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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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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 者根据河南省潮土
、

褐土和水稻区 土壤 的供磷水平 与小麦产 量的相关性
,

提出 了各土壤的磷 肥最位用量

模式
,

吻合率达 9 0%左右
。

河南省耕地土壤主要为潮土
、

褐土
、

水稻土
、

砂姜黑土和黄棕壤等
。

其中潮土
、

褐土和

水稻土 占总耕地面积的 40 % 以上
,

是河南主要小麦产区
。

这些土壤经多年施用磷肥后
,

它们

的供磷水平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

当前应根据土壤性质及其供磷水平
,

研究确定磷肥的最

佳施用量
。

本文是我站 1 9 8 4一 19 9 0年间在潮土
、

褐土及水稻土上所进行的磷肥用量模式研究

的初步总结
。

一
、

试 验 设 计 与 方 法

试验分别在潮土区 (商丘
、

夏 邑
、

唯县
、

通许
、

获加等县 )
、

褐土区 (灵宝
、

伊川
、

宜阳

等县 )和水稻土区 (罗 山
、

满川
、

息县等县 )进行
。

1
。

供试作物 供试作物为小麦
,

采用小麦一玉米和小麦一水稻轮作方式
。

2
。

试验处理 试验处理分两组
:

第一组设 3个处理
: 1为对照区 (不施任何肥料 ) ; 2为 N : :

P
。
区 ; 3 为 N : Z

P
6
K

。
区

。

重复

3 次
。

第二组设 g 个处理
: i 为 N

。
P

。

区 , 2 为 N
。

P , 区 ; 3为 N
。
P

Z

区 ; 4 为 N : P
。

区 ; 5 为

N , P
,

区 ; 6为 N
,
P : 区 ; 7 为 N : P

。
区 , s 为 N : P : 区 ; 9为 N : P

:

区
。

试验中 N 的用量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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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o
、

6
、

1 2
,

o
、

8
、

1 6及 O
、

9
、

1 8千克 ; P
:
O

:

分别为 0
、

3
.

5
、

7
, 0

、
4

、

8及 0
、

5
、

10 千克
。

试验小区面积为 20 m
“ 。

氮肥 70 %作底肥
; 30 %在返青至拔节期追施

;
磷肥作底肥一次施

入
。

3
.

分析方法 供试土壤在施肥前采集耕层样品
,

用常规法测定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

氮
、

速效钾
、

0 1: 二一 P
Z
O

: 。

测定结果见表 1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土壤供磷水平与冬小麦相对产量及吸磷量的关系

石灰性土壤的供磷水平一般均以 O l s en 一 P 含量的高低为评估依据
。

所谓小麦相对产量

是指不施磷肥小区的产量与施磷肥小区产量之比
,

即
N K

N P K
汉 1 0 0%

。

它可以消除由于 各 地

区基础产量相差 悬 殊
,

而导致试验 结果的不可比性 的困难
。

对试验区的潮土区 土 壤 (n =

3 6 )
,

褐土区土壤 ( n = 1 7 )和水稻土区土壤 ( n = 2 6 )的供磷水平 ( o l s e n
一 P : 0

5
) 与冬小麦的相

对产量和吸磷量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

潮土
、

褐土
、

水稻土的供磷水平与小麦相对产量和吸磷

量均呈极显著
、

显著的相关
,

由此求出的相关模式分别为
:

潮土 y = 33
.

63 + 41
.

5 l oy 勒 褐

平 。 _ , 。 , 。

一
, 只 : I n 。 ,

.

* 括千 v = 一

19旦旦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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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巾 v 早相衬产骨
. x 早 十壤 0 1s en 一 P

,

o
;

土 y 二 4 ` ·

b4
+ z 石

·
乙。 ` 。 g X ’ 水怕工 J =

污叭 或厄了
’
只甲

J
正

“
’

目阅 厂里
’ 入正山袱 “ ` “

~ 一
孟 “ “ ”

测定值
。

吸磷量的相关方程分别为
:

潮土 y 二 1
.

88 o1 g x 一 0
.

3 15
, “ = 1 7 ;

褐土 y = 6
.

12 6 l o g x 一

0
.

2 6 5 , n = 18 ;
水稻土 y = 4

.

6 6 7 l o g x 一 0
.

7 1 6
, n = 2 4

。

式中 y 是吸磷量
, 二是土壤的O l s e n一

表 2 z
J
、
麦相对产量与 O ls e n一 P : 0 。

( m g / k g )的关系

小麦 相对产 量

土 类

< 7 0 ( % ) 7 0一 9 0 ( ; ` ) > 9 0 ( % )

潮土

褐土

水稻土

< 8
.

< 7
.

( 1 0

8
.

0一 2 3

7
.

0一 3 2

1 0一 2 6

> 2 3

> 3 2

> 2 6

P
:
O

。 。

大量分析结果表明
,

不 同土壤
,

即使它们

的小麦相对产量相差无几
,

但它们的供磷水平

也不一定相同
。

据统计
,

两者的关系大体上可

以划分成 3 个等级
。

现将 3 种土类的 3 个等级

的变幅列于表 2
。

(二 )磷肥用量模式的建立

据供试的 3类土壤上的多点试验结果
,

其小麦产量与施肥量之间的肥料效应方程汇总于

表弓 供 试 3 类 土 壤 的 肥 料 效 应 方 程

肥力水 平 肥 料 效 应 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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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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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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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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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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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犯

0加曰沪
, , g / 丘g

褐土的供磷水平与磷肥的经济用量

小麦相对产量与磷肥经济用量

的关系

} 相 对 产 量

土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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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

一
一

—
}三三竺巡 ) {

一

竺丝卫二当全卜宜竺i兰兰
潮土 … ) .5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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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
。

当 R = O
,

即边际报酬率为零时
,

根据土壤

供磷水平 ( O l s e。
一 P : O

。
)所计算出最佳施磷量

的试验结果见图 1
、

2
、

3
。

由图 1
、

2
、

3可见
,

磷肥用量模式
,

潮土为

y = 9
.

