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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窑灰钾肥在红攘及红攘性水稻土

上肥效的初步研究
*

何电源 钱承裸 育 义 斡玉勤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月

水泥霎灰作钾肥或钾
、

钙混合肥料施于早地作物上
,

在国外
,

尤其是在缺少天然钾盐

资源的国家中
,

已经得到广泛的利用
”。

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
,

水泥擎灰的肥效和作用如

何 ? 尚需进行广泛的试验研究
。 1 9 6 5 年初

,

中央建筑工业部建筑材料研究院希望明确国

产水泥窑灰在我国农田上的肥效
,

为此
,

我们根据以往关于钾肥的研究资料
, ”, , ,

确定在红

壤区的基点进行大田试验
,

同时
,

在南京本所进行了盆栽和室内研究
,

以下是我们研究的

情况和初步结果
。

水泥霎灰都由建筑材料研究院供给
。

一
、

供试作物及拭脸处理

令

考虑到我国南方需钾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

因此确定以水稻为重点
,

同时用花

生
、

黄豆和早稻进行了一些大田和盆栽试验
,

试验共分以下五个处理
:

(l) 对照
: 田间小区试验按每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早稻 )和 30 斤(晚稻 )及牛栏粪水

30 担作基肥
,

硫酸按 40 斤作耙面肥和追肥
。

大田对比试验按当地农民施肥量施入绿肥

及氮
、

磷肥
。

盆栽试验按每盆 6
.

5 公斤土
,

加入 P20 , 0. 4 克作基肥
,
N l

.

0 克作基
、

追肥 (分

四次施用 )
。

花生和黄豆试验只施磷肥及火烧土
。

(2 ) 石灰
:
除按对照的肥料用量施用氮

、

磷肥和有机肥以外
,

大田对比试验按每亩施

用石灰 25 斤 (相当于水泥容灰 75 斤中所舍的氧化钙 )
,

盆栽试验按每盆施 2
.

38 克 ca o

(相当于琉璃河水泥霎灰 6
.

86 克所含的氧化钙)
。

(3 ) 钾肥
:
除施用对照加入的氮

、

磷肥及有机肥以外
,
田间小区试验按每亩施硫酸钾

17 斤
,

大 田对比试验按每亩施硫酸钾 20 斤
,

盆栽试验按每盆施入 0
.

7 克 K 2 0 的硫酸钾
。

(劝 石灰 + 钾肥
:
氮

、

磷肥及有机肥用量同处理 1 ,

石灰和钾肥用量同处理 2 及 3 。

(劝 水泥容灰
3) :
除按处理 1施用氮

、

磷肥和有机肥以外
,

小区试验按每亩施水泥森

灰 75 斤(相当于含 K 2 0 8
.

2 弓斤 )
。

大 田对比试验施 90
、

% 或 1 00 斤
。

盆栽试验根据家灰

中的 K Zo 含量
,

按每盆施入 0
.

7 克 K刃 计算
,

琉璃河水泥容灰每盆用 6
.

86 克
,

启新水泥鑫

灰每盆用 6
.

6 7 克
。

*
本项工作由李庆违教授负责指导

,

在广东的试验由本所湛江工作组负责进行
,

参加田管的尚有李荫明
、

王振荣
、

曹翠玉等同志
。

在浙江的试验由本所金华工作组负贵进行
。

l) 建筑材料工业部建筑材料研究院 : 水泥窖灰钾肥(文献总述)
。

油印本
,

1 96斗年
。

2) 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农化室钾素专题组 : 1 9 6 2一 1 9 6 4年工作小结
。

3) 各批寥灰含 K
:
o 及 e a o 量尚不一致

,

目前用的密灰一般含 K
: 〔) 10 一1 3

.

5%
,

e a () 3 2一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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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间小区试验和盆栽试验就上述五个处理全部进行
,

大田试验只选择处理 1
、

3 及 5

进行试验
,

小区试验重复 3一6 次
,

盆栽试验重复 4 次
,

大田对比试验以田块为单位重复

2一5 次或不重复
。

我们采用上述这些处理的 目的是企图区分水泥容灰施用在各种土城上对不同作物产

生的肥效究竟是钾的作用还是钙的作用
,

同时还想了解除钾和钙以外
,

窑灰中的其他成分

对作物是否也有肥效
。

二
、

水稻田简拭脆情况及桔果

水稻 田间试验分别在广东的化州县
、

湛江市和吴川县以及浙江的金华县进行
,

这些地

方的土壤农化性质见表 1。 化州县的土壤对粤西北部和广西东南部的土城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

象这种土壤估计约有 60 0 万亩
。

湛江市郊区的土壤对雷州半岛
、

海南岛北部和福建

南部的土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金华县的土壤在浙西红黄壤丘陵区及江西某些地方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

奋

狡 l 水泥 , 灰钾肥大田鱿旅土口的一般农化性质 .-

地 点 }土晓名称 }成土母质
土奥
代号

p H I有机质

各种形态醚
(毫克八0 0 克

!钾
土 )

(水提)} (% )
全氮
(% )

全磷
(p

:
0

,

% )

有效磷}全钾
(p l)m )}(K % ) 无效

性钾

一吕.几了O0
�工J
O,�,‘,‘

广东化州 }富铝化红城! 花岗一
片 3 4 】3

.

3 7 1 0
.

1 7 5

默
鹿岩

凝灰岩

“
’

o’5

}
测不“

}
‘”“6

0
.

0 2 4 }mlJ 不出}0
.

月0 3

红色粘土 0
.

0 3 2 1 7
.

5 3 }0
.

