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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含氯化肥农田应用效果的评价

吴金桂 娄德仁 宁运旺 蒋永忠
江苏省农科院土肥所

,

南京
,

摘 要

年至 ”兑 年的含氯化肥长期定位试验表明
,

在蒸发
、

降雨量接近的江苏苏南地区
,

氯化铁的增产效果及其氮素利用率均好于尿素
,
施用氯化按的稻

、

麦及油菜种子的粗蛋白和氨

基酸含量也较高 增加氯化铁施用次数可显著提高氮素利用率
,

并改善作物品质 氯化按用 量

增加
,

土壤氯的积累也相应增加
,
同时随种植时间延续

,

也未发现氯离子在土壤耕层及 土

层积累
。

但必须注意连续施用含氯化肥有使土壤酸化的趋势
。

关镇词 含氯化肥
,
定位试验

氯化按和氯化钾是复混肥中常用的两种基础原料
,

其农田应用效果褒贬不一
。

为明

确含氯化肥对作物
、

土壤可能产生的影响
,

本文通过定位试验
,

拟从含氯化肥的肥料效应
、

氯离子在土壤中的行为及其影响
、

作物品质等方面加 以研讨
,

结果如下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材料

土壤 试验在江苏省宜兴市归径河全冲积平原与丘陵交界的醋育性水稻土上进行
。

土壤质地为

中粘 耕层土壤有机质 全氮 一
,

速效磷 速效钾 阳离子交换量

, 。

作物 试验作物有水稻 汕优
、

亚优 号
、

粳
、

小麦 扬麦 斗号
、

油菜〔宁油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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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为稻麦轮作
, 一, ,
一 年为油稻轮作

。

二 方法

试验小区面积  
,

个处理 个重复
,

随机排列
,
小区间用塑料薄膜隔离至耕层以下 。一 ,

田间管理与大田相同
。

试验处理与设计见表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含抓化肥的增产效果与氮紊利用率

施用氮磷钾化肥对稻
、

麦
、

油菜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肥料配合能大幅度提高氮素利用

率
,

在氮磷钾养分和磷钾肥料品种一致条件下
,

氯化铁的肥效和氮素利用率均好于尿素
。

表 所示
,

施用氯化钱的
、

处理比施用尿素的
、

川 处理的稻
、

麦
、

油菜分别增产

一
、

一
、

一
,

氮素利用率分别增加 一
、

斗 一
、

一 个百分点
。

施用方法上
,

氯化铁一次基施与基追结合对产量影响不大
,

但可明显提

高氮素利用率
。

增加氯化铁用量
,

氮素利用率并不相应增加
。

二 氮离子在土壤中的淋溶与积累

图 为年投氯量分别为
、

一  
、

的三种水平土壤含氯量
。

由图可

见
,

投人土壤中的氯愈多
,

土壤积累量也愈高
,

且土壤不同层次间氯的积累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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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1988 )开始
,

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
,

三种投氯处理的土壤氯的积累趋于稳定
,

低量投

氯时
,

土壤含氯量接近试验前水平
,

氯的残留不到投入的 9一 10 多; 中高量投氯时
,

耕层

土壤 (A ) 含氯量至 1992 年均在 45 m g /kg 以下
,

氯的残留不到投人的 11 一14 沁
,

表明氯

离子的积累与淋溶存在一种动态平衡
,

投人越多
,

淋溶也越多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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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含氛化肥与土壤酸化

在中性潜育性水稻土 (哪 7
.
02 ) 上连续使用含氯化肥会加速土壤酸化。

图 2 所示
,

无论是水田或旱地
,

除对照 pH 基本不变外
,

化学肥料的连续施用均可引起土壤酸化
,

以

含氯化肥影响尤甚
,

且随施氯量的增大 pH 下降也越快 (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
。

含氯化肥

一一
‘.

. r .

一~ 、记
兰

l分只导 t的0 !991 1992
、a )水田

O5

:

自亡了U

..,...LFeses,...,

.‘.

