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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各种施肥配方对夏芝麻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各种施肥配方对夏芝麻产量影响的顺序依次为NP > N> K> P。高肥力田
块 , 目标产量为1 110 .0 kg/ hm2 , 氮肥( N) 和磷肥( P2O5) 经济合理施用量分别为106 .5、52 .5 kg/ hm2 ; 中肥力田块, 目标产量1 011 .0 kg/ hm2 ,

氮肥( N) 和磷肥( P2O5) 经济合理施用量分别为129 .0、117 .0 kg/ hm2 ; 低肥力田块 , 目标产量759 .0 kg/ hm2 , 氮肥( N) 和磷肥( P2O5) 合理经济

施用量分别为147 .0 、64 .5 kg/ hm2 。氮肥以底追结合和2 次追施方式效果最好, 比对照增产34 .2 % 和34 .8 % ; 施叶面肥的增产幅度为7 .
7 % ～10 .4 % ,以喷磷酸二氢钾和喷硼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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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驻马店市是我国夏芝麻主产区之一, 素有“小磨油”

之乡美誉。该市夏芝麻常年播种面积6 .67 万hm2 左右, 但单

产长期徘徊在300 ～450 kg/ hm2 , 年份之间产量也不够稳定 ,

生产栽培技术存在若干薄弱环节。其中, 群众习惯性不施肥

或偏施氮肥 , 主要靠前茬肥的残效来维持其生长发育。为

此, 深入研究夏芝麻施肥模式, 是进一步提高单产, 改善品质

的关键。1995 年以来, 河南省土肥站与有关单位协作, 采用

边试验、边示范推广的方式,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根据同一试验方案,1995 ～1998 年先后在汝南、平舆、泌

阳等县进行22 点次试验。试验用氮肥为尿素, 磷肥为普通

过磷酸钙( 含P2O5 12 %) , 钾肥为硫酸钾( 含 K2O50 %) 。供试

品种为豫芝4 号。试验地土壤有高、中、低不同肥力类型。

1 .1 氮磷配方试验 采用氮磷2 因素3 水平加钾设计, 共10

个处理, 即 N0P0 、N0P37 .5 、N0P75 、N120P0 、N120P37 .5 、N120P75 、N240P0 、

N240P37 .5、N240P75、N240P75K135 , 下标数字为施肥量( kg/ hm2) ,P 指

P2O5 、K 指K2O( 下同) 。试验多点进行, 不设重复。

1 .2  磷钾最佳用量研究  采用磷、钾各3 个水平即0、120 、

240 kg/ hm2 , 共9 个处理。试验是在施用N120 kg/ hm2 的基础

上进行的。

1 .3  叶面肥施用效果试验  设4 个处理, 即对照( 喷清水) ;

喷0 .2 % 硫酸锌溶液; 喷0 .2 % 硼砂溶液 ; 喷0 .2 % 磷酸二氢钾

溶液。各处理均在花期间隔7～8 d 喷施2 次。

1 .4  氮肥不同施用方法试验  设4 个处理, 即对照( 不施

肥) ; 施底肥N 112 .5 kg/ hm2 ; 追施 N 112 .5 kg/ hm2( 1/ 3 苗期、

2/ 3 花期) ; 施N112 .5 kg/ hm2( 1/ 3 底肥、2/ 3 花期追施) 。

上述试验小区面积均为20 m2 , 随机排列, 除“1 .1”试验

外, 均重复3 次。

从1996 开始设置大田示范对比试验, 采用配方施肥

( N112 .5P60) 和习惯施肥( N112 .5或不施任何肥) 进行对比。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氮、磷、钾及氮磷配合对芝麻产量的影响  对几年来所

作试验中单施氮、单施磷、氮磷配合及施钾肥的效应进行统

计发现( 表1) : 氮磷配合效应最好, 比对照增产328 .5 kg/ hm2 ,

增产率为52 .3 % , 钾肥效应居第2 位, 单施氮为第3 位, 单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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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居第4 位。

