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是吉林省主要粮食作物，其播种面积和

总产均占粮食作物的第二位，随着品种的不断更

新和新的稻作技术的应用，使吉林省水稻产量有

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近年生产上缺乏突破性的新

品种。同时为了满足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国家粮食

安全需要，发展和推广超级稻品种已成为必然。
超级稻品种因其产量高、品种好而备受稻农

的喜爱，超级稻品种在北方稻区发展十分迅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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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超级稻品种 17 个，推广面积达 133.4 万 hm2，

前景十分广阔。
超级稻品种的推广和应用，为水稻的进一步

高产提供了品种条件。因此给超级稻品种配套的

栽培技术体系就尤为重要。自超级稻品种应用推

广以来，有关肥料对超级稻品种产量和形态影响

方面研究较少。为此，在我省进行氮、磷、钾营养

水平对超级稻品种产量及形态的影响的研究就更

为重要。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土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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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氮磷钾营养水平，对耐肥型和广适型超级稻叶面积指数、干物重和产量构成因素影响不同。
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以 N200 kg/hm2、P100 kg/hm2、K120 kg/hm2 时，叶面积指数和干物重表现最好。广适型

超级稻吉粳 83 以 N100 kg/hm2、P750 kg/hm2、K90 kg/hm2 叶面积指数和干物重表现最好。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以 N250 kg/hm2、P100 kg/hm2、K60 kg/hm2 时产量构成因素最好，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以 N100 kg/hm2、
P75 kg/hm2、K90 kg/hm2 产量构成因素表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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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南崴子镇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试验地，土壤类型为冲击性

水稻土，土壤肥力中等，前茬作物水稻，土壤全 N
0.187 3%、全 P 0.084 5%、全 K 2.657 6%、有机质

2.102 9%。
1.2 供试品种与密度

供试品种选择吉林省两类超级稻品种：耐肥

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3。试验密度为 30 cm×20 cm。
1.3 田间处理与设计

氮磷钾营养水平试验设 5 个处理，施用方法

为氮肥按 4 ∶3 ∶2 ∶1 施用，磷钾肥作底肥一次性施

用。其编码表 1。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 N、P、K 水平对超级稻叶面积及干物重

的影响

2.1.1 不同 N 水平对超级稻叶面积及干物重的

影响

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施用 N 素肥料各处理的叶面积指数和干物重

均好于不施 N 处理(表 2)，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施氮处理 200 kg/hm2 叶面积指数最高，干物质最

重，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叶面积指数高 1.6～
0.6，干物质多 14.21～8.26 g；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吉粳 83，施 N 处理 100 kg/hm2 叶面积指数最高，

干物质最重，分别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叶面积

指数高 2.1～1.0，干物质重 20.76～6.73 g。
2.1.2 不同 P 水平对超级稻叶面积及干物重的

影响

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施用 P 素肥料各处理的叶面积指数和干物重

均好于不施 P 处理(表 3)，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施磷处理 100 kg/hm2 叶面积指数最高，干物质最

重，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叶面积指数高 1.3～
0.6，干物质重 15.16～2.54 g；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吉粳 83，施 P 处理 50 kg/hm2 叶面积指数最高，干

物质最重，分别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叶面积指

数高 0.2～0.1，干物质重 7.62～3.97 g。
2.1.3 不同 K 水平对超级稻叶面积及干物重的

影响

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施用 K 素肥料各处理的叶面积指数和干物重

均好于不施 K 处理(表 4)，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施 K 处理 120 kg/hm2 叶面积指数最高，干物质最

重，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叶面积指数高 0.5～
0.1，干物质重 16.27～1.98 g；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吉粳 83，施 K 处理 90 kg/hm2 叶面积指数最高，干

物质最重，分别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叶面积指

数高 1.1～0.1，干物质重 13.58～5.27 g。
2.2 不同 N、P、K 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构成因

