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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椽肥是我国极重要的肥料来源
,

它的栽培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

释肥的种类很多
,

各个地区 由于气候
、

土壤等条件的不同
,

各有其适合于当地的种类
。

在长江以南各省
,

以

紫云英
、

若子和靡 卜菜所占的比重最大
,

而其中又以紫云英最为普遍
。

从全国范围来看
,

凡是椽肥面积大的地区
,

也就是稻
、

麦产量高而稳定的地区
,

可兑椽肥在稠节养分平衡
、

提

高土壤肥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为了圃明椽肥在提高土壤肥力上的作用
,

我佃于 年春在江西等地开展了碌肥的

稠查研究工作
。

现将主要拮果做个整理
。

二
、

紫云英与菩子的干物厦形成速度

紫云英与营子进人冬季低温阶段以后
,

地上部分的生长基本停止
,

根部在越冬期简仍

撇糟扩展
,

待早春以后
,

温度升高
,

地上部分即迅速增长
,

一般以初花期前后或盛花期增长

最快
,

表 所示各个时期解草产量的对比情况
,

充分靓明了这点
。

同样
,

地上部分单株干

重也增加了
。

但单株干重增加的倍数
,

常较每亩中解重增加的倍数为高
,

这可能是在碌色

表 紫云英和菩子的干物髯增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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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在福号中
,

花代表紫云英
,

苔代表菩子
,

卜代表藉 卜菜
。

下同
。



一
4 期 蒯建昌

、

肯克潇
、

于天仁: 华中地区主耍徐肥在提高士接肥力上的作用

体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一部分死苗
,

因此单位面积上的株数在后期有所减少
。

我们在

四个时期中对于 1平方尺中单株数的测定
,

也征实了 这一情况
。

了解根的分布与重量情况
,

并进而估静出地上与地下部分的比例
,

这对于正确地估补

地下部分的作用是有意义的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根主要是分布在 。一加 厘米
,

在 5
,

0
00 斤

解草产量的情况下
,

1 平方尺中大豹有 6 克左右的干根
。

10 厘米以下的根量与土壤的物

理性厦有关
,

凡土壤粘重板拮
,

有密实的鬓瘾层的
,

一般根量较少
,

如表 1所列的
“
乐花

”
及

“
进花

”
均属于这一类型

,

这些土壤 10 一15 厘米土层中 1平方尺的干根重还不到 0. 3 克
。

凡这一层的根量超过 0. , 克的
,

大多是盾地斡铿
,

属 中壤极 (如
“
九花

, , , “
临花

, ’

) 或者是没

有密实的犁底层 (如
“
青花,’)

