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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五种主要土攘的氮素供应状况

和磷肥肥效的关系

刘光巷 周律金 吴达高 李庚建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

有关磷肥肥效阴题
,

近年来国内已进行了不少的截阶研究
。

就缺磷的酸性土壤来耕
,

几乎各种类型的磷肥(包括过磷酸钙
、

钙镁磷肥和磷灰石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肥效
,

只是增

产的幅度随作物种类和农业技术措施而有所差异
。

在含磷量较高的石灰性及中性土壤中
,

田简裁验的磷肥效应就很不一致
,

但如配合施用硫酸按
,

磷肥的增产效应剧很明显 [卜 31 。砚

朋土壤中氮磷供应 的协锢是施肥中的一个重要简题
,

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

关于肥料施用中的氮磷关系
,

前人已握做了很多的裁验
, 19 59 年以 前的 研 究 报告

,

G ru ne s
做了祥尽的总拮141

。

在这篇总拮中
,

他引用了大量的文献 (包括美
、

英
、

德
、

日
、

荷

兰等国 99 篇书文)
,

把氮肥对于磷肥功效的影响分为两方面 : 第一 方 面是植物的生理作

用
。

由于氮肥可加强植物地上部分的生长
,

增广根系的伸展范围
,

使植物对于磷素的吸收

张度和吸收的接触面都有所增加
,

从而增进磷肥的效应
。

第二方面欲为氮磷拮合的相互

效应是 由于化学作用
,

特别是生理酸性的氮肥能促进磷酸离子的活度
,

因此氮磷混施的效

应通常高出于分施
,

而 N H才离子的功效超过 N O犷态氮
。

同时
,

硫酸按的痊余性酸度 的作

用
,

也能促进石灰性士壤本身所合磷酸钙的分解
,

使其有利于植物的吸收
。

在 Gr un es 总桔以后
,

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批糟有发表
。

Ca ld w ell 〔’〕
,

用标豁过磷酸钙

与不同类型的氮肥通过混施及分施
,

在酸性中粘土及壤土上用玉米进行栽验
,

拮果献为氮

肥对于磷肥吸收的有利影响还是在于化学作用
。

生理酸性的氮肥
,

如硫酸铁
、

氯化按
、

稍

酸按等和磷肥混施
,

具有正的相互效应
,

而稍酸钙和硝酸钠Hlj 没有这样的效应
。

除去肥料的因子以外
,

土壤本身 的氮磷水平
,

无疑的也是影响氮肥肥效
、

磷肥肥效
、

以

及氮磷相互效应的关键性因子
。

关于这方面
,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材料只就一般肥料裁输

精果和土壤氮磷合量来进行比较
,

很少把土壤氮素供应的弦度和容量
,

以及土壤磷素存在

状态和有效性等对氮肥和磷肥的相互效应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

这篇报告仅就江苏省五种主要农业土壤(包括酸性
、

中性
、

石灰性土壤)的磷素存在状

态和氮素供应张度作了分析
,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氮肥对于磷肥效应的比较
。

研究的 目

的是要通过生物栽盼及化学侧定
,

来分析这些具有不同磷素祖成以及不同氮素供应张度

的土壤对于磷肥效应和氮磷相互效应的关系
。

就阶以小麦
、

小米
、

水稻
、

大豆为指示作物
。

盆栽裁盼于 1 9 6 0一 19 6 2 年简在南京进行
,

田简裁输于 1 9 6。一1 9吓1 年简在灌云进行
。

一
、

土攘的氮素供应状况与磷肥肥效

(一 ) 供拭土浪的氮案磷案供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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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裁土壤包括分布在江苏北部灌云地区的石灰性黄粘土 (由旧黄河冲积物发育的重

粘土)
,

徐州近郊的石灰性砂壤土 (由旧黄河沙厦冲积物发育的)
,

江苏南部太湖地区的青

泥土 (由湖积物发育的重壤盾水稻土)
,

宜兴丘陵 山区的酸性杠砂土 (由下蜀黄土发育的

中壤厦杠黄壤) 以及江宁丘陵 山区的中性焉肝土 (由下蜀黄土发育的中壤厦黄棕壤)
。

在

表 1 中列 出了五种 土壤 表层的基本农化特性
。

裹 1 五种供拭土皿的荃本皿化特性

土土 奥奥 pHHH C a C O sss

有 机 盾盾 全 藏藏 全 磷磷
(((((((% ))) (% ))) (N % ))) (p刃

一
% )))

灌灌云黄粘土土 8
。

lll 1 5
。

444 l
。

1777 0
。

0 999 0
.

