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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茅在砖杠壤上的肥料献殷
*

徐奕言 摄辜共 胡继腾
(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粤西拭脆姑)

香茅 (c y二b oP
口

脚
, 角ter i邵

“, Jo w itt) 是禾本科香茅属多年生草本香料作物
,

其叶

片中的挥发油是化工
、

医药
、

竟品工业的原料
,

每年可刘取数次叶片作为蒸油的材料
。

香

茅是一种吸肥力弦的作物
,

据刚果 N eybe r
gh A

.

G
.

引用季得密斯特的针算桔果 “ ] ,

每生

产 50 吨香茅解叶要消耗 60 公斤氮
,

45 公斤磷酸
, 3 25 公斤钾和 60 公斤生石灰

。

踢兰

Jo a c him A
·

W
·

R
·

和 p a n d itt e s e k e r a D
·

G
.

研究 [ 2 ]指出
: “

香茅施用 N
、

P 、 K 完全肥料

是增产解叶和油量的最有效方法
,

产草量比不施肥区高 2一 3 倍
,

在四年施肥期简
,

油产量

将近四倍于不施肥的处理
,

单施氮肥不能增产
,

磷肥和钾肥在香茅施肥中特别重要
” 。 19 5 7

年粤西贰脸站同勇士农锡合作在徐简砖杠壤 (粘土)上进行了二年的香茅肥料就骑 t31
,

初

步精果是 N
、

P 、
K 完全肥料处理比不施肥区 (N

、

P 、
K 处理每亩产解 叶 为 1 5 1 8 斤

,

不施肥区为 35 0 斤 )第一年增产 33 斗%
,

其次是 N
、 P 配合施用增产 2 80 多

,

第一年单施

磷肥效果最大
,

氮肥次之
,

钾肥较小 ; 第二年后氮肥对产量显得特别重要
。

因此进一步了

解香茅在砖杠壤地区的需肥规律
,

及时供应所需养分是提高香茅产量的最主要措施之一
。

而通过合理施肥推持和提高土壤肥力并获得高产别是需要解决的中心简惫
。

为 此
,

从

1% o年起
,

我们在湛江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粤西贰输站进行了肥料不同种类
、

用量对香

茅产油
、

产叶量关系的研究
,

本文是 1 9 6 0一 1 9 6 3 年简整个香茅生产周期的总桔
。

一
、

献脸基本情况及献脆方法

田简拭验布置于湛江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粤西拭验站
,

贰验地是在援坡丘陵的平

坦处
。 1 9 6 0一19 6 3 年气候情况是 : 年平均温度 23 ℃

,

艳对最高温 37 .2 ℃
,

艳对最低温

1
.

1℃
, 1 96 1 , 1% 2 和 l% 3 年的 1 月份均有霜害

,

香茅叶片受霜害而枯黄
。

年平均雨量为

l , 9. 8 毫米
, 1% 2 和 19 6 3 年出现严重的春旱

,

致使香茅的前期生长援慢
。

截硫地土壤为砖杠壤母厦
,

是深厚的玄武岩风化壳
,

混杂有凝灰岩风化物
,

厦地为中

粘土
,

土层深厚
, o一 2 0 公分表土含有机厦 2

.

2 1汤
,

全氮量 0
.

1 0 %
,

全磷 (p
Zo ,

) 0
.

0 6 8 5 多
,

艳大部分为受氧化跌所包被的磷酸铁
,

速效性磷合量极低
,

含代换性钾 8 毫克 / 1 0 0 克土
,

土壤 pH 5 .4 5 。

是开垦七年的熟地
,

开垦前生长高草
, 19 57 年种旱稻

, 1 9 5 8 和 1 9乡9 年种

椽肥毛蔓豆以均匀地力
, 1 96 0 年布置截验

。

试骑采用爪哇型香茅
,

种苗基本一致
,

株行距为 80 X , 0 公分
。

施肥方法是在行简开

1 0一 1 , 公分深沟
,

有机肥
、

磷
、

钾肥于每年 3 月作基肥一次施下
,

氮肥在每次收XlJ 后撒施于

行简(雨后进行)
。

香茅第一年收XlJ 三次
,

第二年由子劳动力不足只收X[J 二次
,

影响第二年

卜氏洲株卜叹峨‘
卜r护、

.
这级工作

,

由李庆渔
、

黄宗道教授指导
。

郭树仁同志参加 19 6。一 19 61 年工作
,

周道隆同志参加 1 9 6 3 年工作
,

部

分土级分析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土魔研究所进行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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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

