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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大豆栽种面积 占全国大豆栽种面积的% 4 5
,

占总产的 46 % ① ,

是我 国重要的大

豆商品基地
。

但 由于这一地区自然灾害频繁
,

加之农民种豆没有施肥习惯
,

长期以来
,

产量

低而不稳
。

已有的研究表明
,

施肥对大豆仍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1〕
。

黄淮海地区夏大豆前茬一般

是生长期较长的冬小麦或油菜等作物
,

由于农民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
,

随着氮肥用量的逐年增

加
,

并在 土壤中不断的积累
,

磷肥不足的 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

因而氮磷配比失调
,

造成后茬

作物低而不稳
。

本文研究了磷肥用量对夏大豆的增产效果
,

为夏大豆的合理施肥提供依据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土壤

试验在河南省新 乡市中国科学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潘店试 区进行
,

土壤为黄河冲积物

发育的黄潮土
,

质地属两合土
,

肥力偏低
。

试验地块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8
.

8 9 / k g
、

p H 为 8
.

93
、

全氮 0
.

5 7 9 / k g
、

全磷 ( P
Z
O

。
) 1

.

0 4 9 / k g
、

速效磷 ( P
:
O

:
) 9

.

4 4 m g / k g
、

全钾 ( K
:
O ) 2 1

.

5 9 / k g
、

速效钾 ( K
:
O ) 7 7m g / k g

。

灌水条件较好
。

(二 )试验设计

试验设 5 个处理
:

( 1 ) 对照 (不施磷肥 ) ; ( 2 ) 亩施 z
.

s k g P
:
0

5 , ( 3 ) 亩施 3
.

o k g P
2
0

。 ;

( 4 ) 亩施 4
.

s k g P
:
0

5 , ( 5 ) 亩施 6
.

o k g P
Z
O

。 。

试验用磷肥为钙镁磷肥
,

作基肥撒施
,

小区

面积为 1 6 m “ ,

重复 4 次
,

顺序排列
。

夏大豆 品种为科丰 3 4
。

前茬为小麦
,

麦收后犁耕整地
,

开沟穴播
,

行距 3 c2 m ,

播种量 5
.

s k g /亩
,

每亩定苗约 1
.

7 万株
。

(三 )田间管理

夏大豆在 1 9 9 2年 6 月 15 日播种
,

初花期用敌杀死治虫 1 次
, 7 月 26 日每小 区条施尿素 80 9

(相当于 1
.

s k g /亩纯氮 )
,

其它管理同一般大 田
。

10 月 n 日收割
,

小区单收单打
,

全生育期为

1 1 8天
。

( 四 )观测项 目及测定方法

( 1) 初花期 ( 7 月 22 日 )
,

在各处理区采取 8 株样品
,

测量株高及叶
、

柄
、

茎
、

根的干重
,

并测定其氮
、

磷含量
; ( 2) 收获时 ( 10 月 n 日 )每处理采 16 株样品

,

测定株高
、

分枝数
、

干重
、

荚数
、

粒数
、

百粒重等
,

并测定植株茎秆
、

籽粒的氮
、

磷含量 (植株氮
、

磷含量 分 析 采 用

H
Z
S O `
一 H

:
O

:

法进行消化
,

定容后 吸出一部分在半微量定氮仪上加碱蒸馏
,

硼酸吸收
,

硫

酸滴定
,

测定全氮
。

吸取部分上述消化液
,

用钥锑抗法测定 P
Z
O

。
)

。

①吴明才 等
,

万亩 砂姜 土壤 大豆综 合技术
,

主要作物 综合裁培技术的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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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集
。

第 2 0 7页
, 1 9 8 7

。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4. 01. 008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施磷量对夏大豆花期生长的影响

大豆初花期采样分析的结果 (表 1 )表明
:

()1大豆植株的株高在施磷 1
.

5一 4
.

sk g /亩的

范围内随施磷量的增加而增高
。

植株的干重随施磷量的增加有增高的趋势
。

但当施磷量每亩增

加到 6
.

ok g时
,

植株的株高反而 比每亩 4
.

s k g 的低
,

而其干重却明显增加
。

( 2) 与对照相比
,

施磷以后
,

植株叶片
、

叶柄
、

茎中含氮量
,

处理 2
、

3的明显增加
,

处理 4
、

5的反而下降
,

根

中的含氮量则相近
。

表 明施磷量每亩增至 4
.

sk g 时
,

植株叶片
、

叶柄
、

茎 中的含氮量呈下降

趋势
。

植株根部的全磷量在施磷以后明显增加
,

叶片和茎秆中也有所增加
,

但叶柄中除处理

2外
,

其它处理的还稍有下降
。

上述结果说 明
,

不 同施磷量明显的影响大豆的花期生长和植

株各部位的氮
、

磷含量
。

(二 )施磷量对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2 )表 明
,

夏大豆在黄淮海地区
,

亩施 1
.

sk g P
Z
O

S

的亩产比对照每亩增豆

表 1 施磷量对夏大豆花期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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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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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 2 6% ;
亩施 3

.

o k g和 4
.

