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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作 物 适宜 施 用磷 矿粉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磷矿粉工作姐

‘

物对磷矿粉的利用能力与上远这些生理习性的密

切关系
。

衡

在缺乏磷紊的酸性士壤上施用过磷酸钙或其

他可溶性磷肥
,

几乎对所有作物都有明显的增产

效果
。

但是将磷矿粉作为磷肥施用时
,

各种作物

之间的肥效反映就很不一致
,

这与作物本身的生

理习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早期的工作中
,

有人认为含钙较高的植物

易于利用磷矿粉
,

植株中钙磷比例 。力大

于 “ ” 的植物
,

吸收磷矿粉的能力比较强
。

但

是近 年来的研究结果
,

并不能证实这项 相关

性
。

也有人认为根系分泌液的酸度或细胞质的酸

度
,

可以作为植物对于磷矿粉吸收性能的指标
,

但

进一步的研究也证明这项关系是不够明确的
。

根

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

影响植物对磷矿粉利用

率的比较肯定的生理因子
,

应该是根系的代换

和根系表面对钙离子的结合键能
。

多年生植物及

越冬性植物的生长期也影响到磷矿粉的肥效
。

许多国内外的研究结果指出 小粒禾谷类作

物 包括水稻
、

小麦
、

大麦
、

燕麦和小米 的根系代

换量为 , 每百克根的毫克当量
,

下同
,

玉米

为 , ,

豆科作物 包括大豆
、

首着
、

苔子
、

弱用

豆
、

饭豆 为
,

养麦为 左右
,

萝 卜菜为

和 。
。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中
,

也可以看到这些

根系代换量的数据
,
与作物对于磷矿粉的利用率

亥现出很好的相关性
。

士续化学工作者根据根系表面的阳离子结合

铭能来研究作物对于磷矿粉吸收性能的关系
,
了

解到凡是对钙离子结合键能比较强和根系表面蟹

离子活度较高的植物
,

通常都易于利用磷矿粉
。

而根据这些因案所拟定的化学方法则可以从理论

上说明作物在吸收磷矿粉时的生理机制
。

一般生长期较长的植物
,

特别是多年生植物
,

通常都易于利用磷矿粉
。

这不仅因为磷矿粉在土

攘中通过生物作用及化学作用可以逐渐地分 解
,

同时随着植物根系的发展
,

它的分泌物质能和磷

矿粉中的钙离子相鳌合
,

从而释放出其 中的磷
。

从下面一节的试验结果中
,

可以看出各种作

本节中归纳的各种作物吸收磷矿粉的试验结

果
,

是 至 ‘, 年间分别在田间和温窒中进

行的 试验的具体时间
、

地点和方法参考
“

哪些磷

矿石适宜于制成磷矿粉直接施用
”

资料的附注, ,

试验中供试的小麦
、

水榴
、

荞麦
、

小米
、

花生
、

番落
、

油菜
、

着子
、

萝 卜菜
、

饭豆等作物
,

都做过 田

间试验和盆栽试验
,

其他作物则仅在盆栽试验中

进行过比较
。

试验均以可给性中等的晃阳磷矿粉

作为比较的标准
。

所有试验都是在酸性红续上进

行 ‘这类土绒高度的缺磷
,

通常在不施磷肥时
,

作

物往往不能正常的生长
,
由于这项试验经历的时

间比较长
,
而各年间的气候条件又有一定的差异

,

因此作物的产量只能采用平均的相对 数植来 表

示
,

其计算式为

施磷矿粉的产量一不施磷的产量
施过磷酸钙的产量一不施磷的产量

,’

磷肥用量 磷矿粉每亩 斤
,

过磷酸钙每亩刊斤
。

各种作物对于磷矿粉的相对肥效如下

肥效极为显著
油菜

萝 卜菜

荞麦
,

肥效显著

若子
豌豆

大豆

饭豆

紫云英

花生

猪屎豆

田菩

大叶胡枝子 一

小叶胡枝子 一 。

月巴效中等

本所磷矿粉工作组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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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马铃终

