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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黄土丘陵区春小麦丰产施肥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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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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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
学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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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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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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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宁南固原河川乡上黄试区
,

采用三 因素五水平通用旋转设计
,

对影响春小麦产量的

N
,

P ZO S

和 M (有机肥 )进行了试验研究
。

建立了两种农田系统春小麦丰产施肥的主效应方程
。

根据试验结果
,

利用微机田间模拟寻优得出了
:

两种农田系统春小麦每 hl m ,

产量 3 Oo ok g 和

2 4 0 0 k g 丰产组合方案
。

根据这两种模式和所得到的 102 个和 88 个不同因子配合下的不同产

量水平
,

因地制宜地制定春播方案
,

指导生产
,

预测产量
。

关键词 春小麦 施肥模式 组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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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r n e r a l r o t a t io n
.

B y m e a n s o f e s t a b li s h i n g m a t h e m a t i e a l m do
e l

,
t h e r e la t io n s h iP a m o n g N

,

P Z
O

S ,

M a n d y ie ld w a s a n a ly s i s e d
.

In a d d i t i o n , a s y s t e m o f o p t im u m m o d e l o f f e r t il iz i n g N
,

P
,

a n d M w e r e o b t a i n e d
,

w i t h w h i e h t h e o u t p u t w o u ld b e a b o v e 3 0 0 0 k g / h a i n t e r r a e e a n d Z

4 0 0 k g / h a i n t a b le la n d
.

A l s o
,

t h e lim i t e d li n e o f f e r t i li z e r i n p u t w e r e g iv e n : N 1 0 0
.

s k g / h a ,

P
Z
O

。

1 0 5
.

o k g / h a ,

M 3 0 0 0 0 k g / h a i n t e r r a e e s a n d N 1 1 0
.

Ok g / h a ,

P 2
O

5 1 o 5
.

o k g / h a
,

M 3 0 o o ok g / h a

i n t a b le l a n d
.

T h o s e r e s u l t s e o u ld b e u s e d in P r a e t i e e t o im p r o v e y ie ld
, s a v e f e r t il iz e r a n d t o f o r e -

e a s t y i e l d
.

K e y w o r d s s P r i n g w h e a t ; m o d e l o f f e r t i li z in g ; e o m b i n a t io n p l a n

宁南半干旱山区
,

有坡地
、

梯 田
、

台源和川台地等 5 种农田生态系统
,

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各异
。

然而
,

台源和川台地水热条件好
,

是春 小麦发展的重要基地
。

但是
,

土壤养分低
,

N / P 失

调
,

产量低
。

春小麦是试 区夏田的主要作物
,

合理利用资源
,

开发资源
,

促进农业优质高效
。

为

此
,

按照系统工程原理
,

对 N
,

P
2
0

5 ,

M (有机肥 )三因素进行了试验
,

建立春小麦丰产施肥模式
,

为合理施肥提供依据
。

收稿 日期
: 19 9 5一 0 6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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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4 7 8
.

区
。

试区概况
、

试验方案和方法

试区自然概况

试区位 于 宁夏固原县 上黄村
。

年平均气温 6
.

7℃
,

) 10 ℃积温 2 5 73 ℃
,

全年降水量

Zm m
,

8一 1 0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的 46
.

5 %
。

无霜期 1 52 天
。

干燥度 1
.

55
。

属半干旱偏旱地

试验是在 1 9 9 2一 1 9 9 3 年分别在两种农 田上进行
。

土壤为黑沪土和细黄土
。

土壤养分含量

见表 1
。

表 1 土壤养含量 g / k g
·

农农田类型型 土亥亥 有机质质 养 分 含 量量

全全全全全氮氮 全磷磷 碱解氮 (m g / k g ))) 有效磷 (m g / k g )))

川川台地农田田 黑庐土土 1 1
.

666 0
.

7 666 1
.

4 555 5 333 8
.

555

台台源农田田 绷黄土土 8
.

999 0
.

6 777 1
.

3 555 64
.

000 3 444

1
.

2 试验方案和方法

试验采用 三元二次通用 旋转设计
。

N x(
,
)

,

P
Z
O

。
( x

Z
)

,

M (有机肥 ) ( x
3
)三个 因素

,

共 2 0 个处

理
。

小区面积 s m x 4
.

