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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确定紫色土壤种植花生的高产高效施肥  于 1996 年~1997 年在广西邕宁

县 进行花生施肥试验 O 试验设有机肥 ~ 尿素 ~ 氯化钾和钙镁磷肥 4 个处理  总面积

48O. 24 m2O 结果表明 有机肥或尿素的过量使用是植株徒长倒伏的主要因子9增施: 有

机肥S15 OOO kg/hm2 尿素S15O kg/hm2 KClS225 kg/hm2 钙镁磷肥S45O kg/hm2 都

能明显提高花生的单株生产力 ~ 百果重和百仁重 其中有机肥和尿素的效果极明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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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ct The fertilizatiOn exPeriment Of Peanut Was cOnducted in PurPle sOil
in 1996 tO 1997 in YOngning cOunty Of Guangxi in Order tO PredOminate the ef -
f ective fertilizing Of getting high yield in Peanut in PurPle sOil. The treatments
Of this exPeriment included Organic fertilizer urea POtOssium chlOride and
fused calcium magnesium PhOsPhate. The test areas Was 48O. 24 m2.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excessive amOunt Of Organic fertilizer Or urea Was the cause
Of Plant sPindling and falling Over. APPlicatiOn Of dif f erent f ertilizers fOr Or-
ganic fertilizerS15 OOO kg/hm2 ureaS15O kg/hm2 KClS225 kg/hm2 fused
calcium magneium PhOsPhateS45O kg/hm2 have the aPParent ef f ects On in-
creasing the individual Plant PrOductivity the Weight Of One hundred granule
and the Weight Of One hundred kernel. Organic fertilizer and urea shOWed mOre
aPParently ef f ects.
Key wOrds Peanut PurPle sOil f ertilizer exPeriment

广西有 88. 47 万公顷的紫色土壤 占土壤总面积的 5. 48%  广西的花生面积大部分分布

在这类耕地上 O 为了确定紫色土壤花生的高产高效施肥 我们在广西第二大花生产区邕宁县



进行施肥试验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O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自然条件

试验于 1996 年~1997 年在广西邕宁县进行 * 土质为紫色轻壤土 * 前作为甘蔗 * PH 值 6. 5*
有机质含量 1. 34% * 碱解氮 73> 10-6* 速效磷 4> 10-6* 速效钾 43> 10-6O
1. 2 试验设计

设 4 个主处理: ( 1) 增施有机肥处理; ( 2) 增施氮肥处理; ( 3) 增施钾肥处理; ( 4) 增

施磷肥处理 O 每个主处理内设 6 个分处理 * 每个分处理面积 6. 67 m2O 随机区组排列 * 3 次重

复 * 详见表 1O
表 1 试验设计方案

处理
有机肥

( kg)

化肥 ( kg) 化肥折合纯量 ( kg)

尿素 氯化钾 钙镁磷 纯氮 K20 P20 5

增施基肥处理 A (CK) 0 5 5 20 2. 3 3. 0 3. 0
B 500 5 5 20 2. 3 3. 0 3. 0
C 1000 5 5 20 2. 3 3. 0 3. 0
D 1500 5 5 20 2. 3 3. 0 3. 0
E 2000 5 5 20 2. 3 3. 0 3. 0
F 2500 5 5 20 2. 3 3. 0 3. 0

增施氮肥处理 A (CK) 500 0 5 20 0 3. 0 3. 0
B 500 5 5 20 2. 3 3. 0 3. 0
C 500 10 5 20 4. 6 3. 0 3. 0
D 500 15 5 20 6. 9 3. 0 3. 0
E 500 20 5 20 9. 2 3. 0 3. 0
F 500 25 5 20 11. 5 3. 0 3. 0

增施钾肥处理 A (CK) 500 5 0 20 2. 3 0 3. 0
B 500 5 5 20 2. 3 3. 0 3. 0
C 500 5 10 20 2. 3 6. 0 3. 0
D 500 5 15 20 2. 3 9. 0 3. 0
E 500 5 20 20 2. 3 12. 0 3. 0
F 500 5 25 20 2. 3 15. 0 3. 0

增施磷肥处理 A (CK) 500 5 5 0 2. 3 3. 0 0
B 500 5 5 20 2. 3 3. 0 3. 0
C 500 5 5 30 2. 3 3. 0 4. 5
D 500 5 5 40 2. 3 3. 0 6. 0
E 500 5 5 50 2. 3 3. 0 7. 5
F 500 5 5 60 2. 3 3. 0 9. 0

1. 3 供试肥料

( 1) 有机肥: 猪牛粪 (N ~ P20 5~ K20 含量分别为: 0. 3% * 0. 3% * 0. 2% ) ~ 草木灰 (N ~

P20 5~ K20 含量分别为: 0* 0. 12% * 28% ) 和糖厂泸泥 (N ~ P20 5~ K20 含量分别为: 1. 3% *

3. 4% * 0. 3% ) 按重量比 3= 1= 5 混合堆沤; ( 2) 尿素 (含 N 46% ) * KCI (含 K20 60% ) * 钙

镁磷肥 (含 P20 5 15% ) O
1. 4 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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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机肥和钙镁磷肥混合拌匀于播种时条施播种沟内; ( 2) 尿素和 Kcl 作苗期 ( 4 叶
时) 追肥 G
1. 5 供试品种与播种期

