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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肥料分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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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plit Fertilization on Ric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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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一『話='-C:II 

水稻為本會主要作物，關於其施肥問題，過去已有甚多之研究，但六告1\份均偏重於肥料用量與肥

料種類者較多 (4) ，(:;)， (6) ， (1) ， (9) ，(自〕﹒ (1圳們﹒ (18) ， (19) ， (20) ，(訂)， (2川間，而施肥時間與施肥次數問題之研究則未被

重視。但本省水稻肥料用量已相當多，所採用肥料種額亦相當適合，除非另有新的高產量品種育成外

，僅以增施肥料及改換肥料種類欲使水稻增產之可能性大為減少 ，故以施肥方法調整前後期營養 ，且

期提高產量頗值得重視。

日入三宅 、石塚與大杉民等 ， 分別以水耕試驗獲得8下共同之結論;水稻在初期 1~2週內之生

育缺乏氮素，可由以後之施用而恢復，且無任何影響，由此可知氮吉德肥料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分施。磷

酸應在初期數週內供給，間後補給則並不重要，故磷肥以基肥使用較為有欲。與磷肥相反，押在全生

育期間或者說至生育後期之補給仍為必要，故以數次分施為佳(11) 。又接岩因氏之試驗由滲漏水流失肥

料之成份血加入肥料量寫100則氮素流失為20~31% ' 磷素為10克 ，紳素為13~22~~(2) 。由斟上二試驗

結果觀之，木論水稻生理之實際需要或預防肥料流失之損失，氮紳肥均應適當分施較為有不IJ(2) 。五島

民認為速妓性氮肥施用之基本觀念，為分藥盛期及幼穗形成期不可缺少氮素，而幼穗形成期之穗肥用

置 ，每公頃以75公斤左右為安全(2) 。松島氏則以為欲得良好稻株形態 ，以得高產量 ，出穗前 43日至20

間應控制氮素供給切斷肥殼，而提高成熟率，在此限制氮素期後，須立即〈出穗前18 日〉迫施氮素同

日時在齊穗時也有加施少量氮肥之必要(的。日本最近有關氮紳肥施用時間與次數問題 ，均蒼童在水稻

後期氮素營養之維持 ，立l提高成熟率為目標(約)。

本省有關氮紳肥施用時間與次數問題，近年來已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在草草化地區之調查，施用

追肥 3 次與 4 次者， 1r~調查總數 80克以上(10) 0 氮肥施用穗肥之理論 ， M~尚在詳細地再檢討中，但許多

農民已知日人研究之原則，加以應用而獲得教果，齊穗期前之施氮亦有人嘗試中。師肥方面，戰前鳥

居總~之研究(:4) ， 認為紳之肥欽在第二期作營養時間之初期生育旺盛時寫著 ，此時期在種總後30 日左

右，故在此時期之前j施用適量之~至為重耍，但在第一期作較此稍遲，約在種後的目前後有施鯽肥之

必要，遲於此時則押芝肥裁減退，且二期作分施之教果絞劣，而一期作分施教果較佳。

盛澄淵與阮文霖兩民研究結果(8)(圳認為師肥之分施較一次施為優， 但尚無法確定究應分幾次施用

為佳。又檬馮明彬、張守敬兩氏之研究四個代表性土壤押素固定能力結果(2:;) ，認為水回土壤押素固定

力不明顯，所施紳索流失量甚六，為防止3月1肥流失，多lJl肥應分次施舟，供應水稻生長後期之需-耍。另

外土壤質地之不同對養分歧收及釋放之能力亦具且流失量亦顯然不同。 本試驗之目的嫣研究氮研肥分

施在不同質地土壤之教菜， 尼l期提供寫實際之應用。;;$:研究經費承蒙農復會補助 ，謹致謝意。

二、試驗方法

A.地點:員林街雅里農家與商栗錢校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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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士壤質地:員林較粘章，在{栗較砂。

c. 水稻品種:採用當地償用品種，員林用嘉南 8 號， EIi栗用新竹56號。

D. 肥料處理:本試驗一期水稻三要素用量為lOO~60~80 公斤/公頃，因感一期氮肥略為不足，

故二期不減氮肥用量，仍用100~60~80公斤/公頃，本試驗計 9 處避其代號及各

肥料分配情形如表 1 。

表1. 各處理氮紳肥分次施用分配表 C%)

處 :理~主 H巴 移置後 10 天|移置?後 20 天 i 移置後 30 天|孕秘 j到 1 齊期秘、
Basic 10 Days after 120 Days after; 30 Days aft巴r 1 Pani比cI e 1 Full headi叮n

T、r閃ea以tmel叫 dr巴SSl時 tra肘plan叫t叫i呵 1 tran肘s叩plan仙時[川tran的s叩pJ凶a仗叫t討Ir時 [μf臼orm即11口I時 5計tag酹它 st侃ag伊巴