7 m
,

随机排列
。

试验因子
,

上

下限
、

零水平及水平编码见表 2
,

表 3
。

供试作物 为春小麦
,

品种为陇春 8 13 9
,

播量

1 5 7
.

s k g / h m
, 。

N 为尿素 (含 N 4 6% )
、

p
Z
o

。

为过磷

表 2 试验因子
、

上下限

试验因子

N ( x , )

P
ZO S ( x : )

M ( x 3 )

上限

1 5 0

1 0 5

3 0 0 0 0

k g /h m
Z

下限

酸钙 (含 P :
0

5

n
.

5% )
、

M (有机肥 )为农家肥
。

肥料作底肥于播前一次翻入土中
,

川台地在拔节

和孕穗期分别浇一次水
,

每次 6 o o m
,

h/ m
, , 3 月 10 日种

,

7 月 14 日收
。

源台地 3 月 12 日种
,

7 月
.

n 日收
。

两种农田进行了测产
。

表 3 试验因子
、

水平编码 k g h/ m ,

试试验因子子 零水平平
.

设计水平编码码

一一一一 1
.

6 8 222 一 lll 000 + 111 + 1
.

6 8 222

NNN ( x , ))) 7 5
.

000 000 3 0
.

4 555 7 5
.

000 1 1 9
.

555 1 5 000

PPP
: 0 5 ( x : ))) 5 2

.

555 000 2 1
.

333 5 2
.

555 8 3
.

777 1 0 555

MMM ( x 3 ))) 1 5 0 0 000 000 6 0 8 2 111 1 5 0 0 000 2 3 9 1 777 3 0 0 0 000

1
.

3 试验年度大气降水情况

试验期间大气降水情况见表 4
。

表 4 试验期间降雨情况

年年份份 月 份 (月 ))) 全年年 丰缺类型型

(((年 ))))))))))))))))))))))))))))))))))))))))))) 3333333 444 555 666 7777777

111 9 9 111 1 1
.

555 1 0 777 6 6
.

000 3 4
.

555 4 1
.

333 2 5
.

9 777 干旱年年
111 9 9 222 1 3

.

000 1 0
.

999 2 7
.

777 8 9
.

444 9 7
.

999 5 2 4
.

555 丰水年年

111 9 9 333 1 9
.

333 1 9
.

666 2 8
.

666 4 0
.

888 8 8
.

666 3 3 5
.

333 干旱年年

从表 2 知
,

19 9 1 年为干旱年
,

1 9 9 2 年为丰水年
,

1 9 9 3 年春底墒好
,

对春小麦的播种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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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但全年为旱年
。

2 结果与分析

1 9 92 ~ 1 9 9 3 年两年春小麦试验结果列 于表 5
。

其中川台地农田试验结果
,

春小麦产量

一 5 1 9
.

5一 3 5 3 4 k g / h m
, ,

平均 为 2 4 0 3
.

Zk g / h m
, ;
源台地为 1 4 1 7

.

5一 2 5 2 6
.

o k g / h m
, ,

平均为

1 9 5 6
.

3 k g / hm
, 。

结果见表 5

表 5 三因素五水平通用旋转设计春小麦产量表

处处理号号 N ( x , ))) P
: O : ( x : ))) M ( x 3 ))) 产量 夕 ( k g /h m

, )))

川川川川川川地地 源地地

lllll 一 111 一 lll 一 111 1 5 1 9
.

555 1 5 6 7
.

555

22222 一 lll 一 lll 111 1 9 6 8
.

222 1 6 8 9
.

000

33333 一 111 111 一 111 2 3 1 4
.

555 1 8 6 7
.

000

44444 一 111 111 111 2 6 6 2
.

555 2 0 1 9
.

000

55555 111 一 111 一 111 2 2 2 1
.

444 1 8 3 4
.

555

66666 lll 一 lll lll 2 6 7 3
.

555 2 1 3 7
.

555

77777 111 111 一 111 2 8 0 9
.

555 2 3 1 4
.

555

88888 lll 111 lll 3 2 7 7
.

666 2 4 7 8
.

000

99999 一 1
.

6 8 222 000 000 1 7 2 5
.

000 1 4 1 7
.

555

lll 000 + 1
.

6 8 222 000 000 2 4 3 3
.

444 1 8 9 4
.

555

lll lll 000 一 1
.

6 8 222 000 2 7 0 1
.

888 1 9 7 1
.

000

111 222 000 + 1
.

6 8 222 000 3 5 3 4
.

