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 卷 第 1一2 期

1 , 6 1 年 1 1 月

土 壤 学 报
A CT A PE D O IJ〕G IC A S IN ICA

v o l
.

9
,

N o
.

1刁

付o v em b e r , 1 9 6 1

应用 P32
研究有机混合磷肥在杠壤

上的径济施用

凌霎 霄 鲁如坤
(中国科学院士褒研究所 )

一
、

引 言

握济有效地施用化学肥料是农业化学重要的任务之一
,

考虑 到我国有着广大面积的

酸性土壤
,

这些土壤一方面极为缺磷
,

另一方面由于宅的强大的固定磷素的能力
,

在施用

磷肥后又往往不易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

因此在这些土壤中寻求握济有效的磷肥施用方法
,

就成为当前的重要尚题之一
。

我国农民在握济用肥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握阶
,

如 “沽秧根
, , 、 “
安灰兜

, ,

等
,

这些方法

使得应用少量的磷肥而可能获得互大的增产效果
。

本就盼的目的是在学习农民握翰的基
础 上

,

阴明同量肥料在施用方法不同时的效果
,

从而找出最袒济的施肥方法
。

二
、

拭 脆 方 法

裁硫是在温室中用采自江西的由第四耙杠色粘土发育的杠壤来进行的
,

它的基本农

化特性列于表 1o

表 1 杠 蕊 的层 化 特性

速效却
(毫克 / l朋克土 )

速效磷
有机盾
(% )

全氟
又% )

全磷
(% )

水解性酸
(毫当量/ 100 克土)

代换性酸
(毫当量 / 1 00 克土)

16 1 微量 0
.

9 2 } 0
。

0 5 8 0
.

0 22

贰盼有四种处理
,

二种对照
,

即将有机混合磷肥 (将泥炭和过磷酸钙混合 P勺 以粉状

混施
、

粉状穴施
、

粒状混施
、

粒状穴施
,

另加稳定性磷对照和不施磷肥的对照 ; 每种处理
5 盆

,

每盆装 6. , 公斤杠壤
,

加相当于 1 克氮的(N H ;
)

2 5 0 , , 0. 7 克 K 20 的 K CI
。

粉状和粒

状肥料每盆 2 , 克舍 P 2 0 5 0
.

2 克
。

作对照用 的有机混合磷肥 (将泥炭和合稳定性磷的过磷

酸钙混合)粉状混施
, 8 月 18 日插秧

,

插秧前先施氮
、

钾混合液
,

后取 3一 8 厘米的土层与

粉状
、

粒状磷肥分别混施
,

然后另盖 3 厘米厚的土层
。

此外
,

二处理在盆中央挖洞深豹 8

厘米
,

把粉状磷肥和粒状磷肥分别施于穴内 (前者相当于沽稗根
,

后者相当于安灰兜)
,

然

后每盆栽 15 株幼苗
,

分别在返青期
、

拔节期
、

黄熟期进行采样
,

拮果分别列于表 2 。

三
、

拭 脆 桔 果

从表 2 中明显地可以看出
:

1
.

肥料状况相同时
,

穴施的处理吸收 P Z

吼 量远大于混施的
,

粉状比粒状更为明显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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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施肥方法对水稻磷肥吸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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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状穴施

别在返青期
,

同量磷肥
,

粉状穴施时所吸收的 P2 0 5
量比粉状混施时大 15 倍

,

而在粒状条

件下刻的为 4 倍
。

这靓明粉状穴施的优越性在早期更为突出
,

到扳节期或成熟期刻粉决

条件下穴施吸收 P Z

仇比混施者多不到 9 倍
,

粒状条件下刻不到 3 倍
。

从植物对磷荞营养

要求来靓
,

早期满足磷素需要
,

对水稻生长发育成熟都有很大好处
。

2
.