。

禄肥的地上与地下部分的比例
,

随着地上部分的增长而增高
,

在 5
,

0
00 斤解重的情况

下
,

干物质的比例大钓是 6. 5
:1 ;在解草量低于 ,

,

。00 斤时
,

比例数值就会变小
。

根据地上

与地下的干物盾比例
,

可以换算出地上与地下的鲜重比豹为 11
:1 (按地上部分解草合水

分 87 多
,

地下部分含水分 77 多舒算)
。

因此
,

如果地上部分解重是 5
,

0
00 斤

,

则地下部分

解重为 460 斤左右
。

根据这种情况来看
,

目前通常对于椽肥地下部分产量所作 的估 静

似乎有些偏高
。

这也同时靓明
,

椽肥根部与一般作物比较起来
,

具有较弦的生命活动能

力
。

三
、

几种主要碌肥的成分及其对养分的吸收速度

我们对紫云英
、

若子
、

藻 卜菜与油菜等几种释肥
,

特别是紫云英与幕 卜菜
,

进行了大量

的成分分析
,

桔果分别列于表 2 和表 3
。

从表 2可以看出
,

紫云英自早春盛发至盛花期
,

含氮百分率显著减低
,

一般减低了 工一1
.
, 务

。

盛花期合氮量一般在 2
.
7多左右

,

根的合氮

量较地上部分略低
。

在同一地区同一类型土壤上
,

地上部分的舍氮量大致 相近
。

在地

区不同土壤类型不同时
,

合氟量有些差异
,

但舍氮量并不与土壤的肥沃程度有明显的相关

性
,

这可能与紫云英的生物特性有关
。

因为它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素
,

所以土壤的氮

肥水平在植物体内含氮量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别
,

较非豆科植物为小
。

地上部分的舍磷百分率也随着椽色休的增长而减低
,

但不象氮那样剧烈
,

盛花 期含
P20 ,

量在 0. 40 一1
.
。多

,

一般是 0. 6 , % 左右
。

看来植物体内的合磷量与土壤中的舍磷量有

较为密切的关系
,

如“
进花

” 、“
九花

” 、“
乐花

, ,

等
,

均系扛壤性水稻土
,

磷较为缺乏
。

地上部分

含磷量也较低
,

一般不超过 。井 %
。

地上与地下部分合磷量的关系是 :凡是地上部分合磷

量较多的
,

地下部分含磷量也较多
,

超过了地上部分或大体与地上部分相近 (如青花一1
,

青花一3
,

乐花一l
,

临花一1)
。

与此相反
,

当地上部分合磷量较低时
,

则地下部分的含磷量

一般较地上部分为低
。

这种与氮相反的情况的出现
,

可能是由于磷的供应完全仰拾于土

壤
,

当土壤中磷量较为缺乏时
,

根部所吸收的磷迅速地蒋运到了地上部分
,

因此
,

根部的含

量就相对鼓低
。

一般款为
,

磷肥对紫云英有增产效果
,

也似乎与此有关
。

K
2
0 的百分率也随生长期而有明显的降低

,

其合量大休与氮相近
,

其中互有高低
。

盛

花期含 及O 量大的在 2. 5 外 左右
。

其他农业机关所发表的数字比这要低一些
。

看来舍钾

较多的花岗岩及变盾岩所发育的水稻土
,

地上部分的含钾量也较丰富
。

地下部分所舍的

钾量要较地上部分为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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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几种全要摄肥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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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7

0

.

, 2

0
。

4 3

0

.

7 8

0

.

6 9

0

.

3 6

0

.

4 2

5

,‘QO�曰,
L

O曰一�J门j工J目乡门J
llr

……
223几、勺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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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 表 2

蝙 号 土 壤 类 型
日 期
( 日/月)

地 上 部 分 成 分 (% ) 地 下 部 分 成 分 (% )

N
p,

0
5

)

K ,
0

I

C
·
O

M
g O } N

P
:
O

:
} K

:
0 1

C a
O { M

g O

万花一5

万花一6

九曹一IA

九曹 D

九苔一3A

九苔一 D

九苔一4D

浙一l

浙一2

湘苔一5

湘苔一

波花一4C

高花 卜一 卜
2 A
B

C

D
进 卜油一 卜

1A
C

D

波 卜一4C

6 C

万花 卜 卜3

万 卜一4

进 卜油一油
1A
B

C

D
进 卜油一油

2 A
B

C

D

+ 枚岩缸壤性
水稻土

斗/2

5 /4

叼2

5/4

524

盛花期

盛花期

0
.
35

0
.
68

1 16

1
.
14

0
.
85

0
.
石0

0
.
8 2

0
.
7 2

0
.
67

。

6
6

。

8 ,

0
.
7 8

0
。

9
斗

nn�U八U

………………
…
...

粼
3
...........口...口

勺山, l�‘一.了只�9

…
月,乙
胜

n
一�二n乙4
.

…
.1.J.1,一...,....

,j

o斗
l/O曰气一

2

.

2 6

1

。

2 1

1

.

2 6

4 2 8 1

。

7 7 】0
。

7 1

000
02片9309一

-

:

3C
甘
3

,j�J00�/一二
3

…

QZ�68一jJ以.OJ
…

9QUO一b4
.
dA
., .工

.

…

22少哎nU6,jo了1‘门了,直�护、月份211C�Q�.,
……

nU月,
9
1了,j
Z

J
传
O
C勺‘ 甘

S6
A ‘

2

只�O
子曰乃弓少

...

……

0.86

弓山,�d
‘,j
月,
3
,j
22
,j ,j,乙
2

!l

si

we

.,.月.,......月..............几几......,

。

6
1

.

8 1

‘U一夕n�工J夕,
l勺乙一夕,l,J,4LI夕八己�护、�J

.

