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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施肥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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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研究了田间平衡施肥对水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 , 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株高、分蘖数、穗

长、有效穗数、瘪粒率、千粒重的影响不同。在各施肥处理中 , 以平衡施肥处理的瘪粒率最低、千粒重和产量 (8 482

kg/hm2)最 高 , 较 无肥区增产 3 445 kg/hm2(68.4%), 增收 4 943 元 /hm2; 粗蛋白(7.21%)与粗 淀 粉(66.03%)含 量 最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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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栽培面积和总产量均居首位的作物 , 种植面积约占粮食作物面积的 30%, 而产量则占

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40%以上。水稻是吉林省第二大粮食作物 , 面积达 40.0 万 hm2 左右 , 在农业生产和

农村经济中 占有重要位 置。但是 , 当前 水稻生产中 存在的主要 问 题 是 产 量 不 高 、品 质 不 优 , 其 主 要 原

因除了品种和栽培措施外 , 一个重要原素是水稻尚未实现养分平衡供应。为了提高我省水稻的产量及

品质 , 增加农民收入 , 通过土壤养分测试和精密的田间试验来确定水稻氮、磷、钾化肥的适宜用量与配

比 , 为水稻高产、优质提供重要的平衡施肥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试验设在吉 林省伊通县 靠山镇 , 土壤 的基本肥力 为速效 N 含 量 119.8 mg/kg、速效 P2O5 为 21.0

mg/kg、速效 K2O 为 108.1 mg/kg, 有机质 2.77% , pH 6.4。

1.2 供试作物品种与种植密度

水 稻 品 种 选 用790D, 保 苗 密 度 为 16.7 万 穴

/hm2。

1.3 试验处理与田间设计

试 验 小 区 面 积20 m2, 3次 重 复 , 小 区 随 机 排

列 , 各小区单排单灌 , 试验具体处理见表1。

1.4 供试肥料与施用方法

本项试验所用氮肥为尿 素(含 N 46%), 磷肥

为重过磷酸钙(含 P2O5 46%), 钾肥为氯化钾(含 K2O 60%)。

施肥方法是 将 1/3 氮和全部 磷钾肥于整 地时撒施 , 并 耙入土中 , 1/3 氮 于返青后 追施 , 1/3 氮 于 分

蘖时追施。

1.5 土壤和植株样本测定方法

土壤速效氮 为扩散吸收 法 , 速效磷为 0.5M NaHCO3 浸提 - 钼 锑 抗 比 色 法 , 速 效 钾 为 火 焰 光 度 法 ,

有机质为油浴加热 - K2Cr2O7 容量法 ; 子粒粗淀粉为盐酸水解法 , 粗蛋白为 H2SO4- K2SO4- CuSO4 消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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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肥试验处理 kg/hm2

处 理
处理内容

N P2O5 K2O
1 无肥 0 0 0
2 NPK(平衡施肥) 175 69 90
3 减 N 0 69 90
4 减 P 175 0 90
5 减 K 175 69 0
6 单 N 17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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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平衡施肥对水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从表 2 可见 , 平衡施肥(NPK)对水稻产量构成因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平衡施肥相比 , 无肥处理

瘪粒率增加 3.0 个百 分 点 , 千 粒 重 降 低 1.2 g; 减 N 处 理 瘪 粒 率 增 加 1.6 个 百 分 点 , 千 粒 重 降 低 2.8 g;

减 P 处理 瘪粒率增加 2.4 个百分点 , 千 粒重降低 2.0 g; 减 K 处理瘪粒 率增加 1.9 个百 分 点 , 千 粒 重 降

低 2.8 g; 单 N 处理瘪粒率增加 1.1 个百分点 , 千粒重降低 1.4 g; 平衡施肥处理与减 P、减 K、单 N 处理

的株高、分蘖数、穗长、有效穗数 、每株实粒数 之间相差不 大 ; 减 N 处理和 无肥处理 的株高、分蘖 数、穗

长、有效穗数、每株实粒数与其它处理相差较大 , 可见 , 氮肥在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明显作用。

2.2 平衡施肥对水稻产量与效应的影响

平衡施肥对水稻增产增收的效果见表 3、表 4。

表 3、表 4 结 果 表 明 , NPK(平 衡 施 肥 )处 理 的 水 稻 产 量 (8 482 kg/hm2)最 高 , 较 无 肥 区 增 产 3 445

kg/hm2(68.4%), 其 次 是 减 K 处 理 、减 P 处 理 和 单 N 处 理 , 虽 然 NPK 处 理 的 产 量 最 高 , 增 产 效 果 最 好 ,

但其经济效益低于减 K 处理 , 施肥各处理的增效顺序是减 K>NPK= 减 P>N> 减 N。减 N 处理的水稻产

量(4 800 kg/hm2)最低 , 减产减收(- 237 kg/hm2、- 979 元 /hm2)。可见 , 在供试土壤上 , 氮是水稻生长不可缺

少的营养元素 , 对水稻产量影响十分显著。

2.3 平衡施肥对水稻品质的影响

将 各 处 理 水 稻 子 粒 品 质 分 析 的 结 果 列 入

表5。

表5的子粒分 析结果表明 , NPK (平 衡 施 肥)