8 3 0

土附裸曰吸稻性钱幼珑
:助教性砖稻红土

华江湛区金东郊江

县广市浙县

.
关于钾素形态分级的说明

,

参考文献【1」
。

在广东化州县环城公社的 田间小区试验
,

早稻于 l% 5 年 4 月 13 一14 日插秧
, , 月 3

日
、

1 3 日和 31 日追施氮肥
。

前
、

中期各处理的水稻生长都很正常
,

施用钾肥和水泥窑灰

的稻株一般都比未施的稻株高一些
。

后期发现未施钾肥或水泥容灰的水稻叶片都有类似

胡麻斑病一样的病斑出现
,

摧病的植株都有早衰
、

早熟的现象
,

植株高度也比施钾肥的低

得多 (见照片 l)
,

故提前于 7 月 1 日收获
。

施用钾肥或水泥容灰的水稻
,

后期生长仍很健

旺
,

叶片无斑点出现
,

成熟期较迟
,

稻穗较大
,

籽实饱满
,

故延至 7 月 9 日才收获
。

晚稻于

8 月 4 日插秧
, 8 月 18 日

、

9 月 4 日和 10 月 3 日追施氮肥
,

水稻生长期内表现出与早稻相

似的趋势
,

由于这个品种已由矮捍退化成高捍
,

各处理间水稻的生长高度差异没有早稻明

显
,

成熟时大部分稻株都倒伏了
,

故全部都于 n 月 巧 日收获
。

现将二季水稻的试验结果

列于表 2 。

试验证明了在土壤钾素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

对水稻施用钾肥或水泥窑灰可使早稻获

得显著的增产
。

早稻每亩施用 75 斤水泥容灰
,

比对照增产 68
.

7 %
,

平均每斤水泥窑灰增

产稻谷 2
.

8 7 斤 ; 每亩施用 17 斤硫酸钾
,

比对照增产 76
.

0多
,

平均每斤钾肥增产稻谷 14

斤
。

晚稻继续施用同量的水泥窑灰
,

比对照增产 36
.

0 %
,

平均每斤窑灰增产稻谷 1
.

92 斤
,

继续施用同量的钾肥
,

比对照增产 32
.

5多
,

平均每斤钾肥增产稻谷 7
.

65 斤
,

虽然
,

钾肥在

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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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对照 ; 右: 水泥婆灰处理
。

左 : 石灰处理 ; 右: 钾肥处理
。

服片 IA 水泥密灰钾肥田间小区试验

斗

早 稻 晚 梢

1
.

钾肥+ 石灰 ; 2
.

水泥霭灰 ; 由左到右 : 对照 ; 石灰 ; 硫酸钾 :

3
.

对想 ; 呼
.

硫酸钾 ; 5
.

石灰
。

钾肥 + 石灰 ; 水泥霍灰
。

照片 IB 水泥寒灰钾肥田间试验水稻植株照片

今
我 2 水泥留灰钾肥田阴小区喊曲水稻我艺性状及产且浏定枯果

) 中

\

土土土 肥肥 试试 作作 处 理理 平均均有效效穗长长 空瘪率率 千粒重重 稻谷产t (0
.

1 亩))) 禽捍产t (。
.

1亩))) 最小显著平准准

蟹蟹蟹
力力 脸脸 物物物 株高高德数数 (厘厘 (% ))) (克)))))))))))))))))))))))))))))))))))))))))))))))))))))))))))))))))))))))))))))))))))

称称称 水水 地地地地 (厘厘 (穗/// 米))))))) 小区区 增产产 为对照照 小区区 增产产 为对对 稻谷谷 篙禅禅
千千千千 点点点点 米))) 穴))))))))) 产量量 (斤))) %%% 产是是 (斤))) 服服 斤 /。

.

1亩亩 斤 / 0
.

1亩亩
(((((((((((((((((((((((斤))))))) (斤))))) %%%%%%%

富富富 低低 广广 早早 对照照 5 7
.

777 10
.

888 19
.

斗斗 23
.

1444 2 3
。

l斗斗 3 1
.

333 5
。

9 . *** 10 000 56
。

333 l
。

777 1 0 000 1% : 姗
.

8 333 l%
: 1 4

.

7222

铝铝铝铝 东东 稻稻 石灰灰 5 9
.

777 9
。

999 2 0
.

111 2 2
.

6333 2 3
.

7 555 3 7
。

222 2 1
.

5 * *** 1 18
。

888 5 8
.

000 4
.

呼呼 1 0 2
.

333 5% : 3
.

3 222 5%
: 1 0

.

1 222

化化化化 化化 珍珍 水泥客灰灰 7 7
。

000 8
.

666 , I RRR 7
.

9 333 2 6
。

4 444 片, OOO 2 3
。

8 * *** 16 8
。

777 6 0
,

777 10
。

000 10 7
.

1111111

红红红红 州州 珠珠 硫酸钾钾 7 9
。

777 8
.

77777777777 8
.

8333 2 7
。

1 22222222222 2 1
。

4 . *** 17 6
。

000 6 6
。

333 10
.

7 *** 1 1 7
.

8888888
奥奥奥奥 县县 矮矮 钾肥 + 石灰灰 7 8

。

111 8
.

666 2 2
.

000 夕
.

6 888 2 6
。

7666 55
。

lllll 16 8
.

333 6 7
.

00000 1 2 6
.

4444444

性性性性 环环环环环环 2 1
.

9999999 5 2
.

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

水水水水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稻稻稻稻 公公 晚晚 对服服 R , 叼叼 9

.

888 19
.

666 1 7
.

7 000 2 0
.

8 666 4 0
。

000 一 l
。

888 10 000 64
。

000 一 7
.

000 1 0 000 l% : 7
.

6 888 1%
: 2 9

.

5。。

土土土土 社社 稻稻 石灰灰灰灰灰灰 10
。

555 1 9
.

555 1 3
.

