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氮素是植物需量最大的矿质营养元素，也是

最活跃的元素，施入稻田后很容易损失。氮肥施入

稻田后有 3 个去向：第一是被水稻植株吸收利用，

第二是被土壤固定，第三是残留在土壤中以及从

稻田损失而进入环境。稻田中氮素的损失主要有

氨挥发、硝化 - 反硝化、淋失、径流和植株自身损

失 5 个途径，朱兆良等报道，在中国稻田氨的氮肥

吸收利用率低于 30%，尿素为 30%～40%。李庆

逵报道，中国稻田氮肥吸收利用率为 30%～35%。
怎样施用氮肥才能减少氮素在水中的淋失，提高

氮肥的利用率，进而增加水稻的产量是亟需解决

的问题，本项研究是用控释氮肥和速效氮肥混合

施用来解决氮肥投入成本少，增加产量，增加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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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试验设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南崴子镇，土壤类

型为水稻土。供试土壤的速效氮含量为 120.31
mg/kg，速效磷含量为 12.11 mg/kg，速效钾含量为

118.96 mg/kg，有机质为 17.9 g/kg，pH 为 7.13。
1.2 供试品种

供试品种为 307，种植密度 15 万株 /hm2。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 6 个处理，3 次重复，小区面积 20 m2，

随机排列。具体设 置 如 下 ：①100%控 释 尿 素 (
PCU100% )；② 70%控 释 尿 素 +30%普 通 尿 素 (
PCU70%+PU30%)；③50%控释尿素 +50%普通尿

素 (PCU50%+PU50%)；④30%控释尿素 +70%普

通尿素 (PCU30%+PU70%)；⑤100%普通尿素 (
PU100%)；⑥不施氮肥(CK)。

文章编号：1003- 8701(2012)01- 0038- 03

控释氮肥在水稻上的施用效果

高 明 1，田子玉 1，蔡红梅 1，高 峰 1*，刘晓娟 2，王瑞荣 3

(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 130033；2. 吉林省东辽县土肥站，吉林 东辽 136600；

3. 吉林省桦甸市农业站，吉林 桦甸 132400)

摘 要：通过田间试验，研究控释氮肥与普通尿素不同掺混比例在水稻上的施用效果，试验表明：水稻上

控释氮肥最佳掺混比例为 PCU50%+PU50%。PCU50%+PU50%处理的水稻产量最高，比其它施氮处理增产

250 kg/hm2(3.4%)～503 kg/hm2(7.2%)，氮素利用率最高，达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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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掺混比例对水稻分蘖数量的影响

从图 1 可见，无氮处理分蘖能力最低。控释尿素

50%+ 普通尿素 50%处理的分蘖能力最强，明显

高于其它各施氮处理，控释尿素 PCU50%+PU50%
处理的分蘖能力较强，其次是施用普通氮肥的处

理。可见，控释尿素 50%+ 普通尿素 50%处理能依

据作物营养阶段性、连续性等营养特性，调控各种

养分供应强度与容量，达到供肥缓急与作物的需

求相一致，提高了水稻的分蘖能力，为水稻的增产

奠定基础。
2.2 不同掺混比例对水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不施氮肥处理的水稻每穴株数、
穗长、株高、穗数、穗粒数最小，PCU50%+PU50%
处理的水稻穗数最多，达到 418.5 万穗 /hm2，穗粒

数和千粒重最大，为 82 粒和 26.1 g，瘪粒率最小，

仅为 3.3%，PCU50%+PU50%处理的水稻综合性

状最好，其它各处理间差异不大。

图 1 控释尿素不同掺混比例对水稻分蘖能力的影响

表 1 不同掺混比例的施肥量

处理
施肥量(kg/hm2) 折实物量(kg/hm2)

N P2O5 K2O 控释尿素 普通尿素 重钙 氯化钾
PCU100% 150 75 45 441 0 163 75

PCU70%+PU30% 150 75 45 308 97 163 75
PCU50%+PU50% 150 75 45 220 163 163 75
PCU30%+PU70% 150 75 45 132 228 163 75

PU100% 150 75 45 0 326 163 75
CK 0 75 45 0 0 163 75

表 2 控释尿素掺混比例产量构成因素

处 理 株数(株 / 穴) 穗长(cm) 株高(cm) 穗数(万穗 /hm2) 穗粒数(粒) 瘪粒率(%) 千粒重(g)
PCU100% 20.6 17.3 82.7 340.5 78.2 3.6 25.1

PCU70%+PU30% 21.2 16.9 76.8 349.5 68.8 3.6 25.1
PCU50%+PU50% 23.0 17.0 82.6 418.5 82.0 3.3 26.1
PCU30%+PU70% 22.6 16.6 87.6 316.5 76.5 4.2 23.2