40 

40 

{40 
50 

{N25| 一|一 n~
KTI lW 

訟:1.上表為一期作情形二期作應改為移植後每隔 7 天。

2.孕穗期約為出穗前25天，基肥在移植前一天施用。

3.磷肥全部為基肥，卸肥無詮明亦為基肥使用。

E. 田間設計:採用逢機區集設計， 9 處理 6 重腹，計54小區，小區面積為2.5mx 哇m=10m3o

A. 55年第一期作:1.變方分析:兩地稻谷與黨產量經變方分析結果如表 2 。

表2. 55年一期稻谷與稻矗立變方分析表

們|自|平 rz7 府] I 均 M. S 方 I F F value 值占3iIZF
其量|南瓜I~可卡一-7對 架|一員 林一茵 一果員林!苗一要~ 1-一一一一一一

間; 51 也戶; 1 Yuen-lin Miao-Ji I Yuen-lin Miao-Ii 1 Yuen-Jin Miao-li 1 
|凶|- --一 一 -i一一- 卜一一一:;". ~~=I- ~--15 % 1 % 

自〉障JJindwlgzn i s志 lgan sEW grznls志 lAnls皂wg2戶主w!
.. 1 1. 1 . 1_ _ 1 1 艸1 料

3油1 3.5311 ,096,5991 869 ，1ω1 0.630: 0.70SO: 219β21 1 173，但2114.40 6.961 1.961 1.941 2.451 3.51 

2.401 3呵口25，7461 828，酬。 3∞!044344凹，叫 1日3，5711 6 詰1 4.371 3.721 1 吋 2.181 2.99 

ment 1 

1.751 4.06~4，470，428:3 ，579 ，0971 0.044 0.1 015: 1日，7611 89,477i 

7可叫8.892吋 276.775

TIt: *為達 5%讀者標樂，料為達 1%椒，若棋準。

2.產章:兩地乾谷與指頭產量，組整理其平均值如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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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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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5年一期作稻谷與稻讀產量(公斤/公頃)

處玉盟

Treatment 1 L. S. D 、-----------__ 
地 ~:!lì
Location 

2 3 8 9 
I 5% I 1% 

-
-
l。
總
司
旬
甫

的
架

谷 Grain

葉 Straw

390 522 

不顯著

ETRE

LF 

口
口(
u
u
h
w

谷 Grain

!li1! Straw 

222 297 

364 487 

B.55年第二期作:

1.變方分析: 員林乾草因雨弄亂 ，故無記錄無法作變方分析外，茲將苗栗乾革與乾谷及具林

乾谷經變方分析結果，僅員林乾谷F值為顯著f ，苗栗乾草與乾谷F值均未達顯著:標準 。茲

i待員林顯著郡的列表如下:

表4. 55年二期作員林乾谷變方分析表

I I 理論 F {i虛
設!其原因 自由皮|平方取fI I 均); F 值 Theoritical F 

Variation D. F. I S. S. I M. S. F Value 一一一 τ一一一一一一一I _. _. I _._. _. - . _._- 5 % I 1 % 

區集 Block I 5 0.7403 I 0間 I 1.11 I 2.42 3.45 

處理 Treatment

巷尾差 Error

總計 Total

n
o
n
u

『
M

AU-

nhu 

3.2707 

5.3395 

9.3505 

0.4088 

0.1 335 

** 3.06 2.11 2.83 

2. 產量:兩地乾谷稻草產量，經整理平均值如表 5 ，惟員林二期稻草部份無記錄故未列入。

表5. 55年二期作乾谷與產置表 (公斤/公頃)

L. S. D. ~-
地問1i

Location 

d 

L立于E 
111 

林戶

谷 Grain 60日 811 

說 Straw

四、討論與結論:

1.對本試驗乾谷乾臨產量之變方分析而言，第一期作員林立乾抖， 乾黨處理間差異非常顯著 ，前

栗則僅乾谷處理間差異達顯著乾窮則否。第二期作除貝林乾單純記錄無法整理外，僅具絲;乾谷

郡的其處理間差異達顯著。苗栗乾谷與乾華差異均不顯著，此種不同之結果，可能由於一、二

期溫度變化不同及在i果與貝 t+土壤質地怕差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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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試驗肥料分施款果，不施追肥立產量(處理 1) 為 100 時施追肥(處理 2 至 9 之平均〉之產

量在較砂之苗架 ，稻谷第 1 期作為110 ， 第 2 期作為 104 ，稻草第 1 期作為92 ，第二期作為104

;在較粘之且林稻谷第 1 期作為104 ，第 2 期作為113 ，稻東第二期作缺，第 1 期作為司107 。故

以稻谷增產而言，氮押之適當分施以調整水稻對營養分之所需確可增產。稻草草則不一致。施追

肥與否之公頃產量經整理如表 6 。

表6. 施用追肥與否對水稻產量之影響(公斤/公頃)