8222 2 1
。

3 444 3 8
。

222 14
。

斗* *** 9 5
。

555 57
。

000 3 1
。

4 * ... 8 9
.

111 5% : 5
.

2 888 5%
: 2 0

.

3嘴嘴
和和和和和 溪溪 水泥密灰灰 8 0

.

444 1 1
。

lll 2 0
。

777 1 0
。

5 888 , , , 444 5 4
。

呼呼13
。

0 * ... 13 6
。

000 9 5
。

444 3 5
。

5 * *** l礴9
.

1111111

化化化化化 南南 硫酸钾钾 8 8
。

999 1 1
。

222 2 0
。

666 9
。

9 4444444444444 5 3
。

000 1 2 飞* 巾巾 13 2
。

555 99
.

555 3 8
.

2 * *** 15 5
.

5555555

大大大大大 矮矮 钾肥 + 石灰灰 8 7
.

666 10
。

888 2 0
。

斗斗 9
。

6 888 2 2
。

9 666 弓2
_

11111 13 0
。

888 1 0 2
。

22222 15 9
。

7777777

队队队队队队队 8 7
.

777777777 2 2
.

0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
l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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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的增产幅度比水泥霎灰略高
,

但在晚稻的增产幅度则低于水泥寒灰
,

说明水泥窑灰的

后效较长
。

从农艺性状的测定中可以看到
,

钾肥和水泥容灰对增加水稻植株的高度虽有一定的

作用
,

但是对水稻的增产作用主要是增加了籽实的饱满度和重量
,

降低了空瘪率
,

因而使

稻谷产量显著增加
。

为了验证小区试验结果
,

我们在小区临近试验的大 田中施用了水泥容灰钾肥
,

尽管这

块田施用了较多的花生藤
,

但每亩施用 90 斤水泥容灰仍比对照增产稻谷 25
.

9多
,

折合每

亩增产水稻 1 1 0. 9 斤 (对照每亩产稻谷 42 8. 6 斤 )
,

平均每斤容灰增产稻谷 1
.

23 斤
,

说明

水泥容灰在一般农家的施肥和管理情况下对水稻的增产仍然是显著的
。

对于种在富铝化红壤性水稻土上的水稻来说
,

施用相当于 75 斤水泥容灰中所含的石

灰
,

虽然早稻得到了明显的增产 (这一点与盆栽试验略有出入)
,

但晚稻产量则比对照还

低
。

再从施钾肥处理的水稻产量与施水泥容灰的水稻增产幅度相近
,

石灰加钾肥处理的

水稻产量甚至比施钾肥的产量还低(低的原因可能是地力不均匀 )这二点来看
,

可以认为
:

水泥寒灰对水稻的增产作用主要是由于其中的钾素成分
。

试验结果还说明
:
石灰加钾肥

的处理其增产幅度与容灰相近
。

因此可以设想
:
对于这类土壤来说

,

水泥容灰中除钾
、

钙

以外的其他成分对水稻没有起到增产作用
。

除了在富铝化红壤性水稻土得到比较明确的结果以外
,

在广东的湛江市郊和吴川县

的砖红性水稻土及浙江金华的红壤性水稻土上也得到了初步的结果
。

在湛江市郊麻章公社的砖红壤性水稻土上
,

布置了五块 田
,

共 10 亩左右的晚稻大田

奋

伙

班 3 水泥 , 灰钾肥大田对比拭吸水租产t 枯 .

土土维维 成土土 肥力力 试 验 地 点点 水稻稻 试 脸 处 理理 稻谷 产 ttt 备 考考

名名称称 母质质 水平平平 品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产产 增产产 为对照照照
(((((((((((((((斤))) 斤 /亩亩 %

-----

砖砖红吸吸凝灰岩岩 低低 广 东东 晚稻稻 对 照照 4 4 2
.

999 月4
.

666 10 000 本试验布皿了五块田
,

共10 亩
,,

性性水稻稻 或玄武武武 湛 江 市 郊郊 未泉种种 水泥馨灰 90 斤/亩亩 呼8 7
.

555 5 1
.

555 10 8
.

555 结果为平均数数

土土土 岩岩岩 麻 章 公 社社社 硫酸钾 20 斤 /亩亩 4 9 4
。

呼呼呼 1 1 1
。

88888

砖砖红盛盛冲积物物 中中 广东吴川县县 晚稻稻 对 照照 4 4 5
。

666 6 1
.

555 10 000 本试验进行一块田
,

共 2 亩左左
偏偏偏偏偏偏偏偏 吴 阳 公 社社 溪南矮矮水泥窑灰 100 斤/亩亩 5 0 7

.

11111 1 13
.

999 右右仕仕小相相相 低低低低低低低低低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红红红 红红 中中 浙 江江 早稻稻 对 照照 5 0 6
。

222 7 3
.

222 10 000 本试验只进行一块
,

另用氛化化
典典典 色色色 金 华华 矮脚南南 水泥客灰 % 斤 /亩亩 5 7 9

.

444 夕l
。

OOO 1 14
.

555 钾在同类土奥上布砚了几块
,,

性性性 粘粘粘 平水殿农场场 特特 硫酸钾 2 0 斤/亩亩 5 9 7
.

22222 1 18
。

000 增产幅度相近近

水水水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稻稻稻稻 低低 浙 江 金 华华 中稻稻 对 照照 斗3 0 00000 10 000 本试验只进行一块
,

无重复复

土土土土土 杨梅掀大队队队队队队 水泥密灰 % 斤/亩亩 4 3 0
。

00000 10 00000尸尸 , 、、、、

(属平水殿农场))) 红合种种 硫酸钾加 斤 /亩亩 咚3 0
。

00000 10 00000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浆浆浆浆 中中 浙 江江 晚稻稻 对 照照 5 5 9
.

