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 卷 第 1 期

1 9 6 多 年 3 月

土 壤 学 报 V o l
.

1 3
,

N o
.

A C T A P E D O L O G IC A S IN IC A M a r eh
,

1 9 6 ,

钙镁磷肥在淮北石灰性土壤上的肥效
*

周 伟 金 刘光 楼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钙镁磷肥作为一种新磷肥品种
,

是在 1 9 4 3 年

由 j. H
·

W al th al l 等人首先提出的 [1]
,

他们发现

将磷灰石与橄榄石一类的含镁矿物高温融熔后迅

速冷却
,

可以获得易为植物利用的含镁的构溶性

磷肥
。

由于在工业上生产这种磷肥具有节约硫酸

和能利用中品位磷矿等静多优点
,

曹经引起了各

国磷肥研究工作者的广泛注意 [卜3 」,

井且促使钙

镁磷肥以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

近年来
,

我国对于钙镁磷肥的生产发展很快
。

各地大量的试验征明 [6, 川
,

在酸性土壤中钙镁磷

肥的肥效往往与过磷酸钙相近
,

有时甚至超过了

过磷酸钙
。

因此
,

钙镁磷肥对酸性土壤无疑是一

种有广阔前途的化学磷肥
。

但是
,

在石灰性土壤

上
,

有关钙镁磷肥的研究工作还做得很少
,

国外

某些研究工作者认为
,

钙镁磷肥及其他构溶性磷

肥在中性和碱性 土壤上 的效果 不如水 溶性磷肥

高 [3 一5]
。

过去对于我国北方广大面积的石灰性土

壤是否需要施用磷肥的问题井不十
·

分清楚
,

各地

的试验结果也不一致
,

对于钙镁磷肥在石灰性土

壤上的效应也就了解得更少
。

近年来
,

磷肥在北

方地区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

各有关单位对

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在石灰性土壤上的肥效也做

了一些研究
,

已经靓实磷肥在某些土壤上具有一

定的效果 [7 一
明

。

但是对于钙镁磷肥作为一种微碱

性的构溶性磷肥
,

能否在我国北方石灰性土壤上

普遍施用
,

还难以作出明确的结论 [7. 1lJ
。

解决钙

镁磷肥在石灰性土壤上的施用问题
,

不仅能为我

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开辟一种肥源
,

同时也可以为

我国肥料工业的发展和合理利用磷矿资源提供科

学依据
,

鉴此在 1 9 6 。一 1 9 6斗年
,

我们选择淮北地

区石灰性浅色草甸上
,

先后在淮北灌云和杨山
,

以

大豆
、

豌豆
、

小麦
、

小米等作物进行了钙镁磷肥的

肥效研究
。

贰驻方法和桔果

供试土壤包括苏北灌云地区的重粘土和皖北

肠山附近的砂壤土和重壤土
。

它们都发育在旧黄

河泛谧地的冲积母质上
,

属石灰性浅色草甸土的

主要土种
。

一般来说
,

这类土壤的肥力水平比较

低
,

杨山地区小麦
、

大豆通常每亩产量约 1 00 斤
,

灌云地区略高些
,

亩产在 1 50 斤上下
。

供试土壤

呈微碱性反应
, p H 7

.

8一8
.

6
。

全磷 含量比较高
,

为0
.

1 0一0
.

1 7 %
。

有效性磷量很低
, N a H C O 3 提

取的磷
,

灌云重粘土为 1 1 PP m ,

杨 山砂壤土在
5 PP m 以下

。

全氮和有机质含量十分贫乏
,

Ca C氏

含量一般在 7一 1 7 %
。

试验靓明 [l 2] ,

过磷酸钙在

供试土壤上都表现有很好的效果
,

通常每亩施用

过磷酸钙 30 斤
,

大豆增产幅度为 13 一7 7 %
。

杨

山砂壤土缺磷较严重
,

每亩单施过磷酸钙 20 斤
,

小麦增产幅度可达 36 %
,

灌云重粘土有效磷盼量

相对比较丰富
,

在化学氮肥较高的基础上
,

过磷酸

钙对于小麦也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在灌云重粘土上设 置的 豌豆施 钙镁 磷肥试

验
,

每亩用 40 斤硫酸按作肥底
,

过磷酸钙每亩 用

量 40 斤
,

钙镁磷肥 (含构溶性 P ZO S 9
.

