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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秸秆还田对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稻田土壤养分及水稻产量的影响，以长白 9号作为试验材料，通过

大田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 5个秸秆还田处理，分别为 CK（无秸秆还田）、S1（40%秸秆还田）、S2（60%秸秆还田）、S3
（80%秸秆还田）、S4（100%秸秆还田）。于水稻成熟期，采集 0～20 cm耕层土壤测定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铵态氮、硝态

氮、速效磷、速效钾的含量，并测定水稻产量。秸秆还田处理显著提高土壤全氮、碱解氮、铵态氮、硝态氮和有机质含量，

在 S4处理增加最显著，但 S4与 S3处理间无显著差异；2017年增幅分别为 11.54%～26.92%、11.84%～40.00%、17.1%～

19.9%、6.0%～35.0%、18.3%～42.3%；2018年增幅分别为 7.4%～33.3%、6.25%～40.63%、4.3%～25.4%、18.0%～36.0%、

22.8%～35.2%。2年秸秆还田处理后土壤速效磷含量平均增加 20.24%，增幅为 11.26%～32.24%；土壤速效钾含量平均增

加 15.32%，增幅为 10.80%～20.15%。秸秆还田处理显著提高水稻产量，2017年增幅为 37.2%～100.6%，2018年增幅为

43.0%～69.8%，2年均为 S3增产效果最显著。有效穗数、穗粒数和结实率的增加是水稻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秸秆还田

能显著提高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稻田土壤养分含量和水稻产量，其中 80%秸秆还田（5.6 t/hm2）效果最为显著。

关键词：秸秆还田；苏打盐碱土；土壤养分含量；产量构成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21）01-0042-05

Effects of Straw Returning on Soil Nutrient and Yield of Paddy Field in S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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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traw returning on soil nutrient and rice yield in paddy field in soda sa⁃
line-alkali soil in the western Songnen Plain, Changbai 9 was used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Through the field
experiment, five straw returning treatments were set up, which were CK (no straw returning), S1 (40% straw return⁃
ing), S2 (60% straw returning), S3 (80% straw returning) and S4 (100% straw returning). At the maturity stage of
rice, the soil of 0-20 cm plough layer was collected to measure the contents of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avail⁃
able nitrogen, ammonium nitrogen, nitrate nitrogen,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the yield of
rice was determined. Straw returning treat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oil total nitrogen, available nitrogen, ammo⁃
nium nitrogen, nitrate nitrogen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increase was in S4,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4 and S3. In 2017, the growth rates were 11.54%- 26.92% , 11.84%- 40.00% ,
17.1%-19.9%, 6.0%-35.0%, 18.3%-42.3%, respectively. In 2018, the growth rates were 7.4%-33.3%, 6.25%-
40.63%, 4.3%-25.4%, 18.0%-36.0%、22.8%-35.2%, respectively. After two years of straw returning treatment, the
content of soil available phosphorus increased by 20.24%,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11.26%-32.24%; the content
of soil available potassium increased by 15.32%,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10.80%-20.15%. Straw returning treat⁃
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ce yield by 37.2%-100.6% in 2017 and 43.0%-69.8% in 2018, and S3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in two years. Increased number of effective panicles, grain per panicle and seed setting rat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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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of rice yield. Straw returning can improve soil nutrient content and rice yield in
paddy field in soda saline-alkali soil in the western Songnen Plain. Analysis of soil nutrient content and yield the
best effect on 80%（5.6 t/ha）straw returning.
Key words：Straw returning; Soda saline-alkali soil; Soil nutrient content; Yield composition

