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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多年来
,
我国在测土施肥方面的研究取得迅速发展

,

并已大面积推广应用
。

本文着重

对土壤有效养分测定
,

分析结果的解释
,
以及确定施肥量的方法作了综合评述

。

同时对测土施

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也进行了讨论
。

关祖词 测土施肥
,

有效养分
,
肥力指标

“

测土施肥
”

的全称为
“

土壤测定与推荐施肥
”

(5
0 11 T e s t in g a n d Fe r tiliz e r R e e o -

m m en da ti on )
,

测土施肥的目的在于测定土壤有效养分含量
,

并以此为出发点在产前确定

一个与产量相适应并能进行经济评价的施肥量
l. ”。

其优点是
,

当肥力指标与施肥参数一

旦经过田间试验校验之后
,

就可长期在这一土类中应用 [4] 。

具有简易
、

快速
、

价廉的特点
,

并可服务到每一地块
,

起到了配方施肥中的微观指导功能 t3J 。

80 年代以来
,

我国测土施

肥工作迅速发展
,

成为配方施肥中的主要方法
。

对其优缺点及其功能的评述
,

已见多篇

文献 【1, 3, ,
,
‘】。 本文拟对我国在有效养分的提取和测定

,

分析结果的校验和解释以及确定施

肥量的方法进行评述
。

一
、

有效养分的提取测定

(一 ) 氮

氮素通常是作物产量的最大限制因素
。

约 97 一” 外 的土壤氮存在于复杂的有机 物

质中
,

从有机储藏中释放出的氮量只 占土壤总氮量的 2一 3务 /年
。

速效氮的主要形式硝

态氮容易淋洗
,

或硝酸还原作用而损失
。

土壤供氮能力由于受诸多因子影响
,

因而迄今 尚

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速效氮测定方法
。

朱兆良综合国内研究指出
: 从田间试验看

,

无

论是培养法或化学法的氮素测定值与土壤供氮量相关性大多不显著
〔‘0] 。 目前国内应用较

多的有碱解法和还原碱解法
。

朱兆良(1 9 6 2 )提出土壤碱水解氮法
【‘”。 周鸣铮等(1 9 7 6 )发

表了碱解扩散法
,

其结果与水稻土氮肥力的几个参比标准高度相关叨。

李酉开和周祖澄

等( 19 8 2 )分别对还原碱解法作了系统研究
,

提出了适用于北方旱地土壤还原碱解法 [2, 1

210

碱解扩散法在黑龙江
、

辽宁
、

吉林
、

甘肃
、

北京
、

四川
、

内蒙古
、

浙江
、

福建
、

广西等地广泛应

用。
·
’‘, , o

,

双·, , , o

(二 ) 礴

表 l 是从 60 年代起到 90 年代初国内有关有效磷提取方法的主要研究结果
。

大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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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料表明
: 采用 o ls e n 法

、

B r a y l 法和 M eh lio h (I
、

111 号)法等三种提取剂
,

可基本

满足全国不同土壤类型测定有效磷的需要
。

(1 ) O ls e n 法 : 0
.

5 m o l/ L N a H C o 3 , p H S
.

5 (O ls e n
等

, 19 5 4 )
。

该提取剂广泛应用

于有较高盐基饱和度的高阳离子交换量 上壤
,

碱性或者有大量游离 ca c 0 3
的土壤

。

从表

1 看出
,

我国新疆
、

甘肃
、

陕西
、

宁夏等西北地区以及东北三省
、

内蒙
、

河北
、

河南
、

四川等省

大部分土壤 O ls en 法均行之有效
。

水稻土因长期间歇淹水
,

其有效磷形态转变为 Fe
一
P

为主
。

碱性提取剂能提取 Fe
一P 。

对冲积平原上接近中性反应的老水稻土
,

以 O ls en 法

和 A I一A b b a : 法 (0
.

2 5 m o l/ L N a 1

C2 0厂0
.

