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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改旱是提高混田土地复种指数
、

改良土壤从而获得高额稳定产量 的 基本途径之

一
。

草众握膝及对比贰脆青料 (表 1) 就明
,

草木灰在提高福改旱田旱作产量及改良土壤

方面具有特别明显的作用
,

但草木灰远不能满足生产上的需要
,

因此研究草木灰增产作用

的实盾
,

从而探索另外的增产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本文是这方面工作的初步总拮

报导
。

表 1 草木灰对沤改旱田上当年早作生是及座量的影响(1 9 6 0 )

地 点及土 壤

小小 麦麦

小小 麦麦

小小 麦麦

小小 麦麦

大大 麦麦

大大 麦麦

苔苔 子子

株高厘米 有效穗数/亩 粒数/穗
千粒重
(克)

18 7 4 0 0

盐 城河 泥 土

⋯件
/
雳

;
‘7 2 ,

不 施 灰 1 6 1 2 0 0

} , 。

、
‘2 ,

1 9 8 4 0 0 1今2 2

盐 城 芦 莱土
不 施 灰 1 7 2 0 0 0

} 愉 无
( : )

} 干 之 { _ 1 87 6 0 0 1 6 5
.

2

兴 化 死 土
不 施 灰 1 0 1 3 0 0

分 权 数 解重克 /株 干重克/株

盐 城芦 未 土
施 灰

( 4 ,

不 施 灰

(1) 每亩施灰 1 0 担
,

河泥 1 0 0 担 ; (2 ) 每亩施灰 1 0 担
,

人粪 5担 ;

(3 ) 每亩施灰 8 00 斤
,

硫按 7 斤 ; (斗) 斗月 2 2 日测定
。

一
、

大田献脆方法及桔果

草木灰虽视其来源和保存方法的不同
,

其成分有较大的差异
,

但一般均舍有较丰富的

磷
、

钾等元素
。

为了明确各别元素在增产中所起的作用
,

我佣用化学肥料进行了单因子就

驮
,

各别处理中化学肥料的用量
,

均按 50 0 斤稻草灰中舍有的主要元素量折合针算
,

贰输

处理兄表 2o

*

本文为土壤所里下河工作粗的工作报告的一部分
。

本工作与江苏省里下河水稻研究所
、

江苏省兴化县农科所

合作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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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歌 脆 处 理

】 稻 草 灰 ⋯ 稻 草 灰 一

量 (斤 /亩)

50 0

P 十 K + C a

过 磷 酸 钙

硫 酸 钾

碳 酸 钙

2 9
.

7

5 5

19
.

5

】
P+ Ca

⋯篡瞥 篡 ⋯ 粼

⋯
P

⋯
过 磷 酸 钙 ⋯

⋯
K

{
硫 ‘ ” }

}
c ·

⋯ 。 ‘ 钙 ⋯
}

. _

⋯ 干 土 屑 }

} 一 } 硫 酸 纹 I
干 士 屑

此外
,

鉴于预备性裁脸(土培贰硫指示作物
:
小麦

、

元麦)的拮果
,

施用合等量 P 2 0 5 的

过磷酸钙 (与草木灰相比) 可显著促进作物的出苗及幼苗的健 状生长
,

钾 (K
ZS。;

) 或钙

(Ca C 0 3

) 的效果不显
。

因此
,

在进行上述贰睑的同时
,

还对草木灰和过磷酸钙有关施用方

法的尚题进行了研究
。

贰输地土壤为一熟福田鸭屎土
,

有机盾合量为 2. 42 %
,

全氮为 。
.

12 5多
。 1 9 5 9 年为冬

干田
,

前茬中稻
。

各处理三个重复
,

顺序排列
,

小区面积 18
.

7 米
2 。 1 9 6 0 年 10 月 15 日耕

地
。

17 日破堡施基肥
,

同 日播种
,

供贰品种为紫六棱大麦
。

播量为 25 斤 / 亩
。

各处理追

肥相同
。 1 9 6 0 年 n 月 28 日第一次追肥

,

每亩施稀人
、

猪粪水 ” .5 担
,

12 月 22 日第二次

追肥
,

每亩稀入
、

猪粪水
,

量同前
, 1 9 6 1 年 i 月 22 日第三次追肥

,

每亩施塘泥 71 担 (每担

80 斤 )
,

以后握常清沟排水
。

现将贰膝拮果列于表 3
、

表 7
、

表 8 。

表 3

解

各处理大事的千物臀积累速度
、

座量及考种材料

重 (克/株)
代号 } 处 理

1 9 /X l
‘

6 0 } 夕/ I
’

6 1 }6 / 111
‘

6 1

株 高
(厘米)

有效穗

(数 /亩)

粒数

叫飞野
测 产

*

}实 产
书

(斤 /亩) !(斤/亩)

323304298327232一222167
0

.

