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离子体是导体，是物质存在的第 4 种状态，属

于物理学科的范畴。等离子体处理种子技术是物理

方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通过等离子体处理作物

种子，激活种子内源物质，使作物提高抗逆性，从而

提高产量。边少锋等研究等离子体处理玉米次数、时
期，表明可提高玉米产量[1]。方向前等研究等离子体

处理玉米、大豆种子，明显提高化肥利用率，增产效

果显著[2- 3]。孙振宇等研究等离子体处理小麦种子，

杀矮腥黑粉菌效果明显[4]。迟丽华等研究等离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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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大豆叶片的光合速率在鼓粒期提高最明

显，水分利用效率也高于对照[5]。武志海等进行等

离子体处理对玉米幼苗抗逆性的影响，表明可提

高玉米幼苗的抗性 [6]。张丽华等进行等离子体对

水稻种子进行不同剂量处理的试验研究，表明能

够促进水稻增产 [7]。本试验研究等离子体不同剂

量处理大豆种子对生物性状、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为大豆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的广泛应用，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吉林省桦甸市桦郊乡保隆村。
试验地土壤为冲积土，地势平坦，地力均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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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等离子体不同剂量处理大豆种子研究表明，等离子体处理的大豆种子明显提高苗期的根系数，并提高

开花率、结荚率；各处理比处理 7 增产在 6.0～237.0 kg/hm2，增幅达 0.2%～7.9%；增值 19.2～873.9 元 /hm2。处理 2
比处理 7 增产、增幅、增值最高，分别为 237.0 kg/hm2、7.9%和 873.9 元 /hm2。表明处理 2 为等离子体处理大豆

种子的最佳剂量，增产、增收效果显著，为该项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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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of plasma treatment of soybean seed showed that root quantity during seedling

stage was improved, and the flowering rate and bear pods rate were also increased. The yield of all other
treatments increased 6.0 kg/hm2－237.0 kg/hm2 than that of treatment 7, which was increased 0.2%
- 7.9%. The economic output increased up to 19.2 - 873.9 yuan/hm2. The yield and economic increment of
treatment 2 were the highest, so treatment 2 was the optimal dosage. This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widely use of th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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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等离子体不同剂量处理大豆种子对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处理 出苗期(月·日) 出苗率(%) 苗期株高(cm) 苗期根数(条) 开花期株高(cm) 开花率(%) 结荚率(%)
1 5·28 97 9.0 7.3 61.4 71.6 75
2 5·28 97 8.9 8.1 60.6 74.0 75
3 5·28 98 8.5 7.5 59.9 73.3 75
4 5·28 97 9.3 7.8 60.3 73.3 71
5 5·28 96 9.1 7.6 61.2 73.3 75
6 5·28 96 9.3 7.6 59.4 71.3 72
7 5·28 97 9.4 5.6 59.5 70.0 65

表 2 等离子体不同剂量处理大豆种子各小区测产结果

处理 各小区产量(kg/hm2) 平均产量(kg/hm2)
显著性水准

5%显著水平 1%极显著水平

2 3 188.6 3 209.0 3 286.4 3 228.0 a A
5 3 104.3 3 244.1 3 236.6 3 195.0 a A
6 3 096.2 3 207.6 3 239.3 3 181.0 a A
4 3 135.5 3 122.0 3 170.5 3 143.0 a AB
3 3 011.0 3 116.3 3 200.8 3 109.0 ab AB
1 2 983.5 2 949.5 3 058.0 2 997.0 b B
7 2 900.5 3 010.4 3 063.2 2 991.5 b B

茬为玉米。供试土壤基本肥力为：全 N 0.077%、全
P2O5 0.1991% 、 有 机 质 1.1433% 、 速 效 N
102.49mg/kg、速效 P2O5 102.53 mg/kg、速效 K2O
151.89 mg/kg、pH 6.7。

供试品种：吉育 47 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

研究所提供。
供试肥料：磷酸二铵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地富

肥料有限公司提供。
等离子体种子处理机：由大连博事等离子体有

限公司提供。
1.2 试验设计

田间设计：试验小区为 6 行区，10 m 行长，面积

为 36 m2，设 3 次重复，随机排列。
1.3 试验方法

试验种子处理时间：4 月 27 日进行等离子体种

子处理。
试验处理：试验共设 7 个处理。处理 1 应用剂量

0.5A×2 次；处理 2 应用的剂量 1.0A×2 次；处理

3 应用剂量 1.5A×2 次；处理 4 应用剂量 2.0A×2
次；处理 5 应用剂量 2.5A×2 次；处理 6 应用的剂

量 3.0A×2 次；处理 7 为对照。
试验区播种时间：5 月 4 日。
试验区施肥量：磷酸二铵 100 kg/hm2，全部作

底肥。
试验区播种方法：使用便携式播种施肥器播种。
试验区种植密度：16 万株 /hm2。
在各小区成熟期收获中间 2 行(5 m2)进行产量

测产、记录、取样风干，在室内进行考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等离子体不同剂量处理大豆种子对生物学性