000

全
5

·

““ 10 000 与早稻不同一块田田

土土土土土 金 华华 农垦 5888 水泥霍灰 % 斤 /亩亩 6 0 4
.

000 7 1
。

UUU 10 8
。

lllll

、、. 沪沪沪沪

平水殿农场场场 硫酸钾 20 斤 /亩亩 6 3 0
。

00000 11 2
.

77777

低低低低低 浙 江 金 华华 晚稻稻 对 照照 斗3 9
,

000 3 0
.

000 1 0 00000

泽泽泽泽泽 口 公 社社 农垦5888 水泥窑灰 % 斤 /亩亩 4 6 9
.

000 5 5
。

000 1 0 6
.

88888

泽泽泽泽泽 口大 队队队 硫酸钾 20 斤/亩亩 4 9 4
.

00000 1 1 2
.

5



2 期 何电源等 : 水泥窑灰钾肥在红壤及红维性水稻土上肥效的初步研究

奋

月

对比试验
,

水稻于 8 月中句插秧
,

n 月下句胶获
。

在水稻生长期内
,

各处理间的水稻高

度
,

只有一块田可看出明显的差异
,

其余四块田均看不出差异 ; 但在接近收获时期
,

凡是

施了水泥霉灰和钾肥的田块
,

水稻长相都稍好
,

稻谷产量全部都比对照高
。

在吴川县吴 阳

公社布置了一块大田 (2 亩左右)对比试验
,

对照 田除施有氮
、

磷肥外
,

还施有与 1 00 斤水

泥容灰所含氧化钙相等的石灰
,

水稻于 8 月中旬末插秧
,

11 月底收获
,

施用水泥窑灰的水

稻在长相上比对照的水稻青秀老健一些
,

在高度上没有差异
。

在浙江金华平水殿农场的

大田对比试验
,

早稻于 l% 5 年 5 月上旬插秧
, 8 月初收获

,

中稻于 , 月 19 日插秧
, 8 月中

收获
。

连作晚稻于 8 月中插秧
,

11 月中旬末收获
,

在早
、

晚稻生长期内
,

各处理的水稻 高

度略有差异
,

施有钾肥和水泥寒灰的稻穗都大一点
。

中稻则看不出差异
。

兹将各地大田

对比试验的产量结果列入表 3 。

从表 3 可看出
,

对水稻施用水泥容灰 (每亩 90 一 100 斤) 后
,

一 般比对照增产 7一
1 4

.

5多
,

折合每亩增产稻谷 30 一73 斤
,

施用硫酸钾后
,

一般比对照增产 12 一 18 务
,

折合每

亩增产稻谷 51 一91 斤
。

由于田块内上
、

下水的肥力差异较大
,

各块田的肥力也不一致
,

无

法通过统计来消除土壤肥力的差异
。

因此必须进一步布置更精确的试验以肯定肥料的作

用
。

三
、

旱地作物田简献脆趣过及桔果

为了明确水泥寒灰在旱作土壤上对早地作物施用的肥效
,

我们在三种成土母质发育

的红壤上布置了试验
。

在广东化州县环城公社和化大队的试验
,

布置在河流冲积物发育

的富铝化红壤上
,

花生于 1 9 6 5 年 3 月 22 日播种
, 7 月 21 日收获

,

黄豆于 7 月下句播种
,

10 月初收获
。

在化州县官桥公社朱曲墩生产队的试验
,

布置在云母片岩发育的红壤上
,

土

壤中舍云母较多
。

花生于 3 月 10 日播种
, 7 月 2 日收获

,

黄豆于 7 月上旬播种
, 9 月下句

收获
。

在湛江市郊麻章公社花村三队的试验
,

布置在凝灰岩发育的砖红壤性水稻土(上半

年种早作
,

下半年种水稻 )上
,

花生于 3 月 8一9 日播种
, 7 月 2 5 日收获

。

在种植早地作物

时
,

当地农民都有施用火烧土的习惯
,

故各试验在播种时都按每亩施 20 担火烧土
。

在花

生生长期 内
,

三个试验都可看出
:
凡是施用水泥容灰和石灰的处理

,

花生植株都比较高
。

由于 1% 5 年上半年在湛江地区的雨水特多
,

在化县环城公社特别是湛江市郊麻章公社的

花生试验都经常被水浸淹
,

在被水浸淹的情况下
,

花生只长果壳
,

不长籽实
,

故空壳率极

高
,

籽实的产量极低
。

只有朱曲址生产队的试验位于丘陵坡地上 , 故花生生长正常
,

试验

结果也比较明确
。

在黄豆生长期内
,

天气正常
,

在化州的二个试验都可看出
:
凡是施用水

泥寒灰和石灰的处理
,

植株健壮
,

较高大
,

当对照植株的叶子都已衰黄时
,

施用水泥容灰和

石灰的黄豆植株仍有部分叶片现出青绿色
,

豆英也较大且多
,

现将三个花生试验和二个黄

豆试验的产量结果列入表 4 。

在三个花生试验中
,

水泥容灰对花生茎叶的产量都有极显著的作用
,

但对花生果实的

增产作用只有在片岩发育的富铝化红壤上的试验达到了显著水平
,

平均比对照增产 36 多
,

折合每亩增产鲜花生 76 斤
。

其他二个被水淹过的试验
,

水泥容灰对花生果实的增产都未

达显著水平
。

在二个黄豆试验中
,

水泥寒灰对黄豆籽实和茎叶都有极显著的作用
,

分别比

对照增产豆子 5 3
.