处 理 的 粗 蛋 白 含 量 最 高 (7.211 6%), 其 次 为 减K

处 理 (6.999 0%), 减 P处 理 (6.966 7%)、单 N处 理

(6.711 0%)和 无 肥 处 理 (6.322 5%), 含 量 最 低 的

为减N处理(6.094 9%)。平衡施肥处理粗蛋白含

量比减K处理 高0.212 6个百分点 , 比减P处理高0.244 9个百分点 , 比 单N处理高0.500 6个 百分点 , 比 无

肥处理高0.8891百分点 , 比减N处理高1.116 7个百分点。

NPK(平 衡 施 肥 )处 理 的 粗 淀 粉 含 量 最 高 为 66.03%, 比 无 肥 、减 N 和 单 N 处 理 增 加 1.29、1.51 和

1.50 个百分点 ; 比减 P、减 K 处理增加 0.25 和 0.66 个百分点。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 平衡施肥对水稻的

品质(粗蛋白、粗淀粉含量)有良好的影响。 (下 转 第 34 页)

表 5 不同施肥处理对水稻品质的影响

处 理 粗蛋白(%) 粗淀粉(%)
无肥 6.322 5 64.74
NPK 7.211 6 66.03
减 N 6.094 9 64.52
减 P 6.966 7 65.78
减 K 6.999 0 65.37
单 N 6.711 0 64.53

表 2 施肥对水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处理 株高(cm) 分蘖(个 / 穴) 穗长(cm) 有效穗数(个 / 株) 实粒数(粒 / 株) 瘪粒数(粒 / 株) 瘪粒率(%) 千粒重(g)
无肥 87.4 6 14.9 7 57 4 6.6 30.2
NPK 112.6 11 18.2 9 80 3 3.6 31.4
减 N 97.6 7 16.4 9 76 4 5.0 28.6
减 P 112.3 11 18.0 9 83 5 6.0 29.4
减 K 114.5 10 18.2 10 86 5 5.5 28.6
单 N 112.9 10 18.2 10 81 4 4.7 30.0

表 4 平衡施肥对水稻的增产效应

处 理
平均产量

(kg/hm2)
增产 纯收入

(元 /hm2)
显著性

测定水准(kg/hm2) (%)
无肥 5 037 0 0 0

LSD0.01=580
LSD0.05=408
LSD0.1=326

NPK 8 482 3 445 68.4 4 943
减 N 4 800 - 237 - 4.7 - 979
减 P 8 316 3 279 65.1 4 943
减 K 8 450 3 413 67.8 5 136
单 N 8 086 3 049 60.5 4 781
注 : 价格 : N 4.04 元 /kg、P2O5 4.35 元 /kg、K2O 2.80 元 /kg、水 稻 2.40

元 /kg、施肥量 N 175 kg/hm2、P2O5 69 kg/hm2、K2O 90 kg/hm2

表 3 水稻田间试验产量结果

处 理
产 量(kg/hm2)

Ⅰ Ⅱ Ⅲ 平均

无肥 5 180 5 050 4 880 5 037
NPK 8 285 8 690 8 470 8 482
减 N 4 920 4 600 4 880 4 800
减 P 8 130 8 027 8 790 8 316
减 K 8 550 8 350 8 450 8 450
单 N 8 000 8 060 8 199 8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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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f Microorganism on Res toring Polluted Vegetabl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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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olluted vegetable soil in JiLin province was presented in the paper.

Focusing on the mechanism and efficiency, we expound the role of microorganism in restoring polluted vegetable

soil, which was caused by organic pesticide and heavy metals. The results outlined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new technologic inform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olluted vegetable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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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水稻考种结 果表明 , 平衡 施肥处理较 其它处理 , 降 低 了 水 稻 的 瘪 粒 数 和 瘪 粒 率 , 增 加 了 水 稻 的 千

粒重。

在 供 试 土 壤 上 , 平 衡 施 肥 的 水 稻 产 量 (8 482 kg/hm2)最 高 , 其 次 是 减 K 处 理 (8 450 kg/hm2)、减 P 处

理 (8 316 kg/hm2)和 单 N 处 理 (8 086 kg/hm2), 水 稻 产 量 最 低 的 是 减 N 处 理 , 仅 为 4 800 kg/hm2; 减 K 处

理的水稻经济效益(5 136 元 /hm2)最高 , 减 N 处理为亏损(- 979 元 /hm2)。

由于平衡施肥有利于水稻的吸收利用及养分向子粒运转 , 促进蛋白质及淀粉合成 , 提高子粒中 蛋

白质及淀粉的含量 , 各处理相比 , NPK 处理的粗蛋白与粗淀粉含量最高 , 分别为 7.211 6%(比其它 各

处理增加 0.212 6～1.116 7 个百分点)和 66.03%(比其它各处理增加 0.25～1.5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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