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豆和红小豆是吉林省西部地区主要杂粮作

物，但养分管理技术相对落后。为此，2006～2007
年本课题组针对绿豆、红小豆 N、P、K 肥适宜用量

进行试验研究，为提高绿豆和红小豆产量，降低施

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目前生产上主推品种：公绿 1 号和

吉红 6 号，种植密度分别为绿豆 15 万株 /hm2、红

小豆 17 万株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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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地点与土壤类型

试验地点为吉林省公主岭市，土壤类型为黑

钙土。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小区试验，绿豆和红小豆分别设置

N、P、K 肥量级试验，每个试验分别设 6 个处理，3
次重复，施肥为底肥一次性施入。具体处理如下：

1.3.1 绿豆量级试验处理

1.3.1.1 氮适宜用量级试验

在 P2O5 50 kg/hm2、K2O 70 kg/hm2 前提下，设

置施 N 量 0、20、40、60、80 和 100 kg/hm2 6 个 处

理。
1.3.1.2 磷适宜用量级试验

在 N 60 kg/hm2、K2O 70 kg/hm2 前提下，设置

施 P 量 0、25、50、75、100 和 125 kg/hm2 6 个 处

理。
1.3.1.3 钾适宜用量级试验

在 N 60 kg/hm2、P2O5 50 kg/hm2 前提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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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 肥不同用量对绿豆产量的影响

图 3 K 肥不同用量对绿豆产量的影响

图 1 N 肥不同用量对绿豆产量的影响

施 K 量 0、40、80、120、160 和 200 kg/hm2 6 个 处

理。
1.3.2 红小豆量级试验处理

1.3.2.1 氮适宜用量级试验

在 P2O5 75 kg/hm2、K2O 60 kg/hm2 前提下，设

置施 N 量 0、30、60、90、120 和 150 kg/hm2 6 个处

理。
1.3.2.2 磷适宜用量级试验

在 N 90 kg/hm2、K2O 60 kg/hm2 前提下，设置

施 P 量 0、25、50、75、100 和 125 kg/hm2 6 个 处

理。
1.3.2.3 钾适宜用量级试验

在 N 90 kg/hm2、P2O5 75 kg/hm2 前提下，设置

施 K 量 0、20、40、60、80 和 100 kg/hm2 6 个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绿豆 N、P、K 适宜用量