番薯

芝麻
斗 肥效不显著

小米 一

小麦 一
黑麦 巧一

燕麦 一
, 水稻 一

此外
,

热带的豆科绿肥如灰毛豆
、

无刺含羞

草
、

毛葵豆等
,

对于磷矿粉都有明显的肥效
,

但是

还没有充分的试验资料足以提出相应 的 增产数

据
。

就上述结果看来
,

不同作物对可给性中等的

昆阳磷矿粉的吸收性能相差很元
。

吸收性能很强

的油菜
、

萝 卜菜是华中红族性水稻田上的主耍绿

肥
,

对于磷矿粉的施用具有实际意义
。

适合于酸性士续上生长的豆科作物
,

几乎全

部对磷矿粉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

着子
、

紫云英
、

跳

豆是主耍的冬季绿肥和冬作物
,

黄豆
、

花生和饭豆

在轮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
因此在施用磷矿粉

时
,

应该尽可能先施用于这些作物上
。

在绿肥
一

水稻的轮作中
,

磷矿粉当然以施在前

作的绿肥上为宜
。

但是水稻对磷矿粉的吸 收性

能
,

毕竟还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
。

就根系代换

量来推断
,

水稻和小麦相近似
,

应该属于吸收磷矿

粉很弱的作物
。

但是在种植水稽时
,

还原条件以

及在掩水情况下有机物对于土竣中的磷酸铁及磷

灰石的鳌合作用
,

都有可能影响到水稻对磷矿粉

的吸收
。

一般讲来
,

肥效较高的磷矿粉直接施用

于水稻上
,

其增产作用元比小麦耍高
。

但是田间

试验还不能就这个问题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

我

们也将就这方面继续进行一些研究
。

磷矿粉对于多年生的果树和经济 林木 的 肥

效
,

在理论上应该比一般农作物耍好
,

但是国内和

国外还缺少这方面长期试验的资料
。

华南热作所

, 呼 年在经济林木上甘进行过大面积的碑

矿粉肥效比较试验
。

试验证明
,

以 年

间每树施用 克过磷酸钙与每树施用 。克和

克磷矿粉
,

, 呼 年间
,

施用效碑酸钙

的树株平均生长较施用磷矿粉的为好 但是 ,

年间
,

在磷肥停止施用后的 斗年中
,

两组

施用磷矿粉的树株
,

其生长情况便超过了施用过

磷酸钙的处理
。

在红族上磷矿粉对于树木的后效

显著超过了过磷酸钙
。
因此

,

我们建议在利用山

地栽培经济林木时
,

可以用磷矿粉作为墓肥
。
当

然
,

这项工作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

协

我们在强酸性红族上用可给性强的凤合礴矿

粉
,

可给性中等的尾阳磷矿粉
,

可给性弱的遵义碑

矿粉以及可给性极弱的东海等磷矿粉
,

对吸收性

极强的养麦
、

油菜
,

吸收性强的黄豆
、

花生
、

苔子
,

吸

收性中等的玉米和吸收性弱的小麦
、

小米等进行

了田间试验与盆栽试验
。

试验结果归纳于表
。

班 我国几种主要确矿粉在杠翻上对不同作物的相对组产率
以过磷酸钙产诬为 。。

代代 表 作 物物 可给性极强 花花 可 给 性 强强 可 给性 中等等 可 给 性 弱弱 可 给 性极 弱弱
洞洞洞型及摩洛哥醉醉 凤台类型 昆阳类型 荆襄类型 东梅类型
矿矿矿粉

油油菜
、

萝卜菜
、

养麦麦 一 ,  一 斗

黄黄豆
、

豌豆
、

花生生 土土 , , 未定定 ,

玉玉米米 土土 ,  洲 ,

小小麦
、

小米米 一 一 , 士士

水水稻稻 一 一 一 一

鑫

,’
上远几种磷矿粉对于吸收性强的作物

,

其增

产幅度只在 间
,
而对于吸收性弱的禾

谷类作物
,

其增产幅度便达  
。

试验结

果说明
,

在酸性缺磷的土族上
,

如果采用可给性强

的磷矿粉
,

则不仅对于吸牧性能比较强的豆科作

物可以得到较高的肥效
,
而且对于吸收性能较弱

的玉米
、

番落以及禾谷类作物也有一定肥效
。

对

于可给性中等的磷矿粉
,

除对荞麦
、

油菜
、

萝 卜菜

和豆科作物可以直接施用外
,

对吸收性能较弱的

玉米估计亦可能有效
。

可给性弱的磷矿粉
,
只能

用于吸收性强的作物
,

如荞麦
、

油菜和萝 卜菜
,

以

及某些吸收性强的豆科作物
。

至于可给性极弱的

磷矿粉则只能施用于多年生的经济林木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