  表1 不同营养元素对芝麻产量的影响

项目
比对照增产

kg/ hm2

增产养分

kg/ kg

增产率

%
单施氮 201 .0 1 .02 32 .6

单施磷 114 .0 1 .46 18 .2

氮磷配合 328 .5 - 52 .3

单施钾 286 .5 1 .97 45 .7

  因此, 芝麻施肥应提倡氮磷或氮磷钾配施 , 在重视氮磷

投入的同时 , 要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和土壤物理特性、气候条

件, 合理使用钾肥 , 以保证芝麻丰产稳产。

2 .2 氮、磷经济合理用量的确定  1995～1998 年共进行19

个点次氮、磷合理用量试验, 经随机分析统计, 其中16 个点

F 值和 R 值达到显著水平。按试验各点无肥区产量, 划分为

高、中、低3 级地力基础, 即芝麻产量> 750 kg/ hm2 为高肥力

地,450 ～750 kg/ hm2 为中肥力地, < 450 kg/ hm2 为低肥力地。

得出不同地力状况下的回归效应方程, 然后由方程求出高、

中、低地力下的氮、磷合理用量。

2 .2 .1 高肥力地经济合理施用量。16 个点中, 有5 个点为

高肥力地, 其回归效应方程为: Y= 909 .0 + 2 .29 N + 1 .54 P -

0 .003 NP - 0 .128 N2 - 0 .134 P2( R= 0 .91 * * ) 。

由此方程可计算出不同边际利润率 R 值时的施肥量 ,

见表2。

  表2 高肥力地氮、磷施肥量及经济效益

R
N

kg/ hm2

P2O5

kg/ hm2

产 量

kg/ hm2

利 润

元/ hm2
产投比

  0 .5   93.0 39 .0 1 092 .0 818 .2 2 .77

0 106.5 52 .5 1 110 .0 854 .4 2 .55

- 1 133.5 81 .0 1 123 .5 762 .9 2 .03

 注 : 芝麻7 .0 元/ kg ,N3 .7 元/ kg ,P2O5 3 .02 元/ kg。下表同。

  农业生产实践中, 为了避免意外自然灾害的影响, 常不

采用 R = 0 时的最佳施肥量, 往往采用 R = 0 .5 时的施肥量 ,

该状态下, 单位面积产量和利润虽较 R = 0 时低, 但相应的肥

料施用量却低得多, 减少了肥料投入的费用, 使得产投比增

大, 称之为经济合理施用量。因此, 在肥料紧缺, 夏芝麻在该

区受渍害机率较大的条件下 , 施肥宜以 R = 0 .5 时的施用量

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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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经济理念下真正实现农村土地的用养结合是一

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需要广泛开展研究, 制定具体思路和

方案, 任务艰巨 , 工作繁多。除了在养地方面做好工作外, 还

需要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农业科技的进步等方面工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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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中、低肥力地经济合理施用量。中、低肥力地的肥

料效应方程为 :

Y中 = 649 .5 + 2 .59 N + 2 .25 P + 0 .017 NP - 0 .131 N2

- 0 .119 P2  ( R= 0 .97 * * , n = 5)

Y中 = 490 .5 + 2 .17 N + 1 .78 P - 0 .007 NP - 0 .0850 N2

- 0 .1380 P 2  ( R= 0 .91 * * , n= 6)