……

n�,自UnA‘月竹00QU工Zf,JO口6一」
……

,工d
‘,‘IL

,一
2

�2
4
产0
.
Jt了,工C切
3斗只

�n甘产卜曰,j,‘11,
廿

1

2

一j
...

……

O口O了�了一z
4
nOQ曰
2.

…

O�UClllCU八11�nLJnUnUCU, In曰n一nUC甘n�Unn口n�nUO

2
.
0 9

3
.
2 1

八乙斗O
了
q
�

2
,‘
g

J
什,j
g..

…
,山,工
J
任,�11

...................巨

62

只�口�
2
工J

2
UO,山02
0
‘7

-..

…

1111,�勺山
2
勺白
2
内‘,J,Jd
二几、�夕哎,‘,‘内jd
‘

,‘,j
3
勺’1,L,j门乙乙门,上

…………
月., ....................‘.....,..............几.......,...

1
‘丈U-夕八,O了j
‘
r白,j,‘n��乙弓、,一

24
,�一了n,

...

……
l�U0CUJIILfl甘nUO

�‘
3
,jn�门丫nU,矛
4

工j
11.。0

Z
a曰OU工Cj,
6
,了式U」哎

....

……
3234呼斗了尹J 口I了口/.了矛尹/矛了0翻l月’t,12�j2

4

1,O/n西八U
3

内‘
2
‘UA ‘,J,�

……
00on一0�U: ; :

,jl,�z
一
L
Un
�

6

…
‘
,
2

‘
.1

,乙,j
34

,j
J
侍

夕
了
J
I
护J
1

1 2

1 1

1

2
护J
.

�
2

4 1

1了d
二

l

地上部分的含 Ca o 量大致在 1
.
6务左右

,

舍吨。 量不很现律
,

但较 Ca o 量为少 ;在根

部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
。

若子的合氮量较紫云英为高
,

一般在 3
.
3呱左右

,

舍 几。。0
.
7 多

,

含 K
20 2
.
5 务

,

ca 与

M g含量大致与紫云英相近
。

藉 卜菜地上部分的各种成分都随禄色体的增加而显著减低
,

在盛花期时
,

合氮 1
.
7 多

左右
,

舍 P
Zo s量没有规律

,

筑。 的合量甚高
,

一般是等于 N 与 P
ZO S二者的总和

。

ca
o 的

合量甚高
,

一般在 2
.
。% 左右

。

有人款为裹 卜菜对磷灰石的利用能力较弦
,

或者也与它需

要吸收多量的钙因而将磷释放有关
。

油菜的成分大致与藻 卜菜相近
。

可以根据表 3 的拮果
,

将紫云英与幕 卜菜不同部位的成分含量排列成如下的次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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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飞O ,

蝇0

C aO

M gO

紫 云 英

叶
,

花> 根> 茎

花> 叶> 根> 茎

茎> 叶 > 花 > 根

叶> 花> 茎> 根

叶> 茎> 根 > 花

粟 卜 茱

花> 叶> 茎> 根

叶
,

花 > 根> 茎

花> 叶> 根> 茎

叶 > 花 > 茎> 根

叶 > 花 > 根
,

茎

这两种禄肥叶子的氮
、

磷含量远较茎等部位为高
,

因此在农业实践上应采取旨在加速

表 3 紫云英
、

招 卜菜不同部位的成分

日 期
(日/月)

部位 } N (% ) p ,
O
。
( % )

K
:
O
( % )

C a
O

( % ) M
g o

( % )

犯钓08684893翎586485028764刀04
nU�U,L00门CUU�Un�1�1五八UO,1
1.1

波花一IC 27/3(精英始期) 0
.
72

0
。

9 9

2

。

0 2

印9286012552“
八U
0
11
1
1
几

l

�
/

9

12

斗3Q
[夕QUJZn一斗..

…
IAnU�.1叼�劝胜

3

.

3 8

6

.

斗5

6
.
12

2
.
8 2

4
.
3 0

3
.
7 3

3
.
2 9

3
.
6 9

3
.
0 0

5 1 3

5
.
4 8

4‘U�U3
叫/一、一O口�z

.

…
00CUnU3440292�U,j.

…
224勺j

2

.

9 3

3

.

4 4

4

.

