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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阐述了推荐施肥法的基本内容和制订方案应具备的条件基 础上
,

介绍 了几种简单易行的确定氮
、

磷
、

钾肥料用量的方法
,
以 及复合肥 中氮磷钾 的配 比 问题

。

近资
一

儿年来
,

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推荐施肥法 (或称配方施肥法
,

测土施肥法
,

诊断施肥

法等 ) 的研究和应用
,

这在我国施肥历史上和合理施肥实践上都是 巨大的进步
。

本文 目的是

介绍一种简易而有效的方法
,

以供基层同志参考
。

一
、

推荐施肥法的基本内容

推荐施肥法是农业推广单位
,

或农化服务单位对农 民提供的施肥建议
,

即向农民推荐的

施肥方案
。

简称推荐施肥法
。

施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

施什么肥料 ( 品种
,

如有机肥
,

化肥等 ) ; 2
.

施多少肥料 (用量 ) ; 3
.

用什么方法施

(方法 ) , 4
.

什么时间施 ( 时间 )等
。

为了制定这个施肥方案
,

农民应向推荐单位提供
:

1
.

代表性土样 (有时需要 1 米深度 的分层土样 ) ; 2
.

轮作制度
,

包括前茬作物
; 3

.

前

作施肥情况等
。

我国地域广大
, : 卜壤肥力差异较大

,

每个施肥方案所能适用的面积较小
,

即使有了施肥

方案
,

也会受肥料品种的限制而难以实施
。

所以
,

在我国条件下
,

实行推荐施肥最好的方法

是制定
“

标准
”

条件下的
“
标准

”

施肥方案
,

然后交给农 民
,

由农 民根据 自己的经验加以适当调

整
,

这样做的好处是
:

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施肥的科学性
; 又照顾到我国农户土地面积小

、

土壤肥力井异大的具体条件
,

而且具有因地制宜的优点
。

事实上
,

许多国家
,

包括发达国家

也是先行制定标准施肥方案
,

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加 以调整的
。

适合于当地一定范围的标准施肥方案
,

是根据农科部门长期科学实验的综合结果制定的
,

而且
,

标准施肥方案
,

将随着时间的延伸而不断完善
,

并 日益符合实际情况
。

制定标准施肥方案需要哪些基本资料 呢 ?

1
.

本地区主要作物最佳施肥量和施肥技术
、

施肥时间等的多年大田试验结果
; 2

.

不同肥

料的肥效
、

利用率的多年资料
; 3

.

气候条件 (主要是气温和雨量 ) 对施肥肥效的影响
,

其 中

包括对土壤氮素转化
、

无机氮淋失等的影响情况
; 4

。

粮食作物对土壤养分的消耗
,

豆 科 作

物固氮量
、

土壤 自生 固氮量
,

雨水
、

灌溉水养分含量等数据
; 5

.

土壤养分临界值多年 验 证

以及作物根茬数量等的估计
。

在我国一些地区 已经有可能提供上述几方面的资料
,

它们 已经有了制定本地区标准施肥

方案的基本条件
。

但是
,

也有一些地 区目前还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

为了尽早克服盲 目施肥所

造成的肥料浪费
,

特别是氮肥 的浪费
,

迫切需要有一定科学根据的简单易行的确定合理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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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的方法
。

这些方法应该尽量简单
,

所需要的分析手段应该尽量简使
,

而且要求的条件大

多数生产部门和单位能够具备
。

二
、

肥料用量的确定

确定肥料 (主要指氮
、

磷
、

钾肥 ) 的最适用量
,

是推荐施肥的主要内容
。

但到 目前为止
,

确定肥料最佳用量的最好方法仍然是多年多点的肥料大田试验
。

由于大田 试 验 费 时
。

近年

来
,

国内外科学家都在寻求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大 田试验来确定肥料用量 的方法
。

但是
,

因

为土壤一作物一大气体系的复杂性
,

这些方法只能是半定量的
,

而且它们仍需借助大田试验作

最后的验证
。

应该说这些方法已经取得 了很好的实际结果
。

这里介绍几个比较简单可行的方

法
:

(一 )确定氮肥用量法

确定氮肥用量所采用的方法大概有 3 类
:

一是根据土壤中无机氮含量
;