000 . 2 5 2 6
.

000

111 333 000 000 一 1
.

6 8 222 2 3 0 7
.

444 1 8 7 9
.

555

111 444 000 000 + 1
.

6 8 222 3 2 1 4
.

222 2 3 4 3
.

555

lll 555 000 000 000 2 6 8 8
.

000 1 7 1 9
.

000

lll 666 000 000 000 2 6 0 2
.

666 1 8 3 7
.

555

lll 777 000 000 000 2 8 1 1
.

000 2 0 1 3
.

555

111 888 000 000 000 2 6 4 6
.

777 2 0 3 4
.

000

111 999 000 000 000 2 4 5 2
.

555 2 1 3 6
.

222

222 000 000 000 000 2 6 1 9
.

777 2 0 4 7
.

555

用 P C
.

1 5 0 0 计算机
,

把试验结果输入二次通用旋转设计的结构矩阵中进行运算
,

分别建

立两种农田系统春小麦丰产施肥数学模型
。

2
.

1 不同肥料因子对春小麦产 t 结果的回归方程

根据两年试验得到以下两种农田系统二组回归方程
:

2
.

1
.

1 JI!台地 N
、

P
Z
O

。 、

M (有机肥 )对产量的主模式
:

y 一 2 6 4 2
.

5 2 5 8 + 2 7 1
.

4 7 8 3 x
l

十 2 9 3
.

9 6 0 5 x :
+ 2 1 9

.

9 2 3 8x
3 2 3 6

.

5 8 12 x圣+

1 2 1
.

7 4 5 3x 圣一 2 2
.

1 1 5 5x ;

F 一 3 2
.

3
. 御 ,

F 3 3
一 1

.

2

F
I
= 4 7

.

5
. 价

(主模式 I )

F
Z
~ 5 5

.

6
价 份 ,

F
3
一 30

.

8“
,

F , :
~ 3 9

.

1
’

F 2 2

1 0
.

1
杆 .

根据 F 检验
,

主模式 I 的回归系数和各项 的回归系数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

说明方程反

映了春小麦产量和 N
、

P Z
O

S 、

M 之间的真实关系
。

方差分析见表 6
,

实际产量 (刃 和理论产量 (必 之间拟合度很好
,

相关
r 一 + 。

.

9 6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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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氮
、

磷
、

有机肥对产量效应的方差分析

变变异来源源 平方和和 自由度度 F 值值

总总变量 ( S ))) 4 2 2 3 0 4 9
.

666 l 999 F
: = 4

.

4 7 < F
o

.

。 。 ( 5
,

5 ) = 5
.

0 555

回回归 ( 5 5 ))) 3 9 7 1 4 1 2
.

111 999 F
: = 1 7

.

5 4 > F
o

.

。 : ( 5
,
5 ) = 4

.

9 444

剩剩余 ( S R ))) 2 5 1 6 3 7
.

555 1 00000

误误差 ( S E ))) 4 8 4 1 7
.

555 55555

失失拟 ( S T ))) 2 0 3 2 2 000 55555

2
.

1
.

2 源台地 N
,

P :
0

5 ,

M (有机肥 )对产量的主模式
:

夕= 1 9 6 5
.

1 1 9 5 + 1 7 7
.

4 6 1 6x ,

+ 1 7 4
.

5 4 7 s x 2
+ 1 1 1

.

2 z 2 7 x
3
一 1 1 3

.

1 10 0x 圣

+ 9 6
.

3 1 8 8 x { + 4 7
.

8 0 5 6 x互 (主模式 l )

F ~ 1 9
.

6
份 县 ,

F l
~ 3 5

.

4
份 ’ ,

F Z
~ 3 4

.

8 ”
,

F
3
= 1 4

.

1
. ’ ,

F z l
= 1 5

.

4
价 份 ,

F 2 2
~

1 1
.

2 2二
,

F 3:
= 2

.

7 5
. 。

根据 F 检验
,

主模式 l 的回归系数和各项的回归系数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

说 明方程反

映了春小麦产量与 N
,

P Z
O

S ,

M 之间的真实关系
。

方差分析见表 7
。

实际产量 ( y )与理论产量必 之间拟合度很好
, 二 一 + 。

.

