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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二条直线和一元二 次方程法求解早稻碑肥适宜用量 进行了比 较
,

得 出了二 条直线求解优于一元二 次方 程

的结 论
,
以 及磷 肥适宜用量的指标

,

为磷肥合 理施用提出了建议
。

众所周知
,
在缺磷土壤上磷肥对水稻的增产效益显著

,
但并不是磷肥用量越多

,
单位面

积产量越高
。

然而
,

黄岩市近年来早稻施用磷肥存在用量悬殊的问题
,
多则 50 多公斤

, 少则

几公斤 , 严重影响了磷肥对水稻的增产效应和经济效益
。

根据我国磷矿资源有限的现状
,
寻找早稻磷肥的适宜用量

,
使较少的磷肥发挥更大的效

益 , 这在 以水稻为主的产粮地区更有其实用意义
。

为此 , 我们就本市早稻磷肥用量 的有关试

验结果
, 通过两种函数微表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比较

,
探求在缺磷土壤上 早稻施用磷肥的适宜

用量
, 以求有限的磷肥发挥更大的效益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土壤

试验在青紫泥 田
、

淡涂田
、

泥砂田和黄筋泥 田 4 个有代表性的土壤上进行
,
它们的理化

性质列于表 1
。

表 1 各 试 验 点 土 壤 理 化 性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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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置 4 个试验点
,
每试验点设 5 个处理

: 1
.

对照 (不施磷 ) ; 2
.

过磷酸钙 15 公斤

(含 p
:
O

。 1
.

8公斤
,

亩施
,

下同 )
; 3

.

过磷酸钙 2 2
.

5公斤 (含 p
2
0

5 2
.

7公斤 ) ; 4
.

过磷酸钙 3 0公斤

(含 P
:
0

5 3
.

65 公斤 ) ; 5
.

过磷酸钙 3 7
.

5公斤 (含 P : 0
5 4

.

55 公斤 )
。

各处理重复 3次
,

田间排列为

改 良对 比法
,

小区面积 0
.

02 亩
, 四周筑 泥 埂

,

并设保护行
。

试验区不施有机肥料 ; 氮肥各小

区均用 0
.

4 公斤尿素
, 以一次全层或经验分次施 , 钾肥均用 0

.

15 公斤氯化钾施于移栽初期和

分孽末期
。

(三 )求解方法

土壤样品取 自翻耕前夕
, 以全层多点采集 , 有效磷测定采用 O l

s
en 法 ; 全磷用 H CI O

`

一 H : 5 0 `
法 , 早稻磷肥用量与稻谷产量 (或纯利润 ) 关系选用二条直线和一元二次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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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最高产量 (或最高利润 )的磷肥用量求解

:一 元二次方程表达时
,

用方程的一次项系数

除 以负的二倍二次项系数的商作为磷肥用量
, 二条直线微表时

,
用二条直线相交点的磷肥用

量 (二条直线方程的共同解 )
。

(四 )供试作物

供试作物为水稻
, 品种为早釉青秆黄或台所 5一 1 0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磷肥不同用量对早稻稻谷产量的影 晌

试验结果 (表 2 )表 明
,
在我市缺磷土壤上

,
磷肥对水稻稻谷有显著增产作用

,

但当磷肥

用量增加到一定数量后
, 再继续增施磷肥

,
产量出现下降趋势

,

但其实质是产量基本保持平

处理

各试验点不同处理的稻谷产量 (公斤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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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磷肥用量与产量关系的函数轨迹

磷肥用量 ( x
,
P

Z

O
。

公斤 /亩 ) 与早稻稻

谷产量 ( y
,

公斤 /亩 ) 之间关系
, 通过数理统

计
,

可用一元二次方程表达
,

也可用二条直

线表征 (表 3 )
。

由表 3 可见
,

用二条直线或一元二次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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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微表早稻磷肥用量效应的方式

一 元二次方程回 归 二条 直线 回归

地点 函 数方程 最高产量的磷肥用

量 ( P : O
。公斤 /亩 )

函 数方程 最高产 量的磷

肥用量 ( P
:
0

:

公斤 /亩 )

秒北 y 二 4 8 2
.

6 2 + 2 4
.

8 4x 一 4
.

6 0x 2 0
.

9 7 4 1* 2
.

7 y = 4 8 3
.

4 0 + 1 3
.

8 9x 1
.

0 0 0 0* * 2
.

7

y 二 5 5 1
.

6 2 一 1 1
.

29 x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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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下 y = 3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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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x 一 4
.

3 0 x 2 0
.

9 8 0 7* 3
.

4 y = 3 9 2
.

5 0 + 1 8
.

0 6 x 1
.

0 0 0 0* * 2
.

9

y = 4 5 9
.

6 3 一 5
.

4 0x 一 0
.

9 9 9 9*

小 坑 y = 3 9 5
.

9 0 + 3 5
.

2 2 x 一 7
.

3 s x 2 0
.

9 9 2 。* * 2
.

4 y = 3 9 5
.

5 0 + 2 2
.

5 0x 1
.

0 0 0 0* * 2
.

3

y = 4 8 8
.

9 1 一 1 8
.

3 7 x 一 0
.

9 9 9 5*

秀岭 y = 4 3 3
.

1 8 + 1 6
.

5 5 x 一 2
.

7 4 x 2 0
.

9 8 4 8* 3
.

0 y = 4 3 4
.

0 0 + 9
.

7 2 x 1
.

0 0 0 0* * 2
.