第三
、

四年均收XlJ 三次
。

香茅含油量用微量蒸胭器侧定
。

献软采用对比法排列
,

重复四次
,

小区面积为 l / 2 0 亩 (4 x 8. 33 米 )
,

每重复及各小区

简均相隔 1 米
,

拮果采用对比法变量分析进行就爵
。

二
、

献脸桔果及封兹

(一) 香事对氮
、

澳
、

钾肥料的反应

拭验包括八个处理 (表 l )
,

均在施香茅渣堆肥的基础上进行
,

堆肥的成分为有机厦

1 1
.

6 3 %
,

氮 0
.

4 3 %
,

有效钾 0
.

1 9务
,

有效磷 6 9
.

3 即m
o

表 1 肥料种类
、

傲. 处理及肥料用.

处 理 每 年 施 肥 量

堆肥 2 0 0 0 斤(8 0 0 0)

堆肥 2 0 00 斤(80 00)

堆肥 2 0 0 0 斤(80 0 0)

堆肥 2 0 00 斤 (80 0 0)

堆肥 2 0 0 0 斤(80 00)

堆肥 2 0 00 斤(80 00)

堆肥 2 0 0 0 斤(80 00 )

堆肥 2 0 0 0 斤(8 0 0 0)

斤/亩 (括弧内为 19 60 一 19 6 3 年总施肥龙
,

斤 /亩)

有机肥

有机肥十 N

有机肥十 P

有机肥十 K

有机肥十N P

有机肥 + N K

有机肥 + p K

+ 硫酸鞍 4 0 斤(16 0 )

+ 重过磷酸钙 呼o 斤(16 0)
+ 硫酸钾 2 0 斤(8 0)

+ 硫酸按 4 0 斤(1 6 0)

+ 硫酸按 , 0 斤(1 6 0 )

+ 重过磷酸钙 4 0 斤(16 0)

有机肥 + N p K + 硫酸胶 4 0 斤(16 0 )

+ 重过磷酸钙 4 0 斤(16 0)
+ 重过磷酸钙 40 斤(l 6 0)

+ 硫酸钾 加 斤(80 )

+ 硫酸钾Z D 斤(8 0)

+ 硫酸钾 2 0 斤(8 0)

月
,,矛、闷勺, ,

施肥条件对香茅产量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
,

拭输进行了四年(香茅一个生产周期 )
,

在

我国 目前栽培条件下
,

第一年香茅的产量略低
,

第二年产量最高
,

第三年产量下降
,

第四年

产量最低
,

这时便要进行更新
。

香茅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

对养分的要求亦有所不同
,

现将

四年肥料试验枯果整理如表 2o

农 2 1州泌
~ - 1 9幻 年周不同肥料处理下的. 茅魔, (单位 : 斤 /亩)

年 份
19 6 0一 19 6 3 年

处 理
19 6 0 年 ! 19 6 1 年 19 62 年 19 6 3 年

总 产 量
擂产率(以对
明尽为 10 0少

.

nU
S
,11.1
-

,‘00
了白,、J6-
�,nUDO

..二..人1五�.几‘‘几. .‘,人,.‘

有机肥十N PK

有机肥 + N P

有机肥 + N K

有机肥十PK

有机肥 + N

有机肥十 P

有机肥+ K

有机肥(对照)

差异显着平准 5%

差异显奢平准 1%

2 13 6
.

2 * *

19 5 1
.

斗* *

19 13
。

0 *

18 6 5
.

0 *

16 6 1
.

8

16 9 2
.

斗

15 8 7
.

4

15 2 2
.

8

2 9 5
.

6 2

4 0 2
.

3 4

2 23 1
.

8 * *

2 22 8
.

8 * *

2 16 1
.

2 * *

14 50
.

6

2 10 1
.

6 * .

13 9 8
.

8

13 3 3
.

4

1 4 18
.

8

3 7 4
.

2 2

5 0 9
.

斗0

13 6 1
.

0 二
l斗呼2

.

2 * *

15 18
.

0 * *

7 6 2
.

2

巧2 3
。

8 * *

6 7 5
.

0

7呼6
。

8

7 5 0
.