当肥料状态不同
,

混施时粒状也明显地比粉状显得优越
。

一般前者吸收 PZ

仇 量为

后者的两倍多 ;再者
,

在穴施条件下
,

虽然没有成倍的吸收
,

但以其吸收艳对量而言都是比

较高的
。 ’

另外
,

穴施条件下粒状不象泯施时较粉状优越
,

相反地在穴施时粉状的优于粒状

的
。

这可能由于粉状比粒状更靠近于根的周围之故
,

而粒肥与根之简隔有薄层土层
:

拉

肥优越性不突出
,

还可能 由于在供应植物生长需要上比较延迟所引起
,

同时在这里还有必

要弦稠的是颗粒集中施用还有其特殊优越的一面
。

过去国内外对粒肥研究已有不少
,

但

一般都是混施
。

如果集中施用
,

不但作用更大
,

而且既能大大减少土壤固定
,

又能满足植

物早期生长的需要
。

有关这一周题
,

还有待进一步贰盼
。

3
.

再从表 2 可清楚看到
,

施用方法中以粉状穴施最为优越
,

从返青到黄熟各阶段郡保

持着吸收 P20 ,
最高

,

生殖生长期在农艺性状上表现也是符合的
。

如果粒状穴施
,

即使延

迟的J’L 天内能弥补返青期所供应 Pz o ,
量之不足

,

但二者之尚差异应歌消失
。

而在分析拮

果中清楚看到磷素的供应愈早愈好
,

甚至以后难以弥补
。

4
.

此外
,

由于施肥方法不同
,

也相应地反映在农艺性状方面
,

但其实厦还是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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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引起了肥料利用率的不同
。

等量的 玖仇 合量在四种方法处理下
,

粉状穴施的利用

辗
高 ;相反的

,

终施的秒
。

这是由子在水稻苗期为根系发育glJ 造了不同的营养环境
,

穴施时
,

提供了更高的单位容积的养分
,

对作物吸收和利用大大提高
。

混施时由于单位容

积养分浓度低
,

具U肥料利用率也降低
,

其利用率的递增次序不渝任何发育阶段都与施肥方

祛相对应
。

5
.

于物盾和吸收磷量的关系
,

若以成熟期的干物盾及吸收全磷量为百分之百
,

则可求

出返青期
、

拔节期等生长期简其干物盾重及吸收磷量各占成熟期的百分之多少
。

表 3

返 青 期

千物霄与吸收俄量的关系

} 拔 节 期 成 熟 期

不同施肥方法
产量
(% )

磷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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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表 3 可晃
,

吸收磷量与干物重之简是随着作物的生长而增加
,

然而同一个发育期

其千重百分率与吸磷百分率不是一致的
。

可以看到在作物幼期
,

由于施肥方法不同
,

一般

吸磷占整个生长期的 7一 13 外
。

再从干物重增长情况来看
,

幼期干重占整个生关期的 3一

7多
,

这也随施肥方法不同而不同
,

但不渝怎样
,

在吸收全磷量与干重简总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
,

一般地就
,

在返青期吸收磷量占成熟期 的百分数为干重所占百分率的一倍
,

这靓明

了磷在作物早期的需要性
。

另外也可以清楚看到
,

不同施肥方法对前期干重和磷量所占

整个生长期的百分率是不同的
,

亦即后期生长愈好
,

则前期所占百分比愈少
,

反之划愈大
。

这也同样羡明了磷肥前期的需要以及在后期的增产作用
,

同时由此也征明了杠壤中磷肥

混施效果是不好的
。

表 4 不同施肥方法对水稻艘慈性肤的影响

处 理 高度(毫米 ) 分羹数 穗数 籽实重量( 克) } 童捍重量(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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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觅
,

不同施肥方法显著地影响水稻的农艺性状
,

这也是与前一节所提到的 由

于施肥方法不同郎使磷肥用量相 同
,

一

山大大地影响了植物吸收磷量
。

在磷素营养尚题上
,

磷是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元素之一
,

特别是核肮乃是构成相胞核及其染色体的主

要化合物
,

而磷素促进植物生长发育可能与核脱形成作用有关
,

因此由表 4 中可觅
,

凡是穴
.