3 m o l/ L N a o H ) 为最好
。

我国南方地区酸性

水稻土
,

开辟水田历史较短
,

它仍受母质性质的影响很深
,

适宜用 Br
a y l 法等酸性提取

剂【,
·

”, o

(2 ) B r a y l 法
: 0

.

0 3 m o l/ L N H
oF + 0

.

0 2 5 m o l/ L H e l ,

土
:
液 比 2 : 2 0 (B

r a y 与

K ur t: , 19 4 5 )
。

该提取剂适用于土壤阳离子交换量低到中等的土壤
。

我国地处暖温带酸

性土壤
,

包括浙江丘陵红壤区到广西红壤
,

四川的黄壤
,

中部沿海的棕壤
,

甚至如东北的黑

土等均适用此法
【2 ·’习。 如果将土液比放宽到 1 : 50

,

那么这一方法也适用于石灰性土壤
【3 91 ,

可在弱石灰性土壤与酸性土壤交错分布地区推广应用
「‘”。

吉林的淡黑钙土
、

辽宁 的棕

壤
、

草甸土应用 1 : 50 提取获得良好的结果
〔,

·
‘

,lo

(3 ) M e hlieh l 和 111 法(简称 Ml 、M lll 法 )
。
M I法为 0

.

0 5 m o l/ L H e l一 0
.

o l z sm o l/

L H
ZSO

. ,

又称 双 酸 法 (M
e h lic h

,

1 9 5 3 )
。 1 9 5 4 年 提 出 的 M lll 法 为 o

.

o ls m o l/ L

N H
4F + 0

.

z sm o l/ L N H
;
N 0

3

+ 0
.

2 m o l/ L e H
, C O o H + 0

.

o l3 m o l/ L H N O ,

+ 0
.

0 0 l m o l/

L E D T A 。
M l 法适用于高度风化的低阳离子交换量土壤

,

它广泛应用于美国东南方诸

州叫
。

在浙江和广西的红壤上有很好的提取效果
『2

·
日,。 我国热带

、

亚热带酸性较强的砖红

壤
、

赤红壤发育的耕地土壤
,

应以该法为主u31
。

M Ill 法是一种联合提取剂和通用型提取

剂「‘。, 。

(三 ) 钾

土壤有效钾提取方法大致有二类
: 即土壤交换性钾测定和包括部分对作物有效的非

交换性在内的土壤钾测定
。

以 1 m ol 压 中性 N H .o A c 提取测定交换性钾
,

其结果的可

靠性已为许多研究报告所证实
。

对于吸钾能力强的稻
、

麦等谷类作物
,

仅以土壤有效钾含

量尚不能作为施用钾肥的指标田 。

谢建昌(19 8 3 )提出用缓效钾指标更能说明不同土壤类

型中钾贮量的差异
ti ”。 杨鉴防等用硝酸溶钾作为土壤供钾能力指标

〔‘,] 。 鲍士旦等( 19 8 3 )

发表了 0
.

2 m o l/ L 冷 H N O
3

提取法
。, 。 谢利 昌(1 9 8 5 )用 3 m o l/ L 冷 H

ZSO ,

静置 30 分

钟提取土壤钾
,

在广东水稻土供钾研究有良好结果口
]。 80 年代国内应用电超滤(E U F 一K )

评价土壤供钾状况研究取得进展圆 。

(四 ) 联合提取剂与通用提取剂

Br ay l 法是酸性
、

中性土壤 P
、

K
、

Mg 的联合提取剂
。

Meh li比 I 法可用于酸性土

壤 P
、

K
、

M g
、

z n 、

M n
等联合提取

〔3 , , 。

谢利昌(1 9 8 5 )用 O ls e n
法等四种有效磷提取剂研

究 P
、

K 联合提取117 }。
陆允甫(19 8 6 )在红壤旱地土壤上用 8 种有效磷提取剂进 行 P

、

K

联合提取
,

均获得十分满意的结果‘二8] 。 M川 法是 目前国内外公认的联合提取剂和通用提

取剂
,

可通用于酸性直至石灰性土壤
、

同时可提取 9 种有效养分川 .40]
。

段秀泰(1 9脱 )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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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不同性质的 10 0 个土样
,