8

y = 4 7 8
.

7 8 一 5
.

4 0x 一 0
.

9 9 7 3*

平均 y = 4 2 5
.

9 0 + 2 6
.

4 2 x 一 4
.

7 5 x 2 0
.

9 8 5 8* 2
.

8 y = 4 2 6
.

4 0 + 1 6
.

0 0 x 1
.

0 0 0 0* * 2
.

6

y 二 49 3
.

9 7 一 1 0
.

1 0x 一 0
.

9 9 9 3*

注 : ’
达 5%显著 准 , ’ 今

达 1% 显著平准
。

程表征磷肥用量和稻谷产量关系的相互关系数均达显著或极显著平准
,
相关程度密切

。

并且

还可看出
,
一元二次方程求解最高产量的磷肥用量大多比二条直线方程的求解值略 有 增高

,

但二个直线方程求解值与多年多点试验结果接近
,

因而有实用价值
。

至于小坑试验点最高产

量 的磷肥用量 比其他 3 点偏低
,
这可能是黄筋泥 田的固磷强度比其他 3 种土壤弱的缘故

。

综

合上述两个方面
,

加之用二条直线表征早稻磷肥用量和产量的关系
,

其运算手续简便
。

因此我

们认为早稻磷肥用量和产量关系的轨迹
, 可 以用二条直线微表

,
而且优于一元二次方程 的表

达
.

应用二个直线方程求解早稻最高产量的磷肥用量
:
各试验点亩用量 均 未 超 过 2

.

9 公斤

P
:
O

。 ,
一般缺磷土壤的磷肥用量在 2

.

6公斤 P : O
。 。

(三 )以经济效益求早稻磷肥用量

磷肥用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经济效益大小
,
过多地施用磷肥并不能带来磷肥增加的经济



效益
。

为了便于表达
,
采用各试验点累计平均法

,
仅 以稻谷一项的纯利润

,

分析不 同磷肥用

量的经济效益 (表 4 )
,
从而找出一般缺磷 田块获得较大经济效益的适宜施磷量

。

表 4 磷肥不同用量的早稻稻谷经济效益
*

处理 产 量

(公 斤 /亩 )

增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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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数字均为四个试验 点的平均数
。

表 4 可见
,

除处理 5 外
,

各处理磷肥投资效率都大 于 1 ,

说明施磷都有一定的利润
; 处理 5

的纯利润负值
,

说明施过量磷肥反会出现
“

施磷买亏损
”

状况 ; 此外
,

磷肥最高利润在处理 3
。

为了较准确地确定最高利润的磷肥亩用量
,
对磷肥用量 (

x 、

公斤 P
Z
O

S

/亩 )与相对应的纯

利润 ( z
,

元 /亩 )
,

进行数理统计 (表 5 )
。

表 5 磷 肥 用 量 与 纯 利 润 的 关 系

磷肥用量 实 际纯利润 函 数 模 拟

一元二次方程 二个 直线方毯

_( P :
0

。公

斤 /亩 )

(元 /亩 ) 理论最 磷肥 最

高利润 高用量 方 程

(元 /亩 ) (公斤 /亩 )

一:20
105一一

一匕O乃
月任

八曰0臼
一一一一N

O曰户a,lóhl之介匕

0..70.3

1
.

8

2
.

7

3
.

6 5

2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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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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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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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x

理 论最 最高纯
r 高纯 利 利润的

润 ( 元 / 磷 肥用

亩 ) 量 (公

斤 /亩 )

0

1
.

0 0 0 0* * 7
.

6 9

10
.

26 2 6

一 0
.

9 9 9 6* 3
.

3 8

4
.

5 5 一 3
.

2 5 一 3
.

2 7 一 3
.

1 3

* 达 5% 显著平准 , * * 1%著显 平准
。

由表 5 得出
, 一般缺磷 田块的磷肥用量与稻谷纯利润的关系

,

可以用一元二次方程
,

也

可以用二个直线方程模拟
, 它们的拟合程度均较好

,
由二个直线方程推算的纯利润和实 际纯

利润的拟合程度更 比一元二次方程计算值的拟合程度来得高
。

由此可知
, 应用二个直线方程

求解磷肥最高纯利润的磷肥亩用量 ( 2
.

6公斤 P
:
O

。

)是比较可靠的
。

三
、

结 语

综上所述
,
用二个直线方程或一元二次方程微表早稻磷肥用量与稻谷产量 (或纯利润 )关

系 ,
其拟合程度均较好

。

应用二个直线方程求解 早稻最高产量 (或最高纯利润 )的磷肥用量比

一元二次方程求解所得值更为接近实际 ; 加之二个直线方程 回归手续简便
, 我们认为用二条

直线方程微表早稻磷肥用量与产量 (或纯利润 )的关系是确实可行的
,

而且优于一元二次方程
。

在试验条件下
, 应用二个直线方程所求早稻最高产量的磷肥用 量

,
最 多 亩 施 2

.

9 公斤

P : O
。 , 一般缺磷土壤为亩施 2

.

6公斤 P
Z
O

。

左右
, 一般缺磷土壤最高纯利润的磷肥亩用量也

是 2
.

6公斤 P
Z
O

。
左右

。

为此 , 我们建议
, 一般缺磷土壤 的 早稻磷肥适宜亩用量应是 2

.

6公斤

P
2
0

。

左右
。

然而 ,
各田块因条件不 同施磷量应有所差异

,
在大面积施肥时

,
应采取先试验

后应用的方法为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