随着社会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种植

面积压力越来越大，盐碱地就成了有效的后备耕

地资源 [1]。松嫩平原是我国苏打盐碱地分布的主

要区域，其面积每年以 1.5%的增加速率扩张。苏

打盐碱土所含盐分主要为 Na2CO3和 NaHCO3，具有

较高的 pH，土壤胶体含量丰富，致使该地区盐化

的同时伴随着碱化过程，土壤养分贫瘠，不利于

耕作，严重阻碍农业发展 [2-3]。种植水稻是改良苏

打盐碱地的有效措施之一 [4]，但仅依靠种稻前几

年难以获得较好产量。因此，苏打盐碱地种稻要

以改良土壤为前提，通过改善土壤结构和质地，

增加土壤养分含量来提高盐碱地生产能力 [5]。

秸秆还田能抑制土壤表层盐分的积累，改善

土壤微环境，缓解集约和连续常规耕作造成的土

壤退化，实现土壤-作物系统矿质营养循环平衡，

同时还能减少环境污染 [6-7]。秸秆还田能降低滨

海盐碱地棉田土壤容重，维持土壤团聚体结构稳

定性 [8]，提高盐碱化草甸土 [9]、碱化土 [10]和黑土 [11]的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碱解氮与全氮含量 [12]，并

能改善作物土壤养分供应状况，减少土壤矿物肥

料的损失，提高作物产量 [6-12]。目前，关于秸秆还

田的研究多集中在黑土、棕壤土、白浆土和滨海

盐碱土等土壤类型上 [8-14]，对大田试验条件下苏打

盐碱地土壤养分系统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在

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稻田开展秸秆还田对土

壤养分及产量的效应研究。预期结果可为改善苏

打盐碱地稻田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肥力，促

进苏打盐碱地稻作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7～2018年在吉林省白城市舍力镇

（45°33′N，123°22′E）益新家庭农场进行。该地区属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5.2°C，年平均降

雨量 399.9 mm，≥ 10℃活动积温平均为 2 996.2℃·d，
无霜期平均为 144 d，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 915 h。
2017年试验地初始土壤理化性质为容重 1.61 g/cm3，

pH值 10.1，饱和电导率 24.08 ds/m，交换性钠 3.21
cmol/kg，阳 离 子 交 换 量 12.99 cmol/kg，碱 化 度

24.74%，有机质 0.64%，全氮 0.27 g/kg，碱解氮 16.3

mg/kg，速效磷 9.13 mg/kg，速效钾 107.25 mg/kg。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 5个秸秆还田水平，

秸秆还田总量为 7 t/hm2，处理分别为 CK（无秸秆还

田）、S1（40%秸秆还田）、S2（60%秸秆还田）、S3（80%
秸秆还田）、S4（100%秸秆还田）。小区面积为 36 m2

（长8 m×宽4.5 m），每个处理3次重复。每年在10月
末人工完全去除田间秸秆，在第二年 5月初用金亿

牌新型高效铡草机把秸秆切成 5～7 cm长度。田间

整地后保留 2～3 cm水层，然后均匀施入秸秆，人工

用耙子将其与 0～20 cm耕层土壤混匀，自然沉淀 5
天，进行2~3次排水洗盐，洗田后施入基肥。

供试水稻品种为长白 9号。2017年 4月 13日育

苗，5月 22日插秧，9月 30日收获；2018年 4月 13日
育苗，5月 20日插秧，9月 27日收获；插秧密度为 30
cm×16.5 cm。氮肥（N）施用量为 250 kg/hm2，磷肥

（P2O5）施用量为 50 kg/hm2，钾肥（K2O）施用量为

75 kg/hm2，氮肥施用比例为基肥∶分蘖肥∶穗肥=6∶
3∶1，钾肥施用比例为基肥∶穗肥=6∶4，磷肥一次

性做基肥施入。其他管理方法与生产田相同。为

防止水肥互窜，试验处理间采用单排单灌，田间

田埂宽 50 cm，高 30 cm。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3.1 样品采集

2017～2018年水稻收获后，采用五点取样法

使用土钻（内径 5 cm）采集 0～20 cm土层土壤。

每个处理 3次重复，将每个土样再分成 2份装入

聚乙烯自封袋，放入冰盒带回实验室。一份置于

4℃冰箱中，用于测定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

另一份自然风干，将样品中的杂质挑出，过 1 mm
及 0.149 mm筛，备用。

成熟期每小区取 1 m2植株用于实际测产，按

14%标准含水量折算实际产量，重复 3次；取 10穴
植株考种，调查有效穗数、实粒数、秕粒数、实粒

重等产量性状指标，并计算千粒重和结实率。

1.3.2 测定方法

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容量

法测定，全氮含量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碱解氮

含量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速效磷含量采用钼锑

抗比色法测定，速效钾含量采用火焰光度计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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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铵态氮、硝态氮含量采用 AA3连续流动分析