以 M川 法
、

ol
sen 法和 Br ay l 法比较研究

,

发现 pH

值低的土壤 M m
一
P 与 B r a y 卜P 高度相关 ; 而石灰性土壤则 M ll l

一
P 与 Ol

s e n 一
P 显著

相关
〔‘9 ,。 国内已证实 M lll 法适用于石灰性土壤 P

、

K
、

B
、

M o 、

Z n 、

cu
、

M n
等联合提取

。 ,

也适用于红壤旱地 P
、

K 联合提取
“,]o

二
、

分析结果的校验与解释

土壤测定的基本原理是某一土侧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被看成是与特定作物百分产

量反应有联系的 自变量 l’11
。

使土测值在生产上作出有实际意义的解释
,

应将下列田间试

验中有关产量或派生出来的变量与土测值进行相关分析及肥力指标校验t42 , ;

(l) 为

—
不施被研究养分处理的产量

(2 ) 相对产量(百分产量)一(夕
。

/ 夕
m : 二

) x 1 0 0

梦.
二

为满足所有养分的标准处理产量

(3 ) 相对增产 ~ [(, 二
: :

一 y。)/ y
二 . :

] x 10 0

(4 ) 绝对增产 : △y
:

~ y :

一 y。,

△y
:

~ y :

一 y。
· · · · · ·

⋯⋯△ym
。:

~ y.
二

一 为

.

-
. , r .

008060拍2Q(次)喇化贫年娜牛兴困因吕名

吧立二执习�:
吕。里创德a

10 15 20 2 5 3 0

( P
, m g / k g )

B r a y l
一

P ( 2 : 20 )

图 l 土壤有效磷侧定值与无磷区 玉米籽粒相对产量的关系

F i‘
.

1 R e la t i o n sh i p b e t w e e n B r a y l
一
P a n d t h e r e la t i v e e o r n g r a i n y i e ld s

i n N K t r e a t m e n t

在相关研究中除了氮素研究可用绝对产量 ( y。) 外
,

一般都用相对产量作为反应变

量
。

国内普遍采用在绘制 土测值与相对产量点阵图基础上
,

用数学模型拟合
,

并根据与相

对产量相对应的土测值划分肥力等级
『,

,
’‘

,

10 一22. , 们 。

图 1 是常用校验方法之一 [8] 。

图中虚线

是 用来推荐施肥的等级基础
,

二条曲线的不一致性表明磷肥推荐量略高于实际需要量
。

使得在这一推荐施肥系统里有一个保险系数t391
。

但这种划分方法带有随意性和主观性之

弊端
。

因此提出了以
“

临界值
”

与
“

足够水平值
”

为依据把肥力分成三个等级的新方法
‘均

,

井用单向方差分析法确定
“

临界值
” 「, .l 。

表 2一4 是各地主要土类土壤肥力等级划分标准
。

l) 刘肃等
, 1”卜 M e hl ic h 川 浸提剂一

一

有前途的土坡通用浸提剂
。 《中国土城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暨 1 , 9玉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
》 , 2”一 2 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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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城有效钾肥
T a‘le 3 T h e fe r t ility

省省(市
、

区 ))) 土坡类型型 作 物物 提 取 剂剂

PPP r o v in c eee 5 0 11 t yP eee C r o PPP E x t r a e t. n ttt

辽辽 宁宁 棕坡
、

草甸土土 玉 米米 m o l/ L N H
一
O A e 一 KKK

陕陕 西西 白 增 土土 水 稻稻 硝酸溶钾 (K )))

