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料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充分发挥作物

增产潜力的基础和保障，在农业各项增产措施中化

肥所起的作用占 30%～50%。当今，人们关注的不仅

是肥料增产作用，而更加关注大量投入化肥后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化肥利用率较低。氮肥利

用率仅为 30%～35%，磷肥约为 10%～20%，钾肥约

为 35%～50%。因此，如何合理施用化肥，有效提高

肥料利用率，研制高效、无污染肥料已成为现代农业

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控释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

键。为明确其控释肥在吉林省水稻上的施用技术，我

们开展了此项研究。

收稿日期：2010- 08- 17
资金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6BAD10B07）
作者简介：许东恒（1954-），男，副研究员，兼职从事土壤肥料研究。
通讯作者：谢佳贵，男，副研究员，E- mail:xiejiagui@163.com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南崴子镇进行，土壤类

型为黑土。供试土壤速效 N 为 120.31 mg/kg，速效

P 为 12.11 mg/kg，速效 K 为 118.96 mg/kg，有机质

为 1.79%，pH 为 7.13。
1.2 试验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 307，种植密度为 18 万穴

/hm2。试验中所用氮肥为金正大控释尿素(含 N34%)
和普通尿素(含 N46%)，磷肥为重过磷酸钙(含 P2O5

46%)，钾肥为氯化钾(含 K2O 60%)。施肥方法是普通

尿素 40%N 和全部磷钾肥于整地时撒施，并耙入土

中，40%N 于返青时追施，20%N 于分蘖时追施。控

释尿素在春季打垄时一次性深施。
1.3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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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间试验结果表明：控释氮肥与普通氮肥配合施用，可以增加水稻产量和提高水稻氮肥利用率。
50%控释氮肥 +50%普通氮肥处理不仅获得了最高产量，而且氮肥利用率也最大。其产量比普通尿素单独施用

处理增产 375 kg/hm2，利用率比普通尿素单独施用处理提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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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ults of field experiment showed that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release- controlled
fertilizer and common fertilizer increased rice yield and improved fertilizer utilization rate. Th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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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N utilization rate. Rice yield and N utilization rate increased by 375kg/ha and 7.7%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100% commo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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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处理肥料用量

处理
施肥量(kg/hm2) 折实物量(kg/hm2)

N P2O5 K2O 控尿 普尿 三料 氯化钾
100％金正大控释尿素，一次底施 150 75 45 441.2 0 163 75
70％控释尿素，30％普通尿素，一次底施 150 75 45 308.8 97.8 163 75
50％控释尿素，50％普通尿素，一次底施 150 75 45 220.6 163 163 75
30％控释尿素，70％普通尿素，一次底施 150 75 45 132.4 228.2 163 75
100％普通尿素，分 3 次施用 150 75 45 0 326 163 75
对照(不施氮肥) 0 75 45 0 0 163 75

表 2 金正大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合施用对水稻农艺性状的影响

处 理 穗长(cm) 公顷穗数(万穗) 穗粒数(个) 千粒重(g)
100％金正大控释尿素，一次底施 17.3 340.5 76.5 25.1
70％控释尿素，30％普通尿素，一次底施 16.9 379.5 69.1 25.1
50％控释尿素，50％普通尿素，一次底施 16.6 418.5 82.0 27.7
30％控释尿素，70％普通尿素，一次底施 17.0 316.5 78.2 26.1
100％普通尿素，分 3 次施用 16.1 349.5 68.8 24.9
对照(不施氮肥) 16.0 234.0 69.9 23.2

表 3 金正大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合施用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处理
产量(kg/hm2) 差异显著性 比 CK增产 比 PU100%增产

1 2 3 平均 5% 1% kg/hm2 % kg/hm2 %
(CRU100%) 7 100 7 150 6 950 7 067 a A 3 717 112.2 - 66 - 1.1
(CRU70%+PU30%) 7 200 7 450 7 200 7 283 a A 3 933 118.5 150 1.9
(CRU50%+PU50%) 7 200 7 250 8 150 7 533 a A 4 183 125.7 400 5.3
(CRU30%+PU70%) 6 950 6 850 7 300 7 033 a A 3 683 110.8 - 100 - 1.7
(PU100%) 7 100 7 050 7 250 7 133 a A 3 783 114.4 - -
对照(N0) 3 750 3 050 3 250 3 350 b B - - - -

1.3.1 试验设计

试验设 6 个处理(表 1)，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0
m2，随机排列。
1.3.2 测定项目与方法

1.3.2.1 土壤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壤碱解氮含量测定采用扩散皿法，速效磷含