8 5

0
.

9 1

0
.

7 4

0
.

9 8

0
.

4 6

0
.

6 0

0
.

44

8 4
.

9

7 8
.

4

7 8
.

3

8 2 7

丁5
.

5

7 3
.

2

6 9
.

9

6 7
.

7

3 3 1 ,

8 0 0

2夕6
,

0 0 0

2 85
,

6 0 0

2 88
,

0 0 0

2 6 7
,

6 0 0

2 7 7
,

8 0 0

2 4 0
,

0 0 0

2 4 6
,

0 0 0

3 0
.

5

2 9
.

9

2 7

3 0
.

8

2 2

1 8
.

6

2 0
.

5

1 9
。

3

2 9
.

5

30
.

7

3 0
.

7

3 0
.

1

3 0
.

5

3 0
。

5

2 8
.

6

30 1

4 0 6

3 4 4
.

6

3 2 2

3 6 3

2 4 4
.

2

2 14
.

3

19 1
。

4

1 9 4
.

3

眯眯件隅
39分4851刀333030

n一00fl
U�11甘nUCUn�稻 草 灰

P + K 十 C a

P + C a

P

K

C a

土 + N

土

1HHV江!lllX1111pVVV]E

* 已乘上土地利用系数(0
.

8 , )后的校正
,

测产数为理箫产量的 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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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中第 10 和 n 栏可 兄
,

凡用过磷酸钙作基肥 的处理其产量均显著高于不施过

磷酸钙的处理
,

而与草木灰者相近
。

抑或钙单施虽也表现某些增产效果
,

但远不及过磷酸

钙显著
,

且当其与过磷酸钙混合施用时
,

在本贰脸条件下
,

表现不 出任何肥效
。

注意到表 3 中第 3
、

4
、

, 栏的资料
,

不难着出
,

几施用过磷酸钙的处理
,

植株幼苗期的

每株解重均与施用草木灰者相近
,

而鞍其余处理高出一倍左右
。

显然这表明了草木灰或

过磷酸钙对大麦苗期生长的亘大良好作用
。

植物营养生长的好坏与其生脑生长有着密切

的相关
,

因而凡施用草木灰或过磷酸钙的处理
,

其每穗粒数 (27 一30
.

8 )校未施者 (18
.

6一

2 2 )高出并多 (东勺三。%)
。

这首先是
”

创阴所以能够促使增产的一项重要因素
。

表 3 第 7 栏中的青料清楚地羡明
,

施用草木灰或过磷酸钙能增加有效穗数
,

从而获得

增产
。

.

有效穗决定于基本苗
、

有效分集等清项因子
,

观测青料就 明草木灰或过磷酸钙不仅

能增加有效分集
,

并且在提高出苗率
、

增加基本苗方而也有着良好的作用
。

二
、

草木灰与过磷酸钙增产作用原因的尉兼

研究表 3 中硫酸钾(处理 VI )
、

碳酸钙 (处理 vi l) 与对照处理(处理 IX )中的各项查料

(三个处理的每穗粒数相近
,

但处理 vI
、

vi l 的植株高度均略高于处理 IX )
。

似乎有理由敲

为
,

碳酸钙或硫酸钾的作用主要在于促进土壤中矿化过程的进行
。

碳酸钙或硫酸押单施

时有某些增产效果的原因
,

可能即在于此
。
由于过磷酸钙中合有大量的钙(豹舍 卯 % 的

Ca 5 0 4
)