2

9 8 5
.

8 * *

10 0 6
。

2 * *

1 1斗5
.

8 * *

5 6 6
.

4

10 6 1
.

2 * *

67 14
.

8 * *

6 6 2 8
。

6 . *

67 3 8
.

0 * .

月6 44
.

2 .

6 3 4 8
.

月. *

4 2 5 6
。

0

4 1 9 0
.

6

4 19 0
.

8

2 0 5
.

9 0

2 8 0
.

2 5

3 9 2
。

9 8

5 3嘴
.

8 8

Q�R�

八己00
. .二几j

..

⋯
O产,J90
1卜」0020

矛QU月’t
J

,�,dl
‘.几内‘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施用各种营养元素均可使香茅获得增产
,

在四年总产量中
,

N PK
、

N P
、

N K
、 N 四个处理比单施有机肥增产 51 一61 %

,

其中单施氮肥郎可增产 51 界
。

香

茅是利用叶片的作物
,

所以氮肥显得特别重要
,

上述四个处理均有氮的配合
,

因此香茅要

获得丰产
,

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配合磷
、

钾肥就可以更充分发挥氮肥的效果
,

所以 N PK
、



3 期 徐奕言等 : 香茅在砖杠壤上的肥料喊脸

N P 、
N K 的肥效均比单施氮高

,

因此在施肥上以氮肥为主
,

配合磷
、

钾肥是香茅的重要垠

产方法
。

从本献盼还可看出
,

在以粗有机肥为基肥而没有氮配合的情况下
, P

、

K
、

PK 三个

处理
,

四年的总产量与对照区相同或略高一些
,

单施 P
、

K 肥在枕针上均未达到差异显

著
。

由于土壤营养条件的变化
,

在不 同年份中对香茅的肥效亦表现不同
。

就氮肥而言
,

除

了第一年未达差异显著以外
,

单施氮肥均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这是由于土壤在种植香茅前

翘过两年毛蔓豆匀田
,

土壤中累积有充分的氮 (表 4 )
,

但握过一年的收XlJ
,

带走了大量叶

片
,

土壤含氮量降低
,

加上第二年香茅生长迅速
,

对氮肥需要量增大
,

因而
,

施用氮肥效果

明显
,

从表 2 可看出
,

凡施用氮肥的处理
,

第二年开始在增产上始格达到 1界差异显著
。

表

3 的平均效应变化情况亦靓明氮的效应始格保持稳定增产水平
,

所以我国热带砖杠壤区

的香茅施肥中
,

氮肥还是主要的
。

农 3 1 9 6 0ee I963 年 N
、

P
、

K 平均效应+ 盛化情况

11111 9 6 0 年年 19 6 1 年年 19 6 2 年年 1 9 6 3 年年

NNNNN 2马8
。

777 7 8 0
.

斗斗 7 2 7
.

666 53 0
.

222

PPPPP 2 4 0
。

000 7 3
。

777 一 7 咭
。

666 一 4 5
.

222

KKKKK 1 6 8
.

333 7
.

222 一 O
。

888 4 1
.

222

+ 氮以 (N PK + N P + N K + N )/ 斗一 (PK + P + K + o )/斗 来针算
,

磷
、

押肥歌算方法同此
。

第一年施用磷
、

钾肥的平均效应接近氮肥
,

这是由于原来土壤中速效性 P
、

K 较缺乏

(兑表 4 中 l% 0 年土壤的分析拮果 )
。

第二年后磷
、

钾的平均肥效逐步下降
,

这是因为施

肥使土壤中这些矿物养分逐渐有所累积
,

从而减低了肥料的效应
。

从表 4 中可以看到
,

施

用四年硫酸铁以后
,

并不能使土壤的氮案有所增加
,

而在施用过磷酸钙的各处理中
,

土壤

速效磷由 < 10 PP m 增至 1 00 pp m 左右
。

施用磷酸钾各处理中
,

土壤有效钾从 6 毫克 / 1 0 0

克土增至 巧一2 4 毫克 / 1 0 0 克土
。

靓明氮肥是每年需要的
,

而过磷酸钙和硫酸钾在整个香

茅生产周期中 (四年)只在最初两年施用就足够了
。

我 4 19 e仆一19 63 年, 茅欲区土公肥力的变化

全氮(毫克 /

10 0 克土) 鄂
有机厦(% )

p H

H , 0

1
:

.

