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风沙土面积大约有 105 万 hm2，主要

集中在西部地区。风沙土是西部中低产土壤之一。
近年来，随着高产新品种的大面积种植，玉米产量

不断提高的同时，化肥用量也在不断地增加。特别

氮肥施用量占化肥总用量的 40%～60%。如何在

风沙土上合理地施用氮肥，促进玉米的高效生产，

保护生态环境及提高氮肥利用效率显得至关重

要。本文对吉林省风沙土玉米新品种双增施肥技

术进行研究，探讨最佳施氮量、氮肥利用率，明确

玉米新品种施用氮肥效应模式。为玉米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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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氮肥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试验设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杨大城子 风沙土

上，供试土壤速效 N 为 92.55 mg/kg、速效 P 为

19.65 mg/kg、速效 K 为 93.89 kg/hm2，有机质为

1.45%，pH 为 5.9。
1.2 供试作物品种与种植密度

供试玉米品种为先玉 335, 种植密度为 6.0
万株 /hm2。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在春季播种前采集耕层土壤样本进行养分分

析，在秋季收获时采集玉米植株和子粒样品进行氮

含量分析。玉米植株和子粒全N用凯氏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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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玉米氮肥用量及增产效应

最大效益施肥量 (kg/hm2) 最高产量施肥量 (kg/hm2)

N 产 量
(kg/hm2)

增产
(kg/hm2)

增产
(%)

养分增粮
(kg/kg)

纯收入
(元 /hm2) N 产 量

(kg/hm2)
增产

(kg/hm2)
增产
(%)

养分增粮
(kg/kg)

纯收入
(元 /hm2)

146.8 7 271 2 938 67.8 20.0 3 213 160.1 7 294 2 961 68.3 18.5 3 188

1.4 试验处理与田间设计

试验设 3 次重复，小区面积为 20 m2。4 行

区，小区随机排列，试验重复间过道 1.5 m，试验

大区周边设保护行 6 垄。试验处理见表 1。

1.5 供试肥料与施用方法

供试氮肥为尿素(含 N 46%)，磷肥为重过磷

酸钙(含 P2O5 46%)，钾肥为氯化钾(含 K2O 60%)。
1/4 氮肥和全部磷钾肥作底肥于春播时施入。3/4
氮肥于 6 月下旬追施。

2 结果与分析

2.1 氮肥不同用量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由表 2 调查结果看出，从 N0～N150 处理的穗

粒数、千粒重逐渐增加 (以 N150 最多)，而后穗粒

数、千粒重逐渐减少，说明氮肥可明显增加穗粒数

和千粒重。N150 处理的穗长最长、秃尖减少。

2.2 氮肥不同用量对玉米产量的增产效果

表 3 显著性测定结果得出：在供试的风沙土

表 2 氮肥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试验处理 穗长(cm) 秃尖(cm) 千粒重(g) 穗粒数(粒)
CK 16.5 1.5 279.2 420
N0 16.6 2.2 283.9 448
N90 18.0 1.5 300.2 504
N120 19.0 1.3 311.2 656
N150 20.0 0.3 321.4 672
N180 19.7 0.3 296.7 640
N210 17.9 1.8 287.0 588

表 3 氮肥不同用量试验产量与效应结果

试验处理
产量(kg/hm2) 比无肥增产 纯收入

(元 /hm2)
比 PK区增产 纯收入

(元 /hm2)
显著性测定

Ⅰ Ⅱ Ⅲ X kg/hm2 % kg/hm2 % LSDD0.05 LSD0.01

CK 3 990 3 596 3 739 3 775 0 0 0 298.5 424.3
N0 4 218 4 535 4 246 4 333 558 14.8 148 0 0 0
N90 7 022 7 143 6 768 6 978 3 203 84.8 3 215 2 645 61.0 3 067
N120 6 723 6 970 7 012 6 902 3 127 82.8 2 992 2 569 59.3 2 844
N150 7 075 7 405 7 357 7 279 3 504 92.8 3 358 2 946 68.0 3 210
N180 7 049 7 067 7 137 7 084 3 309 87.7 2 981 2 751 63.5 2 833
N210 7 190 7 322 6 918 7 143 3 368 89.2 2 934 2 810 64.9 2 786

注：N4.13 元 /kg、P2O5 4.2 元 /kg、K2O 3.5 元 /kg，玉米 1.3 元 /kg(下同)。

表 1 试验处理

处理编号
施肥量(kg/hm2)