状的影响

从表 1 可知，各处理的出苗期、出苗率、苗期株

高、开花期株高没有差异。各处理的苗期根数、开花

率和结荚率均比处理 7 高。
2.2 各处理平均产量方差分析

从表 2 可知，等离子体 7 个不同处理剂量的平

均产量经方差分析表明，处理 2、处理 5、处理 6、处
理 4 与处理 1、处理 7 的平均产量达到显著水平；处

理 2、处理 5、处理 6 与处理 1、处理 7 的平均产量达

到极显著水平；处理 2、处理 5、处理 6、处理 4、处理

3 的平均产量未达到显著水平；处理 3、处理 1、处理

7 的平均产量未达到显著水平；处理 4、处理 3、处理

1、处理 7 的平均产量未达到极显著水平。
2.3 各处理对产值的影响

从表 3 可知，各处理的收获株高、百粒重、产量

及产值均比处理 7 高；各处理的产量、增幅、产值均

比处理 7 高，增产在 6.0～237.0 kg/hm2，增幅在

0.2%～7.9%，增值在 19.2～873.9 元 /hm2；其中处理

2 比处理 7 增产、增幅、增值最高，分别为 237.0
kg/hm2、7.9%和 873.9 元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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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等离子体不同剂量处理大豆种子对产量及产值的影响

处理 收获株高(cm) 收获株数 百粒重(g) 株粒数 产量(kg/hm2) 比处理 7 增幅(%) 比处理 7 增产(kg) 比处理 7 增值(元)
1 99.7 80 17.7 106 2 997 0.2 6.0 19.2
2 100.5 80 18.7 108 3 228 7.9 237.0 873.9
3 99.3 80 18.2 107 3 109 4.0 118.0 433.6
4 99.6 80 18.6 106 3 143 5.1 152.0 559.4
5 98.4 80 18.5 108 3 195 6.8 204.0 751.8
6 99.0 80 18.5 108 3 181 6.4 190.0 700.0
7 98.6 80 17.4 107 2 991

注：大豆售价按.3.7 元 /kg，等离子体处理种子费用 3 元 /hm2。

3 结 论

3.1 从试验得出，等离子体处理大豆种子，各处理

的出苗期、出苗率、苗期株高、开花期株高没有差异。
各处理的苗期根数、开花率和结荚率均比处理 7 高，

表明等离子体对大豆生长发育有明显促进的作用。
3.2 从试验得出等离子体处理大豆种子，各处理产

量均比处理 7 高，增产在 6.0～237.0 kg/hm2；增幅

在 0.2%～7.9%；其中处理 2 增产和增幅最高，分别

为 237.0 kg/hm2、7.9%。充分表明等离子体处理大豆

种子增产效果显著。
3.3 从试验得出，等离子体处理大豆种子的各处理

产值均比处理 7 高，增值在 19.2～873.9 元 /hm2；处

理 2 的增值最高，为 873.9 元 /hm2。表明等离子体处

理大豆种子，增产又增收。
3.4 从试验得出，等离子体处理大豆种子的最佳剂

量为 1.0A×2 次。
3.5 等离子体处理种子技术操作方便，容易掌握，

不污染环境，并且处理种子成本低，增产增收效果显

著，在大豆生产中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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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最低。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试

验田土壤有效磷含量较高，在施磷过多条件下，土壤

中其它作物必需的营养元素易被磷酸固定，以作物

不易吸收利用的状态存在，影响作物吸收利用，因

此，产量及干物质生产等反而不如中磷条件下高。
至于少数品种在高磷条件下产量和干物质生产更

高，笔者认为是由于这些品种对磷素以及土壤中其

它营养元素的吸收利用能力强，这也表明了不同水

稻品种(系)对磷素的利用效率是有较大差异的。例

如本试验参试品种中吉粳 88、吉 03－2355、吉粳 78
在低磷条件下就表现出很强的耐低磷特性，而且随

着施磷量的增加，产量和干物质生产不断提高，说明

其属于磷高效品种，而吉 06－44、沈农 6014、吉 03－
55 虽然耐低磷性中等，但其在各种供磷条件下籽粒

产量、生物学产量及有效穗数均明显低下，因此，这

类品种(系)属于磷低效品种。吉 03－2843、吉 06－43、
心待则耐低磷能力差，在中磷时籽粒产量和生物学

产量大幅度提高，但在高磷时又明显下降，属于磷敏

感型品种，其余品种位于磷高效和磷低效品种之间。
水稻对磷素吸收利用能力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根

系上，据报道，耐低磷品种比敏感品种具有更长的根

系和更大的根体积[3]，磷高效品种磷效率高的原因是

其具有庞大的根系以及在磷缺乏条件下具有较高的

根系分泌酸性磷酸酶活性[5]。本试验只对地上部产

量及产量性状进行了初步研究，因此，要明确上述磷

效率不同品种对磷吸收利用的机理，还应对其根系

发育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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