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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典

历史上的因产定肥
,

一则缺乏科学的产量依据
,

二则没有测定土壤供氦量的简便方法
,

念

用不方便
。

本文提出因产定氮的式子是 一 一

——
式中 为该土壤

的水稻最高可得产量 为无肥区的基础产量
,

与 之间的统计关系已见于
。
土壤学报

》

卷 页一文中
。

参数 为肥料氮所创造的产量每斤稻谷 含稻秸秆 在本田应吸收氮

的量 单位均为斤 亩
。
由于消除了土壤氮所创造的产量

,

故不再存在难以测定土壤供氮的

问题
。

一
、

前
, 直

‘

曰

仁

自从王竺美与周鸣铮 《浙江省水稻土基本肥力与水稻最高可得产量之间的关 系探 讨

初报 》一文于  年发表于土壤学报之后山
,

我们得到广大土壤科学 界的支持
。

上海

市与江苏省各自在不同土壤
、

几个品种的小麦与水稻上做出定产曲线与定产公式
‘, 。 湖南

省对多种定氮模式作了比较研究
,

肯定了
“
定产定氮

”乃是既准确又易于推广的方法
幻。

吉

林
、

甘肃与广东
,

均在小麦
、

水稻及其他粮食作物上进行定产定氮研究
。

数年来
,

我们在定产的基础上进行定肥
,

做了不少试验
,

也进行了理论分析
,

试图得出

一个定氮的基本式子
,

供没有其他障碍因子的水稻土上应用
,

历来的总施肥量测定只有两

条主要途径 田间等级施肥量试验与统计分析
,

这种方法很成熟
,

但做试验很费事
,

在农业集约地区
,

一个试验结果的适用范围较小
,

且不易明确 测土施肥法
,

这种方

法较为简便
,

然而对于氮的测土施肥迄今没有方便可靠的方法
。

目前指导氮肥用量的方

法已有
“

有效积温
”

法‘ 川与
“

氮矿化势
”
法

‘川
,

均属于广义的测土施肥
,

原理正确
,

但均不

够方便
。

我们企图在传统的科学定肥途径之外另行提出
“

定产定肥
”

法
,

特别适用于水稻的定

氮
。

本法基本上准确
、

方便而可靠
。

于  年首次提出按 目标产量的测土施肥法
, , , 。 于 年把

此法应用于印度的小麦
,

并列出式子  !
。

此法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
,

刘成祥与周鸣铮已另

王玉 宜兴县科学 用肥试验 单印本

溯南常摘地区农业局与农科所 成果鉴定资料
,



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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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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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 与 年。前后三次提出氮肥 用 的式子
,

其简化形式

改

吸
一 土

肥

式中
,
为一季丰产作物总需施氮量 为它的总吸氮量 产量 干物含氮率

, 土 为

土壤对一季作物的供氮量 以上的单位均须统一
。
为所用氮肥的当季利用率

。

上式虽在原理上是正确的
,

但 无法简单应用的
,

因为  一季丰产产最因土壤而异
,

事前不能预知 任何
“
估产

” 、“

计划产量
”
或

“ 目标产盘
”

