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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苞心芥菜3414试验

黄展育1，骆志敏1，严三娇1，谢灵先2，黄铭华1，曾春松1
(1．龙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东龙门516800；2．龙『J县平陵镇农技站，广东龙门516820)

摘要：在龙门县根据当地的地力条件，开展冬种特色农作物苞心芥菜测土施肥田间试验，对苞心芥菜施用N、P20，、K，O肥料

的不同比例用量，苞心芥菜相对产景等·系列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求取相应的数据测七配方施肥“3414”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初步建立r苞心芥菜的N、P20，、K20肥料效应模犁，从中确定产胃岛、投人量少、产值最高的处理为每667 m2施N22 kg、r'20，13．5

kg、K20 18 kg。为龙门县苞心芥菜施肥设计、施肥指导摊荐施肥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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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门县农民利用冬闲田和冬闲劳力进行种植蔬菜．

提高田块复种指数，增加农户经济收入，已有一定的时期。

其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冬种蔬菜的发展，苞心芥菜的种植

已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农作物。并已形成平陵镇、龙田镇、

龙江镇苞心芥菜基地。在苞心芥菜生产中，为提高蔬菜产

量，农民对N、P20，、K20肥料肓目施用，致使肥料的浪费，

还对环境、土壤造成污染。为此我们在龙门县开展冬种特

色农作物苞心芥菜测土配方施肥试验，从而建立苞心芥

菜的氮磷钾肥料效应模型．确定苞。12,芥菜的合理施肥品

种和数量，基肥、追肥的分配比例，施肥时期和施肥方法，

为当地芥菜施肥设计、施肥指导和建立施肥指标体系提

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设在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龙田镇凌角塘村

廖志勇农户的责任田。供试土壤pH值5．3、有机质29．1∥

kg、碱解氮78．4 m毋g、有效磷19．1 mg／kg、速效钾111．02

mg／kg。

供试作物为苞心芥菜。试验所用肥料为尿素(含N

46％)、过磷酸钙(含P205 12％)和硫酸钾(含KsO，0％)。

1．2试验方法

采用日前伞国统一的“3414”试验方案。“3414”中的

“3”表示施肥冈素。即氮、磷、钾3种肥料；“4”表示每种肥

料有4个施肥水平，即O水平指不施肥，2水平指当地最

佳施肥量的近似值，l水平=2水平×O．5，3水平=2水平×

1．5(该水平为过量施肥水平)；“14”表示有14个处理l卜31。

综合以往的施肥经验和各地最佳施肥量的近似值，设计

苞心芥菜的氮、磷、钾施用中等水平为N：：P2：K2=N：P205：

K20=22：9：18=l：0．4l：0．82。试验设计方案见表1。

1．3主要农事和施肥情况

1．3．1 主要农事2009年10月11日播种，2009年11月

21日移植，2010年2月1日收获．小区面积20 m2，株行

距40 crux23 cm。

1．3．2施肥时间及施用量磷肥作基肥一次施入．氮钾

分基、追肥施人种植沟内，氮肥f尿素)和钾肥(硫酸钾)基

肥、追肥各占总施肥量的40％、60％。基肥在移栽前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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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414”田间试验各处理设计方案

种植穴(或沟)内；追肥分3次施用，分别占总施肥量的

15％、20％、25％。各处理每次具体施肥种类、数量及时间

见表2。

2结果与分析

2．1各处理产量及肥效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处理15产量最高，其次是处理7、

处理6、处理10；除肥款后收入最多的是处理7．其次是处

理15、处理6；处理7每元肥款产菜量及净产值大于处理

15。综合而言，产量最高、投入最少、产值最高的是处理7。

2．2肥料效应与地力分析

从表4叮以看出，全肥区N、P、K互作效应产量最高。

比对照增产658．4％：其次是N、P互作效应的处理，比对照

增产489．6％；再次是N、K和P、K互作效应，比对照分别

增产72．9％和48．O％。

按测土配方施肥标准，缺某肥区的产量占全肥区产量

的百分比低于50％的界定为该土壤含有该有效养分为极

低(缺乏)，50％～75％为低，75％～95％为中，高于95％为高

(丰富)。本试验肥料的互作效应和试验田土壤养分丰缺情

况见表4。本试验地的氮、磷水平极低．钾水平为中等．地

力水平极低。，

2．3最佳施肥量分析和施肥量的确定

处理l、处理4、处理5、处理7施用N的理论施肥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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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414”试验配方施肥方案({；，小区)

总黯 基肥 第1次追肥 第2次追肥 第3次追肥
处埋 尿素 过磷酸钙 硫酸钾 尿素 过磷酸钙 硫酸钾 尿素 硫酸钾 尿素 硫酸钾 尿素 硫酸钾

N。BK』CK)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P，K，0 2250 1080 0 2250 432 0 162 0 216 0 270