小小小小 麦麦麦

北北 京京 溯土土 玉 米米 m o l /L N }I一O A e 一
K

:
000

北北 京京 潮土土 小 麦麦 m o l /L N H
一
O A e 一K

:
000

四四 川川 老冲积黄筋泥泥 小 麦麦 m o l /L N H 一O A e 一KKK

四四 川川 紫色 土土 水 稻稻 二 0 1 /L N H 一O A e 一K
:
OOO

浙浙 江江 水稻土土 水 稻稻 m o l /L N 釜{
.
O A c 一 KKK

浙浙 江江 红坡旱地地 玉 米米 m o l/ L N H
;
O A e 一KKK

溯溯 南南 水稻土土 水 稻稻 . 0 1/ L N H
一
O A e 一KKK

广广 西西 水 稻土土 水 稻稻 m o l/ L N H
一
O A e 一KKK

溯土

潮土

老冲积黄筋泥

紫色 土

水稻土

红坡旱地

水稻土

水 稻土

二 0 1 /L N }I一O A e 一
K

:
0

二 0 1 /L N H
一
O A e 一K

:
0

二0 1 /L N H 一O A e 一K

二 0 1 /L N H 一O A e 一K
:
O

m o l /L N 釜{
.
O A c 一 K

m o l/ L N H
;
O A e 一K

。0 1/ L N H
一
O A e 一K

m o l/ L N H
一
O A e 一K

. 。国际平衡施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从表中可见
,

各地指标数据不甚一致
,

虽是同一方法同一作物其差异也较大
。

这是因为各

大类土壤在性质
、

水文
、

气候等条件均相差甚远
,

导致基本肥力大不相同之故
。

农 4 土族有效掩肥力指标 (. 创 k幻

T a ‘1. 4 T 卜e fe r rilir y in d e x e : o f a , a il‘ble N in s o U

省(市
、

区 )

P r o v in e e

土坡类型

5 0 1 1 t y Pe

作物

C r o P

碱解氮肥力指标
F e r t iliry in d e x o f a lk a li

一
hv d r o l, Z a ble N

极 低 } 低 } 中 } 高 } 极 高

V e ry lo w L o w M e d iu m H ig h

_

极
V e r y h ig h

文献编号

(刊名
、

年
、

期号)

R efe r e n e e N o
.

棕坡
、

草甸土

浙江杭州

广 西

平凉地区

滋漠土

紫色土

水稻土

水稻土

玉米

小麦

玉米

小麦

小麦

水稻

水稻

水稻

<
全
“

< , U

< 4 5

< 6 0

< 10 0

< 7 0

< 78

6 0一 8 0

3 1一 9 0

< 6 2

4 5一 7 4

6 0一 9 0

! 0 0一 17 5

7 0一 16 0

70 一 1 20

8 1一 1 3 0

, l一 l‘0

‘2 一 1 8 0

7 4一 11 6

9 0一 12 0

17 5一 2 8 0

16 1一 2 0 0

1 2. 一2 4 0

1 3 1一 16 0

1 6 1一2 8 0

> 1 80

> 1 16

> 1 20

> 2 80

> 2 00

> 2相

> 16 0

> 2 80

[1 4 1

华北农学报
,

86 年 1 期

[ 2 2〕

[2 0 1

土壤通报
,

” 年 3 期

* P
.

2 7 0一 2 7 6

[ 2 ]

广西 农业科学
,

86 年 1

土土潮潮

宁京京肃肃川辽北北甘甘四

} } } 】 1 1 1 ! 期

* 《国际平衡施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R o us 。
(1 9 7 1 ) 提出以相对产量与

“

肥力指标
”

的百分数来表示养分足够程度的复合

划级法
L‘, , 。 N e lse n 和 A n d e r s。n (l , 7 7 ) 认为校验研究中使用百分产量仍有严重的局限

性
,

并改用绝对增产 (△y 或 △y。
二

) 代替百分产量作为反应变量
。

其优点能从校验结果

中直接对施肥作出经济上的解释
。

同时提出了将相关资料划分成三级模式的改进方差分

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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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指标 (单位 : m 司k幻
。山 x e s 诫 a v . il‘ble K in 5 0 11 *