5 0

56卯42t682拓3954926581
nU0111
.
02211011
,.

1

比5029143671638382创50
,‘哎少J气1
‘

�

l

,乙
3
CUnU
Z
,、

根茎叶根茎叶花根茎叶花根茎叶花

波花一4C 2 /叹精荚始期)

波花 卜一 卜2 25/3

波 卜一5

叶的增长
,

增加叶/茎的比重的措施
。

表 斗列举了几种主要椽肥的地上部分的阳离子含量
。

可以看出
,

紫云英的舍钙量忆

较镁为多
,

也较钾为多
。

自早春至盛花期
,

阳离子总量有所减低
,

早春为每 10 0克干物赓

中 14 。毫当量左右
,

盛花期阶段推持在 110 毫当量
。

若子的分析材料不多
,

看来也大体乌

紫云英相近
。

粟 卜菜的各种阳离子舍量
,

都比紫云英为高
。

各地的握脸征明
,

灌 卜菜较挑

耐膺
,

这充分表明了它的吸收能力甚弦
。

油菜的阳离子含量较裹 卜菜略低
。

表 5 中禄肥各部位的阳离子合量数值表明
,

紫云英叶部的阳离子总量较高
,

其中 ca c

量比其他部位多了 1 倍
。

粟 卜菜各部位的差别表现得更大
,

叶中的总量比其他部位多了

了倍以上
,

其中主要是决定于钙
,

其次是镁;叶子的合 Ca o 量为其他部位的 5 倍以上
,

镁为

1一3 倍;各部位的钾量差别不大
。

这种 阳离子合量的精果表明
,

各种植物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
,

其体内的阳离子总量大

体为一常数
,

但在不同的生长时期中
,

总量有一定的差别 ;在生长初期时的数量
,

较生长后

期者为高
。

前面已握敲到
,

紫云英的氮
、

磷
、

押相对含量
,

是随着椽色体的增长而减低
,

但艳对量
子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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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几种全要椽肥各生是翌育时期的阳离子含量

阳离子含量(毫当量/100 克干物盾)

编 号
习 期
( 日/月)

C a M g K
J
急 量

进花一ID

临花一IA

B

D

九花一ID

3D

乐花一IB

D

乐花一3A

B

C

5A

B

C

6D

九苔一3 A

D

4D

进 卜油一油IA

D

油Z A

B

C

进 卜油一 卜IA

C

波花 卜一 卜ZA

B

C

波花 卜一卜7

波 卜

—
5
6

万 I
、

—
4

l/4(盛花期)
11/2

8/3

2/4

5/5(盛花期)

5/4(盛花期)

2/3

2‘/3

2 6 /
l

2 3
/2

3 6
.
7

3 1
.
7 1 5

.
8

1 2 /
2

3 / 3

1 5 /3

2 7 /3

4 /2

5 /4

5 /
4

7 /2

1/ 4

7 / 2

4 / 3

加/3

7/2

20/3

30/1

25/2

25/3

2/4

2/斗

2 / 4

1 1 9
.
6

7 0
.
3

1 6 0
.
3

8 5
。

3

7 8

.

6

1 1 1

。

4

9 6

.

4

2 0 3 5

3 9

。

3

6 4

。

6

9 0

.

0

5 8

.

9

9 2

.

1

7 4

.

6

1 3 5

.

0

1 4 5

,

7

1 5 0

.

2

1 2 6

。

4

1 0 4

.

6

1 1 2

。

8

1 1 6

.

9

1 0 0

.

4

1 4 6

。

7

1 2 9

.

0

1 2 4

.

0

1 4 9

.

0

1 0 1

。

3

1 0 9

。

9

1 0 9

。

6

1 4 4

.

2

9 3

。

4

8 9

。

1

1 8 5

,

O

1 1 3

。

7

2 3 9

。

0

1 6 0

.

8

1 1 3

.

7

2 2 3

。

1

1 4 1

.

7

3 1 0

1 3 0

.

7

1 5 7
‘
6

1 7 7
。

5

1 3 6

。

8

l 夕6
.
5

1 3 4
。

3

�了
.

d
.