2 ,
{

、
.

, :
{

nU八U�11�已,nUnUnU0
2 CU

.

�,‘,‘O乃,且
91
0曰月,

...

⋯⋯
月,泥,乙
‘d .

d
.d月�、了‘份
古

任nUn��U工J
.

J
O
�11
o0
n曰n曰R八勺

�

l
,产‘U,
口

礴
.

,、

.

⋯⋯
诊.

气了d
‘月,气�d

.尸Jljl�夕‘夕nUS丈U‘
U几‘Q�,‘0-八,O

UQU‘U8
1了Jl且了n,护O

曰、lJ了声凡八
-
护0QU月’t0
产O,几,二,‘,‘,且

,j曰f护乙
.

哎护
,且八,迁
.t,d

.

,一nUQUC,n,S
000U8
n勺QU,几

1 9 60 年种植香茅前的土级
1 9 6 3年种植香茅后的土缝

有机肥十N PK 区

有机肥十 N P 区

有机肥十 N K 区

有机肥 + P K 区

有机肥 + N 区

有机肥 + P 区

有机肥十 K 区

有机肥区

不施见

+ 用 B r” 的 H e l一N H . F 法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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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还可以看出
,

种植四年香茅不施肥
,

土壤中有机质和氮素舍量均显然降低
,

土

块变瘦膺
,

渐形板桔
。

郎使在每年施用 40 斤硫酸按和 8
.

6 斤有机氮的各个处理中
,

全沉

含量均此种植前低
,

这是因为香茅对氮肥需要量大
,

以及氮肥在土壤中易淋失的椽故
。

所有处理的土壤有机厦含量都比种植香茅前降低
,

尤以不施肥处理为甚
,

其中施氮肥

各个处理的土壤有机厦含量比单施磷
、

钾肥处理的降低较少
。

每个处理每年施用有机肥

20 00 斤 /亩
,

四年共施 80 00 斤/ 亩
,

以平均含有机质 12 %舒算
,

表土层中应增加 0. 3 %有机

厦(不爵香茅的根搓 )
,

但华南地区高温多湿
,

土壤中有机厦分解大于积果
,

这个施肥量还

不足以推持土壤中有机厦的合量
。

(二) 氮肥用 t 与香茅产t 的关系

氮肥用量拭盼在每亩年施 2 0 0 0 斤香茅渣堆肥和 30 斤重过磷酸钙的基础上进行
,

氮

肥分为 N 。
(不施氮)

、

N :
(每亩年施 15 斤硫酸铁)

、

N :
(每亩年施 30 斤硫酸铁 )

、

N 3
(每亩

年施 朽 斤硫酸按)以及 执 (每亩年施 60 斤硫酸按)
,

共五极
,

拮果晃表 5
。

获 S 抓肥用, 与. 茅度. (单位 : 斤/亩)

处
言\之

份
}

‘9‘0 年
}

‘9 6 1 年
19 6 0一1 9 63 年

1 9 62 年 1 1 9 6 3 年

有机肥 + N 。

有机肥 + N :

有机肥十N :

有机肥十 N :

有机肥+ N .

差异显著平准 5%

差异显著平准 1%

1 6 2 6
.

4

1 8 7 7
.

6

1 9 2斗
.

6

.

1 9 6 9
.

2

1 8 8斗
.

8

3 87
.

60

5 63
.

8 4

1 3 6 7
.

8

2 3 3 4
.

2 . *

2 7 7 9
.

8 * *

2 8 0 5
。

8* *

2 8 9 7
.

6* *

47 6
.

88

6 9 6
.

84

6 9 5
.

2

1斗1 8
。

斗* *

1 6 2 5
.

2 * .

1 6 02
。

8* *

1 8 9 9
.

8

4 8 5
.

6 4

7 0 6
.

56

4 8 3
.

6

57 6
.

8

7 7 3
.

6

8 13
.

8 *

10 6 4
.

6 * *

3 3 3
.

4 0

4 8 5
.