肥肥力指标 F e r tilir萝 in d e xxx 文献编号号

(((((((((((((((((((((((((((((((((((((((((((((((((((((((((((刊名
、

年
、

期号 )))
极极 低低 低低 中中

_

晰晰 极高高 R e f e r e n c e N o
---

VVV e ry lo www L O份份 M e d iu mmm H l g hhh v e r y h ig hhhhh

<<<<< 4 000 4 0 一 11 000 1 10一 2 3 000 > 2 3 000 [14 ]]]

<<<<< , 0000 50 0 一6 5 000 65 0 一8 0 000 > 8 0 000 中国农业科学
, 87 年 4 期期

<<<<< 碍, 000 今5 0 一‘0 000 60 0 一7 5 000 > 7 5 00000

<<< 2000 < ‘000 ‘0 一 10 000 > 10 000 > 18 000 [ 2 2 ]]]

<<< 4000 20 一4 000 峪l一 10 000 10 1一 18 000 > 12 000 华北农学报
,

“ 年 1 期期

<<< , 000 40 一‘000 6 0一 8000 8 0 一 12 ... > 1 5 000 * P
.

13 9一 14 咭咭

<<< 3000 5 0一7 555 7 5一 10 000 > 10 000 > l, 000 * P
.

2 7 0一2 7‘‘

<<< 4 000 3 0一6 000 6 0一 10 000 10 0 一 15 00000 [ 3 1〕〕

<<< 3 000 4 0一 8 000 8 0一 18 000 > 1 800000 [1 8飞飞

<<< 3 000 3 0一 , 999 6 0一 9 ,, 16 0 一 l知知知 土坡
, 8 , 年 2 期期

33333 0一‘000 6 1一10 ,, > 1 0 55555 广西农业科学
,

“ 年 l期期

三
、

确定施肥量的方法

经过校验的某种养分土测值就能指出该养分在土壤中缺乏程度
。

然而
,

要确定施用

多少肥料才能纠正养分缺乏现象
,

需要通过土测值与施肥量之间进行校正
。

(一 ) 土族肥力指标法

早期土壤肥力指标法就把肥力和施肥量分为三级
,

即
“

高
”

不需要施肥
, “

中
”

适最施

肥
, “

低
”

大量施肥
。

目前有两种校正施肥量方法
,

一种是在不同肥力等级田块上进行单因

子或复因子肥料用量试验
,

然后按肥力等级归纳类特征肥料校应方程并计算 最 佳 施 肥

量, 一22. 阅
。

表 5 为甘肃平凉地区多点磷肥试验按等级配置出磷肥效应函数 和 建 议 施 肥

量[2.]
。

另一种是根据多点肥料试验函数方程计算最佳施肥量
,

与土测值建立数学模型
,

即

施肥方程
。

表 6 为各地区土壤有效磷与作物施磷量数学模型
。

根据施肥方程 (图 2 )
。 习 ,

可

以确定不同肥力等级的肥料用量范围
。

这种方法也最适合电子计算机工作
。

衰 s 甘常平凉区冬小麦礴肥效应函数和建议施磷且
〔
川

T . ‘le 5 P e ff e e t f u n c t io n a n d r e e o m m e n d . d P r a t e f o r w in t e r w h e a t i n P in g lia n g

r e g io n o f G a n s u

肥力 , 标

⋯ ⋯
i竺{竺尘竺⋯缨⋯

-

低

}
< ,

’

‘

}
中

}
’

·

‘一‘0

{
y

磷肥效应函数

P e ffe e t f u n e t io n

最高施磷最
(p

2
0

,
k g /亩 )

H ig h e s t P r一t e

最佳施磷t

(p
:
o , k g /亩)

P t im a l P r a t e

y ~ 1 1 1
·

6 , + 3 4
.

7 x 一 3
·

7 8 4 x z

~ 17 1
。

3 5 十 2 8
.

12 4 x 一 3
。

2 8 2x
盆

4
.

