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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在盆栽条件下胶囊型花卉肥和粉状花卉肥氮、磷、钾释放规律，结果表明，粉状花卉肥氮、
磷、钾的释放周期较短，胶囊灌装后氮、磷、钾释放周期相对较长，即胶囊对氮、磷、钾的释放有延缓作用，有
利于花卉的吸收利用，减少了养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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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ease Rule of Nitrogen，Phosphorus，Potassium in Soil of Flower
Capsule Ferti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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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ease rule of nitrogen，phosphorus，potassium of capsule and powder flower fertilizer is studied in pot
cultured，the result shows that nitrogen，phosphorus，potassium releasing time of capsule fertilizer is longer than powder fertilizer.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capsule has the delayed action for nitrogen，phosphorus，potassium releasing to reduce the nutrient losses，this is
benefit for flower to use nutrients，reduce the loss of nutr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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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业是当前世界农业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

一［ 1］。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花卉产业作为朝阳

产业发展迅猛，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呈现基地建设稳步推进、花卉市场繁荣、老百姓

消费踊跃、产业发展逐渐规范的良好态势［ 2 - 4］。随

着我国花卉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花卉肥料

生产、科研、开发等的迅速发展。花卉肥料是保

证花卉正常生长、发育和高产、优质的先决条

件［ 5 - 7］。近年来，我国花卉生产专业技术化速度加

快，竞争加剧，对花卉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苛

刻，而我国花卉专用肥发展缓慢，大多数花农缺

乏花卉养植的专业技术知识，许多名贵以及对环

境要求高的花卉品种难以存活，这对花卉尤其养

植名贵花卉造成很大的障碍。针对花卉施肥难的

问题，我们研制了花卉胶囊缓释专用肥，它最大

的特点就是“傻瓜式”施肥方式，不但给花卉提供

全营养活性元素，全面满足不同花卉生长对营养

的不同需求，而且安全、绿色、无毒、无污染，

是生产养护优质花卉的新一代肥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取自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兰州试验地，

土壤为灌淤土，含全氮 1.0 g/kg、速效氮 81.5

mg/kg、速效磷 23.2 mg/kg、速效钾 170 mg/kg、有

机质 13 .65 g/kg，pH 为 8.4，阳离子代换量 9.5

me/100 g土。供试肥料为胶囊型花卉肥与未用胶囊

灌装的粉状花卉肥，均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

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3个处理，重

复 3次。处理 1为不施肥（CK）；处理 2施粉状花

卉肥；处理 3施胶囊花卉肥。取盆口直径为 18.5

cm的塑料花盆，盆高 15 cm，每盆装土 1.8 kg、含

水量为 35.5 g/kg，将供试花卉肥施入花盆，深 5

cm，施入方式为穴施，每穴施3粒（1.5 g）胶囊花卉

肥或 1.5 g粉状花卉肥，每盆共施 3穴，2种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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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的配方和施肥量相同，重复 3次，每处理各装

12盆。土壤装入花盆前测定其含水量，在盆面上

盖塑料薄膜，以防水分蒸发。从施肥之日起，每

隔 6 d 灌水 1 次，灌水量各处理一致，均为 200

mL/ 盆。前 15 d每隔 3 d取 20 cm 土壤样品，后

50 d每隔 5 d取土样，取样深度为 5 cm，距离施

肥点为 5 cm，测定土壤样品中速效氮、速效磷、

速效钾的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胶囊型花卉肥施入土壤后氮释放分析

从图 1可以看出，对照土壤中的氮含量基本

无变化，施胶囊型花卉肥的土壤氮含量前 9天变

化较小，为 5.0～9.2 mg/kg，从第 9天开始氮含量

逐渐升高，30 d 后氮含量提高较快，达到 100.8

mg/kg，55 d后土壤中的氮含量趋于平衡。而粉状

花卉肥施入后第 3天土壤中的氮含量就达到 72.8

mg/kg，27 d后氮含量达到高峰，最终土壤中的氮

含量曲线与时间轴平行。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粉状花卉肥氮素释放时间较短，为 27 d左右，而