0 8

从表 5 四年总产量中看到
,

香茅的产量是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

N ;
处理比 N

。

处

理增产 85 务
,

可兄香茅对氮肥的需要量是很大的
。

但是在香茅种植的第一年
,

四种氮肥

用量增产数值均没有达到枕舒上的显著性
,

这与表 2 精果一致
,

这进一步观明
,

在两年豆

科作物匀田以后
,

施用较多量的氮效果并不显著
,

所以在比较肥沃的土壤上
,

当施用有机

肥料时
,

在种植第一年施低量氮肥 (N
:
处理)自p能满足其生长的需要

。

香茅生长的第二
、

三年为香茅生长最旺盛阶段
,

四种氮肥处理增产效果都达 l%差异

显著
,

第四年香茅生活力已衰退
,

而 N 4
仍保持产量最高

。

(三 ) 香茅对牌肥的肥效与柳
、

氮的相互关系

敲拭盼的施肥量均同氮肥用量拭验中的施用量
,

只是增加了押肥的处理
,

郎年增加硫

酸钾 巧 斤/ 亩
,

拭验桔果晃表 6 。

据李庆建等的研究 [41
,

由玄武岩风化体发育的砖杠壤
,

其速效押及有效钾的总量在

5一 10 毫克 / 1 0 0 克土之简
,

是显著缺钾的土壤
。

因此
,

了解钾肥对香茅的关系有重要的意

义
。

从表 6 看出
,

在同量磷肥
、

有机厦及不同氮肥基础上的四年总产量中
,

除 N
Z K 处理

外
,

其余施钾肥的处理均获得一定增产作用
,

其增产效果为 5一19 %
,

以 PK 处理的增产量

为最高
,

但从艳对增产量来看
,

却以 N , K 的处理效果最好
。

在香茅不同生长年份中
,

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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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第一年的钾肥效果最好
,

就田简生长情况观察
,

拮合高量硫酸按施用钾肥时
,

香茅的生

势极旺
,

根丛茁壮
。

敲裁输的 N ZK 产量反较 N : 为低
,

估爵可能是拭嗽过程中发生了错靛
。

较 6 不同城肥水平下钾肥对香茅座, 的关系 (单位 : 斤 /亩)
、、

诊竺竺
1 9 6 0年年 19 6 1年年 1 9 6 2年年 19 6 3年年 19 6 0一 1 9 63年年 土壤含钾量(19 6 3年)))

总总总总总总总产量量
_

增产率率 速效柳
十十

有效钾杆杆
(((((((((((((((以未施押押 (毫克八0 000 (毫克/ 1 0000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为 10 0 ))) 克土))) 克土)))

有有机肥十 PPP 1 62 6
.

444 13 6 7
.

888 6 9 5
.

222 4 8 3
.

666 4 17 3
.

000

;咒咒 7.222 4
.

888

有有机肥 + PKKK 1 8 9 4
.

444 1 5 7 9
.

888 8 4 2
。

888 6 6 0
.

888 斗9 7 7
.

8 * ***** 2 0
.

夕夕 j
。

333

有有机肥 + PN ::: 1 92 4
.

666 2 7 7 9
.

888 1 6 2 5
.

222 7 7 3
.

666 7 10 3
.

222 10 000 5.888 2
.

222

有有机肥 + p N 一KKK 2 1 5 5
.

888 2 3 0 8
.

222 1 3 8 3
.

444 9 6 3
.

000 6 8 10
.

444 9 666 1 3
。

》》 3
.

,,

有有机肥 + p N aaa 1 9 6 9
.

222 2 8 0 6
.

000 1 6 0 2
.

888 8 1斗
.

000 7 19 2
.

000 10 000 8
.

111 3
。

222

有有机肥 + p N aKKK 2 19 7
.

000 2 7 7 1
.

444 1 6 7 1
.

000 9 0 4
.

666 7 5斗斗
.

000 10 5555555

有有机肥十PN ‘‘ 1 8 8 4
。

888 2 8 9 7
.

666 1 8 9 9
.

888 1 0 6 4
.

666 7 7 4 6
.

888 10 000 6
.

777 4
.

333

有有机肥 + p N 一KKK 2 3 8 7
.

8 * *** 3 3 3 0
。

888 2 2 3 1
。

444 1 13 8
.

666 9 0 8 8
.

6 * *** 1 17777777

差差异显着平准 5%%% 3 8 1
.

0 444 53 2
.

5666 4 4 7
.

0222 2 8 8
.

0 888 5 0 6
.

2 000000000

差差异显著平准 1%%% 4 8 8
.

8峪峪 73 9
.

1 444 6 2 0
.

4 000 3 9 9
.