N P2O5 K2O
1 0 0 0
2 0 75 75
3 90 75 75
4 120 75 75
5 150 75 75
6 180 75 75
7 210 75 75

上，施氮各处理玉米产量极显著地高于无肥和不

施氮处理，不同用量的氮肥较无肥处理增产玉米

558～3 504 kg/hm2(14.8%～92.8%)，增收 148～
3 358 元 /hm2。较不施氮处理增产 2 569～2 946
kg/hm2(59.3%～68.0%)，增收 2 786～3 210 元 /hm2，

其中以施氮 150 kg/hm2 处理产量较好。

2.3 风沙土玉米施氮模式及氮肥适宜用量

将玉米施氮量和产量结果在 EXCEL 中进行

统计运算，求得风沙土上玉米氮肥施用模式为

Y=4 377+36.26 X- 0.112 7 X2，通过模式进行程序

运算，求出最大效益施氮量和最高产量施氮量以

及增产增收效果。将其列入表 4。

从表 4 可见，在吉林省风沙土上，玉米(先玉

335)最大效益施氮量为 146.8 kg/hm2，可获得玉米

产量 7 271 kg/hm2，较对照 (不施氮) 增产 2 938
kg/hm2(67.8%)，养分增粮值为 20.0 kg/kg，每公顷

施氮效益为 3 213 元；最高产量施氮量为 160.1
kg/hm2，可获得玉米产量 7 294 kg/hm2，较对照增

产 2 961 kg/hm2 (68.3% )， 养 分 增 粮 值 为 18.5
kg/kg。每公顷施氮效益为 3 188 元。

最高产量施氮量是氮肥用量的极限，而最大

效益施氮量是当前生产上的推荐用量。此量不仅

降低玉米生产成本，提高氮肥利用率，增加施氮效

益，而且对粮食安全生产，保护生态环境均有重要

意义。
2.4 新品种玉米吸氮数量及对氮肥的利用效率

通过对植株、子粒化验分析，求出玉米吸氮量

及对氮肥当季的利用效率。将其结果列入表 5。
由表 5 结果看出：在吉林省风沙土上，新品种

玉米(先玉 335)氮肥利用率有随着施氮量增加而

降低的趋势，在每公顷施氮 90～210 kg 时，其氮

肥利用率分别为 42.1%、38.0%、39.9%、30.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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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玉米吸氮量及对氮肥的利用率

试验处理
干物重(kg/hm2) 吸氮量(kg/hm2)

吸氮总量(kg/hm2) 百公斤子粒吸收氮量(kg) 氮肥利用率(%)
植株 子粒 植株 子粒

N0 3 498 3 459 14.6 44.5 59.1 1.36 -
N90 4 556 5 550 21.2 75.8 97.0 1.39 42.1
N120 4 800 5 715 25.0 82.5 107.5 1.56 38.8
N150 5 244 6 072 32.1 86.9 119.0 1.63 39.9
N180 5 139 5 795 29.8 83.7 113.5 1.60 30.2
N210 5 142 5 896 29.7 84.9 114.6 1.60 26.4

26.4%，吸氮量最多的是 N150 处理(119 kg/hm2)，其

对氮肥的当季利用率也较高，达 39.9%，其百公斤

子粒吸氮量也较高 (1.63 kg)，其次是 N180 和 N210

处理(1.60 kg)。

3 结 论

3.1 显著性测定结果表明，在风沙土上，氮肥对

新品种玉米(先玉 335)有明显的增产效益，较对照

(不施氮肥) 增产 2 569～2 946 kg/hm2 (59.3%～
68.0%)，增收 2 844～3 210 元 /hm2。
3.2 通过施氮效应模式求得风沙土上最大效益施

氮量为 146.8 kg/hm2，可获得玉米产量 7 271 kg/
hm2，较对照(不施氮肥)增产 2 938 kg/hm2(67.8%)，氮

肥增粮值为 20.0 kg/kg，施氮效益为 3 213 元 /hm2；

最高产量施氮量为 160.1 kg/hm2，可获得玉米产

量 7 294 kg/hm2，较对照增产 2 961 kg/hm2(68.3%)，
氮肥增粮值为 18.5 kg/kg，施氮效益为 3 188 元。

3.3 在风沙土上，新品种玉米(先玉 335)，对氮肥

的 利 用 率 有 随 着 氮 肥 用 量 增 加 而 降 低 的 趋 势

(42.1%～26.4%)，每公顷施用氮肥 150 kg/hm2 的

吸氮量最高(119.0 kg/hm2)，其氮肥利用率也较高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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