5k g P
2
0

5

的每亩分别增收大豆 40
.

7 k g 和 42
.

2k g
,

增

产率为 3 7一 3 5% ;
亩施 6

.

o k g P
Z
O

S

的亩增豆

5 5
.

9 k g ,

增产率高达 51 %
。

4 个不 同施磷量

的夏大豆亩产量与对照亩产量之间的差异经

方差分析 F值为 3 6
.

8 ,

达极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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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施磷量对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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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 1)
n 二 4 ; ( 2) 显著性用 L

·

.S R 检验 .

( 3) 英文 小写字母表示 P < 0
.

0 5 ,

大 写宇母 表示 P < 0
.

0 1
。

;:

9 3

6 2

0 0

我们对 5 个处理的产量
,

进行 了 N E W
-

M A N 一K E U L S 极差检验分析
。

结果表明
,

处理 1 (对照 )除与处理 2 之间的产量差异达

显著水平外
,

与其余处理间的产量差异均达

极显著水平 , 处理 2 与处理 5之间产量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
,

与处理 4 之间差异达显著水

平
,

与处理 3 之间差异不显著 ; 处理 3 与处

理 4 之间差异不 明显
,

与处理 5 之间差异显

著
, 处理 4 和 5 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

由此可

看出
,

亩施 3
.

o k g一 4
.

s k g P Z O
S

就能达到一

茎根

根茎



斗 I匕匕八曰日

且定的增产效果
,

省磷肥
。

同年
,

另一 田间试验结果 也表 明
,

亩施 1
.

s k g P
:
O

。

产量为 1 2 7 k g
,

比对照亩增产 17 %
,

亩施 3
.

ok g 和 6
.

o k g P
:
O

。

的产量分别为 1 46
.

4 k g 和 1 5 4
.

k5 g
,

分别比对照增产 3 5% 和 42 %
,

这与上述的结果亦 十分相近
。

(三 )施磷量对产量结构的影响

收获期对各处理的植株株高
,

荚数
、

秸秆重
、

豆粒重及茎秆
、

豆的含氮
、

含磷的测定结

果 (表 3 )表明
,

施 磷处理的上述各项都高于对照
。

其中茎秆中的含氮量各处理间 差 异不大
,

P
Z
O

Z

的含量
,

处理 3
、

4
、

5 的明显高于对照及处理 2 ; 豆粒的含 氮量
,

处理 3
、

4
、

5 的也

高于对照及处理 2 ,
P

Z
O

S

的含量
,

是随着施磷量的增加而逐步增加
,

但亩施 4
.

5 k g 与亩施

6
.

o k g P
Z
O

。
的无差异

。

表 明施磷后的大豆秸秆
、

豆粒质量均高于对照
。

表 3 施磷量对夏大豆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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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施磷量的增产效益

处 理
产豆 k g /
P Z O 5 k g

产 出 * 投 入*

( 元 / 亩 ) ( 元 /亩 )
产 / 投 增加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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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 同施磷量的增产效益

不同施磷量的增产效益 (表 4 )
,

从经济

施肥的角度来看
,

亩施 1
.

sk g P
Z
O

。
的处理

,

它 的 产 投比 最 大
,

折 合 每 k g P
2
0

。

增豆

19
.

I k g
。

其次是亩施 3
.

ok g P
Z
O

。
的处理

,

每

k g P
Z
O

S

增豆 1 3
.

6 k g
。

亩施 4
.

s k g 和 6
.

o k g

P Z O
。

的处理
,

每 k g P
:
O

。

分别增豆 9
.

3 k7 g

和 9
.

3 1k g
。

以亩施 6 k g P
Z
O

。

产量为最高
,

1 (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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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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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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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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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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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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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月.上

* 大豆 以每 k g Z 元钱计算 , P Z
O

S以 每 k g 3
.

08 元计算
。

实际纯从入比对照约增加 93 元
。

但在 目前磷肥供应较少
,

黄淮海地区农民投入水平不高的情

况下
,

建议亩施 1
.

5一 3
.

ok g P
:
O

。

为宜
,

以达到扩大施肥面积
,

使夏大豆获得均衡增产
。

而

在人多地少
,

经济较发达地区
,

可 以推广亩施 k6 g P
2
0

。 ,

这是提高单产
,

增加总产
,

行之有

效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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