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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氰胺对氮肥增产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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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 析 了 水 田 和 旱 田 应 用 双 氰 胺 (不 同 用 量)氮 素 *的 增 产 效 益 。结 果 表 明 ：双 氰 胺

在 水 田 条 件 下 (施 用 量 + , #’ -. / 01’*，增 产 幅 度 为 !’"’2 , !3"#2，最 高 产 量 施 用 量 为 ’!"3
-. / 01’， 最 佳 经 济 产 量 施 用 量 为 ’%"4& -. / 01’， 施 用 比 例 为 !5%"!! , %"!$。 在 旱 田 条 件 下

(施 用 !6"$ , 34"$ -. / 01’*，增 产 #"32 , 6"62，最 高 产 量 施 用 量 为 #+"6 -. / 01’，最 佳 经 济 产

量 施 用 量 为 ##"4 -. / 01’，其 比 例 为 !5%"!$ , %"!+，可 作 为 玉 米 的 安 全 生 长 用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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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世纪 &% , 4% 年代，受化肥工业产业的影响，当地农业生产中始终采用碳酸氢

铵支撑着粮食生产。由于碳酸氢铵存在着含氮量低、易结块、易挥发、氮素利用率低和肥

效期短的问题，长期以来始终困扰着肥料生产厂家和农业生产者。另一方面，由于铵态

氮肥存在着挥发、硝态氮肥具有淋溶和反硝化作用脱氮等对氮肥造成许多损失，致使作

物对氮肥利用率一般在 #%2 , 3$2，这样既提高了生产成本，又造成了环境污染。所以，

如何提高氮肥利用率，减少氮肥损失，充分发挥氮肥增产效益是氮肥施用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于 !44& , ’%%% 年利用双氰胺进行了氮肥增效试验，为今后合

理施用氮肥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双氰胺在水田中对碳酸氢铵的增效试验

试验处理：!碳酸氢铵 +’$ -. / 01’ 为对照；"碳酸氢铵 +’$ -. / 01’)双氰胺 + -. /
01’；#碳酸氢铵 +’$ -. / 01’)双氰胺 !6 -. / 01’；$碳酸氢铵 +’$ -. / 01’)双 氰 胺 ’3 -. /
01’；%碳酸氢铵 +’$ -. / 01’)双氰胺 #’ -. / 01’，共 $ 个处理。

!,( 双氰胺在玉米田中对尿素的增效试验

试 验 处 理 ：!尿 素 3$% -. / 01’ 为 对 照 ；"尿 素 3$% -. / 01’)双 氰 胺 !6"$ -. / 01’；#
尿 素 3$% -. / 01’)双 氰 胺 ## -. / 01’；$尿 素 3$% -. / 01’)双 氰 胺 34"$ -. / 01’，共 3 个 处

理。

!,# 试验过程

水田试验于 !44& , !444 年在本院水田试验地进行。供试水稻品种为玉丰，供试肥

料为碳酸氢铵，含氮量 !&2，含水量 #"$2。试验小区面积 !#"6 1’，每个小区四周用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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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埂 ，单 排 单 灌 ，随 机 区 组 排 列 ，! 次 重 复 。 育 苗 方 法 采 用 尼 龙 旱 育 苗 ，于 " 月 #! 日 播

种，播种量 #$% & ’ ()；% 月 )" 日插秧，插秧密度 )*+" ,( - ).+$ ,(，其它管理措施与当地

生产田相同。

玉米试验于 #... / )000 年在本院旱田试验地进行。供试品种为本育九，供试肥料

为尿素，含氮量 "*1。试验小区面积 )" ()，随机区组排列，! 次重复。于 " 月 )2 日播种，

播种密度 *0 ,( - !.+* ,(，划印等距播种，田间管理实行三铲三趟。

! 结果与分析

!"# 双氰胺在水田中对碳酸氢铵的增效作用

双氰胺（二聚铵基氰）呈白色结晶状粉末，含氮 **+*"1。具有稳定氨的作用，同时又

具有抑制土壤中亚硝酸细菌的功能，既是氮肥增效剂又是氮肥缓效剂。对于它的负面作

用尚未见报道。我们利用双氰胺作为氮肥增效剂连续进行 ! 年的试验3表 #4。由表 # 看

出 ，在 施 用 等 量 的 碳 酸 氢 铵 基 础 上 ，各 处 理 间 单 位 面 积 穗 数 和 每 穗 粒 数 均 高 于 对 照 ，千

粒重稍低于对照，可见施用双氰胺对水稻穗数和粒数形成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产量结