仪测定 [15]，土壤含水量用烘干法测定。

1.4 数据计算和统计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和 DPS 13.01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采用 Duncan新复极差法

进行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性检验分析，显著性水

平设定为 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秸秆还田对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稻田

土壤全氮及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由表 1可知，秸秆还田能提高土壤全氮含量，

S1、S2、S3、S4与 CK相比 2017年增幅为 11.54%～
26.92%，S3、S4增加效果最显著，显著高于 S1、S2
处理；2018年增幅为 7.4%～33.3%，S4增加效果最

显著，显著高于 S1，与 S2、S3差异不显著。秸秆还

田能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S1、S2、S3、S4与
CK相比 2017年增幅为 18.3%～42.3%，S4增加效

果最显著；2018年增幅为 22.8%～35.2%，S4增加效

果最显著。秸秆还田提高了土壤 C/N，且随着秸秆

还田量的增加土壤C/N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表1 秸秆还田对苏打盐碱地稻田土壤全氮及有机质的影响

处理

CK
S1
S2
S3
S4

注：表格中的数字均为平均值±标准差，同一年份同一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2017
全氮（g/kg）
0.26±0.03b
0.29±0.01b
0.29±0.02b
0.33±0.01a
0.33±0.01a

有机质（%）
0.71±0.01d
0.84±0.01c
0.92±0.02b
0.96±0.03ab
1.01±0.01a

C/N
15.24±0.97b
16.98±0.71a
18.80±0.84a
16.99±0.85a
17.73±0.80a

2018
全氮（g/kg）
0.27±0.01b
0.29±0.03b
0.31±0.06ab
0.34±0.03ab
0.36±0.03a

有机质（%）
0.79±0.01d
0.97±0.01c
1.06±0.01b
1.08±0.01a
1.09±0.01a

C/N
16.72±0.39c
19.64±1.21a
20.36±0.47a
18.81±0.59ab
17.47±1.46bc

2.2 秸秆还田对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稻田

土壤速效养分含量的影响

2.2.1 土壤碱解氮

由图 1可知，2年数据表明，秸秆还田显著提

高了土壤碱解氮含量，并随秸秆还田量的增加而

增加。2017年增幅为 11.84%～40.00%，2018年增

幅为 6.25%～40.63%。 2017 年 S3、S4 显著高于

S1、S2，2018年 S2、S3、S4显著高于 S1、CK。

2.2.2 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

由表 2可知，2017年土壤铵态氮含量呈 S3>
S2>S1>S4>CK的趋势，S1、S2、S3、S4较 CK显著提

高 18.7%、19.0%、19.9%、17.1%；硝态氮含量呈 S3>
S4>S2>S1>CK的趋势，S2、S3、S4较 CK显著提高

16.2%、35.9%、31.7%，S3显著高于 S1、S2，但与 S4

差异不显著。2018年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

均呈 S4>S3>S2>S1>CK的趋势，其中 S3、S4的土壤

铵态氮含量较 CK显著提高 18.7%、25.4%，S4显著

高于 S1、S2；硝态氮含量 S1、S2、S3、S4较 CK显著

提高 18.0%、19.0%、25.0%、36.0%，S4 显著高于

S1、S2。

2.2.3 土壤速效磷

由图 2可知，土壤速效磷含量随秸秆还田量

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且显著高于 CK处理（2017年
S1 除外）；但 S1、S2、S3 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

2017 年 S1、S2、S3、S4 土壤速效磷较 CK 提高

11.26%、20.03%、21.28%、24.92%。2018年 S1、S2、
S3、S4较CK提高12.90%、17.00%、22.28%、32.24%。
2.2.4 土壤速效钾

