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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肥在沿海地区无花果上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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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红 孙扣忠

南京 2 1 0 04 1) (盐城市新洋试验站 )

无花果是当今较佳的营养保健食品之一
。

由于

其耐盐能力较强
,

近年来在沿海地区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
。

为了进一步提高无花果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

我

们于 1 9 9 3~ 1 9 9 4 年在沿海地区进行了磁化肥对无

花果的肥效试验
。

材 料 与 方 法

磁化肥为南化公 司磷肥厂生产的 N PK (8 一 8一 4)

N C 型多元复合磁化肥
,

其磁化强度为 20 万 A /m
,

剩磁> 0
.

05 m T
,

以普通 N P K (8 一8一 4) 复合肥作对

照
。

所用试验肥料均于 3 月上旬在树盘下放射状沟

施
,

施用量为 。
.

7 5 k g /株
,

其它田间管理与一般生产

果园相同
。

调查记载项 目按常规进行
。

试验设在盐城市新洋农业试验站无花果园
,

土

壤基本性状见表 1
。

试材为 1 9 9 0 年定植的盐新 1 号
,

密度 110 株 /亩
。

每处理 10 株
,

生长势较均一
。

供试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磁化肥对叶片 N
、

P
、

K 含童的影响

施用磁化肥能有效地提高树体叶片中 N
、

P
、

K

表 1
供试 果 园 土 坟 甚本 性 状

层 次
( e m )

0 ~ 2 0

2 0 ~ 4 0

4 0 ~ 6 0

6 0 ~ 8 0

8 0~ 1 0 0

有机质
( g / k g )

全 氮
( g / k g )

速效磷
( m g / k g )

速效钾
( m g / k g )

全 盐
( g / k g )

9
.

6 2 50 0
.

4 0

2
.

6 1 65 0
.

5 3

3
.

2 1
.

8 5 0
.

4 9

3
.

6 2 25 1
.

24

1
.

9 2 5 5 0
.

7 5

8
.

0 5

8
.

3 4

8
.

5 0

8
.

5 9

8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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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

在生长前期尤为明显 (图 1 )
,

这可能与磁化肥

施用时期有关
。

因为
,

施用磁化肥可使土壤磁性提高

一个数量级
,

土壤磁性加大对土壤速效养分释放有

一定促进作用 [l]
,

从而有效地增加了树体对养分的

吸收利用
。

(二 )滋化肥对树体生长发育的影响

从两年的试验结果看
,

磁化肥处理的无花果干

周平 均 增 长量 为 14
.

oc m
,

新 梢 平 均 增 长 量 为

8 2
.

s
e m

,

而对照则分别为 g e m 和 7 2
.

4 e m
。

施用磁化

肥的百叶平均含水量
,

生长期为 78
.

6写
,

成熟期为

72
.

0 %
,

而对照则分别为 79
.

0 %和 72
.

3%
,

表明磁

化肥对树体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三 )磁化肥对树体产果 1 的影响

施用磁化肥的无花果树体产果量为 940
·

I k g /

亩
,

比对照 748
.

4 k g /亩增加 25
.

6%
,

单株果数和单

一 5 2 一

—
磁化肥

一 一一

一 普通肥

之访
、 _

5 6 7 凡 , 10 1 1

日期 ( JJ )

圈 1 无花果叶片中 N
、

p
、

K 含, ( 1 9 9 3年 )

果重分别为 31 7
.

7个
、

2 6
.

9 9
,

分别比对照 2 53
.

5 个
、

24
.

0 9 提高 12
.

06 %
、

12
.

08 %
.

虽然施用磁化肥后无

花果的落果数有所增加
,

但结果数还是大于对照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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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7x Nx P
+ b sx Nx K+ b声 Px K

拟合棉苗各项指

标与氮磷钾用量三因子之间的关系
,

R 值均

大于 .0 9 6 4 3
。

根据求极值的方法计算出 N
、

P
Z
O

S 、

K : O 最大用量分别为 0
.

0 98
、
0

.

1 0 5 和

0
.

1 19 /钵
.