素的影响

2.2.1 不同 N 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构成因素

的影响

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施 N 各处理每穴穗数、粒数和穗重均好于不

施 N 处理(表 5)，吉粳 88 最好的是施 N 200 kg/hm2

表 3 不同 P 水平对超级稻叶面积及干物重的影响

品种 P 肥力因素水平 叶面积指数 干物质重(g)
耐肥型超级稻品种 P0 N100 K60 1.1 28.16
吉粳 88 P25 N100 K60 1.2 32.23

P50 N100 K60 1.6 34.12
P75 N100 K60 2.0 40.78
P100 N100 K60 2.6 43.32

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P0 N100 K60 1.8 30.25
吉粳 83 P25 N100 K60 1.9 33.90

P50 N100 K60 1.9 37.87
P75 N100 K60 2.0 30.35
P100 N100 K60 2.0 31.92

表 4 不同 K 水平对超级稻叶面积及干物重的影响

品种 K肥力因素水平 叶面积指数 干物质重(g)
耐肥型超级稻品种 K0 N100 P50 1.3 27.91
吉粳 88 K30 N100 P50 1.4 31.68

K60 N100 P50 1.6 31.71
K90 N100 P50 1.7 42.20
K120 N100 P50 1.8 44.18

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K0 N100 P50 1.1 28.15
吉粳 83 K30 N100 P50 1.4 30.53

K60 N100 P50 1.9 34.16
K90 N100 P50 2.2 41.73
K120 N100 P50 2.1 36.46

表 1 N、P、K 不同因素水平 kg/hm2

因素
水平

- 2 - 1 0 1 2
N 0 50 100 150 200
P 0 25 50 75 100
K 0 30 60 90 120

注：在考虑 N 元素对不同超级稻类型影响时，设定磷钾为 0 水平，
在考虑 P 元素对不同超级稻类型影响时，设定氮钾为 0 水平，在考
虑 K元素对不同超级稻类型影响时，设定磷氮为 0 水平。

表 2 不同 N 水平对超级稻叶面积及干物重的影响

品种 N肥力因素水平 叶面积指数 干物重(g)
耐肥型超级稻品种 N0 P50 K60 2.9 46.12
吉粳 88 N50 P50 K60 3.3 48.53

N100 P50 K60 3.6 49.92
N150 P50 K60 3.9 54.48
N200 P50 K60 4.5 62.74

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N0 P50 K60 2.5 40.96
吉粳 83 N50 P50 K60 4.0 50.95

N100 P50 K60 4.6 61.72
N150 P50 K60 3.6 50.26
N200 P50 K60 2.4 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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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 N 水平对超级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品种
N肥力因素

水平
每平方
米穴数

每穴穗数
(个)

每穗粒数
(个) 空枇率(%) 千粒重(g) 株高(cm) 穗长(cm) 整株重(g) 节间长(cm) 穗重(g)

耐肥型超 N0 P50 K60 9.6 9.20 112.41 70.04 21.40 84.00 17.19 53.08 14.03 2.27
级稻品种 N50 P50 K60 9.6 12.40 130.07 8.83 21.00 93.60 18.34 83.13 15.23 2.42
吉粳 88 N100 P50 K60 9.6 12.80 136.25 1.92 20.20 96.20 17.28 81.23 15.64 2.60

N150 P50 K60 9.6 14.00 137.77 4.88 20.60 97.00 18.92 81.41 16.01 2.88
N200 P50 K60 9.6 14.60 140.38 2.41 20.76 99.00 17.33 80.79 15.65 2.98

广适型超 N0 P50 K60 9.6 13.80 70.00 1.66 24.92 94.60 16.64 76.07 15.67 1.76
级稻品种 N50 P50 K60 9.6 16.20 71.25 3.42 25.54 91.80 17.61 68.05 14.93 1.99
吉粳 83 N100 P50 K60 9.6 20.20 82.18 2.50 24.78 95.20 17.70 66.03 15.84 2.80