,�,�O
‘

2

气jA
t,山

…
�拟U工J2门、月份一Jl�2

223432382121543738342822刀3719洲312153275351544333353234.24.35.41.38.49.37.14.17.24.36.27.19.27.24.44.43.13.58.17.53.40.38.55.42.40.26.

2040产�尹01上,工勺白2,13尸O只,工44‘UZQ护..

…
‘......

……
3眨U,白,‘��了�6R�,乙�了Q了,j产O乙U反UnUUR23,了

6

�乡
4
11护一乡一二冉j66
工f�一夕d
.
哎护一、Jl了
44

却是增加的
。

表 6 示有不同时期单株的养分合量
,

自盛花期前 相一60 日至盛花期为止
,

N 的艳对量增加了 2一5 倍
,

P
2

0
5 与 凡。 也有不同倍数的增加

。

在图 1至图 3 中所示的

紫云英对氮
、

磷
、

钾的吸收情况表明
,

在前一个半月左右
,

由于生长较慢
,

因此吸收的氮
、

磷
、

押量很少
,

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
,

椽色体迅速增加
,

养分的吸收也增加
,

但对磷的吸收

则是较为微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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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紫云英和蕊 卜菜各部位的阳离子含量

编 号
日 期
( 日/月)

阳离子含量(毫当量/10 。克干物盾 )

日�
6
1
.

0
片J11CU,、02了U,jq

3668的30劝朽3539315458铭2 /4(怒花期) 2 5
.
7

在
.,1A
I

O
�
d
二
11侧丫内,护一卜只�llC,

35722132“36科54力563147

2

4/4(怒花期)

2 /4

2/4

3 1.2

87
.
8

128
.
6

191
.
5

75
.
5

112
。

9

1 5 0

.

3

9
1

.

2

1
1 3

.

2

1 1 8

.

3

斗2 1
.
1

1 6 6 4

1 2 3
.
8

1 1 1
。

3

4 1 2
1

1 5 3

.

4
36.6
47.9

c 波花一1 根

茎

叶
c 波花一4 根

茎

叶

花

c 波花 卜一1
、
2 根

茎
口十

花
c 波 卜一5 根

茎

叶

花

286
.
6

53
.
2

2 6
.1

2 4
.
6

54
.
3

24
‘

l

3 4

.

3

4 6

.

8

2 0

.

1

2 9

.

2

3 2

.

1

9 3

.

0

5 1

,

3

4 3

.

8

3 2

.

2

8 8

。

9

5 2

.

3

—
N

一
·

一一P
Z0 5

一一一K
ZO

夕
犷 护‘

夕 /
了叮/

‘

/

尹夕 ‘_ 一‘一

3027242118巧12693

�举\祝琳�训09
协
O
闪
d
.
之邻督

一尸一尸
.
弓
-

30 60 90
时简(自l月旧算起的日数)

图 l 紫云英(高产)对养分的吸收速度(酸性山区水稻土)

—
N

一
·

一一P
20 ,

一一一 K
ZO

2产
葬

, /

沪��“U户.J八廿

一
r~一几

6 O

时朋 (自1月旧算起的日数)

紫云英对养分的吸J枚速度
(扛壤性水箱土)

‘,图

!

…
.十.t�O[8S

Q‘Q
�八n,d

�兴�\叹护�唱O
闪匕
.?
O己
�
之汉胃督

一
入

一
.
一 P
ZO ,

_ _ 一R 20 夕
穿

乡
夕产

匕Z

‘夕f
-

一丫

示三或
一

·

一 一一厂
’

厂

30 60 90

周时 (自1月旧 算起的 日数 )

紫云英(低产)对养分的吸收速度

(酸性山区水稻土)

叶针封针叶升曰
。即

�举\祝御�酬02丫.价。己卜

z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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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紫云英不同时期养分的含量

N
『

( 毫克/株)

P ,
0

5

(毫克/株)
期肋日日

蝙 号
K ,

0

( 毫克/株)

资花一IA

B

C

D

东花一IA

B

C

D

4A

B

C

D

进花一IA

B

C

D

8
.
6

12
.
8 尸

1 3
。

9

2 3

.

4

4

.

3

1 4

.

8

1 6

.

5

2 3

.

8

3

.

5

8

。

O

9

.

0

1 3

.

5

7

.

7

7

.