由图 3可知，土壤速效钾含量 2年结果趋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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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秸秆还田对苏打盐碱地稻田土壤碱解氮的影响

表2 秸秆还田对苏打盐碱地稻田土壤铵态氮及硝态

氮的影响 mg/kg

处理

CK
S1
S2
S3
S4

2017年
铵态氮

6.85±0.10b
8.13±0.10a
8.15±0.08a
8.21±0.11a
8.02±0.23a

硝态氮

1.67±0.01c
1.77±0.01c
1.94±0.02b
2.27±0.01a
2.20±0.21a

2018年
铵态氮

5.62±0.97c
5.86±0.46c
6.09±0.60bc
6.67±0.37ab
7.05±0.11a

硝态氮

1.00±0.10c
1.18±0.13b
1.19±0.15b
1.25±0.05ab
1.36±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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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呈 S4>S3>S2>S1>CK的趋势，S4显著高于 S2、
S1、CK 处理。 S1、S2、S3、S4 较 CK 显著提高

10.80%、13.46%、15.96%、19.88%（2017）；10.92%、

13.66%、17.75%、20.15%（2018）。
2.3 秸秆还田对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水稻

产量及构成因素的影响

由表 3可知，水稻产量 2年结果趋势相同，呈

S3>S4>S1>S2>CK趋势，S1、S2、S3、S4较 CK显著

提高 38.1%、37.2%、100.6%、57.3%（2017）；43.2%、
43.0%、69.8%、45.7%（2018）。对产量构成因素分

析可知，不同处理间水稻千粒重无显著差异；有

效穗数 S1、S2、S3较 CK显著提高 26.7%、27.7%、

41.5%（2017），23.1%、24.1%、26.1%（2018）；穗粒

数 S1、S2、S3、S4 较 CK 显著提高 10.3%、9.9%、

25.8%、18.8%（2017），13.1%、9.9%、14.9%、13.3%
（2018）；结实率 2017年 S1、S2、S3、S4较 CK显著

提高 7.0%、8.3%、24.0%、23.5%，2018年 S2、S3、S4
较 CK显著提高 8.1%、24.4%、22.7%。综上，有效

穗数、穗粒数和结实率的增加是产量增加的主要

因素，并在 S3效果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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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秸秆还田对苏打盐碱地稻田土壤速效钾的影响

表3 秸秆还田对水稻产量及构成因素的影响

年份

2017

2018

处理

CK
S1
S2
S3
S4
CK
S1
S2
S3
S4

有效穗数 (1×104穗 /hm2)
318.93±15.43c
404.00±44.02ab
407.27±30.86ab
451.13±45.54a
363.60±10.10bc
336.47±11.66b
414.10±10.10a
417.47±11.66a
424.20±20.20a
346.77±5.83b

穗粒数

62.18±11.00d
68.58±10.82c
68.35±5.38c
78.21±3.32a
73.90±2.27b
70.63±4.07b
79.85±2.14a
77.60±2.12a
81.17±1.48a
80.04±3.69a

结实率 (%)
71.34±2.55c
76.32±2.22b
77.27±3.01b
88.49±0.91a
88.08±1.58a
73.01±3.45c
75.08±2.73bc
78.94±2.96b
90.79±1.38a
89.61±2.86a

千粒重 (g)
24.79±0.70a
24.73±0.73a
24.93±1.12a
25.46±0.38a
24.93±0.31a
24.71±0.61a
24.72±0.62a
24.55±0.16a
24.88±0.25a
25.31±0.44a

实际产量 (t/hm2)
3.23±0.37d
4.46±0.48c
4.43±0.40c
6.48±0.22a
5.08±0.39b
4.14±0.50c
5.93±0.36b
5.92±0.32b
7.03±0.31a
6.03±0.26ab