果看，施用双氰胺增产幅度为 #)+)1 / #"+!1，处理间呈极显著差异。双氰胺施用量在

#* 5& ’ 6() 的处理，增产 #"+!1，增产幅度最高。从增产效果看，双氰胺在 2 5& ’ 6() 的处

理具有明显的增产效益。在处理间相差 ! 倍的用量条件下，其产量差异仅为 )+!1，说明

双氰胺对碳酸氢铵的增产效果比较稳定。

为明确双氰胺施用量与水稻产量的定量关系，将各处理区的产量结 果 进 行 一 元 二

次多项式回归分析，得出双氰胺的施用量（7）与水稻产量（8）之间的效益方程式：

792 )!*+%)%:#02+"!" !8;)+%). #8) <9#0+0#0 $==
由上式分析表 明 ：在 本 试 验 条 件 下 ，双 氰 胺 最 高 产 量 施 用 量 为 )#+" 5& ’ 6()，该 用 量

下可获得水稻产量 . !.. 5& ’ 6()，比对照增产 #"+#1。由此初步认为，双氰胺的施用量与

碳酸氢铵的氮素比为 #>0+## / 0+#%，较 为 适 宜 水 稻 生 长 发 育 及 产 量 形 成 ，否 则 将 影 响 水

稻产量的形成。根据目前市场水稻价格 #+0* 元 ’ 5&、双氰胺 )+% 元 ’ 5& 条件下，计算出双

氰胺最佳经济产量施用量为 )0+.$ 5& ’ 6()，该用量下可获得水稻产量 . !.2 5& ’ 6()，最

佳经济效益为 #>)!+%，符合报酬增减规律。

!"! 双氰胺在玉米田中对尿素的增效作用

由表 ) 表明，在施用尿素 "%0 5& ’ 6() 基础上增施不同量的双氰胺对玉米产量因素

影响为：穗重高于对照 #0+$ / )0+" &，单穗粒重比对照增加 )!+# / )$+! &，百粒重表现有

增有减。根据产量结果进行方差分析表明，处理间呈极显著（<%+#2% )==!<0+0#"+$%$ #），

重复间不显著。从各处理间看，双氰胺 #*+% 5& ’ 6() 和 ".+% 5& ’ 6() 处理区与对照 不 显

著；!! 5& ’ 6() 处理区的产量与对照呈显著水平，与 ".+% 5& ’ 6() 处理区的产量不显著 。

可见双氰胺不同用量对玉米产量影响较大。

表 # 双氰胺不同施用量对水稻产量因素及产量的影响

处 理
用 量 每穴穗数 每穗粒数 千粒重 产 量 比 ?@ 增产 差异显著

35& ’ 6()4 3穗4 3粒4 3&4 35& ’ 6()4 314 性3<0+0#4
碳酸氢铵3 ?@4 2)% )%+% #0" )"+* 2 #") A
?@:双氰胺 2)%:2 )*+$ #0% )"+% . #!* #)+) B
?@:双氰胺 2)%:#* )2+# #02 )"+! . !0. #"+! B
?@:双氰胺 2)%:)" )*+* #0* )"+% . )02 #!+# B
?@:双氰胺 2)%:!) )$+2 #0% )"+* . )0*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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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处理区的产量结果进行一元二次多项式回归分析，计算出双氰胺施用量（!）

与玉米产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式：

!#$ %&’($%)*+$(,)$ -".’(&/) ,"+ 0#%&(,$& +11
由上式分析看出，双氰胺 用 于 旱 田 玉 米 条 件 下 ，最 高 产 量 施 用 量 为 &/(2 34 5 67+，在

该用量下可获得玉米产量 $ ,’) 34 5 67+，比对照增产 2(’8。根据理论产量计算出双氰胺

与尿素的氮肥比 为 %9’(%) : ’(%/， 即 为 玉 米 的 安 全 生 长 用 量 。 按 照 目 前 市 场 玉 米 价 格

’(, 元 5 34、双 氰 胺 +() 元 5 34 计 算 ，双 氰 胺 的 最 佳 经 济 施 用 量 为 &&($ 34 5 67+，可 获 得 玉

米产量 $ 2$2 34 5 67+。该用量下的经济效益为 %9-(2,。

! 结 论

水田施用碳酸氢铵的条件下，以双氰胺施用量为 / : &+ 34 5 67+，增产幅度为 %+(+8
: %-(&8。其中，以 %2 34 5 67+ 处理增产 %-(&8为最高，/ 34 5 67+ 处理下就具有明显的增

产效益。在处理间相差 & 倍用量条件下，其产量差异仅为 +(&8，说明双氰胺对氮肥的增

产效果比较稳定。根据产量结果分析，双氰胺最高产量施用量为 +%(- 34 5 67+，最佳经济

产量施用量为 +’($, 34 5 67+。双氰胺的施用量与碳酸氢铵的氮素比为 %9’(%% : ’(%)，较

适宜水稻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

旱 田 施 用 尿 素 的 条 件 下 ， 以 双 氰 胺 施 用 量 为 %2() : -$() 34 5 67+， 增 产 &(-8 :
2(28，以 && 34 5 67+ 处理区增产最高，其它处理区的产量与对 照 差 异 不 显 著 。 根 据 产 量