由上述2 方程计算所得, 氮、磷施用量列于表3 。由表3

可见 , 在该区中等肥力地块 , 缺磷已成为限制芝麻产量提高

的主导因子。

  表3 中、低肥力地经济施用氮、磷量

地力

分类
R

N

kg/ hm2

P2O5

kg/ hm2

产量

kg/ hm2

利润

kg/ hm2
产投比

中肥力  0 .5 114 .0  99 .0 990 .0 1 662 .7 3 .31

0 129 .0 117 .0 1 011 .0 1 699 .9 3 .05

- 1 157 .5 153 .0 1 027 .5 1 601 .2 2 .53

低肥力 0 .5 127 .5 49 .5 738 .0 1 111 .2 2 .79

0 147 .0 64 .5 759 .0 1 140 .8 2 .54

- 1 187 .5 91 .5 775 .5 1 024 .9 2 .06

  综合表2、3 发现, 以中肥力地单位面积利润和产投比

最大 , 以高肥力条件下施肥经济效益最差。因此, 把有限的

肥料投入到中低产田块 , 争取均衡增产 , 无疑是重要的。另

外还发现,N/ P2O5 值( R = 0 .5 时) 高、中、低肥力分别为1∶

0 .42 、1∶0 .87、1∶0 .39 , 可见低肥力条件下 , 在该区氮是主导

因子 , 待产量进一步提高后 , 磷成为主导因子 , 高产条件下,

氮、磷协调供应, 其比例符合芝麻的生理要求。

2 .3  磷、钾最佳用量研究  1996 年在汝南县水屯乡布置了

该试验, 施肥量与产量经计算机回归分析, 建立起施肥效应

模型 :

Y= 591 .0 + 1 .28 P - 0 .073 K+ 0 .066 PK - 0 .078 P 2

+ 0 .082 K2  ( R= 0 .99 * * )

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出: R = 0 .5 时的施肥量为P2O5 66 .9

kg/ hm2 , K2O 48 .0 kg/ hm2 , 产量 678 .0 kg/ hm2 , 利润 263 .0

元/ hm2 , 产投比1 .76( K2O 按3 .0 元/ kg 计, 其他同前) 。

2 .4  氮肥不同施用方法的增产效应  试验设在泌阳县杨

集乡 , 产量结果见表4 , 经方差分析达到极显著水平。

从表4 可见, 底追结合施用和2 次追施效果最佳 , 分别

比对照增产34 .2 % 和34 .8 % , 全底施比对照增产22 .5 % 。

芝麻施用氮肥 ,1 次底施, 肥料利用率低 ; 部分底施配合追施

或2 次追施, 由于满足了芝麻不同时期的需肥特性 , 使得芝

麻生长发育正常, 产量得到提高。

2 .5  叶面肥施用的增产效果  叶面肥试验产量结果经方

差分析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5) 。表5 显示, 叶面喷肥均比喷

清水显著增产 , 增产率7 .7 % ～10 .4 % 。喷肥的3 个处理间

产量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喷磷酸二氢钾和喷硼效果

好, 推广此项措施投资少、效益高, 结合喷药进行, 便于农户

接受。

  表4 氮肥不同施用方法的增产效果

处理
产量

kg/ hm2

增产率

%

0 .01 水

平检验

增产率 612 .75 C

全底施 750 .90 22 .5 B

全追施 825 .90 34 .8 A

底追结合 822 .45 34 .2 A

  表5 叶面喷肥效果

处理
产量

kg/ hm2

增产率

%

0 .01 水

平检验

喷清水 647 .70 B

喷硼 714 .30   10 .3 A

喷锌 697 .65 7 .7 A

喷磷酸二氢钾 715 .05 10 .4 A

2 .6  配方施肥技术模式应用  几年来, 以汝南县为示范基

地, 逐年辐射到平舆、泌阳、新蔡等县, 主要以氮磷配合推广

为主 , 配方为 N112 .5P60 , 缺钾土壤辅以 K2O 50 kg/ hm2 。另外

还示范推广喷锌和喷磷酸二氢钾, 深受农户欢迎, 已累计推

广6 .67 万hm2 , 增产芝麻1 500 多万kg , 净增值8 000 多万

元,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结论

( 1) 明确了驻马店市影响芝麻产量提高的营养元素的

位次。其由大到小依次为:NP > K> N> P。

( 2) 建立了适合不同地力状况下的氮磷施肥模式 , 并由

此计算出各地力状况下的经济合理施肥量。

( 3) 阐述了喷施叶面肥的增产效果和氮肥不同施用方

法的增产效果。

( 4) 几年来推广芝麻配方施肥技术,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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