施的
,

不谕在生长高度以及分集数方面
,

均比混施的又高又多
。

不难理解吸收磷量愈多分

桑数相应增加
,

最籽表现在穗数和籽实重量方面也有同样的趋势
,

这也突出地反映了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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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增产作用 的关系
。

我们再把氮
、

钾处理作为基数 (如表 5 )
,

可以清楚看到
,

由于
一

不

表 5 不同施肥方法水稻吸收磷素与籽实座量之相关性

处 理
吸 收 总 磷 量

(毫克)
增加
仁% 夕

籽 卖 重 量
(克)

增加
(% )

氮
、

钾

氮
、

磷
、

钾

粉状混施

粉状穴施

粒状混施

粒伏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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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施肥方法吸收 P 20 ,
量与籽突重量之固的相关性

。

总的砚来
,

吸 收磷量愈多籽实愈重
,

但井不成系芭对的正比
,

而是一般的趋势
,

这可能与体内生化作用有关
。

至于 吸收磷量与籽

实重量的相关性
,

在此裁盼中还是早期的情况
。

对不同时期供应磷素与水稻营养所起的

作用
,

还待进一步研究
。

表 6 不同施肥方法对水稻吸收确未肥料的影响

营养生长期 (返青一拔节 ) 生植生长期 (拔节一黄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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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肥料中

畔的百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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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O 。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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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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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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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晃
,

不同施肥方法显著影响磷肥的利用率
,

过去总欲为磷素在土壤中的利用

率远小于氮和钾
,

特别是在叙壤地区
。

然而在我们的就膝中利用不同施用方法可以成倍

地提高磷肥的利用率
,

另一方面在这贰输中借助于放射性磷的施用
,

清楚地靓明了氮素营

养条件的改变
,

可以影响到植物对土壤中磷素的吸收
,

更重要的是通过驴
3 2

征明了过去用

差异法靓明肥料利用率是结睽的
。

表 2 中可觅在局部施用磷肥的同时湘对地增加了对土

壤中磷的利用
。

此外
,

通过同位素法征明水稻在生殖生长期还能弦烈吸收肥料中的磷素
,

但稍低于营养生长期对肥料中磷素的利用率 ; 同 时 也清楚地看到肥料利用率的大小与前

表所述及农艺性状之简的密切关系
,

亦 郎植株分集数和籽实重量的增加都是与肥料 中供

应了更多的磷成正相关
。

由表 6 不仅可以推渝 由于不同施肥方法引起水稻吸 自士壤磷素的不 同
,

而且 也可以

推萧两个不同发育阶段水稻在肥料和土壤中所吸取磷素的超对量
。

一般款为
,

集中施用

提高了肥料利用率
,

相应地减少了土壤磷素利用 ; 相反的
,

混施就增加了土壤磷素利用
。

但我俩了解在集中施用条件下
,

则是相对地降低了土壤磷占吸水磷总量的比重
,

而在驭收

土壤磷素艳对量上还是很高的
。

例如粉状混施
,

取 自土壤的磷素艳对量为 35 3 1 毫克
,

虽

然前者取自土壤百分率为 8 8
.

8多
,

后者为 7 2 .2 拓
。

由此可晃
,

增施磷肥相应地也提高了士

壤磷素的供应
,

特别是由于穴施肥效最高
,

士壤中索取磷也最多
,

这与植物生长愈好
,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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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愈多有关
。

我们在采样时也清楚看到穴施的根系发育特 别 健壮
,

这与吸 自士壤中磷

素数量密切有关
。

四
、

小 桔

1
.

扛壤中的磷虽然以很难利用 的状态存在
,

但如配合少量无机磷肥
,

仍可以被植物很

好的利用
。

植物中 80 % 的磷仍然是来 自土壤
。

2
.

贰盼敲明
,

同量磷肥
,

集中穴施比混施增产 16 0一 2 2 0务左右
,

并显著提高分桑能

力
。

3
.

在杠壤上磷肥以粉状穴施
,

肥料利用率可以从 衣 3 务提高到 38 外
。

4
.

在杠壤上施用磷肥
,

不但不会降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作物对土壤中磷的吸收作用
。

如在混施的情况下
,

由可吸收 60 毫克 几仇 提高到 9 , 毫克
,

在穴施的情况下
,

则由可吸收

60 毫克提高到 27 。毫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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