,

所以当宅佣与过磷酸钙混合施用时就不表现出任何肥效
。

由此可兄
,

草木灰中的

钙
、

钾元素所起的促进土壤矿化过程的作用
,

是草木灰具有增产效果的一个因素
。

此外
,

一般献为
,

草木灰还能起增高土温保护麦苗避免冻伤以及疏松土壤
、

有利根 系 发育 等 作

用
。

整个幼苗期的观侧材料征明
,

施用草木灰的处理
,

冬季晨昏时 5 厘米土层处的土温恒

较施用干土屑者高 1一2 ℃
,

在气温敏降的条件下
,

二者简的差异更可达 2 ℃ 以上
。

观察

材料也荻 明了草木灰对疏松土壤的有益影响
。

可晃
,

草木灰的物理属性及其对土壤物理

性状的良好影响
,

在其增产效果中所起的作用
,

也应熟予以承献
,

但是从上述桔果来看(表

3 )
,

特别是从表 斗中的资料来看
,

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款为
,

草木灰中的磷素乃产生互

大增产效果的主要因素
。

表 斗指 出
,

施用稻草灰
、

馨糠灰或过磷酸钙作基肥
,

将显著改变

三麦幼苗的化学祖成
, P2 0 5 的舍量急剧增高

,

植株体内的氮
、

磷
、

押对比 关 系 发生 互大

的改变
,

而此期植株体内的 几0 5
量及 N / P夕

5 , K刃 /P刃
。
比值

,

助与产量有 着 明 显 的相

关
。

注意表 斗 中氮
、

磷
、

钾比值方面的青料
,

可以看到
,

凡产量较 高 的 处理
,

其 N / P
Z

吼 ;

K 2 0 / P
ZO ,

比值都斡小
,

这表明此时影响以后产量的因子
,

并不是氮或押的相对缺乏
,

表 4

中第 10 行(代号 v lll )的资料
,

更予人以深kl] 的印象
,

此地
,

氮肥的效果不大
,

似乎磷素的

缺乏已成为三麦生长初期的限制因子
。

一般款为
,

中性水稻土在现有施肥水平下磷素井不缺乏
。

机据分析青科
,

各种类型福

田表土的 P Zo 。

量一般变动在 。
.

1一。
.

12 州 简
, 1 96 0 年水稻的肥料贰膝拮果也靛明过磷酸

钙对水稻 (早
、

中稻
,

棍 田 )不表现增产效果
,

因此很自然地可以联想到
,

过磷酸钙对于湿田

水稻土的这种作用
,

可能与福 田土壤的特性及温改旱过程中所发生的某些过程有关
。

实

嗽室的研究桔果表明
,

福 田土壤中活性铁
、

绍较多
,

在土壤干燥过程中以及随着棍田水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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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基肥种类对堰改旱田三事幼苗化学粗成的影响
*

代号 1
基肥种类及

一奋饭⋯N (% ) {P : O 。
(% ) 1K o o (% ) I N / p

: 0 。
{K

, 0 / p :
O : 实 产

(斤 /亩)

唬屎土
,

兴化
,

大麦
,

紫六棱

稻草灰 5 00

过磷酸钙 2 9
.

7
,

K : 5 0 ‘ 5 5
,

C a
C O

a
19

.

7

过磷酸钙 2 9
.

7
, C a C o : 19

.

7

过磷酸钙 2 9
.

7

过磷酸钙井种 10

硫酸钾 55

碳酸钙 19
.

7

干土屑 1 0 0 0
,

硫酸按 15

4
.

0 2

3 42

4
.

7 1

1
.

2 7 4
.

3 8

3 2 3

3 0 马

1
.

0 2

1
.

0 7

1
.

8 1

0
.

2 8 1

0
.

3 84

0
.

3 13

2 9 8

3 2 7

2 6 5

2 3 2

HW111Xlvl

竺
V lll 2 2 2

‘nU�,山,了产O知了钾了巴夕,一
�人UQJ归了

⋯⋯
442
�,�02

‘.一‘.工�.且

n�,白,五,人护O目乡nU问了‘U/O月’trDlf
.

�02

.

⋯⋯
,乙2一,j八乙,jt/,�

J.1�.一

尹O广OC�nU护0lln甘一�夕OU只�Q�一,�乙�口
.

⋯
亩

:
一、�d
皿

d
月一、�凡j斗斗

n�,了厂O乙.

n�A,�了O�3
0�O少nU

⋯⋯
,、,j
42
�,‘
4

鸭屎土
,

兴化
,

大麦
,

紫六棱

月j�Z2
�6

1一6
工j

一�了,�气挤

⋯
在
二

只护,j
X V I

X V ll

X V lll

稻草灰 7 50

猪粪 3 7
.