结果分析，最高产量施用量为 &/(2 34 5 67+，最佳经济施用量为 &&($ 34 5 67+，根据理论产

量计算出双氰胺与尿素的氮肥比为 %9’(%) : ’(%/，可作为玉米的安全生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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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双氰胺不同施用量对玉米产量因素及产量的影响

处 理
用 量 穗重 穗粒重 百粒重 产 量 比 TU 增产 差异显著

@34 5 67+A @4A @4A @4A @34 5 67+A @8A 性@0’(’%A
尿素@TUA -)’ +2,() ++&(- &+(2 $ %)’ V
TU*双氰胺 -)’*%2() +,/(+ +-2() &+(, $ -2’ &(- V
TU*双氰胺 -)’*&&(’ +/,($ +)’(, &+($ $ ,)’ 2(2 W
TU*双氰胺 -)’*-$() +/’(- +-/(+ &+() $ 2-’ )(- 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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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农 业 部 稻 米 及 制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测 试 中 心 中 国 水 稻 所 谷 化 系 分 析 室 对 长 白 !"
稻米品质进行测试分析的结果表明，该品种的糙米率、精米率、长宽比、透明度、碱消值、

胶 稠 度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蛋 白 质 含 量 # 项 指 标 达 国 家 优 质 米 一 级 标 准 ，垩 白 率 一 项 指 标

达国家优质米二级标准$表 %&。

" 品种的特征特性

长 白 !" 在 吉 林 省 属 中 早 熟 品 种 ，全 生 育 期 !"’ (，需 有 效 积 温 ’ )**+左 右 。 株 高

,- ./ 左右，主穗平均粒数 !%* 粒左右，结实率 ,"0，谷 粒 呈 椭 圆 形 ，无 芒 ，子 粒 金 黄 ，叶

色淡黄。千粒重 ’) 1，分蘖力强，活秆成熟。抗旱性、耐冷性、耐盐碱性、抗倒伏性及抗稻

瘟病性均较强，抗二化螟。前期早生快发，长势旺盛，后期灌浆速度快，产量比对照长白

, 号增产 23#0左右，适应性广。外观米质及口感品质优良，达到国家优质米标准。

% 栽培技术要点

早播稀播育壮秧，播湿种 ’** 4 ’%* 1 5 /’，2 月 !* 4 !% 日播种，% 月 ’* 日左右插秧。

合 理 密 植 ，一 般 为 "* ./ 6 $!"3" 4 ’*& ./，每 穴 " 4 2 棵 苗 。 合 理 施 肥 ，多 施 农 家 肥 、7
肥 、8 肥 和 9: 肥 ，公 顷 施 纯 氮 !%* ;1、纯 磷 !** ;1、纯 钾 !** ;1 和 纯 锌 !% ;1，切 勿 因 叶

色浅而过多施用氮肥，以防止倒伏和病虫害发生。科学灌水，采用浅<深<浅的方式，) 月

初晒田。及时防治病、虫、草害。适于吉林省白城、松原、大安、珲春、蛟河、延边、榆树、内

蒙古东部及黑龙江西部等有效积温在 ’ )**+左右的平原稻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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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MIO1H: NHIMDJDLHI D: UGMHI NDHJ( G:( (IK NDHJ(3 BCH IHERJM D:(D.GMH( MCGM MCH D:.IHGED:1 KDHJ(
IGMH UGE !’3’0 4 !23"0 UCH: # 4 "’ ;1 5 C/’ STS UGE GFFJDH( D: UGMHI NDHJ(3 VFFJKD:1 ’!32
;1 5 C/’ STS IHG.CH( MCH CD1CHEM KDHJ(3 V:( MCH OFMD/R/ STS QRG:MDMK UGE ’*3,) ;1 5 C/’

UDMC G FIOFOIMDO: ON !W*3!! 4 *3!%3 BCH D:.IHGED:1 KDHJ( IGMH UGE "32 4 -3- UCH: !-3% 4 2,3%
;1 5 C/’ STS UGE GFFJDH( D: (IK NDHJ(3 VFFJKD:1 "#3- ;1 5 C/’ STS IHG.CH( MCH CD1CHEM KDHJ(3
V:( MCH OFMD/R/ STS QRG:MDMK UGE ""3, ;1 5 C/’ UDMC G FIOFOIMDO: ON !W*3!% 4 *3!# G:( .ORJ(
PH REH( GE EGNH GFFJKD:1 QRG:MDMK NOI .OI: 3

()* +,%-#A STSX YFMD/R/ GFFJK QRG:MDMKX ZD.HX TOI:X [DHJ( FHINO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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