哭?~盟主竺竺nl 員 林 Yue叫I1 I 苗 果 Miao、 li

~耳目別 l一一 期「一 二 J再一-1 一 期 l 二一-j屆

" !,eason \ 1st crop \ 2nd crop \ 1st crop \ 2nd crop ' 

~ I 谷怖和稍谷 l 稻藥 ! 稻谷 ! 稍藥!稻谷 1
施用方法 ~ I/rt::~.....:，...-t=r I 'l'i'~'__"'H~ I 'l 'L. :~...~:-.tf" j '11;f...... ...~~ I 
的'~í(~d' method ~ I graín I stra w I grain i s山.:_ _~ain i 士aw 1 grain straw 

施追肥 W仙 top dre心 I 7,223! 側 I 7,910 1 一 l 仙7 I 枷 I 3,342 1 圳
/f:施追~B \ 6,962 \ 4,433 \ 6,969 \ - I 4,131 4月4 I 3月o \ 2,930 

OnlY basic dressing I I I I I 

3. 氮素在水稻生育期施用重肥〈處理1 ， 2 ， 4.5) 產量平均為100時 ，只IJ後期施用重肥(處理3 ， 6 ， 7 ， 8

9) 之平均產量，在較砂土商栗，稻谷第 1 期作第 2 期作均為105 ，稻葉第 1 期作為97 ，第 2 期

作為103 ，較粘之員林稻谷第 1 期作為105 ，第 2 期作為99 ，稻麓僅有:第 1 期作為 112 。故以稻

谷增產霄，除較粘之第 2 期作氣溫高可能因釋放之較多而不增產外，後期重肥均可增加稻谷增

產。

義7.前後期重肥對產量之影響(公斤/公頃)

後期到巴 I 7,348 I 4,940 I 7,783 I - I 4,593 I 3,829 I 3,397 I 3,062 

旦旦斗土且正立己sing 1 I I l 一一一L一一 ! l' 
4. 若不論施肥時間，僅以氮押分施次數而論，其對於乾谷及乾讀之影響如表 8 ，除較粘重土壤(

員林〉之二期作稻谷產量以三次合施為使外，稻谷之增產，以氮例分施次數較多者為高。

表8. 氮紳吧料施用次數對產量之影響(公斤/公頃)

地 N,!j'ì l肘世物期別 I 一 次施肥 ! 二次施肥 三 次 施肥|四次施肥
Location harvest , seas:m . 1 time 2 times 3 times4times 

4,131 4,322 4,575 4,670 

tl:ì 谷gram
2 3,200 3,209 3,3]7 3,456 

架 4204 4,024 3,802 3,802 Miao-li 
j單fstraw

2 2,930 3,040 3,013 3,067 
一一一 一 -- 一

6,962 7,032 7,162 7,399 

民
谷gram

2 6,969 7,885 8,025 7,812 
ι亭子, 

4,433 4,684 4,572 4,967 
Yuen月lin

~Straw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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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氮素施用聽肥與粒肥增加水稻每穗粒教與粒重對於稻谷增產之教廳，根攘本試驗結果施用穗肥

均為有殼。不過因水稻當時營養狀態之不同而產量之增加亦有大小之不同而已。粒肥之教果則

僅在較砂土壤 Cß'i栗〉之二期較粘土壤(民林〉之第一期略有妓泉，餘則無殼，有關此方面之

解釋，似應對生長後期之營養狀態與光線環境加以了解不可。

衰9. 穗、粒肥之施用對水稻產量之影響

I tL,t.r 'U/.iJW.... I irn 011 I A .. /;ú.: flH ，，~.~: RIIl施秘肥|施總粒肥
九個tlof|志丹剎車asiiMAinLEette! 如izutszlJZ;IZJUZlng
在i /̂ '、 l 4,289 4,750 4,512 