1888

徐徐州砂缓土土 8
.

000 6
。

斗斗 l
。

1 222 0
.

0 888 0
.

1777

宜宜兴杠砂土土 5
.

22222 0
.

9 777 0
.

0 777 0
.

0 777

江江宁禹肝土土 6
.

77777 1
.

6 444 0
.

1 222 0
.

1333

无无踢青泥土土 6
.

88888 2
。

2 999 0
.

2 111 0
.

1 777

由于土壤的全氮量和全磷量只表示这些元素在土壤中的总赊量
,

并 不能正确地反映

出土壤肥力
,

因此我佣用培养法 [61 侧定了
~

尽违土壤的氮素供应状况 ; 同时根据 Jac ks on 土

壤无机磷分极法 [8]
,

M山ta 的土壤有机磷测定法 [7]
,

以及通用的 Ol se n
有效磷侧定法 [9]

,

对供截土壤的磷素供应状况也作了分析
。

所得桔果分别列于表 2 和表 3o

获 2 不同土公的斑介肚况(单位 : N 一

PP m )

培培 养 前前 培 养 后
***

NNN O 石es NNN N H扑NNN 活性氮总量量 N O 石ee NNN N H卜NNN 活性氮总量量

222
.

3 555 3
.

3 777 5
。

7 222 1 1
.

333 2
.

7 444

555
.

2 333 呼
。

6 777 9
.

9 000 13
.

333 4
.

4 555

444
.

7 555 8
.

9 111 1 3
.

777 巧
.

666 3
。

0 000

111 1
。

222 3
.

斗999 l斗
.

777 2 6
。

333 2
.

5222

111 5
.

999 7
.

7 000 2 3
.

666 4 1
.

222 5
.

6 111

*
在 28 ℃

,

最大持水量的 6 0% 湿度下培养 27 天
。

不同土吸的确介袱况 (单位 : P叩 p m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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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0fj‘U闰了,、门凡�4八lj‘U4臼了,‘瑰Jl,�/灌云黄粘土

徐州砂嚷土

宜兴赶砂土

江宁禹肝土

无踢青泥土

侧定桔果表明
,

供裁土壤的肥力具有很大的差异
,

除无鹅青泥土含氮相对丰富外
,

其

他土壤舍氮都不足
。

五种土壤的氮素供应状况大体可以列出这样的顺序 : 无踢青泥土>

江宁焉肝土> 宜兴杠砂土> 徐州砂壤土> 灌云黄粘土
,

以顺序中后两种土壤为例
,

虽然土

壤的全氮量十分接近
,

但是它们的活性氮总量却有所不同
,

特别 是 在活性氮的供应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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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在培养前几乎存在着成倍的差异
。