3

8

.

斗

15
.
3

l
。

9

2

。

8

3

。

4

6

.

6

1

.

2

4

。

0

4

.

6

夕
.
6

0
.
7 5

1
.
3

1
.
9

3
。

0

1

。

2

1

。

2

l

。

1

1

。

8

7

.

3

9

。

1

1 0

.

2

3

.

8

1 5

.

9

1 3

.

7

3 0

.

7

2

.

7

6

.

斗

9
.
3

1 3
。

6

J

仔1‘
�

6

…
364

9.7

1LJ、滋沪J几七滋产名�‘‘产日、、‘产/ 尹咨沙卜尹了.了Jz夕Jz沙121 .zl r/./了厂r护./2. 夕/.了了尹/夕了护育1A .口0工jl立nU11护h,jC曰11丈11LJ4C�1.3,.丈,乙1,�,乙27�,…
一

…

…
…
llfeseseswe

四
、

糠肥对难溶性物厦的利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几种释肥对一些难溶性物盾
,

如磷灰石
、

蛇叙石及钾长石等的利用

能力
,

并进而阴明各种椽肥在提高土壤肥力中的作用
,

我们曾在温室进行了砂培贰膝
,

贰

硫植物为幕 卜菜
、

紫云英和酋子
,

以小麦为对照
。

贰睑处理为 :(l) 完全营养液中缺镁与不

缺镁(加蛇叙石)
,

(
2

) 完全营养液中缺磷与不缺磷(加磷灰石)
,

(
3

) 完全营养液中缺钾与不

缺钾(加钾长石)
。

钾长石是采自广东
,

蛇救石采自江西弋阳
,

磷灰石是云南所产
。

植物生

长一月后收割
,

分SlJ 侧定茎叶与根部的干重
,

以及根的阳离子交换量
、

根的吸收面积与根

的呼吸弦度
,

其拮果分别列于表 7 和表 8o

表 7 不同植物对难溶性物霄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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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的桔果表明
,

在缺镁
、

磷
、

铆的三个处理中
,

镁的缺乏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较小
,

缺

钾的影响较大
,

缺磷 的影响斡钾略小
。

在加镁的处理中
,

四种植物均显示了对蛇叙石的利

用
,

其中蒸 卜菜和营子的利用能力较高
,

小麦较低
,

紫云英介于二者之简
。

在加磷的处理

中
,

磷灰石的增产效果较为显著
,

根据其增产百分率的大小
。

可排列成如下的次序
:
紫云

英> 幕 卜菜> 营子> 小麦
。

与以往精果不同的是
,

在本贰睑 中
,

小麦对磷灰石也有相当程

度的利用
,

紫云英的利用能力超过了藻 卜菜
。

前者的原因可能是本后式喻所用的磷灰石是

云南所产
,

其有效性大于以往所用的海州磷灰石
。

在加钾长石的处理中生长很差
,

其中只

有紫云英增产了 40 务
。

整个视来
,

这四种植物对押长石的利用能力都是很低的
。

根据测定拮果
,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植物刘难溶性物盾的利用能力的三个指标(根的阳