八U二」

:

7石

“一i命井下饰百 5.5 一碗厂扁
Paddy石e ld

19 8 9 19 9 0 1 9 9 1 1 9 9 2

( b )旱地

Uplan d

L ,

对照 ;L
:
尿素 ;L , 低量

图 2

F ig
.
2 C hanges of 5011 pH

(72kgC I
一

/ h
a
) ; L

.

中量 ( 747一 852kg C I一 / h a
) ; L

, 、
L
‘ 高量

( 110 1k gC I
一
/ h

a
)
。

不同施氯水平下土壤 pH 的变化
under eonditions of different am ounts of ehloride aPPlied



土 坡 学 报 3夕 卷

的施用方法与土壤酸化程度有关
,

两次施用 (玩) 与一次基施 (L
,

) 比较
,

可缓和土壤酸

化趋势
。

( 四) 含氛化肥对作物品质的影响

含氯化肥对水稻
、

小麦
、

油菜的品质无不良影响
。

同等条件下
,

施用氯化按 (v
、

v
l)

与尿素比较
,

氯化钱可使稻
、

麦
、

油菜种子的粗蛋 白
、

必需与非必需氨基酸含量略有提高

(表 3)
。

氮素水平是决定粗蛋白和氨基酸含量的主要因子
。

增加氯化按施用次数 (vi ll)
,

粗蛋白与氨基酸含量也得到提高
。

衰 3 含抓化肥对作物 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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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 ) 含抓化肥与稻
、

麦
、

油产t
、

品质及氮素利用率

多数作物对氯的忍耐 力较强
,

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
“

氯毒症
”

而导致产量下降
,

如水稻

产生氯害的施氯浓度为 80 0p pm [l]
,

大于常年很多
。

但有些作物吸收过多的氯之后
,

会降

低产品品质
,

称为
“

忌氯作物
” ,

如土豆
、

烟草
、

甜菜等
〔1] 。 忌氯作物系指产品品质而言

,

对

产量并无太大影响
。

本试验表明
,

施用含氯化肥对稻
、

麦
、

油产量品质均无不良影响
,

同等

条件下
,

氯化按比尿素对稻
、

麦
、

油种子的产量品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其主要体现在氮素

利用率上
。

R
aP

p
aP or

t
B

.

D

.

(
1 9 8 4

) 曾报导氯化钾与尿素混施 可使氮的损失从 42 % 减

至 4
.
6务 或更小 ; 刘康等 (1990) 也认为氯化按对硝化细菌有抑制作用

口1。 从我们的结果

看
,

同样条件下
,

稻
、

麦
、

油对氯化按的氯素利用率高于尿素
。

含氯化肥对稻
、

麦
、

油产量品质的积极作用还可能与 Cl
一

的营养作用有关
。

据邹邦

基报道
,

Cl

一

虽属于微量元素
,

但需要量却达 0
.
1多

,

而且许多植物能吸收大量的氯
,

在体

内的累积量大大超过了需要量
〔
气Fi xe

n P
.
E
.
等也报道

,

在含钾量很高的土壤中
,

麦子增

产是由于氯化钾中的氯而不是钾引起的
。

根据我们近年对苏南地区土壤含氯量的本底调

查
,

在长期大面积的施用含氯化肥后
,

其土壤含氯量仍然偏低
,

平均不到 30 m g /k g
,

因此施

用含氯化肥危害作物的可能性不大
,

反而极有可能对稻
、

麦
、

油生长有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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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含抓化肥与土族残留