在土壤的磷素分极体系中
,

通常把有机磷看作是能

够援慢供应的磷源
,

而把无机磷中磷酸绍
、

磷酸敛
、

磷酸钙量的总和
,

看作是比较活跃的部

分
,

由于分极中的磷酸绍包舍有较多量的表面磷
,

因此它与土壤有效磷舍量一般有比斡密

切的关系
。

分析桔果表明
,

酸性的杠砂土以及中性的焉肝土和青泥土
,

无萧是全磷舍量
,

有机磷含量
,

或是磷酸绍
、

磷酸族
、

磷酸钙盐的分8lJ 含量
,

都和有效态磷量表现有明显的一
致性

。

至于张石灰性的徐州砂壤土和灌云黄粘土
,

磷素赊量都很高
,

但是由于所合的游离

石灰量较多
,

土壤呈弱碱性
,

在这种条件下
,

土壤中磷酸钙的活度一般很低
,

因此这类土壤

的有效磷应当与它们所含的有机磷和表面磷量关系比较密切
,

徐州砂壤土的有效态磷量

显然低于灌云黄粘土
。

(二 ) 磷肥对作物早期生长的效应

施肥效应要看肥料与土壤的相互作用
,

可是土壤本身的肥力水平也是主要的因素
,

因

此土壤的氮磷水平
,

以 及在作物生长的一定时期内氮磷的协稠关系也必将影响到氮肥和

磷肥的施用效果
。 一

19 6 0 年
,

我们在灌云黄粘土上所进行的小麦 (包括春
、

冬小麦)田简献盼
,

都发现单独

施用过磷酸钙对小麦幼苗有促进生长和增加分集的良好影响
,

但是在小麦收获时
,

磷肥却

没有显示出伯日可增产的迹象
。

为了弄清影响磷肥增产效应的原 因
,

我们选用灌云黄粘土、

详妇渺峨l( 施坦确酸钙》

灌云蔺钻土(旎过破加1劲

一~ 矛

不施肥

枷600500咖300咖loO

�。。工教侧滋蟹韧国�东哥代卿艘俗

7 12

获 4

2 ! 26 3 7

生育夭数(从出苗开始)

图 l 单施过磷酸钙对刁帐早期生长的影响
( 施肥 : P刃

。 1 克 /盆 ; 土重 : 6 公斤/盆 )

施用抓麟肥对小衰籽杖度, 的形嘀 (单位 : 克/盆)

对 照 } 磷 氮 l 氮 磷
最小显著差
( 5% )

灌云黄粘土

徐州砂奥土

。 9 ,

{
。,

.

8 :

⋯
,

.

1:

{
,

.

: 2

⋯
。

.

7 ,

6 0 } 0
.

3 5

注 : 小麦苗期生长情况类同于小米
。

献徽用土每盆 3 公斤
, N = 0

.

5 克 (硫酸胺)
,

p : o
。

= o
·

5 克 ( 过磷酸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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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砂壤土在温室推渡进行了贰瀚
。

拮果列于图 1 和表 4o

截脸表明 (图 l)
,

在不同土壤上单独施用磷肥对作物早期都有明显的效应
,

刘
‘

缺磷的

徐州砂壤土施用过磷酸钙
,
使小米幼苗群重较对照超过了六倍

,

但由于土壤的氮素赊量

低
,

可矿化态氮源少
,

因此随着作物的生长
,

土壤的氮素供应迅速呈现出不足(从小米植株

落黄开始 8 天内土壤中 N O 子态氮郎由 n
.

2 P. p
.

m
.

降低到 6
.

6 P. p
.

m
.

)
。

这种氮磷供应的

不协翻
,

特glJ 是氮素的缺乏
,

带来了小米幼苗的落黄和枯叶等现象
,

同时由于氮素的缺乏
,

限制了小米
‘

的生长发育
,

因此对小米的产量
,

磷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
。

从表 4 所列
‘
的小麦盆栽枯果还可以清楚的看出

,

当氮素供应充分时不仅可以推持
,

而且是显著的增加

了苗期磷肥的效果
。

在灌云弦石灰性黄粘土中
,

土壤有效磷合量比较高 (表 3 )
,

而氮素的

含量和供应弦度却很低
,

所以单施氮肥表现有良好的增产作用
,

而氮磷精合施用的效应411

相对的较低
。

但是就徐州张石灰性砂壤土来耕
,

由于氮素和磷素的供应量都很少 (表 2 ,

3 )
,

所以单施氮肥的增产效应便极低
,

而单施磷肥也只能促进幼苗的生长
,

这样由于有限
:

的矿盾氮
,

因施入磷肥而加速消竭
,

所以氮磷拮合施用的效应便极为明显
。

当然
,

盆栽截

盼的枯果往往要比大田情况表现得更突出些
,

但是对于氮磷相互关系的趋势应敲靓是一

致的
。

总之
,

磷肥的效果应当根据土壤有效态磷素水平和有效态氮素水平以及氮磷两者

的协铜供应关系来决定
。

二
、

改善氮案营养对磷肥肥效的影响

(一 ) 施用矿厦氮的影响

既然磷肥的效应受土壤本身氮素供应的限制
,

那么
,

适当的补拾速效性氮肥
,

无疑的

是发挥磷肥肥效的有效措施
。

为了了解在肥力不 同的土壤上
,

氮肥对作物利用磷素和增

加产量方面所起的作用
,

我俩曾将五种供贰土壤进行了如下的盆栽贰验
,

其中包括两个中

心处理
:
(l) 混施硫酸按和过磷酸钙 ; (2 ) 单施硫酸按

。

为造成土壤中氮磷之简具有不同

的比例
,

在同样施足过磷酸钙的基础上 (每盆施入 0. , 克 巧仇)
,

再把硫酸铁用量分成四
.