品种为粤油 223~ 3 月 16 日播种 ~ 小
畦双行单粒种植 ~ 密度为每公顷 27. 75
万苗 G

2 结果

2. 1 不同肥料种类与水平对株高 \主茎

叶节数 \ 收获时主茎青叶数的影响

肥料种类与水平对株高 \ 主茎叶节

数 ~ 收获时主茎青叶数均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 (图 1) G 由图 1 可知: ( 1) 有机肥

与氮肥:使用量与这 3 个性状呈正相关 ~
随着使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 最大施肥水

平时分别比对照多: 株高均为 13. 6 cm~
主茎叶节数 3. 4 节和 2. 5 节 ~ 收获时主

茎青叶数: 1. 4 片和 2. 2 片 G ( 2) 钾肥:
使用量与三者的关系均呈抛物线式 ~ 但

达峰值时施用量不同 ~ 且峰值均介于有

机肥和氮肥处理 B\ D 之间 ~ 株高为 K2O
90 kg/hm2~ 主茎叶节数为 135 kg/hm2~
收获时主茎青叶数为 45 kg/hm2G ( 3) 磷
肥: 施用量与二者的关系均不规则 ~ 其

中与株高呈波浪式上升 ~ 与主茎叶节数

呈抛物线式 ~ 与收获时主茎青叶数则呈

平缓波浪式 G
可见 ~ 植株徒长倒伏的主要因子是

有机肥或氮肥的过量使用 G
2. 2 不同施肥种类与水平对花生产量

主要构成因子的影响

合理施肥 ~ 能够有效地提高花生单

株生产力 ~ 百果重 ~ 百仁重 ~ 它们间的

关系均呈抛物线式 ~ 且达最大值时的贡

献率为有机肥>氮肥>钾肥>磷肥 ~ 如

图 2 所示 G
从表 2 可见 ~ 不施有机肥对单株生

产力影响最大 ~ 其次是氮肥和磷肥 ~ 最

后是钾肥 G

表 2 不同组合肥料对花生单株生产力的影响

有机肥

( kg)
纯  
(kg)

K2O
( kg)

P2O5
( kg)

单株生产力

( g)

0 2. 3 3 3 12. 0

500 0 3 3 14. 5

500 2. 3 0 3 17. 0

500 2. 3 3 0 14. 5

图 1 肥料对株高 \ 主茎叶节数 \ 收获时主茎青叶数的影响

. 有机肥 ; I 尿素 ; A Kcl; * 钙镁磷肥 G

表 3 增施肥料对花生单株 \ 生产力 \ 百果重 \ 百仁重的影响

肥 料
Axe

单株生产力

( g)
百果量

( g)
百仁重

( g)
肥有机 11. 0 52. 5 16. 5
氮 肥 8. 5 42. 5 18. 0
磷 肥 5. 0 20. 0 7. 3
钾 肥 5. 0 15. 0 6. 8

e 为最大值-对照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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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增施各种肥料后 单株生产力 
百果重的增幅趋势为有机肥>氮肥>磷

肥>钾肥 百仁重则为氮肥>有机肥>
磷肥>钾肥 (表 3)  

各种肥料的合理施用量为: 有机肥

<1 OOO  g  m2 尿素<1 O  g  m2 
Kcl<22  g  m2 钙镁磷肥<4 O  g 

 m2 在此范围内 单株生产力 百果重 
百仁重与使用量成正比 

可见 影响荚果形成与产量的主要

因子是有机肥和氮肥 

 结语

在紫色土壤上 合理增施肥料 能

显著地提高花生的单株生产力 百果重

和百仁重 有机肥和尿素是影响荚果形

成的主要因子 但过量使用又导致徒长 
倒伏 它们的合理施肥量为: 有机肥<
1 OOO  g  m2 尿素<1 O  g  m2 Kcl
< 22  g  m2 钙 镁 磷 肥 < 4 O  g 

 m2 

图 2 肥料对花生产量主要构成因子的影响

 有机肥 I 尿素 A Kcl * 钙镁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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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3 页 continue f rom page 123)
 . 6 系统管理与维护

设计时还需考虑系统的通用性 可靠性 维护性 扩充性和移植性等 同时向用户展示

友好 清析的界面 方便操作 

4 结语

随着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Internet 应用的广泛深入 教学领域正进行着深刻

的变革 网络时代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正逐步推动教学改革 校园的围墙逐步消失 课堂教学

受到挑战 新型的教学模式正在形成 种种迹象显示 在下一世纪 利用网络的远程教育将

是教育界的一个新的热点 (责任编辑: 黎贞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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