N．P，K， 717 2250 1080 287 2250 432 108 162 143 216 179 270

N，PoK， 1434 0 1080 574 0 432 215 162 287 216 359 270

N，P．K， 1434 1125 1080 574 1125 432 215 162 287 216 359 270

N’P’K， 1434 2250 1080 574 2250 432 215 162 287 216 359 270

N，P,K， 1434 3375 1080 574 3375 432 215 162 287 216 359 270

N，P，Ko 1434 2250 0 574 2250 0 215 0 287 0 359 0

N，P，K． 1434 2250 540 574 2250 216 215 8l 287 108 359 135

N，P，K， 1434 2250 1620 574 2250 648 215 243 287 324 359 405

NJ，，K， 215l 2250 1080 860 2250 432 323 162 430 216 538 270

N。P．K， 717 1125 1080 287 l 125 432 108 162 143 216 179 270

N．P，K， 717 2250 540 287 2250 216 108 81 143 108 179 135

N，P，K。 1434 1125 540 574 1125 216 215 81 287 108 359 135

N21'：K2十有机肥 1434 2250 1080 574 2250 432 215 162 287 216 359 270

509．1

753．7

3401．7

880．4

2998．2

3860．8

4181．0

3001．5

3565．1

3854．1

3423．9

2968．2

3126．O

2788．1

295．3

437．2

1973．0

510．7

1738．9

2239．3

2425．0

1740．9

2067．8

2235．4

1985．9

1721．5

1813．1

1617．1

244．6

2892．6

371．3

2489．1

3351．7

3671．9

2492．4

3056．O

3345．0

2914．8

2459．1

2616．9

2279．0

48．O

568．2

72．9

488．9

658．4

721．2

489．6

600．3

657．1

572．5

483．0

514．0

447．6

0．()o

262．20

310．27

283．33

320．83

358．33

395．83

171．13

264．73

451．93

406．40

272．77

216．67

227．23

295-30

174．95

1662．72

227．32

1418．1l

1880．94

2029．14

1569．74

1803．04

1783．48

1579．49

1448．76

1596．42

1389．84

O．93

9．32

1．3I

7．76

9．35

9．28

14．56

11．54

7．40

7．17

9．02

12．08

10．03

0．54

5．4l

0．76

4．50

5．43

5．38

8．45

6．70

4．29

4．16

5．23

7．Ol

5．82

141．87

1677．7l

215．38

1443．66

1944．00

2129．69

1445．59

1772．49

1940．13

1690．60

1426．25

1517．8l

1321．80

15 4848．0 2811．8 4338．9 852-3 793．33 2018．50 5．47 3．17 2516．55

注：芥菜售价0．58元,／kg。2009年肥价：尿素2．01 X；／kg，过磷酸钙1．00元／l(g，硫酸钾5．2．ff：／kg，生物有机肥l 450元，t。

表4肥料互作效应和地力养分丰缺情况分析

处理号!誓丝型箦黑 产量(k}；，667。2) 增产 增产率(％) 效应类型 缺肥区占全肥区产量(％) 养分丰缺程度处理号—百——瓦瓦。面 产量(k}；，667m2) 增产 增产率(％) 效应类型 缺肥区占全肥区产量(％) 养分丰缺程度

25．5奴，处理2、处理5、处理6、处理7施用P205的理论施

肥量为13．2 kg，处理3、处理4、处理6、处理7施用K20

的理论施肥量为20．9 kg。

结合表5～表8和理论施用量的结果可以看出，苞心

芥菜N、P205、K20每667 m2理论施用量分别为25．5、13．2、

20．9 kg，N：P205：K20为l：O．52：0．82，与最佳处理施用量(每

667m2施N 22 kg、P205 13．5 kg、K20 18 kg)接近。

3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往的施肥经验和各地最佳施肥量的近似值。本

试验中苞心芥菜的氮、磷、钾施用，以处理15的产量最高，

表明增施有机肥可以提高苞心芥菜的产量，但是此处理肥

料成本最高。综合考虑，产量最高、投入最少、产值最高的

是处理7。

本试验地块的土壤养分为有机质29．1以g、氮78．4
mg／kg、磷19．1 mg，I(g、钾111．02 mg，Icg。氮、磷含量水平

低．钾水平为中等，地力水平较低。根据当地的地力条件，

本试验苞心芥菜N、P20，、K：O每667 m2理论施用量分别

为25．5、13．2、20．9 kg，N：P205：K20为l：0．52：0．82，与最佳处

理施用量(每667 m2施N 22 kg、P205 13．5 kg、K2018 k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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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肥料效应方程和最佳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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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归分析 2

残差 2

总计4

10338321．6 5169160．8 77．96 0．0l 6601283．6 3300641．8 130．0l 0．06 488471．7 244235．8 41 13．08 0．01

l 32606．6 66303．3 25388．4 25388．4 59．4 59．4

10470928．3
‘ 6626672．0 488531．1

表8苞心芥菜试验三元二次效应方程(7式)的方差分析

接近。初步建立了苞心芥菜的肥料效应模型，从中确定产

量高、投入量少、产值最高的施肥用量，为龙门县苞心芥菜

施肥设计、施肥指导推荐施肥用量指标。

本试验获取的施肥指标还有待在生产上进一步验证

示范。才能更好地推荐龙门苞心芥菜栽培上的合理施肥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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