% % )每亩

用量 60 斤
。

试验重复三次
,

小区面积 1 / 3 0 亩
,

顺

序排列
。

曹在作物各生育期采样观测
。

所得结果

表明 (表 1 )
,

施钙镁磷肥的豌豆产量比对照增产

了 34 %
。

从采样观测的资料可以看出
,

豌豆在生

长早期
,

对钙镁磷肥或过磷酸钙的反应均不明显
,

其效果仅在返青琪后才逐渐显现出来
。

在盛花期

采样的鲜重
,

钙镁磷肥处理为对照的 1 72 %
。

大豆试验是在杨山砂壤土上进行的
,

试验在

无肥底或每亩施 2 00 斤草粪作肥底的基础上
,

分

别设置了不施肥
、

每亩施过磷酸钙 30 斤
、

每亩施

钙镁磷肥 (构溶性 P Zo , 含量 1 9
.

。% )30 斤三个处

理
。

所有肥料均条施作种肥
。

试验重复四次
,

小

区面积 1 / 2 0 亩
,

随机区组排列
。

从表 2 的结果可

*
本工作是在李庆篷先生指导下进行的

。

参加工

作的偷有吴达高
、

王美珠
、

王宽亭同志
。

田间试验与灌云县农科所
、

研山唐碧农伎站合作

进行
,

曹得到他们大力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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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钙镁磷肥对豌豆生长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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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执镁磷肥对大豆的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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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

施钙镁磷肥的产量比 对照增产了 22 %
,

无论施加草粪与否
,

钙镁磷肥的效应均非常明显
。

据田间观察
,

施钙镁磷肥的大豆植株
,

生长比对照

旺盛
,

较不施肥处理成熟期延迟了 2一3 天
,

而且

植株的分枝数和每株荚数也都较不施肥处理有显

著增加
。

钙镁磷肥对大豆的增产作用
,

用灌云重

粘土进行的盆栽试验 [13 〕 以及在杨山重壤土上进

行的小区试验 (试验设计与上述杨山砂壤土相同)

和大田试验 (施肥情况与小区试验相同
,

试验面积

共 巧 亩 )
,

都得到了类似上面的结果 (表 2 )
。

钙镁磷肥对禾谷类作物的反应和豆类作物不

尽相同
。

我们曹多次以小米
、

小麦为供试作物进

行盆栽试验
,

结果一致表明
,

钙镁磷肥虽有一定的

肥效
,

但浚有过磷酸钙那样显著
。

在含有效磷量

相对丰富的灌云重粘土上进行田间试验
,

靓明在

亩施 40 斤硫酸按基础上
,

增施 60 斤钙镁磷肥 (构

溶性 P Z
OS 含量 9

.

96 % )
,

较对照 多收了籽粒 19

斤
,

增产幅度 8 %
,

可以看出它对小麦的增产作用

远不如对豌豆
、

大豆那样明显
。

为了提高钙镁磷肥对小麦的肥效
,

在作物苗

期给予一定量水溶性磷肥
,

浦足小麦苗期对于磷

素的需要
,

这样或静可以促进根系对钙镁磷肥的

吸收
,

有助于提高钙镁磷肥的肥效
。

为此
,

曹以杨

山砂壤土进行了盆栽试验
* 。

每盆土重 3 公斤
,

重

复三次
,

共五项处理: ( 1 )对照 ; ( 2 )全盆混施过磷

酸钙 ( 1
.

0 克 P Z。, ) ; ( 3 )全盆混施钙镁磷肥 ( 1
.

0 克
P Z
仇) ; (叼表层( 5 厘米深)混施过磷酸钙 ( 0

.

2 克
p ZO S)

,

下层混施钙镁磷肥 ( 0
.