8 000 7 0 2
。

5 666666666

+ 速敖性钾即代换性钾
,

代表当季作物所能利用的押素
。

什 有敖性却指 2 :1 型粘土矿物晶格简的钾离子
,

是用煮沸的 1N H N O 。
提取的

,

代表耕作过程
中逐渐能为作物所利用的钾素

。

从土壤分析可以看出
,

凡施用钾肥的处理
,

其土壤速效性钾合量均较高
。

香茅对钾肥

的吸收是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加孩 ; 并表现出随氮量的增加
,

土壤押合量有规律地下

降
。

在表 6 中可看到 PK 处理区士壤的速效性钾为 20 .9 毫克 / 1 0 0 克土
,
N ZK 区为 13

.

5
,

N 3K 区为 8
.

13
,
N不 区为 6

.

7 ,

这更进一步靓明
,

随着氮用量的增加
,

香茅对钾肥的吸收也

增加
,

钾肥在富有氮的土壤中效果最高
,

所以香茅在较高氮肥的水平下配合施用磷
、

押肥

可以获得最好的增产效果
。

表 6 靓明了另一个简题
,

就是钾肥的施用只增加土壤速效性钾
。

对有效性押nl] 并无

增加
。

跳明这类以高岭石为主的砖杠壤对钾肥的吸持力很低
,

因此钾肥的施用以少量常

施为宜
。

(四 ) 价把用 t 与香茅产t 的关系

磷肥用量拭软包括四个处理
, P。 (不施磷肥)

、

Pl (每年重过磷酸钙 15 斤 )
、

巧 (每

年重过磷酸钙 30 斤 )
、

P 3
(每年重过磷酸钙 45 斤 )

,

拭驮均在香茅渣堆肥 2 0 0 0 斤/ 亩和

硫酸按 40 斤基础上进行
。

华南砖杠壤地区含磷都很缺乏
,

土壤中活性铁
、

绍合量高
,

施入的过磷酸钙易成为溶

度较低的磷酸跌盐 [5J
,

武盼地土壤的全磷量为 0. 06 8 沁
,

速效磷极低
。

如前所述
,

在施用氮

肥的情况下
,

磷肥可获得一定增产
,

但不同磷肥用量对增产的作用是不同的
,

兄表 7 。

从表 7 看出
,

香茅种植的第一
、

二年
,

施用不同数量的磷均可获得增产
,

第三年起增产

效果便不显著
,

第四年由于香茅老化
,

生长率很低
,

枯果的筷差很大
,

我们把它剔除了
。

各

种用t 处理中
,

施用重过磷酸钙 30 斤 (几) 的效果最高
,

施用 45 斤过磷酸钙看来是浪费

的
。

试脸脱明在每亩 2 0 0 0 斤香茅渣堆肥和 4 0 斤硫酸铁的基础上
,

在砖杠壤区香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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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周期中磷肥只要施用两年已够
,

而它的用量每年每亩不必超过 30 斤重过磷酸钙

(折合过磷酸钙大的 50 斤)
。

获 7 确肥用 . 勺. 茅魔, 的关系 (单位: 斤/亩)

了了令丈狡生生
1 9 6 0 年年 1 9 6 1 年年 1 9 6 2 年年

有有机肥+ 硫破雌 + P000 1 7 4 1
.

888 2 13 2
.

888 巧8 6
.

000

有有机肥 + 硫酸鞍 + Plll 18 0 7
.

000 2 5 83
.

6*** 1 4 5 9
。

444

有有机肥十硫酸歇 + Psss 1 9 5 3
。

0 *** 27 63
.

2二二 1 6 2 2
。

222

有有机肥 + 硫酸胶 + Psss 1 9 0 7
.

666 2 62 5
.

4 *** 1 6 3 6
.

888

差差异显著平准 5%%% 1 8 3
.

888 3 3 6
.

222 2 8 8
.

222

差差异显著平准 1%%% 2 7 8
.

444 5 0 9
.

222 4 3 6
.