9 4 5 8
。

以上两个三元二次回

归方程的 F
I

均不显著
,

说

明未控因素对试验数据的

影响不显著
,

误差是随机

的
,

而 F Z

达 显著水平
,

说

明各因子对产量效应 的回

归方程是可靠的
。

表 7 氮
、

磷
、

有机肥对产量效应的方差分析

变变异来源源 平方和和 自由度度 F 值值

总总变量 ( S ))) 1 5 5 9 1 9 8
.

777 1 999 F
l

= 0
.

4 < F
o

.

。 5 ( 5
,

5 ) = 5
.

0 555

回回归 (SS ))) 1 4 1 4 5 5 1
.

111 999 F Z = 1 1
.

0 > F
o

.

。 5
( 5

,

5 ) = 4
.

9 444

剩剩余 ( S R ))) 1 4 4 6 4 7
.

666 l 00000

误误差 ( S E ))) 1 0 4 1 3 888 55555

失失拟 ( ST ))) 4 5 0 9
.

666 55555

.2 2 主因子效应

对主因子效应采用
“

降维法
”

进行分析
。

将多维因子 中某一因子取值
,

其它因子皆取零水

平
,

使之成为单维因子
,

以便分析取值因子对增产力的作用
。

2
.

2
.

1 氮
、

碑
、

有机肥三 因子对产量效 应的主方程 ( I )求偏导可 以导 出偏回 归增产力子模式

方程
:

、 J护、、产、 1,了
11少目no

`

r
、Z̀、了搜、

2
.

2
.

2

夕1
,

一 2 7 1
.

4 7 3 5 一 4 7 3
.

1 6 2 4 x l

夕生
之
一 2 9 3

.

9 6 0 5 + 2 4 3
.

4 9 x 2

夕1
3

一 2 1 9
.

9 2 3 5 一 4 4
.

2 3 l o x 3

氮
、

碑
、

有机肥三 因子对产量效 应的主方程 ( l )求偏导
,

可以导出偏 回 归增产力子模式

方程
:

夕生
,

一 1 7 7
.

4 6 1 6 一 2 2 6
.

2 2二
l

夕生
2
一 1 7 4

.

5 4 7 3 + 1 9 2
.

6 3 7 6 x 2

夕1
。
一 1 1 1

.

2 2 2 7 一 9 5
.

6 1 1 2x
3

N
、

P :
o

。 、

M 对 川台地春小麦产量的主因子排序
:

又
, 、

又
2 、

又
3

( 4 )

( 5 )

( 6 )

分别交汇于 IA
.

: 、

人
.

2 、

儿
.

3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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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其横座标为 N 入
.

3
( + 0

.

1 )
,

zA
.

3 (一 。
.

3 )
。

(见图 1 )
。

结果表示
,

当肥力因子 毛 > 0
.

1时
,

产

量效应排序为 P ) M > N ; x ;

( 一9
.

3 时
,

排序为 N > M > p
, x 。

= (一 0
.

3 , 0
.

1 )时
,

效应有交错
,

以 M 为最小
。

图 1 川台地氮
、

磷
、

有机肥增产力曲线 图 2 源台地氮
、

磷
、

有机肥增产力曲线

结果表明
:

在地力较高的农田
,

施磷效应较好
;
相反

,

在地力低的以 N 较好
。

N
、

zP o
。 、

M 对源台地春小麦产量效应主因子排序
:

又
, 、

又
: 、

又
3

分别交汇于 式
.

3 、

人
.

2 、

人
.

3

三 点上
。

但式
.

3 ,

人
.

3

横座标分别为 0
.

5
,

。
.

2( 见图 2 )
.

结果表明
:

源台地肥力因子产量效应的排

序为
:

当 x ,> 0
.

5 时
, P > M > N ; x i

< 一 0
.

2 时
,

N > M > P ; x ` = ( 一 0
.

2
,

0
.

5 ) 时
,

产量效应 以 M

为最小
,

N
、

P 有交错
。

结果表明
:

台源地和川台地主因子排序有同一趋势
。

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 1[]
。

2
.

3 肥料用里的确定

2
.

3
.

1 川台地春小麦最高产童施肥方案的确定

建立的主模式 I
,
x :

是增函数
,

取上限 1
.

68 水平
,

求最大产量的施肥量
。

~ ~
、 _

一
,、 , , ,

` ~
、 , ,

d y
_

一 _
、

_
_ _ _ _ _ ,

_ 二
_ _ _

根据方程
,

求 x : ,

肠 的偏导
,

并令嚣一 “ ,

解得方程
,

xl 一 “
·

5 7“ 7
,

相当 N 一 ` “ “
·

s k g h/ m
, ,

从 ( 2) 求得 x 3
一 4

.