量测定采用 0.5 mol/L 碳酸氢钠浸取，速效钾含量

测定采用醋酸铵浸取，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法，pH 用

电位测定法。
1.3.2.2 考种项目

水稻成熟后，试验田小区全部收获，每个小区取

代表性植株 5 穴，调查株高、穗长、穗粒数和千粒重。
1.3.2.3 植株全氮测定与氮肥利用率计算方法

植株全氮用 H2SO4- H2O2 消煮，蒸馏法测定。氮

肥利用率用差减法计算。N 肥利用率 = (施氮处理地

上部吸氮量 - 不施氮处理地上部吸氮量) / 施氮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金正大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合施用对水稻

农艺性状的影响

从表 2 可见，不施氮肥处理的穗长、株高、穗数、穗
粒数和千粒重均最小，50%控释尿素 +50%普通尿素

处理的穗数和穗粒数最多、千粒重最重，其次是 70%
控释尿素 +30%普通尿素处理的综合性状较好。

2.2 金正大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合施用对水稻

产量的影响

从表 3 可见，施用氮肥各处理的水稻产量极

显著的好于不施氮肥的处理，增产 3 690 kg/hm2

(110.8%)～4 185 kg/hm2(125.7%)，施氮各处理间

水稻产量差异不显著。CRU50%+PU50%处理比

PU100%处理，相对增产 5.3%，增产幅度最大，为

最佳混配处理。其次为 CRU70%+PU30%处理，比

PU100%处理，相对增产 1.9%。
2.3 金正大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合施用对水稻

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从表 4 和表 5 可见，施用控释尿素可提高水稻

氮肥利用率，增加幅度为 0.6%～7.7%。不同配比各

处理中，控释尿素 50%+ 普通尿素 50%处理氮素利

用率最高，达 49.8%，较普通尿素 100%试验处理提

高利用率 7.7%。30%控释尿素 +70%普通尿素处理

氮素利用率最低，仅为 42.7%。
(下转第 36 页)

6 期 31许东恒等：控释肥料与普通肥料配合施用对水稻产量及其利用率的影响



表 4 不同金正大控释尿素掺混比例处理植株和籽粒吸氮量

处 理
植株含氮量

(%)
植株干物重

(kg/hm2)
植株吸氮量

(kg/hm2)
籽粒含氮量

(%)
籽粒干物重

(kg/hm2)
籽粒吸氮量

(kg/hm2)
植株 + 籽粒

(kg/hm2)
(CRU100%) 0.633 3 6 094.8 38.60 1.138 8 7 155.20 81.48 120.1
(CRU70%+PU30%) 0.799 3 6 512.4 52.05 1.145 9 5 856.60 67.11 119.2
(CRU50%+PU50%) 0.796 8 6 793.2 54.13 1.197 2 5 922.82 70.91 125.0
(CRU30%+PU70%) 0.637 1 6 259.6 39.88 1.180 6 6 309.82 74.49 114.4
(PU100%) 0.585 4 7 002.8 40.99 1.166 8 6 223.82 72.62 113.6
不施氮肥 0.515 5 3 888.0 20.04 1.074 4 2 820.80 30.31 50.4

3 结 论

3.1 50%控释尿素 +50%普通尿素处理的水稻穗数

和穗粒数最多、千粒重最重，综合性状好于其它处

理。
3.2 施用氮肥各处理的水稻产量极显著的好于不

施氮肥的处理，相对增产 125.7%，施氮各处理间水

稻产量差异不显著。50%控释尿素 +50%普通尿素

处理比 PU100%处理，相对增产达 5.3%，为最佳混

配处理。
3.3 施用控释尿素可提高水稻氮肥利用率，增加幅

度为 0.6%～7.7%。不同配比各处理中，控释尿素

50%+ 普通尿素 50%处理氮素利用率最高，30%普

通尿素 +70%处理氮素利用率最低。
3.4 控释肥的缓释、控释、长效特点，往往不能满足

初期水稻对养分的需求。控释肥与速效肥合理搭配

施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既满足各生育期玉米对养

分的需求，又提高肥效、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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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金正大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合施用对水稻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处 理
养分吸收量 (kg/hm2)

利用率(%)
植株 籽粒 植株 + 籽粒

(CRU100%) 38.60 81.48 120.1 46.5
(CRU70%+PU30%) 52.05 67.11 119.2 45.9
(CRU50%+PU50%) 54.13 70.91 125.0 49.8
(CRU30%+PU70%) 39.88 74.49 114.4 42.7
(PU100%) 40.99 72.62 113.6 42.1
对照(不施氮肥) 20.04 30.31 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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