均带有主观性与盲目性
,

它导致
“

定

肥
”
的不科学性与不准确性  式中的

土 缺乏方便
、

准确的测定方法
,

原则上是用无氮

区吸氮量来代表的
,

当然也不方便
。

本文作者于 年已提出的水稻定产公式如下

一丝丝匹一

式中的 为水稻最高可得产量 为不施肥区的基础产量
。

各个系数适用于浙江老水稻

区
,

品种以广陆矮 号为代表
。

时至目前
,

对本式的验证数据可以千计
。

对其他品种
、

其

他粮食作物
,

上述关系也存在
,

但系数有所不同
。

本式存在的前提为 栽培与水分管

理均达合理水平 式中 的幅度在 一 斤 亩之间 相应的 在 一 斤

亩范围内
,

不包括有其他障碍因子的低产水稻土
。

本文中利用
“定产公式

”
计算最高可得产量的有利条件

,

进一步提出定抓公式的模式

如下

器 评 一
肥

式中
,

与 。 的意义已如前述 才为每斤丰产稻谷 含秸秆 在本 田中的吸氮最 在

一 斤 亩产量范围内
。

二
、

讲值的组成因素

在本文提出的公式中
,

甲是最重要的参数
。

因此
,

确定 值时应考虑到下列几个数

据

一 丰产水稻每斤产 的平均的吸甄

这个数据除地区与品种间稍有差异外
,

但主要是产量本身的函数
。

一般来说
,

产量愈

高其千斤吸氮量也愈高
。

然而在 斤 亩以上产量时
,

水稻的千斤吸氮最均在 一

斤 亩之间
。

由于本式中排除了低产田
,

故决不至出现更小的数字 。

连江苏南部单季

晚稻的千斤吸氮量也很少超过 斤 亩
。

故在 一 斤 亩产量范围内
,

取 斤 亩

平均值作为千斤吸氮的理论限额已完全足够
。

其他论文中也有同样报道
‘” ,

似已没有必

要用表格形式开列大量数据以占篇幅
。

此外
,

把丰产千斤产量吸抓限额算得过分精确甚

氮在土坡中灼转化
、

习性与作物对佩利用的关系
。

词 于 年在国际派肥会议上的发言 中译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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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至作为变数来处理
,

在施肥实践中无此必要
。

二 雨水与灌溉水带人稻田的氮

雨水带人的氮
,

我们暂取用浙江金华地区降雨中养分含量的研究结果
。

在金华
、

巨

州与兰溪分别为
,

与 斤 亩 年
。

早稻在本田生长不到二个半月
。

取用平均

数再除以 , 得 斤氮 亩
。

浙江平原地区早稻生长季节雨量充沛
,

不必再考虑其他灌

溉水渠
。

三 水田中的 自生固氮

水稻田中自生固氮作用远比旱地活跃
,

不可忽视
。

这方面的数据多而差距很大
。

如

采用山口 的资料
,

则为 公斤 公顷 年 斤 亩 山,
再除以 得 斤 亩 季

。

四 秧苗带人本田的氮

水稻秧苗吸收相当数量的氮带入本田
,

可按实际样品分析计算之
。

我们的分析结果

是 对
,

与 万苗带人本田的氮分别为
,

与 斤氮 亩 主要用 万

苗
。

根据上述数据
,

即可计算 的值如下

一
伴

一
由于上述几项数字均仅为大致的平均值

,

具有一定的变异范围而无法准确测定
,

故可

认为 的值在 一 之间的可信性最大
。

汤

三
、

因产定氮式子的推导

在本式中 为最高可得产量
,

而 空 白田产量 仅接近于施肥区的土壤供氮产量
,

它需要校正
。

问题可以从 一 分解成为 一 价 时看出来 为无肥区

单斤吸氮
,

它略小于施肥区单斤吸氮
。

根据我们大量的试验数据
,

施氮的结果导致水

稻吸收土壤氮平均增加 并 曹志洪在菲律宾用
” 同位素标记试验的结果是 一 外

,

故

十分接近
。

对于较肥沃的老水稻土来说
,

磷与钾的施用与否对水稻吸收土壤氮的量没有

什么影响
。

故 约等于
。

与此同时
,

把空 白田产量 转化成为施肥区土壤

供氮的产量时也应该按土壤激发供氮的存在而同样提高 肠
。

则上式就成为 才 一
·

。

由于 约等于
,

则 一 即为氮肥创造产量的需氮

量 假定磷
、

钾充分
。

最后
,

下列公式成立

诵
 一

作为本式的简化式
,

下式也许更方便一些

一
肥

秧苗以 叶为准
。

志供于 。年在第一次全国合理施肥会议上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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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规式中平的值向稍高一些靠
,

而在简化式中则向稍低‘些靠
,

可使两式计算结果

基本一致
,

并符合长期实践结果
。

在简化式中把 直接作为施肥区土壤供氮的产量
,

理论

上不无偏颇
,

但在计算氮肥用量时已足够精确
。

本文中把第一个式子作为我们正式提出

的水稻因产定氮公式
,

但具体应用时常常用其简化形式
。

鱼

四
、

氮肥利用率与
“

因产定氮
”