97
,

大于施肥上限
,

故 x : , x :

取施肥上限 1
.

68 水平
。

则最高产量的施肥方案

为 N 1 0 0
.

s k g / h m
, 、

P
Z
O

。 l o s k g / h m
, 、

M = 3 0 o o o k g / hm
, 。

2
.

3
.

2 源台地春小麦最高产童施肥方案的确定

建立的主模式 兀 , x : ,
x 3

是增函数
,

取 1
.

68 水平
,

求最大产量的施肥量
。

根据方程
,

求 x ,

偏导
,

并令李 一 。
,

解得方程 二 ,
一 。

.

: 8 4 4
,

相当 N 一 1 1 0
.

o k , /h m
, ,
二 2 ,

一~
/ J

一
’

勺

一
` r
附 , ’ / ’ 丫

d x l 一 ’ `

盯
’ M / J ’

工 一 ` 一
` ’

甲

“ ”
, 曰
叫

` ’

“
一

’
一` “

曰 “ `~ ’
一 ` ’

x 3

取值 1
.

6 5 水平
。

则最高产量的施肥方案 N ~ l l o k g / h m
, ,

p
Z
o

。 l o s k g / hm
, ,

M 3 0 o o o k g /

h m
, 。

该试验结果与前人有同一趋势
,

不再赘叙
。

3 计算机田间模拟寻优

将试验参数输入计算机
,

分别建立两种农 田系统氮
、

磷
、

有机肥对春小麦的两组效应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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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模式
。

对主模式进行田间模拟寻优
,

在 一 1
.

6簇 x `

簇 1
.

6 区间内
,

取步长 0
.

4
,

其施肥配比方

案共 72 9 个
。

对模拟结果和频率分布见表 8
,

表 9
。

川地寻优结果
:

最高产量 夕
. 。 一 3 49 2

.

5 3k g / h m
Z 。

施肥组合方案 N = 5 6
.

2 7 k g / h m
, ,

P
:
0

5 1 0 4
.

9 2 k g / h m
, ,

M 2 2 4 9 1k g / h m
, 。

夕) 3 。。 o k g / h澎 的施肥方案 10 2 个中 若 取值的频率分布见表 8
.

表 8 川台地施肥丰产方案统计分析

编编码值值 N ( x l ))) P
: 0 5 ( x Z ))) M ( x 3 )))

次次次数数 频率 (% ))) 次数数 频率 (写 ))) 次数数 颇率 (% )))

一一 1
.

666 000 000 000 000 444 3
.

9 222

一一 1
.

222 222 1
.

9 666 000 000 555 4
.

9 000

一一 0
.

888 777 6
.

8666 000 000 999 8
.

8888

一一 0
.

444 l 333 1 2
.

7 555 000 000 1 000 9
.

8 000

000
.

000 1 777 1 6
.

6 777 222 1
.

9 666 1 222 1 1
.

7 666

000
。

444 1 888 1 7
.

6 666 999 8
.

8 222 1 333 1 2
.

5 777

000
.

888 1 888 1 7
.

6 555 2 222 2 1
.

5 777 1 555 1 4
.

7 111

111
.

222 1 666 1 5
.

6 999 3 333 3 2
.

3 555 1 666 1 5
.

6 999

111
.

666 1 111 1 0
.

7 888 3 666 3 5
。

2999 1 888 1 7
。

6 666

合合计计 1 0 222 1 0 0
.

333 1 0 222 9 9
。

9 999 1 0 222 1 0 0
.

000

台源地寻优 结果
:

最高产量 夕
二。 = 2 9 2 1

.

2 5k g / hm
, ,

其施 肥组合为 N l l z
.

4 z k g / hm
, ,

p
:
0

。

1 0 4
.

9 2 k g / hm
Z ,

M 2 9 9 8 2 k g / h m
Z 。

夕) 2 40 k0 g h/ 澎 的施肥方案 88 个中
,
x `
取值的频率分布见表 9

.

表 9 源台地施肥丰产方案统计分析

编编码值值 N ( x :
) ( 1 0 2 个 ))) P

: O : ( x : ))) M ( x : )))

次次次数数 频率 (% ))) 次数数 频率 (% ))) 次数数 颇率 (% )))

一一 1
.