666

(玉 ) 堆肥与香茅产t 的关系

本截翰所用堆肥是以香茅渣堆制的
,

堆制方法是在秋季用一层香茅渣一层泥加水堆

到一定高度再用泥封
,

不施石灰或粪水
, 2 个月后翻堆淋水两次

,

堆制 6一 8 个月后施用
。

从表 8 枯果可晃减产达 l% 差异显著
,

估针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香茅渣腐熟不够郎行施用
,

加上拭验地土壤具有中等以上的肥力 (兑表 对
,

并且在匀田中速按种了两年毛蔓豆
,

因此

不施肥区香茅的亩产量有一千七百多斤
,

反比施堆肥处理为高
。

为此
,

我们分析了香茅渣

堆肥的某些成分
,

晃表 9 。

农 8 堆肥与, 茅度且的关某
.

详位
: 斤/亩)

111 9 6 0 年年 1 9 6 1 年年 19 6 2 年年 19 6 3 年年 19 6 0一 19 6 3 年年 19 6 3 年土城分析箱果
...

总总总总总总产量量 增产率率 有机质(% ))) 全 氮氮
(((((((((((((以不施肥肥肥 (奄克/1 0 000

为为为为为为为 10 0 ))))) 克土〕〕

1117 5 7
.

666 19 8 7
。

0 ... 8 3 3
.

888 6 8 3
.

0 *** 4 5 7 8
.

4二二 1 0 000 1
.

6 111

1115 3 5
。

000 14 10
.

000 7 4 2
。

666 4 8 9
。

000 3 6 8 7
.

666 8 lll 1
.

9 000

111 5 6 7
.

666 1 4 3 8
.

666 7 6 2
.

666 6 8 5
.

6 ... 3 7 6 8
.

888 8 222 2
.

0 999

333 2 9
.

2 888 5 2 6
.

1 222 1 3 7
。

峪666 1 6 2
。

6呼呼 55 6
.

2 0000000

呼呼9 8
.

8 666 7 9 7
.

0222 2 0 8
。

2 666 2月6
。

4 000 8呼2
.

4 0000000

不 施 肥

堆肥 2 0 0 0 斤

堆肥 呼0 0 0 斤

差异显着平准 5%

差异显奢平准 l%

获 , 堆制时两刘吞茅泣堆肥的峪响

堆堆肥 号号 采 样 时 简简 堆制时简+++ 全氮(% ))) IN H N O... 烧失量量 有机质质 C / NNN 堆砚过程中中堆砚过程中中
lllllllllll

馨
))) (% ))) (% ))))) N 的扭失失 K 的很失失

(((((((((((((((((((斤/千斤斤 (斤/千斤斤
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肥)杆杆 堆肥)什什

堆堆肥 III 19 6 3年 4 月2 0 日日 8 个月月 0
。

4 333 19 2
。

000 19
.

4 888 1 1
。

6 333 l888 2
.

777 1
.

222

堆堆肥 nnn 19 6 3年 10月 15 日日 1斗个月月 0
.

1 888 7 6
.

666 9
.

3 111 4
.

2 888 l666 2
.

777 1
.

111

堆堆肥U lll 19 6 4年 1 月 9 日日 17个月月 0
。

1888 9 5
。

222 9
.

6 111 呼
.

4 888 l7777777

+ 堆肥是在 1 9 62 年 8 月堆制的
。

什 系除去水分的针算值
。

堆置前我俩没有进行分析
,

但知道香茅渣的含碳量为 42
.

3 多
,

全氮量为 0
.

86 多
, c / N

比平均为 49
。

堆置 8 个月以后
, c / N 比例为 18

,

在 14 个月和 17 个月以后
,

又采取了两

次样本
, C / N 比例依然在 16 一打 之简

,

靓明香茅渣堆肥的早期分解还是比较快的
,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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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钝的压土加水
,

很难再进一步熟化
。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堆制方法

,

养分很失很多
,

氮素和押素都捐失了近三分之二
。

Jo ffe [6J 在总桔热带地区有机肥的施用方法时
,

弓l用了

南非
、

美国及印度的贰验材料
,

主张在含有机厦较高的新垦林地土壤中
,

用烧灰的方法来

代替有机肥
,

现在看来
,

对我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当然
,

他们所进行贰墩的土壤有机

质合量一般在 2. 5多以上
。

但目前至少靓明我们堆制有机肥的方法是妥当的
,

我佣将就这

个阴题进一步进行研究
。

施用堆肥虽使香茅减产
,

但从土壤分析桔果看出
,

施堆肥后
,

土壤中有机厦和氮的含

量都保持较好
,

亩施 4 0 0 0 斤处理的拭区
,

在种植四年香茅以后
,

土壤有机盾含量和土壤氮

案含量几乎没有变化 (l% 0 年有机厦为 2
.