的总程序

门况

本文的重点乃是提出上述
“ 因产定氮

”
公式及其有关的参数

。

至于式中的氮肥当季利

用率
,

可用 田间差减法自行试验计算门
。

我们的下列试验结果可供参考  有机质肥氮

约在 一 并之间
,

质量愈优则利用率愈高  化肥硫酸按氮在 一 并之间 当前

期作为耕面肥
、

中期结合耘田
、

后期撒施时
,

对壤土约为 务
,

砂壤土为 35 务
,

粘壤土至粘

土为 朽务
。

在计算需施氮量时
,

由于出现两个利用率 (E
. 与 E刃

,

使致无法直接算出 N
.。
应从

N . 开始进行计算
,

于应用简化式时其过程如下:

N 二一
~ 0

.
0 1 7 ( Y 一 X ) 一 N . + N .

N 有 ~ 0
.
5 x F

有(扭 ); N 极 一 N 有 x E .
‘

N

化吸
~ N . 一 N . ; N

。
~ N

o .
Z E

化

最后
: N . 一 N 有 + N

化

在上述计算中
: N 有 乃是根据有机肥用量而作为一个已知值的; N

化
的用t 应根据如

上计算才能得到
。

综上所述
,

可列出
“定产定肥

”
的总顺序如下

:

1
.
留 1 分田不施肥

,

准确计产 (X
l
); 作为一片平整而肥力均匀水稻田定产 (Y

:
) 的

依据;

2
.
按 N

。吸
~ 0

.
0 1 7

(
Y
:
一 X

:
) 式子定 N

, . ;

3

.

按厩肥用量即可知 N
. ,

再按 E
有 定 N 抓;

4
.
按 N . ~ N , 一 N 有. 式子定 N

化 . ,

再按 E。 定 N 6

5
.
侧土施用 p

,

K 肥(从略);

6
.
根据碱解氮测定值再参照土壤质地定耙面 肥氮 (2一4 斤 N /亩 )

。

指标 大 致 如

下
:

碱解氮 (N
,

p p m ) >

耙面 N 斤/亩

300; 300一200; 200一100; < 100 ;

2一 3; 3; 3一4;

< 50

在上述指标左右
,

粘质土壤偏多施
,

砂质土壤偏少施
。
故指标数字乃以壤土为准

。

7

.

总追肥氮 ~ N
。 一 N .

8
.
倘气候正常

,

即可参照土壤质地按习惯法分配施用追肥氮 (2一3 次 )(从略)
。

9

.

倘气候不够正常
,

或没有把握
,

则应在水稻分典初期
、

苞原基分化初期
、

颖花分化

末期各测定稻株 B /A 值一次
,

根据 B/ A 值指标正确施用追肥氮(从略)[8J
。

10

.

核实产量 (Y刁
,

并与 Y
:
作比较 ; 核实 N

化
的实际用量

,

与预侧 N 化 用最作比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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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定产定氮
”

法的准确性验证

上述
“
定产定氮

”

的原理与方法在浙江省杭州市郊县
、

绍兴
、

宁波
、

金华
、

台州与丽水等

地区共推广达 80 万亩
。

与常规施肥对比
,

氮肥用最较大幅度下降
,

但产量有所增加
。

因

已另有推广总结
。 ,

故不在本文中讨论
。

此处仅举数例以说明本法定氮的过程及其准确性

(一律应用简化式)
。

例一
、

粉砂壤土
,

含有机质 2
.
0外

。

基础产量 X一
500 斤 ,

定产 y :~ 1000斤 ;定 N .

为 8. , 斤
。

先施鸡粪肥 13 担
,

含 N 0
.
75多

,

故 晰 一 10 斤;设 E
。
~ 25 外

,

则 N . ~ 2万

斤
,

故尚需 N 化吸 8. 5 一 2. 5 ~ 6 斤 ; 设硫酸铁平均 E
化 为 40 务

,

则可折合硫酸钱 N 。 为

6140外~ 巧 斤
,

或硫酸钱 75 斤
。

通过后期营养诊断调整施氮
,

实际硫酸钱仅 70 斤
,

或

N 化 1 4 斤
,

比预定的少 i 斤
。

实收稻谷 Y
:
一 10 04 斤;当年 X

:
一 53 0 斤

。

例二
、

壤土
,

含有机质 1
.
7外; X

:
~ 350 斤

,

定 y : ~ 80 0斤;定 N , ~ 7
.
65 斤 ; 施用

一般厩肥 30 担 (E
有
~ 20 外)

,

故 N
. 一 15 斤

,
N
有,

~ 3 斤 ;预测尚需 N
化.