3 讨 论

3.1 秸秆还田对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稻田

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

土壤有机质是植物所需营养的重要来源之

一。苏打盐碱地土壤中阳离子（Na+）较多，肥力水

平低，氮素极为匮乏，受盐分作用，氮素迁移转化

更为复杂，而土壤有机质具有胶体性，能吸附较

多阳离子，使土壤具有保肥力和缓冲性 [16-17]。本

研究结果表明，秸秆还田能增加苏打盐碱地稻田

土壤全氮、有机质、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其原

因可能是秸秆还田能降低土壤容重，促进土壤团

粒结构的形成，改善土壤通透性与保肥保水能

力，从而减少氮的淋失量和硝化 -反硝化的损

失 [18]。同时秸秆还田能有效增加土壤碳源，从而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本研究设计施氮量 250
kg/hm2，基肥比例为 60%，能优化土壤 C/N，有利于

秸秆腐解，但当秸秆还田量过高时，其分解会过

多消耗土壤中氮素养分，容易造成“争氮”现

象 [19]。秸秆还田能引起土壤氮矿化的正激反应，

第一年秸秆还田后显著增加了土壤养分含量，其

中一部分氮素以无机氮或有机氮结合形态残留在

土壤中，可为后季作物吸收利用 [20]，长期水稻秸秆

还田有利于土壤中养分的积累 [21]。

本研究结果发现，2017～2018年不同秸秆还

田量显著增加苏打盐碱地稻田土壤碱解氮、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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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速效钾含量。赵海成等 [22]研究发现，在苏打盐

碱地水稻秸秆还田极显著提高了土壤碱解氮含

量；Iqbal[23]研究表明秸秆还田显著提高盐土中土

壤速效磷含量，并在 25%秸秆还田效果最佳。苏

打盐碱地具有较高的 pH，降低了土壤磷的有效

性，使磷更容易被土壤吸附固定 [24]，但秸秆还田降

低了土壤 pH，减少土壤含盐量 [8]，提高土壤磷的有

效性，有利于土壤矿物中磷的释放，从而有效增

加了土壤中速效磷含量。秸秆中含有大量的氮和

钾，秸秆中钾素释放速度快，容易被作物吸收利

用 [25]，秸秆还田还能维持土壤钾素的有效成

分 [26]。本研究表明碱解氮与速效钾的含量均随着

秸秆还田量的增加而增加。秸秆还田是一个长期

过程，秸秆中的碳、氮主要以有机态存在，所以随

着还田年限的延长，土壤碳、氮含量越多，对土壤

养分补偿效果越好。

3.2 秸秆还田对松嫩平原西部苏打盐碱地水稻

产量及构成因素的影响

盐碱土中含有大量可溶性盐，影响植物根系

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直接危害作物生长发育，

使其严重减产 [27]。秸秆还田能降低土壤 pH，增加

土壤养分含量，提高作物产量 [28]。本研究结果表

明，在苏打盐碱地稻田不同秸秆还田量可显著增

加水稻产量，2017～2018年在 80%秸秆还田产量

增加最显著，可能是因为秸秆还田改善了土壤理

化性质，增加了土壤养分含量，促进了水稻植株

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利用，从而提高了水稻产

量。郑悦等 [27]利用盆栽试验也发现，秸秆还田提

高了苏打盐碱地水稻产量。但过量的秸秆还田会

导致水稻分蘖成穗率下降，进而降低水稻的产

量 [29]。本研究为 2年试验结果，而秸秆还田是一

个长期试验，所以还需进一步研究。

4 结 论

2017～2018年秸秆还田显著提高了苏打盐碱

地稻田土壤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铵态氮、硝态

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土壤养分含量在高还田

量下（80%和 100%秸秆还田量）效果最佳。秸秆

还田可显著提高苏打盐碱地稻谷产量，而有效穗

数、穗粒数和结实率的提升是水稻产量增加的主

要因素，其中在 80%秸秆还田量（5.6 t/hm2）下增产

效果最显著。

参考文献：

[ 1 ] 严 凯，蒋玉兰，唐纪元，等 .盐碱地条件下施氮量和栽插

密度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J].中国土壤与肥料，2018
（2）：67-74.