离子交换量
,

根的吸收面积和根的呼吸弦度 )
,

对于四种植物
,

其大小次序基本上与其对磷

灰石的利用能力的排列次序相一致
。

小麦根的阳离子交换量最低
,

为 1 00 克干根中 加 毫当量
,

粟 卜菜是它的 3 倍
,

紫云

英与若子为它的 2 倍
。

粟 卜菜的根是斡粗大的
,

如果根据单位面积来副
一

算
,

则可预料粟 卜

菜根的阳离子交换量还会更大
。

很有意思的是
,

阳离子交换量大小的次序与地上部分合

Ca o 百分率(粟 卜菜
、

紫云英与落子的 ca o 量见前面分析拮果
,

小麦的含 Ca o 量在 1% 左

右)相一致
。

有人欲为
,

随着根的阳离子交换量的增大
,

植物对钙的枯合能
一

也增大
,

因而增

孩 了对钙的吸附
,

井将磷灰石中的磷释放出米
。

对于难溶性化合物的摄取
,

需要根部与合有养分的固体物的鞍大接哑面积
,

因此根部

的吸收面积
,

应可作为利用难溶性物盾的能力的一个指标
。

表 8所示根的吸收面积的大

小
,

其中蒸 卜菜与二种豆科的排列次序与阳离子交换量的次序相一致
。

小麦根的吸收面

积表现得较大
,

这可能是由于禾本科作物的须根较多所致
。

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

与根的生命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

吸收物质 时需要能量
,

而根

的呼吸是能量的来源
,

所以根的呼吸孩度
,

也应兹是其利用难溶性物盾的能力的一个指

标
。

表 8 中所列的根的呼吸弦度的次序
,

也与对磷灰石和蛇救石的利用能力大体一致
。

因

此从各个方面来看
,

这几种绿肥作物的吸收养分的能力
,

都较象小麦这样的农作物为弦
,

这或者也是碌肥作物的特殊本性之一
。

五
、

碌肥在稠节养分平衡上的作用

由于农作物不断取走氮素
,

所以如果没有肥料来补充的韶
,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壤中

氟含量的降低
。

含氮肥料的 来源主要有两方面
,

一方面是
“
工艺氮

, , ,

另一方面是
“生物

氮
” ,

这两种氮源不应是相互代替
,

而应是相互补充
。

但在 目前
“
工艺氮

, ’

较为缺乏的情况

下
, “
生物氮

, ’

在农业中更具有重要的作用
。

释肥是一种成本低
、

收效大的肥料
。

种植一亩紫云英只需三
、

四个人工
,

而为了运送

相当于一亩紫云英肥效的杂肥
,

剧所用的人工要多四
、

五倍
。

更重要的是
,

碌肥所累积的

养分是很多的
。

如果紫云英地上部分解重有 ,
,

00
0 斤

,

则地 上与地下部 分共卦 舍氮21

斤
,

这相当于硫酸按 1。, 斤;假定其中的氮素 1/3 是米 自土壤
,

2
/

3 是来 自大气中
。

则我

俐花极低廉的成本
, “
天然工厂

”为我们制造了 抖 斤的氮素
,

这相当于 70 斤硫酸按
。

除了

暴素以外
,

地上与地下部分共补还含 P刀
;牛., 斤

,

K
2
0

18 斤
,

这分别相当于过磷酸钙 22 .5



一4 期 刹建昌
、

肖克兼
、

于天仁: 华中地区主要释吧在提高土缓肥力上的作用

斤
,

K C1 36 斤
。

当然其中的磷
、

钾不是外来的
,

绿肥本身不能增加土壤中的磷与钾
,

而是

在不消耗土壤的磷
、

钾的情况下
,

为了积累氮素与增加有机厦
,

磷
、

钾参与了一次循环;但

这对它 自身来视
,

是起了一个
“
集中

”的作用
,

有利于今后作物对它的利用
。

根据粗略的估舒
,

中稻在亩产 60 0 斤的水平下
,

箕捍和 籽实从 田里带走的氮量豹为

10 斤
。

就氮对中稻的供应来靛
,

即使不考虑紫云英从土壤中取得的 7 斤氮素
,

单就来自

大气中的这一部分来耕
,

也还有 4 斤剩余
。

当然
,

椽肥的作用还不仅限于增加土壤中的氮

素
。

有机质的增加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盾
,

并且椽肥的栽培还可以抗衡养分的淋失
。

在

盐碱地上种释肥可以降低士壤的舍盐量
。

非豆科椽肥作物如藤 卜菜
、

油菜等
,

虽然不能象豆科释肥那样固定大气中的氮素
,

但

由于它具有特有的长处
,

如能在贫膺的土壤上生长
、

能利用难溶性化合物
、

椽色体产量高

以及收获早不影响早稻插秧等有利条件
,

所以在农业实践中
,

幕 卜菜等椽肥也有大面积的

栽培
。
目前部分地区采用紫云英与藻 卜菜混播的栽培方式

,

将两者的优点拮合起来
,

看来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栽培方式
。

自解放以来
,

禄肥的面积在不断扩大
,

江苏南部及浙江省是习惯 栽培椽肥的重要地

区
,

这些地区的冬季椽肥占了耕地面积的 1/3
。

在某些地区椽肥的种植面积更大
,

如湖南

的醛陵县
,

椽肥占耕地面积的 70 %
,

但是 目前也有不少地区还没有栽培释肥的习
’