5 克 p 2 0 , ) ; (弓)表层

( 5 厘米深 ) 混施过磷酸钙 (。
.

2 克 P夕
, )

。

各处理

均施有足量氮
、

钾肥为肥底
。

试验结果见表 3
。

表 3 小麦盆栽轼输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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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结果表明
,

钙镁磷肥对小麦的肥效是十

分明显的
,

但是它的肥效不如过磷酸钙高
,

如果以

施过磷酸钙处理的小麦产量为 l。。,

钙镁 磷肥 处

理的产量只有它的 8 1
.

2 %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在

这类缺磷严重的石灰性土壤上
,

利用增施易溶性

磷肥的方法
,

井没有改善钙镁磷肥的肥效
。

以上结果可以说明
,

在淮北地 区不同质地的

石灰性土壤上
,

钙镁磷肥对豆类作物表现有很好

的增产效果
,

它的肥效几乎与施同样数量过磷酸

钙的肥效相接近
。

对于小麦
、

小米一类的禾谷类

作物
,

钙镁磷肥也有一定的效果
,

其肥效大体上相

*
引用段平媚同志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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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磷酸钙的三分之二
,

说明对充分发挥钙镁磷

肥肥效的施用条件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封 兼

钙镁磷肥是一种弱酸溶性磷肥
,
由于酸性土

壤存在的酸度可以促进钙镁磷肥的溶解
,

加之钙

镁磷肥还合有酸性土壤所缺乏的钙
、

镁等营养成

分
,

因此在酸性土壤上施用时
,

共效果有时甚至比

过磷酸钙要好
,

但是对于石灰性土壤
,

钙镁磷肥就

没有这些有利作用
。

本试验靓明
,

在淮北地区的

石灰性士壤上
,

钙镁磷肥对大豆
、

豌豆
、

小麦都有

一定的肥效
,

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 首先
,

供试土

壤的全磷含量虽然比较高
,

但是土壤中的磷主要

是以难溶性磷灰石形态存在〔’21 ,

因此士壤中有效

性磷量很少
,

而钙镁磷肥中的磷有 80 % 以上是弱

酸所能溶解的
,

相对来说
,

它的供应强度远较土壤

的磷素为高
,

因而它可以是一种有效的磷肥
。

尤

其对于清薄的场山砂壤土
,

磷素的缺乏已经成为

限制产量提高的主耍因子
,
因此施用钙镁磷肥其

肥效也格外显著 ; 其次
,

在上述试验中
,

钙镁磷肥

的肥效表现 出与作物品种关系很密切
,

国内的材

料 已经孤明
,

豆类作物对于难溶性磷的吸收能力

比禾谷类作物强[l4 ]
,

因而在石灰性土壤上
,

钙镁

磷肥对豆类作物的效果可以和过磷酸钙相近
。

禾

谷类作物对于难溶性磷的吸收能力比较弱
,

加之

禾谷类作物在幼苗期
,

一般对磷的需耍也较高
,

因

此对于要求有高浓度磷酸离子的作物
,

钙镁磷肥

的肥效也要差一些
。

钙镁磷肥在工业生产上
,

所需的设备简单
,

生

产投资少
,

而且生产技术较易掌握
,

原料燃料也较

易获得
,

因此
,

尽早的明确在石灰性土壤上钙镁磷

肥对各种作物的有效施用条件
,

无疑是农业科学

工作者一项迫切的任务
。

通过上述试验
,

我们初

步提 出
,

在淮北石灰性土壤上
,

可以用钙镁磷肥代

替一部分过磷酸钙
。

为了发挥肥料的作用
,

可在

轮作换茬中
,

尽先将这种肥料施给豆类作物
。

施

用于禾谷类作物
,

要注意选择对磷肥有反应的田

块
,

一般来说
,

瘦田比肥田好
,

砂质土壤比粘质土

壤好
,

同时
,

必须配合施用速效性氮肥
。

钙镁磷肥

的用量
,

对豆类作物可以和油常过磷酸钙的用量

相近
,

对禾谷类作物 用量耍比过磷酸钙多一些
。

但是都需耍作基肥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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