6

呼
。

3

4
。

2

3
。

8

(二 ) 估产侧土施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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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产测土施肥法原称
“

目标产量测土施肥法
”

叫
,

也有叫
“

土壤有效养分系数法
”

阅
,

是

从传统的养分平衡施肥法发展而来的
。

我国的吉林
、

辽宁
、

黑龙江
、

浙江
、

河南
、

安徽
、

新疆

表 6 各绝区土城有效礴与作物最佳挂确t 救学棋型
T曲le ‘ M a th e

二
t ic 一1 . o d e l* f o r t h e r el a tio n sh ip b e tw e e n a v a ila ble s o il P

a n d o P tim ‘1 P r a t e

白浆土

黑 土

白浆土

中
、

西部平原灌区

兴安盟地区

栗钙土
、

黄土

砂姜黑土

一 0
.

8 6 1二
一 0

.

8 9 5 * *

一 0
。

8 3 3 * t

一 0
。

9 9 5 户 .

省省(市
、、

土城类型型 作物物 提取剂剂 施肥方程程
nnn

相关系数数 文献编号号
区区 ))) 5 0 11 ry Peee C r o PPP E x t r一c t a n ttt E q u : t io n o f f . r *111: 一一一 (

r
))) (刊名

、

年
、

期号)))
PPP r o v i

····· t 1 0 nnnnn C o r r e la
---

R e fe r e n e e N o
---

nnn C eeeeeeeeeeeee t 1 0 nnnnn

eeeeeeeeeeeeeee o e fic i
···

eeeeeeeeeeeeeee n ttttt

黑黑龙江江 白浆土土 小麦麦 0 ls e n 一
P : 0 555 y ~ ,

.

3 6 1一 o
·

I, , ,,
2 000 一 0

。

6 9 9 * *** [ 2 , 〕〕

吉吉 林林 黑 土土 玉米米 O ls e n 一 PPP y , 19
·

6 2 5 9 一 4
.

5 3 5 l ln 劣劣 888 一 0
。

9 0 4 * ***

[ 2 8〕〕

吉吉 林林 白浆土土 玉米米 O ls e n _
PPP y , 2 0

.

9 1 一 3
·

7 7 1 3 In xxx l222 一 0
。

8‘l* ttt 〔3 2 ]]]

内内 蒙蒙 中
、

西部平原灌区区 春小麦麦 O ls e n 一PPP y . 5 ,
.

22 一 1 3
.

0 6 In xxx 1222 一 0
.

8 9 5 * *** [ 2 4〕〕

内内 蒙蒙 兴安盟地区区 谷于于 O l. e n 一 PPP y , 6 0
.

4 12 9 一 1 4
·

4 5 7 2 In 二二 l000 一 0
。

8 3 3 * ttt 土坡通报
,

88 年 3 期期

内内 蒙蒙 栗钙土
、

黄土土 谷子子 O I. e n 一 PPP y ~ 4 3
.

3 e 门
·

l. ,,
777 一 0

。

9 9 5 户 ... 土壤通报
, 85 年 斗期期

河河 南南 砂姜黑土土 小麦麦 0 1 一e n 一P
:
0 ,, , ~ 2 2

·

1 47 一 13
·

6 8 9 1叩
xxxxxxx [ 2 1 ]]]

河河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潮潮潮 土土 小麦麦 0 1一e n 一
P

:
o

rrr
y ~ ,

.

3 7 5 e一 o
·

“ , ,,,
一 0

。

7 5* ... 土壤
,

92 年 3 期期

揭揭揭 土土土土 y = 8
。

9 58 e 一 o ·

O4 , ,,,
一 0

.

6 , 6 * .....

水水水稻土土土土 y . 8
.

7 7 0 e一 o · o ‘, ,,,
一 0

。

7 9 3二二二

浙浙 江江 红坡早地地 玉米米 B r . 萝 I
一
PPP y = 2 1

.

0 14 一 8
.

7 8 7 10 9 公公 1

:::
一 0

。

94 8 . *** [ 29 〕〕

浙浙 江江 红城性水稻土土 大麦麦 N a : ·

E D T A 一PPP y = l呼
.

2 56 一 6
.

9 9 8 lo g xxxxx R
Z
= 0

.