6务 和 4 7 务
,

折合每亩增产黄豆 2 5 斤和 23 斤
。

石灰在河流冲积物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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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4 水泥鑫灰和脚肥对花生及货豆的效应

验验验 土维维成土土 试验验作物物

瞬之乏乏
对照照 石灰灰 硫酸钾钾

⋯
水泥: ·· 钾 肥肥 最小显若平准准 备考考

点点点 名称称母质质 时l闻闻品种种种种种 或 (氛氛氛 +++++++++++++++++++++++++++++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钾))))) 石 灰灰 1%%% 5 %%%%%

广广东化化 畜畜 河河 孟巴巴 花花 果实产t (千)斤 / 0
.

1亩亩 1 1
。

999 1 2
。

777 1 1
。

呼呼 13
。

222 1 1
。

777 4
.

000 3
.

222 本试脸脸
州州环城城 铝铝 流流 奥三三

生生 与对照相比比 9 1
.

000 0
.

888 一 O
。

555 1
。

333 一 0
.

222 2 1
。

777 1 4
.

999 盆复 333

公公社和和 化化 冲冲冲
子门、、

茎叶产t (鲜)斤/0
.

1亩亩亩 IDg
.

000 9 5
。

222 1 1 1
。

333 1 0 8
.

3333333 次次
化化大队队 红红 积积积 狮狮 与对照相比比比 1 8

.

0 ... 呼
.

222 2 0
。

3 ... 1 7
。

3 .........

城城城城 物物物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
、、、、、、. 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

尖尖尖尖尖署署芭芭 子实产t (干)斤/ 0
.

1亩亩 ‘

二
‘‘ 6

.

3 666 弓
.

0 888 7
。

1 000 6
。

1 111 0
。

80 555 0
.

5 5333 本试脸脸
卜卜卜卜卜州州 显显 与对欣相比比比 1

.

52二二J一 0
·

7 666 2
.

2 6 ... 1
.

2 7二二二二 盆复 333

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

广广东化化 富富 云云 鑫
二二 花花 果实产t (鲜)斤/ 0

.

05 亩亩 1 0
.

55555 10
。

7分分 l呼
。

33333 2
。

0 999 l
。

7 777 本试脸脸
州州县官官 侣侣 母母 0 NNN 生生 与对照相比比 53

。

11111 0
。

222 3
.

8二二二 5
。

4 888 3
.

8 555 盆复 666

桥桥公社社 化化 片片 最哭哭
广、、

茎叶产t (鲜)斤/ 0
.

05 亩亩亩亩 5 3
。

444 6 5
.

555555555 次次
旺旺竹汗汗 红红 岩岩岩 珠珠 与对照相比比比比 0

。

333 1 2
.

心二二二二二二
大大队朱朱 吸吸吸吸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曲曲城生生生生生

、. 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

产产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叫叫叫叫叫叫 黄黄 子实产t (千)斤 /0
.

05 亩亩
, 砚11111 2

.

3 444 3
。

5 88888 0
.

5 555 0
。

3 999 本试验验
今今今今今今 显显 与对照相比比比比比比比 0

。

0 111 1
.

2 5 * ..... 0
。

7 888 0
.

5555 宜复 666

}}}}}}}}}}}}} 茎捍产t 斤/0
.

05 亩亩 3
。

833333 3
。

8 222 5
.

4 555555555 次次

叫叫叫叫叫叫叫 与对照相比比比比 一 0
。

0 111 l
。

6 2 . ttttttttttt

rrrrrrrrr 、、、、、、、、、、、、

广广东湛湛 砖砖 凝凝 叹叹 花花 果实产t (干 )斤 /0
.

05 亩亩 2
.

6 888 3
。

2 777 2
。

8 444 3
。

2 111 2
.

9 000 未统计计
一卜 舀咬七二儿儿

本试验验
江江市郊郊 红红 灰灰

盆、、
生生 与对照相比比 3

。

6 111 0
。

5 999 0
.

1 666 0
。

5 333 0
.

2 222 12
.

0 3333333333333333333 盆友 555
区区鹿章章 典典 岩岩 }}}

尹~ 、、

茎叶产t (鲜)斤 / 0
.

05 亩亩亩 3 2
.

999 4 1
.

333 5 0
.

888 4 0
.

22222
尹J‘霉刃J 卜{{{ 欠欠

公公社花花花花 叹叹 狮狮 与对照相比比比 一 3
.

222 5
.

222 1 4
。

7 * *** 4
.

11111 8
。

7 33333

村村三队队队队
r 尸尸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
、、、、、、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奋