二是根据作物某部位或器官 的养分分析 ,

三是根据土壤在作物生长期间可能提供的有效氮量 (如有机氮 的矿化量 )
。

这 3 类方法
,

目前都有应用
,

但都有一定局限性
,

下面介绍的两个方法 (一适用于早地
,

一适用于水田 )
,

都是属于第三类
,

是一种简单的半定量方法
。

1
。

用无氮区产量确定氮肥用量
:

以下式计算氮肥需要量
:

凡
= ( Y矿口。 一 Y

。 ·

口
。
) /豆 p

形中
:

凡— 氮肥需要量 (公斤 /公顷 ) ; 玖
`

— 预计籽实产量 (吨 /公顷 ) ;

氏
,

—
Y ,

平均作物吸氮量 (公斤 N /吨 ) ; Y
。

— 无氮时
,

籽实产量 (吨 /公顷 ) ; 口
。

—
Y

。

时每吨籽实吸氮量 (公斤 N /吨 ) ; 刀 p

— 氮肥平均利用率
。

此方法的好处在于回避了土壤供氮量这个难题
,

而用无氮区土壤供氮量在某 种 程 度 上

来代替
。

上述方法还有一个优点
,

即在有些地 区
,
犷口。 , 。 ,

犷
。 ,

口
。 ,

早 已知道
,

特别在有长期数据

积累的地区
,

几乎可以不再作任何测定而能直接计算 出旱作的大体需氮量
。

在需要知道 Y 。 的

地区
,

可以根据具体 田块或当地的常年平均产量稍高一些决定
。

例如
,

已知小麦每生产一吨籽实需要氮素 27 公斤
,

如果预计产量为 2 00 公斤 /亩 ( 3 吨 /公

顷 )
,

假定当地不施氮肥时
,

小麦产量为 1 00 公斤 /亩 ( 1
.

5吨 /公顷 )
,

缺氮时
,

籽实含氮量 降

低20 %
。

即生产每吨籽实需要氮素 22 公斤 /吨
,

氮肥利用率为 4 0%
,

则小麦在那块田上 的氮

肥需要量为
:

凡
= ( 3 x 2 7 一 1

.

5 x 2 2 ) / 0
.

4 0

= 1 20 公斤 N /公顷
= 8 公斤 N /亩

2
。

土壤全氮法确定水稻氮肥用量
:

氮肥用量所根据的基本概念是
:

凡 = N p 一 N
.

( 1 )

式中
:

凡— 氮肥适宜用量 , N p

— 预定产量时作物的氮素吸收量
;

N
.

— 土壤供氮量
。

即
:

作物需氮量与土壤供氮量之差即为所需施肥量
。

这个关系看起来很简单
,

但是目前

还没有办法比较精确 的测定土壤供氮量
,

而现有方法也比较复杂
,

难于作为生产部门的例行

方法
。

已有的研究证 明
,

土壤全氮含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土壤供氮的大致水 平
,

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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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用土壤全氮作为一个参数米推测土壤供氮量
。 一

下式是非律宾国际水稻所试川于水稻的

一个计算方法
:

凡
二 4 0 y 一 I 0 0 0 N ( 2 )

式中
:

凡— 氮肥需要量 (公斤 /公顷 ) ; Y

— 预计产量 (吨 /公顷夕;

N

—
土壤全氮量 ( % )

这个公式 的主要依据是
:

土壤全氮中大约每季有 5 %左右的氮矿化
。

土壤氮和肥料氮的

利用率为 50 %左右
,

生产每吨稻谷需氮 20 公斤左右
。

上述数字和我国的经验大致相近
,

但是

我们所使用的氮肥中碳按占有较大比重
,

氮肥利用率一般只有 30 %左右
,

加上气温也比南亚

地区低
,

因此矿化率一般为 2一 4 %
,

这些情况在试验时应加以考虑
。

从 ( 2) 式中可 以计算 出在某种产量水平时
,

土壤全氮量达到多少
,

就不需要再施氮肥了
。

例如
,

如果预计产量为 2 00 公斤 /亩 ( 3 吨 /公顷 )时
,

代入 ( 2) 式得
:

4 0 x 3 一 1 0 O0N = 0

N 二 工2 0

} OCO

二 U
.

1 2 (% )

即当土壤全氮含量达到 0
.