极 : 不施氮肥
,

每盆 0. 2 克 N
,

每盆 0. , 克 N
,

每盆 1. 0 克 N
。

供裁作物是冬小麦
,

每盆用土

声公斤
,

处理重复均为三次
。

图 2 是这填拭阶在五种土壤上分别得到的桔果
。

拭验表明
,

尽管供栽土壤在肥力上具有很大的差异
,

但是在施过磷酸钙的基础上施用

硫酸铁
,

同样都提高了磷肥的肥效
。

按照得到的拮果有可能根据磷肥增产幅度的差异
,

把

供拭土壤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

(l) 磷肥增产幅度偏低的土壤 : 图 2 表明
,

无踢青泥土和灌云黄粘土都是属于磷肥

反应较低的土壤
,

在这一类土壤上
,

甚至施用了较高量硫酸按
,

也不能促使磷肥对产量有大

幅度提高
。

从图 2 还可以看出
,

在不施任何肥料的情况下
,

两种土壤可以得到十分不 同的

产量
,

这是因为无踢青泥土除了有效性磷含量和灌云黄粘土同样丰富外
,

在爵多其他肥力

因素上
,

都远超过灌云黄粘土
。

这两种土壤由于磷肥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限制产量提高

的因子
,

所以单施氮肥都有明显的效果
,

而在氮素用量不足情况下
,

看来作物对磷肥并没

有迫切的需要
。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氮肥用量常常不能根据满足作物的需要来施用
,

因此

对于这类磷素供应比较充足的土壤
,

当氮肥用量不多时
,

施用磷肥实际上并不会带来显著

的增产
。 1 9 6 1 年在灌云 田简进行的小麦拭验表明

,

在每亩施用 40 斤过磷酸钙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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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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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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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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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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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吞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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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施用孟 (N 克 /盆)

c
.

灌云黄粘土

0 你2 0 5 1
.

0

姐肥施用 t (N 克/ 盆》

d
.

无踢青泥士

”p 卜” a + l‘, 一 卜 12 , 0 . ,

卜幻 9 3
民 , · 3决 7 , 6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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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
OJ 之

1。书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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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五种供裁土奥上施用不同比例氮
、

磷

肥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施肥 : N = 硫酸鞍 ; N P ~ 硫酸鞍 + 过磷 酸 钙

(0
.

5 克 P刃盯盆 )
,

土重 : 3 公斤/盆 ]

l05�翻、帆�顿十娜套粼
"

一
、

0 0 2 0 与 l刁

落肥施府最 (N 克 /盆、

。
.

江宁禹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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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 40 斤硫酸铁 (其中 20 斤做基肥
,

20 斤返青后追施)在与单施 40 斤硫酸铁的处理相

比时
,

发现在小麦苗期磷肥表现有促进生长的效果(分雍率和分集期解重都提高了将近一

倍)
,

但是在收获的小麦籽粒产量上
,

实际并没有因施用磷肥而提高
。

在这项裁盼中由于

生长较好的处理
,

受到了一些冻害
,

因此对于献输的拮果肯难以作出准确的拮输
。

(2 ) 磷肥增产幅度斡高的士壤
:
在供敲的五种土壤中

,

以 宜兴杠砂土和徐州砂壤土

的磷素供应最贫乏
,

由于在这类土壤上磷素供应的不足
,

常常是限制生长的最重要因子
,

因此不配合施磷肥而单独增加硫酸按的用量
,

实际上对小麦的产量并不能期望有显著的

提高
。

截验还表明
,

郎使在缺乏磷素的土壤上
,

磷肥的效果同样也要受到氮素不足的影

响
,

例如对宜兴杠砂土单独施加过磷酸钙
,

在小麦籽粒的艳对产量上
,

仅仅得到了较少的

增长
。

而在徐州砂壤土上
,

磷肥早期的肥效甚至还不能反映在最后的小麦籽粒产量上(表
4 )

,

这祝明对于这些缺磷而氮又不足的土壤
,

要使磷肥和氮肥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

二者

配合施用将是一项提高产量的有效措施
。

玻 s 不同土 . 小班收班物的组度. (单位 : 克/盆)

重重认把把
PPP 低氮肥用量量 高氮肥用量量 最小显著差差

(((((((((((((((((((((((((((((((((((((((((((5% )))
NNNNNNN iii N IPPP N ,, N , PPPPP

灌灌云黄粘土土 0
。

1 111 7
.