5 担

河泥 1 50 担

3
.

13

4
.

5 1

2
.

8 0

1
.

7 0

0
.

4 6 5

。

65

。

0 2

.

0 9

.

6 8

3 0 1
.

1

4 5 7
.

7

芦荒士
,

盐城
,

大麦
,

土种

X I X

X X

X X I

稻草灰 5 00

猪粪 30 担

河泥 150 担

4
.

1 2
.

2 4

。

1 3

0
.

6 4 2

1 9 5
.

5

1 7 2
.

3

9 7
.

8

气了,�OU,一1上d
二

⋯
介j内U5J,�

j
特一�少又��气2产0内j,j11一广O,j,白nU工f护一」

⋯
乙
二,j,J

0063
月,内止」

芦芫土
,

盐城
,

小麦
,

大黄皮

%65866092
n�口曰02户�’tn�11,.�嘴上丈U产O1二Q�月份�吕只Un�n甘一乡尹0CU

..

⋯
连.,、月呀
33X X ll

X X lll

X X I V

X X V

X X V I

磐糠灰 8 0 0

稻草灰 5 00

泥渣 90 担
,

稻草灰 2 00 斤

泥渣 90 担

河泥 1 50 担

2
.

1 6

2
.

42

0
.

3 6 6

0
.

3 5 6

0
.

斗6 1

0
.

2 5 2

0
,

2 82

.

6 9

。

6 8

6
.

3 8

8
.

5 7

8
.

5 8

1 8 2
。

8

1 9 1
.

9

1 8 7
.

9

1 0 5
.

4

1 1 6
.

9

一JO门迁
二

刀寸,j02

⋯
222

*
播种后 33 一40 天幼苗

。

代号 X VI ~ X v lll 与代号 I ~ XI 者的迫肥及前作不同
,

代号 X VI ~ x x vl 为在生产队进行的对比拭碌
,

无重复
,

每

粗裁敬除基肥外
,

其他条件完全相同
。

表 5 干燥对土盛中速效性磷酸穿固定的影响
*

脉冲数(次 /分钟 /毫升 )

土 壤 } 处 理

测 定 时 固

原 土 样 干燥后立即 干燥后 3 天 干燥后 7 天 干燥后 10 天

水分过鲍和 4
, 1 5 5 3 , 9 29 3

,
8 6 2 3

,
5 6 4

二熟田水稻土

干 燥 4
,
1 5 5

2
,
6 9 7

3
,
80 9 4

,
0 6 4

水分过鲍和
疆田水稻土

干 燥 2
,
6 9 7 1

,
5 9 7 l

,
4 9 9

4
,
2 14

4
,
1 5 8

2 , 8 14

l
,
5 5 2

3
,
83 4

2
,
5 6 4

l
, 6 6 8

*
稀硫酸 (0

.

02 N ) 提取液中 P 邢量
。

水分过饱和态处理各样品中 P” 的浏定与 F操处理者同时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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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演变为二熟 田水稻土
,

活性敛
、

貂均遭到不同程度的
’ ‘

老化
’ , 。

铁
、

貂及与之相关的土

壤胶体性状在固定磷酸盐上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

我佣曾分别用二熟田水稻土及温田水

稻土使之
一

淹水呈弦烈还原态后
,

加入放射性磷
,

测定在土壤干燥过程中磷素有效 性 的变

化
,

精果列于表 5 。
由表 5 可见

,

无希二熟田水稻土或温 田水稻土
,

在土壤水分过鲍和状态

下
,

磷素的有效性均不降低
,

在土壤干燥过程中
,

二熟 田水稻土中的有效性磷量仍保持不

变
,

但在福田水稻土中磷素则遭受到明显的固定
。

表 6 中所列的食料与此厅良相符合
。

表 6 新沤改旱田及老多田(二熟水稻土 )上大多幼苗(播后 37 天)的化学粗成
令

(盐城
、

秦南公社秦南大队介沟生产队
,

大麦土种)

处
蔺\遭 N %

r刃
。
% } N / P

Z
o :

} K
:
o / p

:
o 。 K ZO %

实 产林

(斤 /亩)

新逼改旱田
,

芦末土

二

3
.

