。 = 一 0

.

7 5 7 * * ;

砂壤质潮土
、

灰潮土
,

常规棉
: 夕 7 = 2 9

.

6 7 一 5
.

3 5 5 l o x 7 … … ( 2 6 ) ; ,: 7 = 2 4 , : ? = 一 0
.

5 9 3 * : ,: ;

黄棕壤
,

常规棉
: 夕 。 二 35

.

27 一 6
.

3 98 阮二
: … … (1 7) ; n 。 二 9 , : 。 = 一 0

.

6 4 0 ` ; 上述式中
,

y ,
·

一
夕。
为推荐施肥量 (公斤 /亩 )

, 二 ;… … 二 8 ;为土壤有效养分量 ( PP 。 )
。

按以上回归方程可计算出不同养分含量田块的具体推荐施肥量①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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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氮磷定量补差施肥法的应用

1
.

按本文第三节选定磷肥定量指标
,

测定试区 o 一 20 厘米土壤中 P
2
0

。

含量 (Ol
s en 法 )

,

按每差 z p p 、 n ,

则每亩增施 P
。
O

。 0
.

5斤
。

3
.

氮肥定量指标的选定
,

参照本文第四节做栽培试验
,

设置处理参考下列方案或 另 设

计
:

( A )在春季
,

小麦返青及拔节两生育期追氮能保证浇水的
:

( 1 ) 3 0一 40 一 3 OPP m ; ( 2 ) 3 5一

3 5一 3 o p p m
。

( B )在春季浇水困难
,

只能追一次氮肥的
:

( 1 ) 3 5一 4 5 p p m ; ( 2 ) 4 0一杯 p p m
。

经

栽培试验
,

选出产量经济效益及重现性最好的处理
,

作为氮肥分期定量指标
。

3
.

指导生产时按地力基础与当地亩产差 5 0
~ 一 1 00 斤分为一类

,

每次施肥前每类地按 15
。

亩左右取
一二代表土样

,

测定速效磷
、

氮含量
,

按补差法计算即可预报磷
、

氮肥的最佳用量
。

① 张宜春
、

胡芳林等
,

麦棉两熟制棉花 氮钾肥经济施肥量研究 , 未刊稿
, 19 8 5。

② 郭智芬
、

周 明
、

张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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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热棉田栽培 中短季棉 5 45 及常规棉氮磷钾肥 经济最佳施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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