12 %时
,

可以不施氮肥就能达到每亩 2 00 公斤的产量
。

当然 ( 2)

式 中后一个常数
,

不同土壤是不同的
,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经验确定 ( 2) 式中
“ 1 0 0 0 ”

这个系数

的修正
。

(二 )确定磷肥用量的方法

几 旱作
:

确定早作磷肥需要量的关键是要知道施入的每公斤 P
:
O

。

能提高土壤有效磷多

少 m g k g
一

(磷肥回收系数 )
。

或者说每增加土壤有效磷 1 个 m g k g
一 ,

需要施多少磷肥 ( P
。
O

。

的公斤数 )
,

有 了这个磷肥系数
,

和土壤的有效磷水平 ( m g k g
一

’

一 P )
,

就可以按照下式
一

计算

出钻于方也多少磷肥
:

l几 = 尸 , ( A 一 B )

式中
:

玛— 磷肥需用量 ( P
Z
O

。

公斤 /公顶 ) ; 尸 ,

一
一
磷肥系数

,

提高 一 个 m g k g
一 ` ’

一 P

的土壤有效性磷每公顷需要加入的磷肥 ( P
。
O

。
)公斤数

; A

— 土壤施磷有效 的临

界位 m g k g
一 `

一 P )
,

不 同作物不同
,

口

— 实测得到的土壤有效磷水平 ( m g k g 一 `

一

P )
。

很多测定磷肥用量的方法
,

其基本原理都和上法类似
。

但需事先测定 尸 , 。 下面介 绍 一

种原理相同
,

但更为简单的方法
:

取 2
.

5克土壤放入 50 毫升塑料瓶中
,

加入不 同量的磷 (磷酸一钙 )
,

相当于每克土壤加 。 ,

5 。
,

1 0 0
,

1 5 0
,

2 00 微克 P
,

水土比为 2 : 1
,

摇匀后加防腐剂 (如甲苯 )
,

将塑料瓶置于阴凉处放置 21

天
,

然后用 0 15 。 n
法测有效磷

。

获得的结果作图如下
:

图上 的纵轴为有效磷 ( m g k g
-

一 )P
,

横轴为加入的磷量
,

单位为微克 P /克 土 或 公 斤

P
2
0

6

/公顷
。

实验结果一般可得到一条直线
,

如图中的 、 , )或 ( 2)
,

直线的斜率的倒数
一

典即为一 ’

一 一
’ -

一
’

一” ”
`
-

一
’ - - -

-
-

一
’ ` 一

`

一 ”
-

- 一 ` 一
’

一
一 ”

’ 一 `

”
’

一 ”
一 ’

一 b
一

“
-

磷肥系数
。

,! J尸 , `即
音

,值按前式就可计算出磷月巴需要量
。

也可以方便地从 图 上 读 出户`位

(磷肥用量 )
。

如某种作物的土壤有效磷临界值为 C
,

从 C 作一根水平线平行于横轴
,

由这条平

行线和所褂直线的交点垂直向下
,

得到一交于横轴的点
,

这个点就是磷肥的适宜用量
。

(如图

中 ( )] 线为 e 点
,

( 2) 线为 d 点 )
,

因而就可以不必再计算 尸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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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水稻
:

因为水稻的有效磷临界值 较

低
,

所以用上述方法测得的磷肥需要量
,

不

同土壤一般差别不大
,

故为了简化
,

可以采

用下述原则
:

1
。

凡是缺磷的水稻土
,

在双季稻 区 的

早稻上施磷肥 ( P
Z
O

。
) 4 公斤 /亩

,

晚稻不再

施磷 (如前作为紫云英
,

并 已施过磷肥
,

早稻

也可不施或减少用量 ) ;

2
。

单季稻地区
,

在缺磷土壤 上
,

磷 肥

用量可增至 5 公斤 P
:
0

5

/亩
。

现把不同作物所要求的土壤有效磷临界

值列出 ( O l e s n
法 )

,

供参考
:

水稻 5 m g k g
一 ’

一 P

谷类作物 1 0 m g k g
~

一 P

豆科
、

十字花科作物 1 5 m g k g
一 ’

一 P

(三 )磷肥用量的确定

d IM戒曰̀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比较少
。

因钾在一般土壤中固定量不大
,

施入土壤中的钾肥约有 80 %

能提高土壤代换性钾的水平
。

因此
,

作为一种简单的估计
,

可用下式确定土壤钾肥用量
:

凡 二 ( A 一 B ) x 0
.

1 8

式中
:

凡— 钾肥需要量 (公斤 K
:
O /亩 ) ; A

— 土壤代换性钾临界值
,

对于一般非喜钾

作物可用 90 m g k g
一 ;

一 K
Z
O 作标准

; B

— 实测土壤代换性钾水 平 ( m g k g
一 ’

一

K
Z
O ) ; 0

.