嗜
。

就

椽肥的产量来靓
,

也很不平衡
,

如浙江的宁招地区
,

紫云英解草每亩达七千斤左右
,

苏南地

区一般四
、

五千斤
,

而酸性扛壤丘陵地区的碌肥产量就较低
,

一般只有二
、

三千斤
。

因此就

大的范围来耕
,

椽肥的播种面积与产量还是极不平衡的
。

这也靓明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

潜力
。

为了农作物产量的不断提高
,

有效地保持土壤中的养分平衡
,

首先必须在合理安排翰

作的基础上扩种椽肥
。

目前各地尚有不少的冬阴田
,

应敲利用起来种植椽肥
。

应在增

加粮食产量的前提下
,

稠节粗食作物与碌肥的矛盾
,

把利用地力与培养地力密切地拮合起

来
。
目前除了扩种椽肥以外

,

还应推广释肥的丰产趣验
,

弦稠
“
以肥养肥

”
以提高碌肥的单

位面积产量
,

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
,

发挥更大的作用
。

六
、

摘 要

1.紫云英与若子的碌色休一般以初花期前后或盛花期增长最快
。

紫云英的根系主要

分布在 。一10 厘米
,

在 民。00 斤解草产量付
,

1 平方尺内钓有 6 克左右的干根
。

地上与地

下部分的干物盾比为 6
.
5 :1 ,

解重比为 11
:1 ,

目前一般对地下部分的产量估卦似乎有些偏

局
0

2
..
紫云英等含氮

、

磷
、

钾的百分率均随椽色休的增长而减低
,

紫云英在盛花 期含 N

2. 7 %
,

P
2

0
、
0.
65 %

,
K

2
0 2

.

5 多
,

ca
o L 6 务

,

舍氮量与土壤的肥沃程度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

合磷量与含钾量刻与士壤中磷钾合量成正相关
。

根部所舍的养分一般均低于地上部分
,

叶子的氮
、

磷百分率远较茎等部位为高
。

若子盛花期舍 N 3. 3 % 左右
,

其他成分大体与紫云英相近
。

雍 卜菜在盛花期的舍 N 量为 1. 7务
,

K
Z

O 量较高
,

一般是 N 与 P
ZO , 的总和

,

含 Ca O

量慢多于紫云英
,

一般在 2
.
。%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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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的成分大体与粟 卜菜相近
。

3

.

各种释肥在一定生长时期中地上部分的阳离子总量大体为一常数
。

紫云英在盛花

期的阳离子总量推持在 110 毫当量左右
,

裹 卜菜的舍量还更高
。

4

.

藻 卜菜
、

紫云英
、

若子与小麦等四种植物对蛇救石郡能利用
,

但对钾长石不能利用
。

磷灰石的施用对增产很显著
,

根据增产百分率的大小
,

可排列成如下的次序
:
紫云英 > 蒸

卜菜> 若子> 小麦
。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植物对难溶性物质的利用能力的三个指标(根的 阳离子交换量
、

根

的吸JIk 面积与根的呼吸弦度 )
,

对于四种植物
,

其大小次序基本上与其对磷灰石的利用能

力的排列次序相一致
。

因此从各方面来看
,

这几种释肥的吸收养分的能力
,

都较象小麦这

样的农作物为弦
。

5

.

椽肥是一种成本低收效大的肥料
。

在紫云英解草产量 弓
,

0
00 斤时

,

地上与地下部

分所含的氟
、

磷
、

钾分别相 当于硫酸按 1。, 斤
、

过磷酸钙 22
.
, 斤

、

氯化钾 36 斤
。

假定其中

的氮素有 2/3 是来 自大气
,

则
“
天然工J

一 , ,

制造了 70 斤左右的硫酸技
。

中稻亩产 60 。斤时

所取走的氮素构相当于 50 斤硫酸按
,

因此单就来自大气中的这一部分来耕
,

对中稻 的供

应也还是有余
。

从全国范围来看
,

凡是释肥面积大的地区
,

也就是稻麦产量高而稳定的地区
。
目前各

地椽肥的种植面积与产量都极不平衡
,

还有很大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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