仁

t 本季试验每亩用 25 斤氛化钾
,

第二季用硫酸钾 17 斤
。

的富铝化红壤上
,

对花生茎叶有明显的增产作用
,

对果实的增产都未达显著程度 ; 对黄豆

籽实和茎叶都有极显著的增产作用
,

平均比对照增产豆子 31 多
,

折合每亩增产黄豆 15 斤
。

单施钾肥无论对花生或黄豆的茎叶和籽实都未产生明显的作用
。

石灰和钾肥混施对花生

和黄豆的效果与单施石灰的差不多
,

但都比水泥寒灰的作用小
,

这些情况说明水泥寒灰在

这三种土壤上对花生和黄豆的肥效是由于其中所含石灰和其他成分的作用而不是钾的作

用
。

关于钾肥为什么对花生和黄豆没有产生明显的增产
,

以及窑灰中除钙以外究竟哪些

成分还对花生和黄豆有作用
,

在今后工作中将继续试验研究
。

但是
,

如果窑灰对早作花生

和黄豆的主要作用是其中的钙
,

那么
,

在石灰供应比较容易的地区
,

将窑灰作为石灰施用
,

在经济上是不够合理的
。

四
、

盆栽拭睑和室内分析桔果

为了比较正确的阐明水泥容灰施用在不同士壤上对水
、

早稻的作用和有效性
,

我们选

择富铝化红壤
、

砖红壤及富铝化红壤性水稻土等三种土壤进行了盆栽试验
。

富铝化红坡

性水稻土与 田间小区试验的土壤农化性质一致
,

二种早作土壤的一般农化性质列入表 5
。

早稻盆栽于 4 月初播种
, 7 月下旬收获

。
种在富铝化红壤上的早稻在真叶出现后不

久
,

施用钾肥和水泥寒灰的植株郎表现出粗壮
,

叶色深绿 ;至分集盛期
,

施用钾肥及钾
、

钙

肥的植株都有披叶现象
,

而施用水泥窑灰的植株则生长挺拔
,

无披叶
,

叶色特别浓绿
,

至抽

穗扬花期早稻在颜色
_

七的差异郎逐渐消失
,

但施用钾肥及容灰的植株都比施用石灰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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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S 水泥 . 灰钾肥早稻盆熟拭旅的土 . 农化性皿

各种形态的钾

土晓名称 成土母质
P H

(水提)
有机质
(% )

全氮
(N % )

全磷
(P

:
0

,

%
有教磷 l全钾
(p p m )l(K % )

(K 毫克八0 0克土)

无效钾}迟效钾}中效钾
速效
钾

富铝化红城
(广东化州 )

砖 红 奥
(广东徐闻)

花岗
一
片痴告

‘

, ,

}
。

’

“, ‘

}
0

’

0‘,

.

3 8 1 0
。

1 3斗 1 0
。

1 2

测不出10
.

3 4 6 1 9 0
.

0 12 5 0
.

0 1 4
.

6

玄 武 岩 l ,
.

45 6
.

9 10
.

2 7 5 ! 9 3
.

0 116 9
.

6 1 3
.

9 1 8
.

‘ 照的植株高得多 (见照片 11)
。

种在砖红壤上的早稻
,

生长初期也有类似在富铝化红壤上

出现的现象
,

但是没有那样明显
,

后期在各种处理间都无明显差异
。

只

照片 ll A 草稻水泥霉灰钾肥盆栽试脸(分维盛期)

照片 u B 早稻水泥灰钾肥盆栽试验(淮浆期)

G o : 对照 ; G C a: 石灰 ; G K : 硫酸钾 ; G C aK : 硫酸钾 + 石灰 ; G K
: : 琉

‘

瑞河水泥寥灰 ; G K
: : 启新水泥窟灰

。

宁

水稻盆栽于 5 月下旬自苗床移栽(插秧)入盆钵中
。

生长期内各处理的水稻叶色无明

显差别
,

植株高度有明显差别
,

施用水泥容灰和钾肥的植株都比较高
,

分集也比较多
,

穗子

也比较大
。

盆栽试验的结果 (见表 6 )进一步证明了水泥容灰和钾肥施用 在富铝化红壤及水稻

土上对稻谷的增产是极为明显的 (水稻盆栽钾肥和水泥寒灰处理的种子增产幅度小于田

间试验的稻谷增产幅度
,

可能是由于苗床已施了足够的草木灰
,

秧苗已吸收了较多的钾

案)
,

水泥霎灰对水
、

早稻的肥效主要是 由于其中的钾素作用
。

砖红壤上施用钾肥和水泥

客灰对早稻的植株和穗重都无显著作用
,

可能与这种土壤中舍速效性钾较高有关
。

为了阐明容灰中钾
、

钙
、

镁等成分对植株的可给性
,

我们分析了各处理的稻谷和篙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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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6 水泥 , 灰钾肥肥效研究盆魏水
、

早抽斌旅枯.

土土盛名名 成成 作作 试验处理理 平均株高高 有效分分 (

瓢
))) 种 子 熏熏 篙 释 重重 植株总重重

称称及代代 土土 物物物 (厘米))) 集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克/盆)))
号号号 母母母母母 (个/盆))))) (克/盆))) 为对照照 (克/盆))) 为对照照照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 %%%%%

富富、、 花花 水水 对服服 5 4
.

888 4 9
.

000 3 4
.

8 888 3 0
.

4 222 ] 0 000 2 4
.

000 1 0 000 5 8
.

8 888

启启 O 习、、

岗岗 稻稻 石灰灰 5 6
.

000 4 6
.

000 3 3
.

0 222 2 8
.

9 444 9 5
.

111 2 2
.

888 9 5
.

000 5 3
.

3 222

叉叉稻稻 片片 矮矮 石灰 + 钾肥肥 5 9
.

000 5 6
.

222 5 0
.

1 333 4 8
.

8 999 1 6 0
.

777 2 7
.

222 1 1 3
.

222 7 7
.

3 333
III飞刁 ,一一

魔魔 脚脚 硫酸钾钾 6 1
.

000 5 1
.

555 斗6
.

8 000 斗2
.

8 555 1 4 0
.

888 2 5
。

999 1 0 8
。

000 7 2
.

7 000‘‘, 尸
,

J 一一

岩岩 南南 琉瑞河水泥客灰灰 5 9
.

888 52
.

000 4 7
.

8 888 4嘴
.

3 888 1 4 5
。

999 2 6
.

555 1 1 0
。

呼呼 7呼
.

3 888
当当J

‘ 产口、、、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奥奥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性性岁岁岁岁岁岁岁岁岁岁岁岁岁

富富富 花花 早早 对照照 6 7
.

222 5 3
.

555 1 5
.

6 999 1 4
。

1 000 1 0 000 3 2
.

666 10 000 4 8
.

2 999

铝铝铝 岗岗 稻稻 石灰灰 6 3
.

000 53
.

888 1 5
.

6 999 1 4
.

3 000 1 0 1
。

444 3 1
.

888 9 7
.

555 4 7
。

4 999

化化化 片片 矮矮 石灰 + 钾肥肥 10 0
.