5 888 8
。

0 111 l斗
。

0 666 1 7
.

1999 2
。

1 888

宜宜兴赶砂土土 2
.

0 000 0
。

8 555 7
.

1 444 0
.

8 333 8
.

0 222 l
。

0 888

江江宁思肝土土 0
.

1999 3
.

8555 6
。

6 444 3
。

9 333 10
。

4 111 1
.

9 666

无无踢青泥土土 1
.

7 555 5
.

5 444 6
.

9 111 9
.

6 888 12
。

9 333 3
。

2 111

徐徐州砂坡土土 O
。

0 888 O
。

0 444 6
.

2 111 0
。

斗999 9
。

9 555 0
.

6 333

注 : 每盆士重 3 公斤
,

P = 0
.

5 克 P玉仇 /盆 (过磷酸钙)
,

N : = 0
.

2 克 N /盆 (硫酸按),

N , 二 。
.

5 克 N /盆 (硫酸歧)
。

表 5 表明无萧是氮肥或磷肥
,

在不同土壤和不同肥料配合下
,

都可以产生极不相同的

效果
,

例如氮肥在灌云黄粘土和无踢青泥土上具有较高的效率
,

但是要提高氮肥在宜兴杠

砂土上的效率
,

施用磷肥就很重要
。

在宜兴杠砂土上单施磷肥虽然也提高了小麦的产量
,

但是在配合施用氮肥时
,

磷肥的增产效率便又有提高
。

这些桔果都观明
,

影响一种肥料效

率高低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
,

因此磷肥效率的大小也决不会只限于氮素肥料的配合
,

特BlJ

是在生产条件下
,

除了一系列的土壤因素外
,

农业技术的水平也必将对磷肥效率产生重要

的影响
。

(二 ) 施用有机肥料的影响

196 1 年在灌云黄粘土上进行的田简拭输中
,

督研究了有机肥料对磷肥效果影响的阴

题
。

供截作物是冬小麦
,

肥料用量折合每亩猪粪 2 0 0 0 斤
,

过磷酸钙 40 斤
。

就麟的桔果表

明
,

在施有机肥料的基础上
,

磷肥并没有表现出增产的效果
。

为了研究磷肥无效的原因
,

我们又以不同肥力的土壤在温室进行了盆栽截阶 (表 6 )
。

得到的桔果祝明
,

在施多量猪粪的基础上施用过磷酸钙
,

只有酸性杠砂土上的小米有少量

增产
,

而在其他土壤上
,

无渝是水稻或小米都没有因施入磷肥而使产量有显著的提高
。

贰

验还征明
,

产量和磷素的供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

表 7 是从不同土壤的施肥处理中侧定的有

效磷舍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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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6 不 同土班施用有机肥料对磷肥效应的形响

\\\

排气气
灌云黄粘土土 宜兴杠砂土土 无踢青泥土土 江宁禹肝土土

猪猪粪 + 过磷酸钙钙 小 米米

:::)))
1 2

。

999 2 0
.

222

;: :::水水水 稻稻稻 2 4
.

888 3 3
.

22222

猪猪 粪粪 小 米米

:;::::
1 1

。

444 1 8
.

, 一一 ;: ;;;
水水水 稻稻稻 2 3

。

777 3 2
.

77777

最最 小 显 著 差差 小 米米 3
。

666

;:;;;
3

.

333

: :::(((5% ))) 水 稻稻 Z
。

ZZZZZ 7
.

33333

1
.

每盆土重 3 公斤
,

千猪粪 (含 N 1
.

34 % ) 75 克
, P , 0

。
0

.

5 克 (过磷酸钙)
。

2
.

产量 : 小米为穗重
,

水稻系总收获物
。

玻 7 不同施肥处理中
,

土公有效麟含 t (单位 : P 一PP m 数) (供吠作物 : 水稻)

1
.

过磷酸钙+ 猪粪
,命⋯金⋯登⋯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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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0

·

5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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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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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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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7

}
2 0

·

2

}
‘4

·

3

}
‘7

·

5
}

‘7
·

5

{
2 8

州
2 ‘

·

2

⋯
2

·

8

}
‘

·

万

一 }
斗

·

6
}

‘0
·

8

}
‘U

·

“

} ”
·

U

}
‘4

·

斗

) 一 } 一

一 } ‘
·

9 } “
·

7 } 2
·

7 ! 3
·

2 } 3
·

‘ } 无 } 无

粪照钙

酸磷

对猪过
,山3
月’t

(1 ) 有效磷用 0 1s e n
.