18 — 校正固定量并换算为
“

公斤 K
Z
O /亩

” 。

上述公式对于钾素水平低的土壤
,

如代换性钾在 6 0 m g k g
一 ’

左右时
,

钾用量为 5
.

1公斤 /

亩 K
:
O

。

以上得出的氮磷钾肥的数据是指施肥的总养分量
,

如施有机肥
,

应减去机肥中有效养分

量
,

才是应施的化肥数量
。

以上所介绍的方法大体上都考虑到了决定肥料用量 的两大因素
:

不同作物
,

不同土壤的

特点
。

但是
,

`

已毕竟是一种简易方法
,

对作物
、

土壤两大因素的考虑仍嫌粗了一些
。

因此各

地在应用时
,

特别是对钾肥用量
,

要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具体情况
,

不断积累经验
,

不断修正
,

使这些方法既简单
,

又可靠
。

三
、

复合肥配方的制定

所谓复合肥 (实际上是混合肥 ) 的配方是指复合肥中氮磷钾三安素含量的比例
。

因为复合

肥一般是作基肥用的
,

所以实际上是指基肥中的氮磷钾比例
。

比如 15 一巧一 15 的复合肥是每

10 0公斤肥料中含 N 巧公斤
,

P
2
O

5

15 公斤
,

K
2
O 15 公斤

,

因此
,

它的氮磷钾比例为 1 : l : 1
。

在制定复合肥配方时
,

第一步要考虑作物需要和土壤特点
,

因为不 同作物需要 的氮磷钾

比例是不同的
。

下表列出了儿种主要作物需要的氮磷钾比例
。

俪 同时还要考虑土壤的养分状况
。

以棉花为例
,

若种棉花的土壤不缺钾
,

虽然棉花需要的

比例是 1: 0
.

6 4 : 1
.

1 ,

但土壤钾 已能充分满足需妥
,

因此就不需再施钾肥了
,

所以在考虑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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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几种主要作物吸收的养分比例 (以 N为 1)

作 物 N : P么 0
。

0
.

6 4

0
,

4 6

: K
么
O

1
.

4

0
.

67

1
.

1

1
_

9

壤因素后
,

它的实际养分需要比例就可以改

为 1 : 0
.

64 : o
。

这例子说明施肥的比例必须 同

时考虑土壤和作物两大因素
。

又如
,

水稻在

某种土壤上的氮磷钾适宜用量为
:

N 10 公斤 /亩

P : 0
5 5 公斤 /亩

K
:
0 10 公斤 /亩

这个用量和比例 ( 2 : 1 : 2) 己经考虑 了土壤和

稻麦花草水小棉烟

作物因素 了
,

这是第一步
。

第二步
,

在得到这一地区
,

某种作物在某类土壤上平均适宜用量

以后
,

再减去作追肥的肥料量
,

因为复合肥主要是作基肥用
。

磷钾肥大多也是作基肥用
,

而

氮肥却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追肥用的
。

比如一个平均施肥量为 20 公斤氮
、

10 公斤磷
、

20 公斤钾
,

而氮肥 有 5 0% 作 追肥
,

因此
,

在制定复合肥配方时就应该把氮肥去掉作追肥部分
。

在我国条件下
,

有机肥是一个重要的肥源
,

一般情况下
,

在制定复合肥配方时
,

可 以不

考虑有机肥中养分 比例的影响
。

所以
,

上例中在去除追肥氮后
,

复合肥比例应为 1 : 1 : 2
。

至于这个复合肥每 1 00 公斤含有多少氮磷钾
,

则要根据所用肥料品种来决定
,

所以 同是

1 : 1 :2 的比例
,

可以有不 同的养分含量
,

比如
: 1。一 10 一 2 0 ; 8一 8一 1 6都是 1 : 1 : 2

。

复合肥的配方在一个地区种类不能太多
,

否则一方面造成生产上的麻烦
,

另一方面不易

使农民选择
。

最好能有一个通用的
、

适用性比较广的配方
。

有时
,

可以针对某一地区特点
,

对

某一种特别大量或经济价值高的作物制定
“

专用肥
” ,

这样便于农 民选用
,

但要注意
,

同是某

一作物的专用肥
,

也只能适用于指定地 区
。

比如烟草专用肥
,

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南方
、

北方

的烟草施用
,

因为土壤条件不 同
。

1 8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