8 0 * *** C2 3 〕〕

0 ls e n 一
P : 0 5

O ls e n 一 P

O ls e n _
P

O ls e n 一P

O l. e n 一 P

O I. e n 一 P

0 1 一e n 一P
:
0 ,

[ 2 , 〕

[ 2 8〕

〔3 2 ]

[ 2 4〕

土坡通报
,

88 年 3 期

土壤通报
, 85 年 斗期

[ 2 1 ]

等省广泛应用
。

吉林省在 80 年代中期就根据该法完成了复盖全省玉米
、

水稻两种主要作

1 0力

7石

5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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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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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红壤性水稻土有效磷 测定

值与大麦磷肥施用量关系

F 19
.

2 R e la t i o n s hiP b e t w e e n m e a s u r e d

a v a i la b le P i n P a d d y 5 0 115 d e v e lo Pe d

f r o m r e d 5 0 115 a n d P r a te o f b a r le v

i n Z h e
ii

a n g

物的各项参数研究
。

到 19 8 5 年累计推广面 积 达

6 8 0 0 万亩
”。

本法的基本原理由 T r o u g ( 1 9 6 0 )首

先提出
,

用算式表达为
:

某肥料需要量

- 一季作物总量吸收量一土壤供应量

肥料当季利用率

上式中土壤供应量的测算是先求得不施 该养分处

理作物吸收量与土测值的比例常数
,

称
“

换算系

数
”

来进行的
。 T r o u g 认为同一类土壤同一测定

方法这一系数是常数
「; ,] 。

80 年代国内对该方法进

行系统研究
,

发现把换算系数看作是常数有严重

缺陷
。

刘文通和张宽等 ( 19 8 4 )分别在玉米试验中

首先证实土测值与换算系数呈显著负 相关
「27.

’

alo

而后在浙江红壤t29l
、

辽宁的棕壤( 19 8 6 )
〔1’1 以及吉

林的草甸土 ( 19 8 7 ) [2’] 玉米试验均证实了上 述 结

论
。

确证土壤供应量与土测值呈对数曲线关系
。 “

换算系数
”

是一个变量
。

同时还 提 出

l) 刘炜
, 1 9 8 7: 土壤诊断施肥技术研究

。 《中国土壤学会 1 9 8 7 年 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
》。 1 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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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土定产
”

代替
“

目标产量
” ,

探明肥料当季利用率与土测值的负相关性及其 数 学 模

式 tz,1
。

建立土测值与换算系数及肥料当季利用率的非线性回归式
,

不但阐明两者关系
,

而

且使该方法得以大面积推扩应用
,

也便于计量施肥电算化
。

(三) 推荐氮素用t 的其他方法

鉴于目前用土壤测定来预测土壤供氮量尚存在着困难
,

各地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

推荐氮肥用量方法
。

周鸣铮
、

王竺美(1 9 8 2 )研究了水稻基础产量与其相应最高产量之间

存在统计学关系
,

提出
“

以土定产
”

式
。 19 8 , 年根据最高产量与基础产量之差即为施肥构

成的产量
,

乘以作物单斤吸氮量除以肥料利用率为一季作物需氮量的构想提出水稻土
“

以

产定氮
”

公式
。目。

胡之廉则转化为产量差减法定氮
,

广泛应用于浙江水稻
〔川

。

地力等级法

是按肥料试验中无肥区产量把基本地力分成四级
,

然后按肥效方程推算氮肥施用量 [32]
。

陈伦寿等在肥料效应函数基础上提出
“

动态聚类
”