555 5 5
.

000 斗3
.

8 000 4 1
.

0 888 2 9 1
.

333 5 9
.

555 1 8 2
.

555 1 03
.

3 000

红红红 廊廊 脚脚 硫酸钾钾 9 1
.

222 52
.

222 斗0
.

9222 3 8
。

9 000 2 7 5
.

999 6 2
.

000 1 9 0
。

000 1 02
.

9 222

缝缝缝 岩岩 博博 琉瑞河水泥密灰灰 9 7
.

777 56
.

000 4 0
.

2 111 3 8
.

3 777 2 7 2
.

111 6 1
.

777 1 8 9
.

222 1 0 1
.

9 111
沪沪口 、、、、

启新水泥智灰灰 9 7
.

555 5 4
.

555 4 2
.

6 444 4 0
.

3 333 2 8 6
.

000 6 5
.

555 2 0 0
.

999 1 0 8
.

1444
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砖砖砖 玄玄 早早 对照照 1 10
.

555 5 4
.

555 3 9
.

4斗斗 3 5
.

弓555 1 0 000 6 2
。

斗斗 10 000 9 9
.

3 222

红红红 武武 稻稻 石灰灰 10 2
.

222 5 1
。

222 3 2
.

6 666 3 0
。

8000 8 6
.

999 6 2
.

555 10 0
.

111 9 3
.

3 333

吸吸吸 岩岩 矮矮 石灰 + 钾肥肥 10 1
.

888 5 4
.

555 4 0
.

4444 3 7
.

8 888 1 0 6
.

888 6 4
.

666 1 0 3
.

555 1 0 5
.

0 444

‘‘

产
、、、

脚脚 硫酸钾钾 10斗
。

222 5 6
.

888 3 斗
。

1 111 3 2
.

3 888 9 1
.

333 6 6
。

lll 10 5
.

999 1 00
.

2 333

HHHHHHH 博博 琉瑞河水泥窑灰灰 9 7
.

000 5斗
.

555 3 6
.

4 666 3 4
.

0 555 9 7
。

111 6 3
.

000 10 1
.

000 9 9
。

4 666
、、
勺沪沪沪沪

启新水泥霍灰灰 10 2
。

000 5 8
.

000 4 3
。

2 222 4 0
。

6 222 1 14
.

666 6 7
.

555 10 8
.

222 1 10
。

7 222

弃

人

中的钾
、

钙
、

镁含量
,

同时计算了植株地上部分吸收的钾
、

钙
、

镁总量
,

分析和计算结果列入

表 7 ,

从这些结果中可以计算出种在富铝化红壤上的早稻
,

从启新水泥窑灰吸收的钾相当

于从纯硫酸钾及硫酸钾加石灰处理的 1 08 务或 1 n
.

4 务 ;从琉璃河容灰中吸收的钾相当于

纯硫酸钾或硫酸钾加石灰处理的 9 7
.

1多或 1 00
.

2多
。

种在砖红壤上的早稻
,

·

从启新窑灰

吸收的钾相当于从硫酸钾或硫酸钾加石灰处理的 ”
.

85 多或 1 02
.

64 外 ; 从琉璃河容灰吸

收的钾相当于硫酸钾或硫酸钾加石灰处理的 82
.

32 多或 84
.

61 多
。

种在富铝化红城性水稻

土上的水稻
,

从琉璃河窑灰吸收的钾仅相当于硫酸钾或硫酸钾加石灰处理的 78
.

的多或

79
.

3 务
。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
: 启新生产的水泥容灰施用在早作土城上

,

其中钾素的可

给性与硫酸钾相当 ; 由于窑灰中其它成分的有利作用
,

使作物的产量提得更高
,

因此从启

新容灰中吸收的钾量甚至比从纯硫酸钾吸收的钾还略高
。

琉璃河生产的容灰施在缺钾的

早作土壤上
,

其中钾素的可给性也与硫酸钾相当
。

但施在缺钾的水稻土或含速效钾稍高

的早作砖红壤上
,

其中钾素成分的可给性就比较差了
,

这是否由于琉璃河生产的这批水泥

容灰中的钾并不全都是以硫酸钾及碳酸钾的形态存在
,

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以非水溶性的

形态存在的 ? 因此当速效性钾供应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

这部分钾的可给性就差一些
。

有

关各种窑灰中钾素的有效性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逐一研究
。

一般说来
,

植物自水泥容灰中吸收的钙
、

镁量大部分都高于自纯硫酸钾处理所吸收的

钙
、

镁总量
。

可见寒灰中的钙
、

镁氧化物是能被植物利用的
。

但是
,

从施石灰处理的水
、

早

稻产量井不比对照好 (稻谷产量甚至比对照还低)
,

我们可以设想施用水泥窑灰的早稻叶

色特别深绿并不是钙的作用
。

是否就是镁或其他成分的作用呢 ? 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进

一步阐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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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7 水泥粗灰钾肥盆栽早稻及水稻植株中脚
、

族
、

抓的含t

‘

I,

土土缝缝 水水 处理项 目目 钾的含量(千物质))) 镁的含量(千物质))) 钙的含量(干物质)))
名名称称 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稻

口口口口口
种子子 茎叶叶 总吸收量量 种子子 茎叶叶 总吸收量量 种子子 茎叶叶

J

总吸收ttt口口口口口口
(% ))) (%少少 (克 /盆))) (% ))) (% ))) (克/盆))) (% ))) (% ))) (克/盆)))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富富富 早早 对照照 0
。

4 9 000 0
。

13 555 1 1
。

52 555 0
。

1 3 000 0
.

6 3 111 2 3
。

斗0 777 0
。

10 999 0
。

8 1斗斗 2 9
.