21 多
,

氮 10 3 毫克/ 1 0 0克土 ; l% 3 年有机质为

2. 09 多
,

氮 1 02 毫克 / 1 0 0 克土 )
,

但是不施有机肥的拭区
,

在种植了四年香茅以后
,

每亩表

土减少了 2 1 0 0 斤的钝有机质(折合香茅堆肥近两万斤 )和 63 斤氮素
,

这魏明香茅渣堆肥
,

虽然没有对香茅起增产作用
,

但是在推持地力上
,

却有很大功效
。

(六 ) 肥料与香茅出油率及油产t 的关系

田简拭验收xlJ 前
,

取各处理的香茅叶片
,

于室内用香茅油微量蒸油器侧定其含油率
,

四年的侧定桔果列于表 1 0 。

从肥料三要素与出油率的关系来看
,

钾肥可以提高香茅出油率
,

磷肥和氮肥对出油率

的影响相近似而都低于钾肥
,

磷
、

钾肥配合出油率最高
,

但是肥料施用
,

主要是为了提高单

位面积的产油量
,

这首先还是决定于香茅叶的产量
,

如施氮肥的处理
,

虽然出油率低于钾

肥处理
,

但其产叶量高
,

每亩香茅油产量远高于施钾肥处理
。

所以提高单位面积产油量就

应注意提高叶的产量
,

同时注意提高出油率
,

上述献殷精果中
,
N PK 处理获得单位面积最

高产油量
,

四年总产香茅油 99
.

28 斤
,

比有机肥处理增产 63 多
,

其次是 N P 、

N K 处理
,

这进

一步魏明施肥对香茅的合油量是有效的
,

氮肥配合磷
、

钾肥施用效果最好
。

三
、

桔 锚

本拭嵘是在开垦七年后的砖杠壤上进行的
,

种植前曾种两年毛蔓豆匀田
, 1 9 6 0一 1 9 6 3

年(香茅一个生产周期)的拭盼获得以下几点精渝
:

1
.

我国热带砖杠壤地区施用 N
、 P 、 K 三要素均可使香茅获得增产

,

在四年总产量

中
,

N
、
N P

、

N K
、

N PK 四个处理比单施有机肥增产 51 一61 %
,

其中氮肥对增产起决定

性作用
,

单施磷
、

钾肥增产不显著
。

种植四年香茅不施肥
,

土壤中有机质和氮素含量均显著降低
,

土壤变瘦
,

并逐渐板精
。

郎使每年亩施 2 0 0 0 斤香茅渣堆肥和40 斤硫酸铁
,

亦不足以推持土壤的原有地力
。

2
.

氮肥的增产效应
,

第一年最低
,

因此
,

在比较肥沃的土壤上种植香茅并施用有机肥

时
,

第一年可施用低量氮 (硫酸铁 1 5 斤/亩 )
,

第二年开始施用高量氮(硫酸按 60 斤 / 亩 )
,

可保持最高产
。

3
.

磷肥的效应第一年最为显著
,

第三年起便不起增产作用
,

因此在砖杠壤区香茅的一

个生产周期中
,

开始两年施磷已能满足其需要
,

而它的用量每年每亩不必超过 50 斤过磷

酸钙
。

4
.

钾肥可使香茅增产 5一 19 多
,

香茅对钾肥的利用是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加孩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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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氮水平下配合磷
、

押肥可获得最好的增产效果
,

土壤分析精果指出
,

以高岭石为主的砖

杠壤
,

钾素一般并不被固定
,

施用硫酸钾四年的枯果
,

仅使代换性钾略有增加
,

因此
,

钾肥

的施用应以少量常施为宜
。

,
,

拭输中两个施有机肥处理的产量比不施肥低
,

在堆制过程中养分损失近三分之二
。

施用有机肥虽没有增产
,

但土壤中有机厦和氮保持较好
,

在椎持地力上仍有很大功效
。

6
.

施用 N
、

P
、

K 完全肥料可以获得最高的单位面积香茅油产量
,

但对出油率来耕
,

AlJ 以押肥的效应为最高
,

磷肥和氮肥对出油率的影响相近似
,

磷
、

押肥配合施用时
,

单位干

物厦的 出油率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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