胶囊花卉肥释放到土壤中的氮的时间相对较长，

因此胶囊对氮素的释放有延缓作用，即证明粉状

的花卉肥施入后很快溶解进入土壤，而胶囊花卉

肥施入后，氮素随时间的推移缓慢释放，这有利

于花卉的吸收利用，氮损失较少。

2.2 胶囊型花卉肥施入土壤后磷释放分析

从图 2可以看出，对照土壤中的磷含量基本

无变化，胶囊花卉肥与粉状花卉肥施入土壤后，

土壤中的磷含量变化曲线基本一致。胶囊花卉肥

施入土壤后的前 9 d土壤中的磷含量变化很小，变

化范围 0.9～1.7 mg/kg，9 d后土壤中的含磷量升高

很快，变化范围 5.4～30.4 mg/kg，其中从第 12天

到第 50天升高最快；而粉状花卉肥第 6天就达到

32.4 mg/kg，在 6～30 d内土壤中的含磷量变化最

大，30 d后变化逐渐变缓。说明胶囊花卉肥中的

磷素初期释放量比粉状花卉专用肥少，被土壤固

定的也较少，曲线较平缓；粉状花卉肥施入土壤

后磷素释放快，由于速效磷增加较快，花卉来不

及吸收，大量的有效磷将在碱性环境便被固定，

肥料的利用率低，而胶囊花卉肥克服了这一缺点。

2.3 花卉缓释胶囊专用肥在土壤中钾素变化

由图 3可见，对照土壤中的钾含量基本无变

化，粉状花卉肥施入土壤后，土壤中的钾含量出

现第一个高峰，达到 352 mg/kg，然后到 9～12 d

时出现低谷，这主要是由于钾离子被土壤吸附，

速效钾含量降低；12 d后土壤中被吸附的钾离子

逐渐被释放，又变为游离态钾，最后土壤中钾离

子达到动态平衡。这种情况与花卉对钾肥需求不

同步，开始过高，植物来不及吸收，当植物到达

需钾高峰时，游离钾被吸附于土壤晶体表面，不

能及时供应。胶襄花卉肥施入土壤后，其钾素由

低到高缓慢释放，从第 9天开始，土壤中的钾含

量迅速升高，到 55 d时逐渐达动态平衡状态，钾

素释放规律基本与花卉的需肥规律同步，有利于

花卉对钾素的吸收和利用，是较理想的花卉肥料。

3 小结与讨论

1）经过试验分析表明，胶囊花肥施入土壤后，其

中的速效氮、速效磷释放规律基本为由低到高，

图 1 不同处理氮释放量

图 2 不同处理磷释放量

图 3 不同处理钾释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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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在玉门市冷凉灌区进行了春小麦 5个不同播种量试验。结果表明，春小
麦播量为 525 kg/hm2时产量最高，达到 8 530.5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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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在国家储备粮中占 1/2以上［ 1］。玉门市地

处河西走廊西部，位于北纬 40毅 22忆 ，东经 96毅
56忆，海拔 1 200～2 200 m，年均无霜期 135 d，日

照时数 2 841～3 267 h，年太阳辐射总量 614.0～

642.9 kJ/m2， 10 ℃以上的积温 2 880℃，是国家

“八五”商品粮基地和粮食高产稳产区。2014年为

了进一步探索小麦宽幅精播技术的增产潜力［ 2 - 5］，

玉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了春小麦宽幅精播

不同播种量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春小麦品种为酒春 3号。

1.2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玉门市昌马乡河岸村，试验地肥力

中等，地势平坦，排灌两便，土壤属灌淤土，前

茬作物为啤酒大麦。

1.3 试验方法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5个播量处

理，处理 1 为 300 kg/hm2，处理 2 为 375 kg/hm2，

处理3（对照）为 450 kg/hm2，处理 4为 525 kg/hm2，

处理 5为 600 kg/hm2。小区面积 16.14 m2，重复 3

次。

4月 15日采用 2BJK-6 型小麦宽幅精量播种

机（山东省郓城县工力有限公司生产）条播，播前

然后逐渐趋于平衡状态的一种变化规律；而粉状

花卉专用肥施入土壤后，氮、磷迅速释放，释放

曲线近似一条直线。胶囊对氮、磷、钾的释放有

延缓作用，其氮、磷、钾随时间的推移缓慢释放，

这有利于花卉的吸收利用，养分的损失较少；而

粉状花卉肥施入土壤后，钾出现高峰和低谷现象，

主要是土壤对钾离子吸附所造成，这种情况与花

卉对钾肥需求不同步。

2）胶囊花卉肥氮、磷、钾释放规律与花卉的需肥

规律趋于同步，有利于养分的吸收利用，且与普

通粉状花卉肥相比减少了养分损失，提高了肥料

的利用率，延长了肥效期，对花卉延长花期有一

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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