自然界中的氯是一种极为活跃的卤族元素
,

土壤中的氯以离子形式存在于水溶液中
,

因此
,

土壤中 cl 一 的残留与有关土壤水运动的气侯因素(降水与蒸发 )
、

地下水通畅等密

切相关
,

尤其是气候因素关系更加密切
。

如 日本在湿润条件下
,

对数十种作物的试验表

明
,

在连续 13 年施用氯化按的 52 种土壤中
,

有 46 种土壤 无氯残留
,

另 6 种土壤的残留量

仅占当年施氯的 4一5多 ; 苏联在干旱条件下的试验结论与上述相反
。

我们的结果表 明
,

在降水量
、

蒸发量相接近的苏南地区
,

Cl

一 在上壤 冲的淋溶与积累趋于平衡
,

施氯越多
,

淋

溶也越多
,

高量施氯时 cl
一

在 lm 土层中的残留 叹到 11 一 14 沁
,

且多集中在 20c m 耕

层 以下
。

( 三) 含抓化肥与土城酸化

崔玉珍的研究表明
〔41 ,

在沈阳壤质草甸土 },. 连续 7 年施用氯化按
,

年施用量为 24o kg l

玩 和 48Okg /ha 时
,

土壤 pH 分别下降 。
.
19 和 0

.
25 单位

,

年限越长
,

p
H 值越低

,

表明氯

化铁对草甸土有致酸作用
。

我们的试验也显示
,

在苏南地区赌育性水稻上上连续施用含氯

化肥会加速土壤酸化
,

且随施氯量的增加酸 化加快
。

一般认为氯化钱的致酸作用除其是

生理酸性肥料外
,

还与 N H 才和 K + 对 H 十

的置换育关
。

( 四 ) 含氛化肥的施用方法

氯化铁一次基施与基追结合比较
,

后者的氮素利用率
、

产量
、

品质均比前者为优
,

说明

含氯化肥的施用方法与其效果有关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含氯化肥的分次施用对土 壤 pH

的下降速度有明显的缓冲作用
〔习。 因此

,

建议不要一次大量施人氯化按
,

也不要每年都以

氯化铁为唯一氮源
。

另外
,

由于土壤 Cl
一

的淋溶与积累与气候因素关系密切
,

针对不同

地区土壤
、

气候
、

作物特点
,

研究含氯化肥的施用技术是必要的
。

总之
,

我们认为
,

含氯化肥(氯化钱或氯化钾)在江苏苏南地区
,

只要施用方法得当
,

即

避免连续
、

高量和一次性施用
,

其仍是一种优良肥料
,

可以全面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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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

(
2

)
i

n e r e a s e
i

n
g

t
i m

e : o
f

a
p p l y i

n
g

a
m m

o n
i

u
m

c
h l

o r
i d

e c o u
l d

n o t a
-

b l y
r a

i
s e t

h
e u t

i l i
z a t

i
o n r a t e o

f
n

i
t r o

g
e n a n

d i m p
r o v e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c r o
p

s e e
d

s
.

‘3)
the aecum ulation of C I一 i n t h e 5 0

1 1 i
n s e a s e d w i t h t h

e a
m
o u n t o f a

m m
o n

i
u
m

e
h l
o -

r
i d

e a p p l i
e
d

,

b
u t t h

e a e e u
m

u
l

a t
i

o n a n
d l

e a e
h i

n
g

o
f CI

一
i
n t h

e 5 0
1 1 w e n t t o e q u l i

-

b r i
u
m

a s t h
e t e s t c o n t i

n u e
d
a n

d
n o a e c u

m
u l a t i

o n o
f C l

一
i
n t h

e p l
o u g li

a n
d

o n e 一

m
e t e r

5 0
1 1 l

a
y

e r
w

a s
d i

s e o v e r e
d

: a n
d

(
4

)

t
h

e c o n t
i
n u o u s a

p p l i
c a t

i
o n o

f
c
h l

o r
i d

e
一

b
e a r

i
n

g

f
e r t

i l i
z e r e o u

l d q
u

i
e
k

e n 5 0
1 1

a c
i d f i

c a t
i
o n

.

K

e
y

w

o r
d

.
C h l

o r
i d

e
一

b
e a r

i
n
g f

e r t
i l i

z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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