7 9

4
.

1 6

3
.

6 5

0
.

6 4 5

1
.

1 1

0
.

5 9 3

5
.

8 7

3
.

夕5

6
.

1 5

5
.

30

3
.

, 9

5
.

82

3
.

4 2

3
.

9 9

3
.

4 5

1 8 5
.

6

1 3 4
.

4

老麦田 (二熟田水稻土 )
,

白脚土

布

l

引一一
⋯
一一

⋯

二

4
。

1 4

4
.

0 6

4
.

6 9

3 1 8

3
.

9 2

3
.

4 2

3
.

18

4
.

3 9

3
.

8 7

3 4 1
.

5

3斗4
.

3

3斗0
.

1

*

对比就脆
,

无重复
,

两种水稻土土的大麦品种
,

播种期
、

播量
、

迫肥期
、

迫肥量及管理加工等皆完全相同
。

材 已乘土土地利用系数(0
.

80) 后的校正值
。

I

—
每亩基肥磐糠灰 8 00 斤

。

11

—
每亩基肥泥渣 巧。担

,

稻草灰 2 00 斤
。

111—
每亩基肥泥渣 90 担

。

表 6 指出
,

无萧使用何种肥料为基肥
,

老麦 田上植株幼苗的 P 2 0 5
合量均斡高

,

且彼此

简的变动范围很小
,

N / P
Zo s

比值和 K 2 0 / P
Zo s

比值都较小而稳定
,

籽实产量也较高
。

反

之
,

新福改旱田上植株幼苗的 P 2 0 5
舍量祝基肥种类而异

,

随基肥中所能提供的速效性磷

量增多而增加
,

N / P
Zo ,
和 K 2 0 / P

20 ,
比值也随基肥种类而有较大的变动

。

只是在用稻草灰

作基肥的处理中
,

植株幼苗中的 P 20 ,
量始达到老麦田上植株者的同等水平

,

基肥为泥渣

或磐糠灰的处理
,

植株幼苗中的 P Zo s

量较老麦田相应处理者低并多
。

而此两种土壤的全

磷量又是相近的
,

这就明显的就明了两种土壤在种植旱作时磷素供应能力方面 的互大差

异
。

因此似乎可以作出拮萧
,

福田土壤中活性铁
、

貂量较多及其相关士壤胶体性状
,

与温

改旱田土壤中磷素遭受固定有关
:
速效性磷量 的降低

,

是隔改旱 田低产 的 一项主要原因 ;

草木灰或过磷酸钙的有效作用主要在于速效性磷的供应
。

三
、

关于磷肥(草木灰
、

过磷酸钙)施用方法简题

集中施肥是拿众固有的握济利用肥料的宝肯握脸
,

根据上述封谕
,

在温改旱 田上
,

侧

肥的集中施用还有可能减少磷素的固定
,

从而取得更大的樱济效果
。

磷素的移动
J

幽良小
。

而作物在幼苗期时对其需要性较在生长后期时远为迫切
,

因此可以预期
,

磷肥作基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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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顺令 : 江苏省里下河地区新滥改早田灰肥及磷肥施用简题

当较其作追肥施用为优
。

大田贰硫拮果基本
_

上征实了上述推榆
。

由表 7 中的背料可冕
,

用每亩 10 斤过磷酸钙拌种
,

其产量虽仅为每亩施用扣斤作基肥者的 82 另
,

但较对照增产

58
.

7 拓
。

表中草木灰件种的增产幅度斡小
,

显然是由于草木灰用量过多
,

碱性伤害幼苗所

致
。

在肥料施用时期方面
,

表 8 中的青料指出
,

播后 2 0 天追肥的处理
,

其产量仅为用作基

肥者的 83
.

6 % ;播后 刊 天追肥的与播后 20 天追肥的产量完全相同
,

但从幼苗期的解重及

成熟期的植株高度
、

每穗粒数等来看
,

则仍然可以看出草木灰的肥效有随施用时期 的推迟

而降低的趋势
。

表 7 过磷酸钙
、

草木灰不同施用方法的效果比较

(兴化
,

紫六棱大麦)

代号
基 肥 测 产**

种 类 施用法
数 量
(斤 /亩)

厘米享
有 效 穗

数/亩
粒数/穗

千 粒 重

(克) (斤 /亩)

实 产
水 *

(斤/亩)

,jlj工JR�为了,一乙UQ口,、�丈U32
门j,儿,l

过磷酸钙

过磷酸钙

稻 草 灰

稻 草 灰

干 土 屑
出

7 9
.