法 (0
.

5 MN a H c o a

提取)测定
。

(2) 处理 3
,
4 中施有硫酸鞍

。

从这些拮果可以看出
,

凡是施用猪粪的土壤
,

在作物生长的不同时期都含有相当丰富

的有效磷 [9]
,

处在这种情况下
,

磷肥要发挥作用当然是很困难的
。

在表 7 的拮果中
,

宜兴

叙砂土的分析数据都偏低
,

这是因为应用 0. 弓M N aH CO :

提取酸性土壤时
,

产生了磷酸盐

的再沉淀现象
。

在用灌云黄粘土进行的小麦盆栽截验中
,

我们将拭嗽的处理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
降

低了有机肥料施用量 (按重量较上面的武验减少了一 半以上
,

郎 6 公斤土加 61
.

弓克干猪

粪)
,

增加了硫酸按处理
,

此外还应用了有产标昆 的过磷酸钙 (每盆 2 2 0 产c
)
。

得到的精

果祝明 (图 3 )
,

在施猪粪的基础上施用过磷酸钙
,

植物吸收的磷素主要并不是来自过磷酸

钙
。

在施用肥效较高的人粪时
,

虽然产量和全磷吸收量都较施用猪粪的为高
,

但是作物从

过磷酸钙中所吸取的磷依然没有增加
。

可觅在施有机肥料的条件下
,

尽管施用了可溶性

磷肥
,

而作物所吸取的磷主要来自有机肥料中的磷
。

拭酸还表明
,

自p使在施有机肥料的基

础上
,

硫酸按依然有增进过磷酸钙肥效的功用
。

从图 3 可以看出
,

在施有猪粪或人粪的基

础上
,

加入足量的硫酸铁 (每 6 公斤土施加 1 克 N 的硫酸铁 )
,

在小麦产量提高的同时
,

过

磷酸钙利用率也可以得到成倍的增长
。

(三) 豆类作物对磷肥的效应

灌云一带是江苏省的重要大豆产地
,

但是当地农民栽培夏大豆从来没有施肥的习惯
,

同时因为土壤一般合磷此较高
,

所以拿众施用磷肥的更少
。

两年来我佣在灌云黄粘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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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口 土故确

【二」有机肥确 + 土坡磷

协目礴肥磷 (过礴酸躬)

4. 婚 5月3 33 3 11 .3 39 .4

产盈 (克 /盆)

图 3 在有机肥基础上
,

施用硫酸

按对小麦(抽穗期)吸收磷素的影响
(施肥 : A一P刃

. 0
.

8克/盆 ; Bl 一猪粪
6 1

.

5 克 + p刃
。 0

.

5 克/盆 : B
一猪粪

6 1
.

5 克 + P刃
。 0

.

8 克 + N :
克/盆; C扮

人粪 1 1 2 克 + p刃
。 0

.

8 克/盆 : C~ 人

粪 1 1 2 克 + P刃
。 0

.

8 克 + N I 克/盆
。

磷用过磷酸钙
,

氮用硫酸鞍
,

猪粪用干

的含N [
.

52 %
,

人粪用潮的含N 0
.

8 4%
.

土重
—

6公斤/盆)

献献旅种类类 施肥 (斤/亩))) 籽粒产量量 注注
(((((((斤 /亩)))))

田田简献脆脆 对 照照 10 7 十 1 5
.

666 献脆在灌云县农婚婚

(((1 9 6 0))) 条施过磷酸钙 40 斤斤 1 5 9 士 6
.

777 陆庄生产队进行行

田田简献软软 对 照照 1 6 4 士 3
.

666 献旅在灌云县小伊伊

(((1 9 6 1>>> 条施过磷酸钙 20 斤斤 1 8 5 士 7
.

666 公社千斤大队进行行

条条条拖过磷酸钙 叨 斤斤 1 9 4 土 5
.

99999

田田简献徽徽 对 照照 1 7 7 士 6
.

999 献脆在灌云县小伊伊

(((1 96 1))) 条施过磷酸钙 20 斤斤 加3 士 14
.

333 公社祝庄大队进行行

条条条施过磷酸钙钓 斤斤 2 1 8 土 8
.