666 000 000 000 000 555 5
.

6888

一一 1
.

222 111 1
.

1 444 000 000 555 5
.

6888

一一 0
.

888 444 4
.

5 555 000 000 555 5
。

6 888

一一 0
.

444 888 9
.

0 999 000 000 555 5
.

6 888

000
.

000 1 333 1 4
.

7 777 000 000 777 7
.

9 555

+++ 0
.

444 l 666 1 8
.

1 888 333 3
.

4 111 999 1 0
.

2 333

000
.

888 1 777 1 9
.

3 222 999 1 0
.

2 333 1 222 1 6
.

6 444

111
.

222 l 666 1 8
.

1 888 2 222 2 5
.

0 000 1 666 1 8
.

1 888

111
.

666 1 333 1 4
.

7 777 5 444 6 1
.

3 666 2 444 2 7
.

2 777

合合计计 8 888 1 0 0
.

000 8 888 1 0 0
.

000 8 888 9 9
.

9 999

从表 8
,

表 9 丰产方案的统计分析结果看
,

川台地 3 种因子出现频率最多的 N x(
,
) 0

.

0
,

0
.

8 ; P
:
0

5
( x

Z
) + 1

.

2
,

1
.

6 ; M ( x
3
) + 1

.

2
,

+ 1
.

6
。

相当于 N 7 5
.

0 一 1 1 0
.

6 k g / h m
, ,

P
Z
O

S
8 9

.

9 4一

1 0 2
.

4 2k g / hm
, ,

M ( x
3
) 2 5 7 0 1

.

5一 2 9 2 6 5
.

7 k g / h m
, ` , ’ ` , , (` ’ ,

源台地出现频率最多的 N ( x
,
) 0

.

4
,

0
.

8 ; p :
0

5 1
.

2
,

1
.

6 ; M 1
.

2
,

1
.

6
。

相当于 N 9 2
.

8 3 一 1 10
.

6 6 k g / h m
, ,

P
Z
O

S
8 9

.

9 4 一 10 2
.

4 2 k g /

h m
, ,

M ( x
3
) 2 5 7 4 1

.

5一 2 9 2 6 5
.

7k g / h m
, (` ’ ` 2 , ` , ’ 。

(下转 第 6 3 页 )



第 5期 李中魁
:

关于水土保持林效益的讨论

林区生态环境方面
,

包括减缓风速和气候变化
,

增加空气湿度
,

减少水土流失量等
。

其直接的经

济效益一般表现为提供薪材
、

木料和其它林副产品
,

其间接的经济效益虽然客观存在
,

但要全

面准确计量在技术
、

方法上还不太成熟
,

比如
,

间接的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的货币计量混淆在

一起
,

是某些研究中经常存在的间题
,

其结果必然是部分效益的重复计算或经济效益的夸大
.

这也是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地方
。

由于水土保持林的营造受经济
、

社会因子的影响
,

其投入与

效益问题
、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问题
、

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问题
、

农民利益与集体

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等都是规划
、

营造水土保持林和评价其效益时必须认真考虑的
。

(参考文献略 )

(土接 第 34 页 )

4 结 语

检验结果表明
:

本试验在两种农 田系统建立的三因素对春小麦的产量效应模型具有较高

的拟合性
.

用两组主模式方程预测春小麦产量 (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

模型分析表明
:

肥料对产量的影响与地力密切相关
。

高肥力的 P > M > N ;
低肥 力的 N > M

) P
。

田间模拟寻优结果
,

川台地春小麦丰产施肥方案
,

N 7 5一 l 一o k g / h m
, ,

p Z
o

。 90 一 l o s k g /

h m
Z ,

M 2
.

5 0 0 0 ~ 3 0
.

o o o k g / hm
z ;
源台地的 N 9 0~ 1 l o k g / h m

, ,

P
Z
O

。 9 0 ~ l o Z k g / h m
Z ,

M 2 5
.

0 0 0

~ 30
.

oo o k g / hm
, 。

与其它试验一致
。

试验表明
,

氮和磷
、

和有机肥之间具有连应
。

N 和 P 配合
,

以 P
Z
O

S

促 N
。

作物的高产
,

受多种因子的制约
,

因而对丰产组合方案须进行多点反馈试验
,

不断完善
。

在

应用时
,

根据肥料数量
,

投入效益
,

气候作适当调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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