7

夕7 4

8 4
.

2

7 3
.

7

6 7
.

夕

3 00
,

0 0 0

2 6 7
,

6 0 0

2 8 2
,

0 0 0

2 7 1
,

8 0 0

2魂6
.

0 0 0

2 9
.

7

2 9
.

6

3 0
.

6

2 8
.

8

3 U
.

l

3 5 7
。

4

2 7 0
.

4

3 8 7
.

3

2 5 6
.

9

1 9呼
.

3

夕哎,1nU3
,j

.‘

⋯
n,一J3
‘

马夕
�乙2
�凡
2

,
l

J

日睡

|n甘n口n�n��日d .,毛��日�n丫�U

nll月门曰竹

,.

1人,立

施种施种撤拌撤拌XxIXll翻ix

*

对照处理
。 * * 同表 3 注

。

表 8 草木灰不同施时期的效果比较

(兴化
,

紫六棱大麦 )

岱
七犷

解 重 (克 /株)
施用时期及方法

{而孤可不石
播 种 前 ” 施

⋯
。

·

3 9

⋯
。

·

8 5

播种后2 0天盖种 ⋯
“

·

2 ”

⋯
。

·

3 “

播种后 4 0天盖种 }
”

·

2 ,

{
“

·

”8

一
’ ”

} ”
·

3 口
} ”

·

4 “

株 高
(厘米)

有敖穗
数/亩

粒数/穗
6 / xll

‘

6 1

千粒重
(克 )

测产
* * 朱

{实产
* * *

(斤 /亩 ) 1(斤/亩 )

31
主八U御」,‘,了�了成U3,‘2

,
l4 0 6

2 4 3
。

9

2 4 2
.

6

1 9 4
。

3

........

2

��了,工八U‘1
.

⋯
OZQ了门�n�,�,妇33

一j233
.

⋯
�U11护ZQ
了,j22

1.1,jZ
心‘占�U,�

,.占j任门j
.

⋯
,‘11
‘.人1一/VV尸�V邢叭XPxlXU

“

每亩施稻草灰 5 00 斤
。 水 *

对照处理
,

每亩施干土屑 l
,
。00 斤

。 衣
:

脾 同表 3 注
。

最后顺便指出
,

第二节中所提到的氮肥单施时增产效果不大 ( 表 3 处理 vi ll )
,

并不意

味着新温改旱田不需要氮肥
。

恰恰相反
,

当氮肥与磷肥配合施用
,

则将可获得较磷肥单独

施用时更大的增产效果
,

表 斗中的青料 (第 13
、

16 行 )似乎有力的暗示了这一点
。

四
、

摘 要

工
.

撅田水稻土具有特殊的化学和物理化学特性
,

在温改旱过程中
,

速效性磷遭受显著

的固定
,

速效性磷的缺乏
,

可能是福改旱田旱作低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

2
.

典型稠查及大田对比拭硫材料表明
,

草木灰对福改旱田旱作( 三麦
、

椽肥 )有显著的

增产效果
,

其增产幅度因福 田类型
、

福改旱的其他农业技术措施的配合情况等不 同而 不

同
。

3
.

草木灰具有显著肥效的原 因很多
,

如提高士温
、

疏松土壤等
,

但其主导因素可能与

其含有较丰富的速效性磷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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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过磷酸钙对温改旱田旱作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每亩施用过磷酸钙 30 斤作基肥
,

其

肥效与 50 0 斤稻草灰相等
,

大麦产量较对照增产 9多
.

8 %
。

单施(基肥 )硫酸押
、

碳酸钙或硫

酸效对福改旱田大麦也具有增产效果
,

但其肥效远逊于过磷酸钙
。

5
.

过磷酸钙件种可减少肥料用量
,

每亩 10 斤过磷酸钙件种
,

大麦产量较对照可增产

5& 7 另
。

无萧过磷酸钙或草木灰均以用作基肥效果最大
,

施用时简愈迟
,

其 肥效将愈 降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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