N150 P50 K60 9.6 19.20 75.04 4.36 24.78 97.20 17.31 76.76 16.72 2.79
N200 P50 K60 9.6 18.20 77.84 6.52 24.08 100.00 16.49 98.46 17.20 2.64

表 6 不同 P 水平对超级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品种 P 肥力因素水平
每平方
米穴数

每穴穗数
(个)

每穗粒数
(个) 空枇率(%) 千粒重(g) 株高(cm) 穗长(cm) 整株重(g) 节间长(cm) 穗重(g)

耐肥型超 P0 N100 K60 9.6 7.40 130.85 1.57 21.88 84.60 18.87 48.46 14.30 2.82
级稻品种 P25 N100 K60 9.6 8.40 132.00 3.03 22.20 87.80 17.94 60.23 16.42 2.94
吉粳 88 P50 N100 K60 9.6 8.00 135.62 2.39 22.78 83.60 17.51 46.26 15.11 2.99

P75 N100 K60 9.6 8.20 137.00 3.57 22.22 85.60 17.93 53.88 15.42 3.19
P100 N100 K60 9.6 9.40 144.55 2.21 21.90 90.40 17.58 61.27 14.75 3.26

广适型超 P0 N100 K60 9.6 13.00 70.75 2.22 26.22 84.40 16.40 63.12 12.77 1.96
级稻品种 P25 N100 K60 9.6 13.40 77.07 2.68 25.64 85.40 16.57 62.11 14.60 2.05
吉粳 83 P50 N100 K60 9.6 14.00 77.33 3.34 25.98 89.40 17.61 63.09 14.92 2.06

P75 N100 K60 9.6 17.00 79.88 1.96 25.18 81.80 15.92 73.53 14.10 2.67
P100 N100 K60 9.6 15.00 73.58 2.49 25.78 81.40 16.70 51.42 12.91 2.54

表 7 不同 K 水平对超级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品种 K肥力因素水平
每平方
米穴数

每穴穗数
(个)

每穗粒数
(个) 空枇率(%) 千粒重(g) 株高(cm) 穗长(cm) 整株重(g) 节间长(cm) 穗重(g)

耐肥型超级稻 K0 N100 P50 9.6 7.60 109.57 2.15 22.10 84.20 16.61 39.84 13.59 2.00
品种吉粳 88 K30 N100 P50 9.6 8.00 113.77 1.36 21.82 82.00 16.80 54.15 15.28 2.14

K60 N100 P50 9.6 8.80 125.42 1.48 22.14 82.40 17.01 36.21 14.03 2.54
K90 N100 P50 9.6 8.00 113.87 2.32 21.24 82.00 16.67 45.65 13.81 2.51
K120 N100 P50 9.6 8.20 107.50 1.09 21.56 85.00 17.78 53.24 13.52 2.37

广适型超级稻 K0 N100 P50 9.6 12.40 60.53 2.99 25.40 84.60 15.79 53.96 14.73 1.66
品种吉粳 83 K30 N100 P50 9.6 13.00 63.81 1.70 25.80 81.40 16.18 44.44 13.33 1.86

K60 N100 P50 9.6 14.60 72.25 2.16 25.50 83.00 16.74 62.38 15.54 2.07
K90 N100 P50 9.6 18.80 79.20 1.09 26.42 77.80 17.21 37.40 13.95 2.64
K120 N100 P50 9.6 15.40 73.80 3.18 25.42 81.60 17.22 57.77 14.64 2.15

处理，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的穗数、粒数和穗重

增加 5.4～0.6 个、27.97～2.61 个和 0.61～0.1 g；广

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以 100 kg/hm2 为最好，较对

照和其他 3 个处理穗数、粒数和穗重分别高 6.4～

1.0 个、12.18～4.34 个和 1.04～0.1 g。
2.2.2 不同 P 水平对超级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