3 7 5 e

一
。 6 ￡ x ;

褐土为 y = 8
.

9 5 8 e一 〕 . 。 弓 s ` ;

水稻土为 y = 8
.

7 7 0 e一
` . “ “ 7 工 。

相关系数 ( r )分别

为 一 0
.

7 5 0 ; 一 0
.

6 9 6和 一 0
.

7 9 3
。

式中 y是最佳

施磷量
, x
是土壤供给水平 ( O l s e n

一 P
:
0

5
)

。

根

据此三种模式及表 2 数据计算出的各土壤的小

曲口7
-

右54自J21

(祖、之电巴臼田也绷职稼

5 1 0 1 5 2 0 2 5 30

o lnCS
we P 20 , 功宫 / kg

图 3 水稻土的供磷水平与磷肥的经济用量

麦相对产量与磷肥的经济用量的关系列于表 4
。

(三 )反馈效应

为了检验根据试验而建立的磷肥用量模式在生产上的吻合程度
,

我们在潮土和水稻土上

分别设置了多点反馈试验
。

试验设两个处理
。 习惯施肥区 , 在固定氮肥用量的基础上

,

再施

入按表 3 所列肥料效应方程而求得的推荐施磷量
。

结果列于表 5
。

(下转第 1 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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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叶面所吸收
,

叶片光合作用增强
,

合成的干物质增多
,

灌浆速度加快
,

提高了农作物的

结实率
。

(二 )提离了农作物叶片叶绿素含量 分析结果表明
,

农作物喷施叶面肥后
,

叶绿素的含

量明显增加
。

棉花叶绿素 a增加 0
.

07 8一 0
.

。鱿 m g / g鲜重
,

叶绿素 b增加 0
.

02 8一 o
.

04 9 m g / g鲜

重
,

叶绿素总量增加 。
.

03 5一 o
.

1 19 m g / g鲜重
; 玉米叶绿素

a
增加 0

.

04 m g / g 鲜重
,

叶绿素 b提

高 0
.

时 m g / g鲜重
,

叶绿素总量增加 。
。

08 m g / g 鲜重
,
喷施叶面肥的水稻

,

其叶绿 素含量增加

较高
,

叶绿素
a
增加 o

.

08 3 m g / g鲜重
,

叶绿素 b增加 O
.

O68 nI g / g 鲜重
,

叶绿素总量增加 0
.

1 51

m g / g鲜重
,

田间观察也表明
,

农作物喷施叶面肥后
, 3 天内叶色普遍转绿

。

(三 )提高了农作物的光合强度 喷施叶面肥的农作物
,

其光合强度显著地提高
。

测定结

果表明
,

棉花喷施叶面肥后
,

其光合强度提高 4
.

0一 4
.

58 m g C O
:

d/ m
“

/ h
,

增加 28 %左右
; 水

稻光合强度增加 1
.

60 m g C O
:

d/ m z/ h
,

提高 8
.

8% , 玉米光合强度增加较少
,

为 2
.

37 m g C O : /

d ln V h
,

仅提高 4 %
。

(四 )促进农作物的授精作用
,

提高结实率或结铃数 叶面肥中含有的硼
、

维生素和激素

等物质具有促进花粉萌发
、

花粉管伸长等作用
,

因此
,

喷施叶面肥能 促进农作物的授精作用
,

提高农作物的结实率和座果率
。

三
、

叶 面 肥 的 使 用

叶面肥主要作根外追肥用
。

具体方法是
:
将叶面肥 (每包重 1 00 9 ) 先用少许热水 溶 解

,

再兑凉水 20 一 5昧 g
,

混匀后
,

于下午日落前喷施
。

各作物的适宜喷施生育期分别是
、
小麦

、

水

稻在拔节一抽穗期
; 玉米在拔节期 , 油菜在抽苔期一初花期 ; 棉花在 6 月下旬一 7月下旬的

盛蕾期一盛花期
。

在喷后 1 2小时内遇雨
,

应在雨停后重喷 l 次
。

叶面肥若与农药混喷效果更

好
。

, , , 产 . o r 一 , . 。 沪 曰 ` 、 一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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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反 馈 试 验 结 果 (公斤 / 亩 )

率合%吻土 类 土壤 供麟水平
一

推荐施礴盆 } 预测产量
l

实侧产扭 习惯施肥区 实产

.丈O口,ù内JJ,月心 吸J月̀,山

潮 土

高

呼
1

2
.

5 ( 1 ) *

4
.

2 ( 1 0 )

7
.

0 ( 1 0 )

3 7 0

3 0 5

2 9 8

9 2

9 0

9 5

水稻土
1

.

8 ( 1 )

5
.

0 ( 5 )

4 0 0 -

3 4 0

3 1 4

2 2 1

2 2 0

1 7 3

1 9 9 ;: :::
* 括号内数字为试验数

。

表 5表明
,

实际产量与预测产量的吻合率约在 90 %左右
,

通常是土壤供磷水平愈低
,

吻合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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