3 6 888

铭铭铭 稻稻 石灰灰 0
.

4 8 888 0
。

l斗444 1 1
.

7 5777 0
.

1 0 999 0
.

6 5 777 2 3
.

3 6 555 0
.

10 777 0
.

9 4 111 3 2
.

7 6 222

化化化 矮矮 石灰十钾肥肥 0
。

3 9 666 0
。

8 5 333 69
。

3斗222 0
.

0 6 222 0
。

呼7 333 引
.

9 7 777 0
.

0 8555 0
.

9 5 666 6 2
。

9 7 444

红红红 脚脚 钾肥 (硫酸钾))) 0
.

4 5 000 0
。

8 4 444 7 1
.

53 888 0
.

0 5 555 0
.

斗0 111 2 7
.

8 1222 0
.

0 8 888 0
.

8 1 999 5 5
.

8 5 555

城城城 白白 琉璃河水泥寥灰灰 0
.

4 3 666 0
.

8 2 000 69
.

4 6 777 0
.

0 7 555 0
。

斗2 000 2 9
.

5 6 555 0
.

15 222 0
.

8 8 555 6 2
.

0 6 555

启启启启新水泥窑灰灰 0
.

月4 666 0
。

8 7 444 7 7
.

2 6333 0
.

0 8 333 0
。

呼6 111 3 4
.

6 0 777 0
.

0 9 555 0
.

9 0 111 6 4
。

9 2 888

砖砖砖 早早 对照照 0
。

斗2 000 0
.

4 7 000 4 6
.

0 9 222 0
.

2 1 888 1
.

0 7 777 7 9
.

2 3 666 0
.

13 222 1
.

00 777 7 1
。

5 3 444

红红红 稻稻 石灰灰 0
。

斗5 222 0
。

斗8 111 斗4
.

8夕999 0
.

12 777 0
.

9 9 777 6 8
.

0 7 999 0
.

13 333 1
.

0 1斗斗 6 9
。

2 5 777

城城城 矮矮 石灰 + 钾肥肥 0
。

3 8 888 1
.

2 6 777 9 9
.

3 8666 0
.

1 0 333 0
.

8 3 333 5 9
.

8 4 666 0
.

13 777 0
.

8 6 666 6 3
。

3 4 999

脚脚脚脚 钾肥(硫酸钾))) 0
.

咚1777 l
。

3 0 777 1 0 2
.

1 5 666 0
.

2 2 666 0
.

8 3 666 5 7
.

4 4 111 0
.

1 3 888 0
.

9 6 000 6 9
.

5 8555

白白白白 琉瑞河水泥馨灰灰 0
。

3 9 777 1
.

0 7999 8呼
。

0 9 ,, 0
.

0 8 111 0
。

7 5 999 5 6
.

13 111 0
。

1 3 777 0
.

9 0 666 6 3
.

9 2 666

启启启启新水泥密灰灰 0
.

4 1888 l
,

2 1333 1 0 2
.

0 1 000 0
.

0 7 2222222 0
.

1 2 666 0
.

8 5 999 6 5
.

3 3444

畜畜性性 矮矮 对照照 0
.

3 9 666 0
.

3 9 444 2 3
。

2 5 999 0
。

1 0 111 0
.

6斗333 2 1
.

3 7222 0
.

0 7 222 0
.

8 2 888 2 5
.

7 5 555

袋袋水水 脚脚 石灰灰 0
.

3 5 333 0
。

3 8000 2 0
.

呼3 000 0
.

0 9 999 0
。

6 5 999 2 0
.

5 7 999 0
.

0 7 444 0
.

9 6 777 2 8
.

斗0 777

窦窦
‘‘ 南南 石灰 + 钾肥肥 0

。

3 8 111 l
。

8 7 666 7 1
。

9 8 000 0
.

0 9 777 0
。

6 3 222 2 2
.

7 1555 0
.

0 8 000 0
.

9 7 222 3 1
。

5 5 555

续续土土 特特 钾肥(硫酸钾))) 0
.

4 1222 1
.

8 7 111 7 3
.

5 0 333 0
.

1 0 666 0
。

5 8 444 2 1
.

9 7斗斗 0
.

0 7 777 0
。

9 1 999 3 1
.

6 2 777

琉琉琉琉璃河密灰灰 0
.

2 6 555 1
.

5 2 111 5 7
.

3 9 111 0
.

0 9 444 0
。

5 0 777 19
.

3 8 222 0
。

0 9222 0
.

9 8 333 3 3
。

5 7 333

今

幸

五
、

初 步 桔 兼

通过 田间试验
、

盆栽试验和室内分析
,

初步得到如下四点意见 :

1
.

水泥容灰钾肥施用在富铝化红壤性水稻土上
,

对水稻有显著的增产作用
。

早稻比

对照增产 68
.

7多
,

连作晚稻比对照增产 36 多
。

水泥容灰施在富铝化红壤及水稻土上
,

对水
、

早稻的显著效果主要是由于其中所含钾

素的作用
。

2
.

水泥容灰施用在含钾矿物较多的红壤早作地上
,

在施有足够火烧土的情况下
,

水泥

容灰可以使花生果实增产 36 多
,

使黄豆籽粒增产 42 一46
.

7多
。

施用硫酸钾 对花生和黄

豆都无明显的增产作用
。

水泥容灰对花生和黄豆的增产作用主要是其中所含钙及其他成

分的作用
。

3
.

水泥容灰钾肥施用在红壤及砖红壤性水稻土上
,

对稻谷也有增产作用
,

值得进一步

研究
。

4
.

不同水泥厂 出产的各批寒灰施在不同的土壤上
,

其钾素的可给性略有不同
,

在施用

时必须加以分析
,

以便确定适宜的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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