响

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施 P 各处理每穴穗数、粒数和穗重均好于不

施 P 处理(表 6)，吉粳 88 最好的是施 P 100 kg/hm2

处理，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的穗数、粒数和穗重

增加 2.0～1.0 个、13.70～7.55 个和 0.44～0.07 g；广

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以 75 kg/hm2 为最好，较对照

和其他 3 个处理穗数、粒数和穗重分别高 4.0～2.0

个、9.13～2.55 个和 0.71～0.13 g。
2.2.3 不同 K 水平对超级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施 K 各处理每穴穗数、粒数和穗重均好于不

施 K 处理(表 7)，吉粳 88 最好的是施 K 60 kg/hm2

处理，较对照和其他 3 个处理穗数、粒数和穗重增

加 1.2～0.4 个、15.85～11.65 个和 0.54～0.03 g；广

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以 90 kg/hm2 为最好，较对照

和其他 3 个处理穗数、粒数和穗重分别高 6.4～3.4
个、18.67～5.40 个和 0.98～0.57 g。

2.3 不同 N、P、K 水平对超级稻产量的影响

2.3.1 不同 N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的影响

不同 N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均有增产作用，

耐肥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施 N 处理较不施 N 处

理产量增加 808～2 119 kg/hm2(10.4%～27.4%)，

只有施 N 处理 200 kg/hm2 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在

本试验条件下，耐肥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的最适

宜施 N 量是 200 kg/hm2；广适型超级稻品种施 N
各 处 理 较 不 施 N 处 理 产 量 增 加 为 1 054～1 788
kg/hm2(13.7%～23%)，只有施 N 为 100 kg/hm2 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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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 N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的影响

品种 处理
产量 显著性

Ⅰ Ⅱ Ⅲ 平均 5% 1%
耐肥型 N0 P50 K60 7 610 7 801 7 821 7 744 d C
超级稻 N50 P50 K60 8 531 8 713 8 413 8 552 c B
品种吉 N100 P50 K60 8 595 8 759 8 333 8 562 c B
粳 88 N150 P50 K60 9 525 9 652 9 451 9 543 b A

N200 P50 K60 9 817 10 001 9 771 9 863 a A
LSD05=1.433 2 LSD01=2.038 6
广适型 N0 P50 K60 7 685 7 897 7 530 7 704 d D
超级稻 N50 P50 K60 8 751 8 715 8 609 8 758 c C
吉粳 83 N100 P50 K60 9 519 9 591 9 367 9 492 a A

N150 P50 K60 9 008 9 238 8 980 9 075 b B
N200 P50 K60 8 998 9 141 8 843 8 994 b BC

LSD05=1.353 9 LSD01=1.925 8

表 9 不同 P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的影响

品种 处理
产量 显著性

Ⅰ Ⅱ Ⅲ 平均 5% 1%
耐肥型 P0 N100 K60 8 009 8112 7 908 8 010 e D
超级稻 P25 N100 K60 8 550 8656 8 321 8 509 d C
品种吉 P50 N100 K60 9 095 9190 8 989 9 091 c B
粳 88 P75 N100 K60 9 517 9625 9 423 9 522 b A

P100 N100 K60 9 756 9863 9 666 9 762 a A
LSD05=1.1461 LSD01=1.630 2
广适型 P0 N100 K60 7 896 8369 8 130 8 132 d C
超级稻 P25 N100 K60 8 550 9005 8 850 8 802 c B
吉粳 83 P50 N100 K60 8 999 9466 9 099 9 188 b AB

P75 N100 K60 9 658 9550 9 449 9 552 a A
P100 N100 K60 9 425 9448 9 284 9 386 ab A

LSD05=1.8867 LSD01=2.683 6

表 10 不同 K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的影响

品种 处理
产量 显著性

Ⅰ Ⅱ Ⅲ 平均 5% 1%
耐肥型超 K0 N100 P50 8 677 8 152 8 258 8 362 c B
级稻品种 K30 N100 P50 9 026 8 765 8 508 8 766 b AB
吉粳 88 K60 N100 P50 9 479 9 111 9 201 9 264 ab A