[ 2 ] 徐子棋，许晓鸿 .松嫩平原苏打盐碱地成因、特点及治理措

施研究进展[J].中国水土保持，2018（2）：54-59，69.
[ 3 ] 张 磊，侯云鹏，王立春 .盐碱胁迫对植物的影响及提高植

物耐盐碱性的方法[J].东北农业科学，2018，43（4）：11-16.
[ 4 ] 陈恩鳳，王汝槦，胡思敏，等 .吉林省前郭旗灌区苏打盐漬

土的改良[J].土壤学报，1962（2）：201-215.
[ 5 ] 张 唤，黄立华，李洋洋，等 .东北苏打盐碱地种稻研究与

实践[J]. 土壤与作物，2016，5（3）；191-197.
[ 6 ] 董 亮，田慎重，王学君，等 . 秸秆还田对土壤养分及土壤

微生物数量的影响[J]. 中国农学通报，2017，33（11）：77-80.
[ 7 ] Lou Y, Xu M, Wang W, et al. Return rate of straw residue af⁃

fects soil organic C sequestration by chemical fertilization[J].
Soil & Tillage Research, 2011, 113(1):70-73.

[ 8 ] 秦都林，王双磊，刘艳慧，等 . 滨海盐碱地棉花秸秆还田对

土壤理化性质及棉花产量的影响 [J]. 作物学报，2017，43
（7）：1030-1042.

[ 9 ] 周连仁，国立财，于亚利 . 秸秆还田对盐渍化草甸土有机质

及微团聚体组分的影响 [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2，43
（8）：123-127.

[ 10 ] Zhao S, He P, Qiu S, et al. Long-term effects of potassium fertil⁃
ization and straw return on soil potassium levels and crop yields
in north- central China[J]. Field Crops Research，2014, 169:
116-122.

[ 11 ] 刘武仁，郑金玉，罗 洋，等 .秸秆循环还田土壤环境效应

变化研究[J].吉林农业科学，2015，40（1）：32-36.
[ 12 ] 韩新忠，朱利群，杨敏芳，等 .不同小麦秸秆还田量对水稻

生长、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及酶活性的影响 [J].农业环境科

学学报，2012，31（11）：2192-2199.
[ 13 ] 王秋菊，常本超，张劲松，等 .长期秸秆还田对白浆土物理

性质及水稻产量的影响 [J].中国农业科学，2017，50（14）：
2748-2757.

[ 14 ] 闫洪奎，胡 博，高立祯 .长期施用秸秆及有机肥对辽宁北

部棕壤土壤有效养分的影响 [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13，
44（6）：812-815.

[ 15 ] 鲍士旦 .土壤农化分析 (第 3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30-108.
[ 16 ] 陈大超，张跃强，甘 涛，等 .有机肥施用量及深度对柑橘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中国土壤与肥料，2018（4）：143-147.
[ 17 ] 李洋洋 . 苏打盐碱地稻田氨挥发及氮素利用效率研究 [D].

长春：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2017.
[ 18 ] Pjavan A, Pmvan B, Mulder L M, et al. Effect of straw applica⁃

tion on rice yields and nutrient availability on an alkaline and a
pH-neutral soil in a Sahelian irrigation scheme[J]. Nutrient Cy⁃
cling in Agroecosystems，2005, 72(3)：255-266.

[ 19 ] 李春阳 .不同秸秆还田量对土壤性状及玉米产量的影响

[D].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17.
[ 20 ] 侯云鹏，李 前，孔丽丽，等 . 不同缓/控释氮肥对春玉米氮

素吸收利用、土壤无机氮变化及氮平衡的影响 [J]. 中国农

业科学，2018，51（20）：3928-3940.
（下转第 51 页）



1期 展文洁等：黑钙土增施中微量元素对玉米生长的影响 51

4 结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加施大部分中微量元素均

对玉米株高、干物质积累及产量形成产生明显促

进作用，但品种间差异较为显著。加施镁、钼、铜

和锌元素均对吉单 209和四单 19两品种全生育期

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加施锌、硅、铜、硼、钼和硫

元素可明显提升四单 19的籽粒产量，加施锰、镁、

硫、钼和铜元素可明显提升吉单 209的籽粒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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