~ 7
·

6 5 一3 ~

4
.
65 斤

。

设 E化 ~ 40 并
,

则 N
化
~ n

.
6 25 斤

,

折合硫酸钱 58
.
125 斤

。

通过后期调整
,

实施

硫酸铁 55 斤
,

或 N 化 1 1 斤
。
实收产量 Y

:
一 872 斤 ;相应的 X

,
~ 4 0 0 斤

。

例三
、

壤土
,

含有机质 3
.
0多

,

故可完全不施有机肥
,

计算就十分简便
。

X
:

一 70 0 斤
,

Y
:

~
1 1 0 0 斤 ; N 巍 ~ 6. 8 斤

。

设 E 化 一 40肠
,

则 N
化

~ 17 斤
,

折合硫酸钱 85 斤
。

通过

后期调整
,

实施硫酸钱 80 斤
,

或 N 化一6 斤
o y :~ 1037

.
5 斤

,

X
:

~
7 3 8 斤

。

六
、

讨 论

1. 在水稻生产与施肥中 ,

如何掌握好氮肥用量
,

一向被认为是关键听在
。

日本与我

国科学家均 已对水稻施氮作出很多贡献
,

但迄今研究的重点大多是配合水稻生理
一

与需氮

特性
,

较少配合土壤供氮的差异性
。

王人潮的水稻省肥高产栽培技术
刃
与黄继茂的

“

氮素

调控技术3)均对水稻合理施氮起 良好积极的作用
,

但他们都仅着重水稻定植后的中后期追

肥氮的控制
。

由于缺少
“

总施氮量
”
的观念

,

致前期施氮(包括有机氮可在一半以上 )缺乏

根据
。

汪寅虎等的
“

有效积温法
”
是从总施氮量出发看问题t,]

,

但仍然不够方便
。

2

.

本文作者业已提出
“

因土定产
”
公式;再在这一基础上提出

“因产定氮
”
公式

。

这是

从水稻土壤的氮肥力差异为出发点来决定水稻总施氮量的科学公式
。

本公式企图从两个

产量之差中来消除
“土壤供氮难以测定

”
这个麻烦问题

。

公式仍带有计算近似值的性质
,

但在实际应用中已足够准确;误差均在一般施肥允许范围之内
。

3

.

表 1 与表 2 数据表明
: ( l) 通过后期营养诊断

,

实际施氮往往稍低于公式预测施

氮(少数例外 );这是可以的
,

说明公式起限氮作用 ;倘不进行营养诊断
,

完全按公式计算用

且
,

扣除前期施氮再分配施 用追肥氮
,

也是完全可以的;但营养诊断可适应后期气候变化
,

岭 浙江省早稻测报施肥成果鉴定资料 ( 1983如
幻 主人栩

、

杨醒位
,

1 9
79

: 水稻 省肥高产栽培施肥技术(资料)
。

弓) 找胜茂
,

1 9 8 2 : 水稻抓素调控伎术研究(资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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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是很有用的 ; (2) 表中数据仅能核对 N
化 的用量 ;由于 E

. (导致 N 有动 的误差较大
,

故又

导致 N 化 的误差大于总施氮的误差
。

车 在本公式提出之前
, “

因产定肥
”

的口号早就有了 ; 然而 由于无法定产
,

故所定的
“肥”也就缺少科学意义乙本公式主要用来定氮的

,

但在原理上也适用定磷
、

钾; 然而在施

肥实际上无此必要
。

5

.

水稻栽培与施肥是一个综合的间题
。

本公式的推广必须与其他一系列的技术配

合
。

在土壤肥料科学范围之内的有
: (l) 测土施有机肥

,

(
2

) 测土施 P
,

K ;
( 3) 数次 测

定稻株 B/A 值确定追肥氮的分配 ;土壤肥料科学以外的尚有栽培与水分管理等
,

对这 些

问题的详细介绍均不可能在本文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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