这一结果与上面的单因子试验结

果基本吻合
。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并考虑生产

中的实际情况
,

1 个标准棉花苗床的氮磷钾

用量拟为 6 0 0 g N
, 3 0鲍 P : 0 5

和 6 0 0 g K ZO
。

衰 4 氮 砚钾 曹 养对 栩 花的 纷 合 效应

处理号及用 t ( g /钵 )

P 20 s

0
.

0 5

0
。

0 5

0
。

0 14

0
.

0 14

0
.

0 8 6

0
.

0 8 6

0
。

0 5

0
。

0 5

0
。

1

0

0
.

0 5

0

K 20

0
。

1

株 高
( e m )

叶 龄
茎 粗
( r 。 刃。 )

叶面积
( e

m
Z )

地上部干 单位高度千

物重 ( g ) 物重 ( m g c/ m )

0
。

l

0
。

1

0
.

0 2 8

0
.

1 7 2

0
`

0 2 8

0
。

1 7 2

0
.

2 0 0

0

0

0
.

0 75

0
.

0 7 5

0
.

0 7 5

0 0 7 5

0
.

0 2 5

0
.

0 2 5

0
。

0 2 5

0
。

0 2 5

O
。

0 5

0

16
。

O

16
。

6 :::
3

.

6

3
。

2

: :
18

.

1

16
.

7

17
.

2

18
.

0

17
.

2

14
.

8

3
。

6

3
。

1

3
。

4

3
。

2

3
。

4

2
。

9

2
.

7 5

2
.

88

3
。

0 0

2
。

75

3
。

00

3
.

00

2
.

7 5

2
。

7 5

3
。

00

3
。

00

3
.

2 5

2
.

6 3

5 8
。

3

5 1
。

9

7 0
。

l

6 1
。

7

7 7
。

1

8 3
。

l

7 9
。

6

5 5
.

0

7 9
。

1

6 5
。

7

8 8
.

0

4 9
.

2

0
。

6 1 9

0
。

6 7 3

0
。

7 4 0

0
。

6 5 8

O
。

7 7 1

0
.

8 7 5

O
。

8 3 7

0
。

6 7 9

0
,

8 15

0
。

6 9 2

0
.

9 13

O
。

5 1 3

3 8
.

7

4 0
.

5

4 1
.

2

3 9
。

9

4 1
。

0

50
。

0

35
。

2

4 0
,

7

4 7
。

4

3 8
。

4

5 3
。

0

3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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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锌绷效果的测定
:

棉花苗期施锌效果

优于施翻
,

特别是施锌对增加棉苗株高
、

叶

龄
、

叶面积有一定的作用 (表 5 )
,

这与本地区

土壤普遍缺锌有很大的关系
。

因此
,

在棉花苗

床上施用少量锌肥也是培育棉花健壮苗的一

项重要措施
。

据本试验结果计算
,

每个标准苗

处 理 叶 龄

P K

锌
、

. 对 栩 苗 穷质 的 影 晌

茎 粗 叶面积
(功

刃。 ) ( e
m

Z )

3
.

2 5 88
.

0

N P

N P

株 高
( e

m )

1 7
。

2

19
。

3

1 7
。

2

3
。

4

3
。

6 3
.

0 0

3
。

0 0

98
.

7

8 2
。

0

地上部干物重
( g )

0
。

9 1 3

0
.

8 9 0

0
.

7 3 4

单位高度千物重
( . 9 c/ m )

6 3
。

0

4 6
。

0

4 2
。

6

床只需施硫酸锌 30 9
,

即可满足棉花苗期对

锌的需要
,

并可为棉花后期提供一定的锌营

养
。

小 结

棉花苗期营养状况对棉苗素质的影响很

大
,

合理施用肥料是营养钵培育棉花健壮苗

的关键之一
。

通常情况下
,

在江苏沿海棉区及

黄潮土地区
,

1 个标准棉花苗床应施硫酸按

3k g ,

二级过磷酸钙 Zk g ,

氯化钾 I k g
。

缺锌土

壤还应施用锌肥
,

用量约为 3 09 硫酸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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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施用磁化肥能引起土集及植物根系周围发生

磁化学反应和磁生物效应
,

加快植物体内代谢活动
,

使植物体内养分吸收和有机质合成与转化能力加

强
,

从而产生促进生长
、

提高产量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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