55555

大大田对坦批脆脆 对 照照 1

::::
献脆在灌云县小伊公公

<<< l, 6 1夕夕 条施过磷酸钙 20 斤斤斤 社祝庄大队进行 (实实
际际际际际面积 3

·

7 亩)))

Q门111111日曰曰日日翻麟曰翻翻

Q门日日日日目脚

氏门圈日目圈日日日翻

氏门日曰曰目胭

A目�目.

....卜Jl....r....

仰卿印�翅权姗
叭O,d�喇葫跳辫

我 , 耽豆麟肥吠吸枯.

献献旅种类类 施肥 (斤/亩))) 籽粒产量量 注注
(((((((斤/亩)))))

田田简献孩孩 猪粪 加00 斤 十 过磷磷 1 6 5 土 1 1
.

444 献脆在灌云县农场场
((( 1 9 6 1>>> 酸钙 4 0 斤斤 1 2 9 士叹3

.

666 陆庄生产队进行行

褚褚褚粪2 0 0 0斤斤斤斤

用大豆
、

豌豆等作物进行了施用磷肥的 田简藏输
。

小区面

积一般采用 1 / 3 , 亩
,

重复 3一 4 次
,

‘

磷肥于播种前条施
。

在大田对比就软中
,

为了尽可能接近生产的条件
,

磷肥是用楼施的
。

贰输表明 (表 s)
,

在大豆播种时将过磷酸钙作基肥条施
,

一般可以得到显著的增产
,

特别对于比较赓薄的田块
,

磷肥的增产效果更为突出
。

总枯两年来拭嵘的拮果可以献为
,

(、祝姗侧叭ONd�喇功佑目

在灌云黄粘土上
,

将过磷酸钙作基肥条施于大豆
,

平均 1 斤过

磷酸钙可增产大豆籽粒 1 斤以上
。

磷肥增产大豆的原因
,

与

根瘤的增加和氮素营养的改善有着重要的关系
。

根据田简侧

定豌豆 (盛花期 ) 根系的桔果
,

在面积 1 平方尺
、

深度为 42 厘

米的土层内
,

施磷肥的总根量比对照提高了 63 多
,

根瘤总数

比对照提高了 99 务
。

根据盆栽大豆的桔果
,

施磷肥大豆籽粒

的粗蛋白含量也比对照提高了 65 务
。
田 简贰毅还表明

,

凡是

不施磷肥的大豆
,

除了产量较低外
,

由于营养不充足
,

还比施

磷肥的大豆早熟 3一4 天
。

显然
,

这些表现都是施磷改善了大

豆营养条件的拮果
。

献麟表明 (表 9 )
,

在灌云 黄粘土上不仅对豆类作物单施

磷肥可以增产
,

在施有机肥料的基础上
,

施用过磷酸钙同样也

有增产的作用
。

利用标豁磷肥所进行的研究靓明 ( 图 4 )
,

大

豆对过磷酸钙中磷素的利用率
,

由于施 入猪粪而显著下降
。

这个拮果和上面小麦截输 ( 图 3 ) 的拮果是一致的
,

靓 明有机

肥料中的磷
,

较过磷酸钙更易为作物所利用
。

7
.

58 1 1
.

6

牢到位产 t

12
.

4 I T 7

(克l盆 )

图 4 施有机肥对大豆利用磷

酸钙的影响

(施肥 : A一不施肥 : B一P刃
。 1 克 /

盆 : C一干猪粪 1 0 4 克 + p s o 。 l克 /

盆 ; D 一于猪粪 3 12 克 + p : o 。 l克/

盆
。

土重
—

6公斤/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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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桔 藉

在我国当前的化学肥料阴题中
,

磷肥的施用是一个突出的阴题
。

解放以前
,

化学肥料

的供应数量和供应品种都极为有限
,

事实上只有少量硫酸按
,

而且某施用范围仅局限于洽

海几省的水稻田
,

磷肥lll] 没有被重砚
。

解放以来
,

磷肥的供应量及品种都 日盘增加
,

但广

大农村
,

特BlJ 是我国北部地区对于磷肥的施用还没有习惯和握验
。

就江苏省来耕
,

除西南

角的杠黄壤丘陵地以外
,

苏南苏北大面积中性和石灰性土壤地区内
,

在现有的农业技术水

平下
,

单施磷肥对谷类作物几乎都是无效的
,

或者税它的肥效仅仅反映在苗期
,

而对于最

后产量并改有明显的效果
。

近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温室拭验和田简拭验也得到了类似的桔

果
。

由于磷肥的施用技术没有因土而异
,

所以磷肥的肥效也没有明显地反映出来
,

这样就

造成了磷肥积压和滞始的现象
。

我们面临着这个简霆
,

必滇进行仔袖分析
,

斜对不同地区

的情况
,

研究磷肥的施用技术
,

充分发挥磷肥的肥效
,

否A[] 磷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就会

受到一定的影响
。

总枯两年来的磷肥工作
,

我佣对江苏省有关磷肥施用阴题提出下面几点初步的款藏
:

1
.