通过绿豆 N、P、K 肥量级试验，根据产量结果

和施肥效益，确立高产和最佳 N、P、K 肥用量，用

于指导绿豆施肥。
2.1.1 绿豆适宜施氮量

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施 N 量范围内，随着施

N 量的增加，绿豆产量逐渐提高，但继续增加施 N
量，绿豆产量则明显下降(图 1)。绿豆产量与施 N 量

的效益方程为 Y=- 0.077 1 X2+6.980 3 X+1 150.7
(R=0.977 8)。

经上述方程计算，最高产量施 N 量为 49.1
kg/hm2，最高产量为 1 322.0 kg/hm2，最大效益产量

施 N 量为 45.74 kg/hm2，最大效益产量为 1 321.23
kg/hm2。在本试验 条件下，绿豆 适宜施 N 量为

45～50 kg/hm2。
2.1.2 绿豆适宜施磷量

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施 P 量范围内，随着施

P 量的增加，绿豆产量逐渐提高，但继续增加施 P
量，绿豆产量则缓慢下降(图 2)。绿豆产量与施 P

量的效益方程为 Y=- 0.053 8 X2+10.139 X+1 060.1
(R=0.982 7)。

经上述方程计算，最高产量施 P 量为 94.2
kg/hm2，最高产量为 1 537.8 kg/hm2，最大效益产量

施 P 量为 88.11 kg/hm2，最大效益产量为 1 535.78
kg/hm2。在本试验 条 件 下 ， 绿 豆 适 宜 施 P 量 为

88～94 kg/hm2。
2.1.3 绿豆适宜施钾量

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施 K 量范围内，随着施

K 量的增加，绿豆产量逐渐提高，但继续增加施 K
量，绿豆产量则明显下降(图 3)。绿豆产量与施 K 量

的效益方程为 Y=- 0.019 7 X2+4.524 6 X+1 133.5
(R=0.874 9)。

经上述方程计算，最高产量施 K 量为 114.8
kg/hm2，最高产量为 1 393.3 kg/hm2，最大效益产量

施 K 量为 99.36 kg/hm2，最大效益产量为 1 388.58
kg/hm2。在本试验条 件下，绿豆适 宜施 K 量 为

100～115 kg/hm2。
2.2 红小豆 N、P、K 适宜用量

通过红小豆 N、P、K 肥量级试验，根据产量结

果和施肥效益分析，确立高产和最佳 N、P、K 肥用

量，用于指导红小豆施肥。
2.2.1 红小豆适宜施氮量

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施 N 量范围内，随着施N
量的增加，红小豆产量逐渐提高，但继续增加施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期 25郭中校等：绿豆和红小豆氮磷钾肥适宜用量初探



量，红小豆产量则明显下降(图 4)。红小豆产量与施N
量的效益方程为 Y=- 0.032 2 X2+4.644 6 X+1 296.6
(R=0.690 9)。

经上述方程计算，最高产量施 N 量为 72.1
kg/hm2，最高产量为 1 464.1 kg/hm2，最大效益产量

施 N 量为 63.47 kg/hm2，最大效益产量为 1 461.68
kg/hm2。在本试验条件下，红小豆适宜施 N 量为

64～72 kg/hm2。
2.2.2 红小豆适宜施磷量

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 P 量范围内，随着施 P
量的增加，红小豆产量逐渐提高，但继续增加施 P
量，红小豆产量则明显下降(图 5)。红小豆产量与施

P 量的效益方程为 Y=- 0.102 7 X2+11.68 X+1 418.8
(R=0.624 9)。

经上述方程计算，最高产量施 P 量为 56.9
kg/hm2，最高产量为 1 750.9 kg/hm2，最大效益产量

施 P 量为 53.04 kg/hm2，最大效益产量为 1 749.39
kg/hm2。在本试验条件下，红小豆适宜施 P 量为

53～57 kg/hm2。
2.2.3 红小豆适宜施钾量

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 K 量范围内，随着施 K
量的增加，红小豆产量逐渐提高，但继续增加施 K
量，红小豆产量则明显下降(图 6)。红小豆产量与施

K 量的效益方程为 Y=- 0.081 X2+8.333 2 X+1 432.4

(R=0.931 9)。

经上述方程计算，最高产量施 K 量为 51.4
kg/hm2，最高产量为 1 646.7 kg/hm2，最大效益产量

施 K 量为 47.03 kg/hm2，最大效益产量为 1 645.15
kg/hm2。在本试验条件下，红小豆适宜施 K 量为

47～51 kg/hm2。

3 结 论

3.1 本试验条件下，绿豆和红小豆合理施用氮磷

钾肥表现明显增产，不同元素对产量的影响强度

为：P>K>N。
3.2 本试验条件下，绿豆最高产量 N、P、K 施肥

量 分 别 为 49.1 kg/hm2、94.2 kg/hm2 和 114.8
kg/hm2； 最 大 效 益 N、P、K 施 肥 量 分 别 为 45.74
kg/hm2、88.11 kg/hm2 和 99.36 kg/hm2；适宜 N、P、
K 施 肥 量 分 别 为 45～50 kg/hm2、88～94 kg/hm2

和 100～115 kg/hm2。
3.3 本试验条件下，红小豆最高产量 N、P、K 施

肥 量 分 别 为 72.1 kg/hm2、94.2 kg/hm2 和 114.8
kg/hm2； 最 大 效 益 N、P、K 施 肥 量 分 别 为 63.47
kg/hm2、88.11 kg/hm2 和 99.36 kg/hm2；适宜 N、P、
K 施 肥 量 分 别 为 64～72 kg/hm2、53～57 kg/hm2

和 47～51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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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N 肥不同用量对红小豆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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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 肥不同用量对红小豆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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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K 肥不同用量对红小豆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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