分类法
,

并采用有机质
、

O ls e
n-- P

、

全氮
、

碱解氮及基础地力等 , 个因素进行土壤生产力等级综合判断
〔, 3] 。

李仁岗则借助正交多项

式趋势系数与地力产量和土壤有效磷之间的回归关系
,

建立综合肥料效应函数并依次确

定最佳施肥量阴
。

朱兆良等提出一种既简便 易行又具一定准确性的
“

平均适宜施 氮 法
” 、

从氮肥试验网中得出某水稻的平均适宜施氮量作为基本依据
【, ”。

黄继茂等 (1 9 8 3 )在广东

应用水稻氮调技术
,

用测土和植株诊断的双向监测
,

达到精确计量定氮目的
〔3] 。

四
、

对我国测土施肥工作的评述和展望

测土施肥在我国起步较晚
,

但进展较快
。

首先对土壤测试是推荐施肥的基础工作应

给予充分重视这一点达成共识
‘习。

初步形成一支测土施肥技术力量
。

土壤测定和肥料效

应函数之间互相渗透博采它法之长
,

使基础研究 日趋规范
。

基本明确了全国主要上类适

宜的有效磷
、

钾提取方法及肥力指标
。 “

土壤肥力指标法
”

简易实用已成为全国推广的主要

方法
。 “

估产测土施肥法
”

三大参数研究
,

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

各地提出的各种氮肥推荐

方法
,

因免除土壤测试这一环节而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

但从我国整个推荐施肥工作来

看
,

仍存在不少问题
,

有待完善和提高
,

主要有 ; (l) 缺乏一个全国性的协作网络来指导
、

协调和规范测土施肥工作 ; (2 )没有形成省一县一乡三级推荐施肥农化服务体系
,

基础研

究与推广应用脱节 ; (3 )由于土壤施肥类型区分不合理
,

使研究资料和参数没有足够代表

性
,

准确性不高或参数不配套 ; (4 )局限于一季作物而缺乏整个轮作制进行长期的推荐施

肥研究 ; (5 )缺乏有机肥和化肥相结合条件下推荐施肥方法研究 ; (6 )最终尚未形成具一定

权威性和规范化的作物施肥标准
。

推荐施肥是一椿与农业生产共存的事业
,

而决非兴旺一时的运动
。

为了进一步有组

织
、

有成效地开展测土施肥工作
,

土壤肥料界有识之士提出过许多有益建议
‘心

·

‘ ’”。 笔者

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

1
.

建立全国测土施肥研究协作网
,

也可以与原化肥网工作合二为一
。

先由对该项研

究有基础的省(市
、

区 )组成
,

后逐步扩大
。

其功能是组织学术研讨
,

交流经验
,

指导并协调

基础研究和全国性资料汇总
。

当前首先要对规行侧上施肥技术进行评价并制订规范化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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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建立省
、

县
、

乡三级测土施肥农化服务体系
。

省级主要负责基础研究
,

拟订作物施

肥标准以及地县级技术培训等 ;县级可以是一个机构二种职能
,

而乡级主要是面对农户开

展咨询服务
。

3
.

重点建立县级土壤测试机构
,

保证氮
、

磷
、

钾
、
p H 等大量元素测定

。

有条件的可配

备原子吸收光度计测定微量元素
。

除了负贵测土施肥咨询工作外
,

可成为县一级化肥监

侧
、

地力监测和农产品质最分析的中心
。

4
.

测土施肥的研究和应用需促成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个部门的紧密协作
。

农化服务体

系要改变产
、

销
、

用三足鼎立各 自为政的局面
。

县
、

乡二级农化服务可与现配现混的配肥

站相结合
,

形成产
、

销
、

用一条龙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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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O G R E SS A N D PR O SPE C T IN FE R T IL IZ E R R E C O MM E N
·

D A T IO N B A SE D O N SO IL T E S T IN G IN C H IN A

L u Y u n fu a n d LU X ia o n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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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 才e o 才, . y 0 1 才 g r‘e , l r , r a l S e i, . e 。 , .

3 1 0 0 2 1 )

S u . 口加口a r y

In th e r e e e n t d e e a d e ,
th . s t u d ie s o n the fe r tiliz e r r e e o m m e n d a tio n b a s e d o n

5 0 11 t e s tin g a r e g r e a tly d e v elo p e d
, a n d t he te eh n o lo g y h a s b e e n e x te n te d in a la r g e

a r e a o f C h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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