K90 N100 P50 9 349 9 086 9 111 9 182 a A
K120 N100 P50 9 103 9 028 8 824 8 985 a A

LSD05=2.0488 LSD01=2.914 3
广适型超 K0 N100 P50 8 206 8 408 8 009 8 208 b B
级稻吉粳 K30 N100 P50 9 079 9 218 8 897 9 065 a A
83 K60 N100 P50 9 126 9 325 8 924 9 125 a A

K90 N100 P50 9 377 9 575 9 172 9 377 a A
K120 N100 P50 9 202 9 403 9 018 9 208 a A

LSD05=1.8408 LSD01=2.618 4

到显著水平，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广适型超级稻

品种的最适宜施 N 量为 100 kg/hm2。
2.3.2 不同 P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的影响

不同 P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均有增产作

用，耐肥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施 P 处理较不施 P
处理产量增加 499～1 752 kg/hm2 (6.3%～21.8%)，

只有施 P 处理 100 kg/hm2 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在

本试验条件下，耐肥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的最适

宜施 P 量是 100 kg/hm2。广适型超级稻品种施 P
各处理较不施 P 处理产量增加为 670～1 420 kg/hm2

(8.2%～17.5%)，只有施 P 为 75 kg/hm2 时达到显

著水平，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的最适宜施 P 量为 75 kg/hm2。
2.3.3 不同 K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的影响

不同 K 素营养水平对超级稻产量均有增产

作用，耐肥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施 K 处理较不

施 K 处 理 产 量 增 加 404 ～902 kg/hm2 (4.8% ～
10.8%)，只有施 K 处理 60 kg/hm2 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耐肥型超级稻品种吉粳 88
的最适宜施 K 量是 60 kg/hm2；广适型超级稻品种

施 K 各处理较不施 K 处理增加产量为 857～1 169
kg/hm2(10.4%～14.2%)，只有施 K 为 90 kg/hm2 时

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广适型超级

稻品种的最适宜施 K 量为 90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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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超级稻氮磷钾营养水平不同，其

形态和产量构成因素不同。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和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施氮各处理的叶面积指

数、干物重、穗数、粒数和穗重均好于不施氮处理。
耐肥型超级 稻产量表现 最好的处理 是施氮 200
kg/hm2，施磷、钾与施氮相同，产量表现最好的分

别是 100 kg/hm2、120 kg/hm2。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施氮各处理的叶面积指数、干物重、穗数、粒数

和穗重均好于不施氮处理。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产量表现最好的处理施氮 100 kg/hm2，施磷、钾与

施氮相似，产量表现最好的分别是 75 kg/hm2、90
kg/hm2。

不同类型的超级稻品种，不同氮、磷、钾营养

水平、产量不同。耐肥型超级稻吉粳 88 施氮处理

较 不 施 氮 处 理 产 量 增 加 幅 度 为 808～2 119
kg/hm2 (10.4%～27.4%)， 适 宜 的 施 氮 量 是 200
kg/hm2；施磷处理较不施磷处理产量增加幅度为

499～1 752 kg/hm2(6.3%～21.8%)，适宜的施磷量

是 100 kg/hm2；施钾处理较不施钾处理产量增加

幅度为 404～702 kg/hm2(4.8%～10.8%)，适宜的

施钾量是 60 kg/hm2。广适型超级稻吉粳 83 施氮

各处理较不施氮各处理产量增加幅度为 1 054～

1 788 kg/hm2(13.7%～23%)，最适宜的 施 氮 量 为

100 kg/hm2；施磷各处理较不施磷处理产量增加

670～1 420 kg/hm2(8.2%～13.5%)，最适宜的施磷

量为 754 kg/hm2；施钾处理较不施钾处理产量增

加幅度为 857～1 169 kg/hm2(10.4%～14.2%)，最

适宜施钾量为 90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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