2 3,217 3,359 3,433 

ED E 
英 l 3,976 3,762 3,738 

哭 straw 2 3,027 3,020 2,970 

員 l 6,995 7,281 7,418 
.2 

2 7,935 8,020 8,007 

知口ω = 
立憲

1 4,595 4,650 4,983 

4ι'* 、
! stiaw 2 

6. 氮肥之分施，由本試驗而言確可增產，除第二期作苗栗區處理 2 CN分基肥及第一次除草各施

50.96') 較不分施N之處理略低外，餘均較不分施立處理產量高 。就較砂之苗栗區而言， N肥之

分施以處理 5 C基肥30克，第 2 次除草40克，孕穗30%) 之產量較佳。惟二期作較砂之處在高

溫多雨之情形下，早施之肥料易被水稻吸收及流失，到後期氣溫雨量降低，似應在齊穗期酌控

少量氮肥.13提高成熱率避免此時期之缺氮，此點由二期作之處理 7 優於處理6 可以君出。較粘

之員林區， N之分施在第一期作以處理 7 C基肥75克，第三次除萃的恕，孕穗期25克，齊穗期

10%) 為佳，二期作息處理 2 與 5 較佳，此種氮肥施用欽應之不同 ，.fb1，可能與土攘溶液內含 N

濃度有關。

7. 僅就本試驗一年乾谷成績而論與!i之分施在故砂之苗栗區有故，處理 8 均優於處理 7 其欽果一期

較二期為六，故抑肥似可考慮分基肥與第三次除草:各施50克。在絞粘之員林區，一期作餌肥今

施與否差異甚徽，二期作則抑肥分施產量反而降低，因比較粘靈之地$Ifl肥似可不必分施。

五、摘要

1. :本試驗為了解抵御肥分施，在絞砂及較粘兩種質地土壤之故晦，故試驗分為二處，一處在絞砂

土壤之苗栗與另一處在較粘土壤之員林。水稻品種員林用嘉南 8 踐 ，苗栗用新竹56 。

2. 肥料一期作與二期作均用100-60-80公斤/去頃，磷肥均用為基肥 ，以氮釗l分施方法之不同設

九處理 ，罔聞探用造機完全區架設計，六重復， 5蚓、區，小區面積為2.5m x 4m = 10m2 
0 

3. 試驗結果，員林區除第二期作乾麗無記錄無法整理外，不論一、二期之乾谷乾贅，經變方分析

結果F值均達差異極顯著。商栗區則僅第一期作之乾谷變方分析F 之值達極顯著。

4. 搞卻分施放果較不分施可增產稻谷產量，稻黨則無一定傾向。主;以乾谷產量而論，除較粘宜土

壤(員林〉之二期作以三次分施為優外，餘均以分四次施用為擾。

5. 除按粘重土壤之二期作產量一樣外，氮素在水稻生育前期施用重肥者，顯然較後期施用軍肥者

稻谷庄里為眩，不論質地芝粘或砂穗吧均有放束，粒吧則僅在砂質土壤之二期作與物質土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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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作略有欽果。

G. 氮肥之分施由本試驗結果而言 ，不論茵栗砂質土或員林粘質土處理 5 (基肥30克第二次除萃的

矩，孕穗30克〉均佳。惟絞砂之三期作與較粘立一期作在齊穗期酌施少量氮肥{bÁ有欽果。

7. 鐸之分施，在較砂之土壤以基肥與第三次除草各施50%為優，且一期之故果優於二期。粘質土

壞押之分施似無故果，故不必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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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plit Fertilization on Rice Production 

P.L.SY ang, Y. P. Wang,M. H. Ch iang 

Summary 

1. T wo field experiments each were set on the [ight soil of }.在iaoli and the heavy 

soil of Yuanlin in 1966 for studying the effect of split application of nitrogenous and 

potash fertilizers on rice. The varieties used for the respectíve soils were Hsinchu No. 

56 and Chianung No. 8. 

2.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N-P205一也o was 10。一60-80kg/ha. for both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rops. The whole amount of phosphatìc fertìlizer was applied as basic 

dressin,g before tran5planting, and for nitrogen and potash the treatments of application 

in percentage may be tabulat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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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1) f'rom treatments 1 to 7, the whole amount of potash was dressed before transplanting 
(2) f'or the second crop the first top-dressing was 7 days aft臼 transplanting， and the 

rest at 7-day intervals. Fertilization at the panicle formation stage was about 25 days 
before heading. 

Nine fertilizer treatments as shown in the above table were arranged in .a complete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with 6 replications. 

3. A l1 ex.perimental data obtained were treated statisical1y.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F tests for grain yields were highly significant for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rops at Yuanlin but only for the first crop at Miaoli. 

4. The split application of nitrogen could increase ric沼 grain. R.egardless of soil texture, 
4 dressings usually gave the highest yield, ex.cept in the second crop of Y l1anlin. 

5. The split application of potash (treatments 8 and 9 vs. treatment 7) was more 
effective for the first crop than for the second crop and on Miaoli's light soil than 
on Yuanlin's heavy soiJ , the latter suggested that the split application on the heavy
tex.tured soils is not necessary. 

6. Experiment results conclusively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nitrogen top-dressings 

at the late stage of rice growth (treatments 5, 6, 7, 8 and 9). With a few ex.ceptions a top
ressing at heading would not increase rice grain sig'lificantly. Therefore, the favorabJe 
effect was attributed to the nitrogen supply at the panicle formation st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