对谷类作物来靓
,

单独施用磷肥只有在贫膺的酸性土壤上 (例如 宜兴的酸性杠砂

土)才有一定的效应
,

但决不能款为这些土壤只需要磷肥而不需要氮肥
,

由于氮和磷同样

都是限制农作物产量的因子
,

所以有了适量的氮素供应
,

‘

磷肥的肥效就更 为显著
。

据稠

查
,

在这些地区的一般耕地上
,

单施磷肥的明显效果往往只局限于第一
、

二年
,

而且以新垦

荒地肥效最显著
,

因为在新垦地的土壤中
,

蕴藏有一定量的稍态氮
,

而速效磷Blj 极度贫乏
,

所以单独施用磷肥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
。

根据这些情况我佣扒为
,

在江苏省境内及其 目

下的农业措施下
,

单独施用磷肥以增加谷类作物的产量
,

只限于一些局部的土壤
,

其效应

只 限于初施磷肥的头一
、

二年
,

而且所增加的艳对产量也井不 高
。

2
.

无渝是在酸性土壤或是石灰性土壤上
,

对谷 类作物施用磷肥都应当和化学氮肥的

施用相桔合
。

一般的石灰性土壤虽然大都含有比较丰富的磷酸钙
,

但是这些磷酸离子的

活度并不高
,

尤其是这些土壤氮素供应的不足
,

常常限制了作物对于磷肥的利用
,

所以在

一定量的氮素供应下
,

施用磷肥同样也有增产的作用
。

郎使对于肥力较高的无踢青泥土
,

贰脸征明在施用大量硫酸铁的情况下
,

过磷酸钙也有增产的效果
。

总之
,

氮磷肥的配合施

用在不 同土壤上
,

都可以款为是一项增进磷肥肥效的有效措施
,

适当比例的氮磷肥混施
,

不仅可以发挥磷肥的肥效
,

同时也可以提高氮肥的肥效
,

至于氮磷的配合比例
,

施用方法

等
,

Al] 应根据不同地区进行献睑研究
。

3
.

在栽培谷类作物时
,

把腐熟的有机肥料 (猪厩肥
、

人粪) 与过磷酸钙一起混施
,

并不

能发挥磷肥的肥效
,

用标豁磷肥所做的栽睑征明
,

植物所 吸收的大部分磷素来自有机肥

料
。

另一方面凌云臀等 1) 的研究工作也征明
:
腐熟的猪厩肥

、

释肥和稻草中艳大部分的磷

素是以无机状态而存在
。

.

因此我们估针在江苏省合有中等有效磷素的土壤中
,

在施加通

常用量的有机肥料的基础上
,

磷肥的肥效将是不明显的
。

但是静多苏联查料欲为
:
过磷酸

钙与有机肥料握过混合堆腐过程
,

可以增进磷肥肥效
。

我佣应当进行这一方面的贰喻
。

l) 凌云霄等同志的工作
,

尚未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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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大豆
、

豌豆上
,

单独施用磷肥 (每亩 20 一40 斤过磷酸钙)
,

贰瀚征明有实际的增

产意义
,

是 目下推广磷肥的重要出路
。

据初步的研究桔果
,

磷肥可增加豆粒中蛋白厦含量

和增多根瘤与根量
。

在灌云 田简进行的献输 (只有一年的桔果)
,

还征明在施用有机肥料
!

的基础上
,

过磷酸钙同样也有增加豌豆产量的效果
。

所以我俩款为通过豆科作物来推广

磷肥
,

无疑的是增加豆类作物产量的一条有效途径
,

但是各地环境条件 和农业措施都不

同
,

所以过磷酸钙在豆科作物上的施用方法 (包括用量
、

时期
、

位置等 )以及磷肥的肥效等

{阴题尚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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