PU100% 25.4 16.0 81.9 379.5 69.1 6.1 24.9
CK 14.2 16.1 73.4 234.0 69.9 3.6 23.7

表 3 控释尿素掺混比例增产效果

处理 产量(kg/hm2) 比 CK增产
PCU50%+PU50%
比 PU100%增产

PCU50%+PU50%比

PCU70%+PU30%增产

PCU50%+PU50%比

PCU30%+PU70%增产
(kg/hm2) (%) (kg/hm2) (%) (kg/hm2) (%) (kg/hm2) (%)

PCU100% 7 067 3 717 111.0 - - - - - -
PCU70%+PU30% 7 283 3 933 117.4 - - - - - -
PCU50%+PU50% 7 533 4 183 124.9 398 5.6 250 3.4 503 7.2
PCU30%+PU70% 7 030 3 680 109.9 - - - - - -

PU100% 7 135 3 785 113.0 - - - - - -
CK 3 35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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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供试肥料及施用方法

试验中所用控释氮肥为硫加树脂包膜尿素

(含 N 34%)和普通尿素(含 N 46%)，磷肥为重过磷

酸钙(含 P2O5 46%)，钾肥为氯化钾(含 K2O 60%)。

普通尿素 40%和全部磷钾肥于整地时撒施，并耙

入土中，40%于返青时追施，20%于分蘖时追施，

控释尿素在春季耙地时一次性深施。

2.3 不同掺混比例产量与增产效果分析

由表 3 看出，施用氮肥各处理的水稻产量极

显著地高于不施氮肥的处理，增产 3 680 kg/hm2

(109.9%)～4 183 kg/hm2(124.9%)，施氮各处理间水

稻 产 量 差 异 不 显 著。 PCU50% +PU50% 处 理 比

PCU100%处理增产 4 66 kg/hm2 (6.6%)，PCU50%+
PU50% 处 理 比 PU100% 处 理 增 产 398 kg/hm2

(5.6%)，PCU50%+PU50%处理比 PCU70%+PU30%
处理增产 250 kg/hm2(3.4%)。可见，控释尿素 50%+
普通尿素 50%的处理既降低了投入成本又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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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控释尿素不同掺混比例处理氮素利用率

处 理
植株含

氮量(%)
植株干物

重(kg/hm2)
子粒含

氮量(%)
子粒干物

重(kg/hm2)
施氮量

(kg/hm2)
养分吸收量 (kg/hm2)

利用率(%)
植株 子粒 植株 + 子粒

PCU100% 0.60 6 512 1.15 5 856 150 39.03 67.11 106.14 37.2
PCU70%+PU30% 0.63 6 094 1.14 6 667 150 38.60 75.92 114.52 42.8
PCU50%+PU50% 0.70 6 693 1.20 5 922 150 46.63 70.91 117.54 44.8
PCU30%+PU70% 0.64 5 259 1.08 6 309 150 33.51 68.18 101.69 34.2

PU100% 0.60 5 969 1.07 7 140 150 35.97 76.60 112.58 33.4
CK 0.52 3 888 1.07 2 820 0 20.04 30.31 50.35 -

水稻的产量，在本试验条件下，控释尿素 50%+ 普

通尿素 50%处理为最佳掺混比例处理。
2.4 不同掺混比例对水稻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施用控释尿素可提高氮肥利用

率。不同配比各处理中，PCU50%+PU50%处理的

氮素利用率最高，达 44.8%，比普通尿素提高 11.4
个百分点(34%)，比 PCU100%处理提高 7.6 个百

分点(20.4%)，比 PCU30%+PU70%处理提高 10.6
个百分点(31.0%)，比 PCU70%+PU30%处理提高

2.0 个百分点(4.7%)，虽然与 PCU70%+PU30%处

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但 PCU50%+PU50%处理

的投入成本低，可见在本试验条件下 PCU50%+
PU50%处理为最佳混配处理。

3 结 论

3.1 在本试验条件下，控释氮肥与速效氮肥混合

施用适应了水稻营养阶段性、连续性的营养特性，

达到了供肥缓急与作物的需求相一致，不仅降低

了生产成本，而且还提高了水稻的分蘖能力，对产

量构成因素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为水稻的增产奠

定基础。
3.2 控释氮肥与速效氮肥混合施用可以使养分

尽可能与根系接触，直接被水稻吸收利用，既减少

了挥发、淋洗等损失，又减少了土壤的固定，不仅

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还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具

有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通过试验可以看出，

PCU50%+PU50%处理的产量最高，且氮素利用率

最高，达 44.8%，比普通尿素提高 11.4 个百分点

(34%)。在本试验条件下 PCU50%+PU50%处理为

最佳混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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