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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结果表明 : 适宜的氮、钾用量配比可显著提高小麦的穗数、株高、穗长、穗粒数和千粒重 , 从而促进产量的显著提高。配施氮
钾肥的小麦增产61 .3 % ～110 .9 %。该试验条件下 , 以处理N3K2( N210 kg/ hm2 + K2O150 kg/ hm2) 产量最高, 适宜的氮钾比为1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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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Nitrogen and Potassiumon Wheat Yield
WU Ji et al  ( Soil and Fertilizer Institute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 Hefei ,Anhui 230031)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potted experi ments i ndicated that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Nand Kat an appropriate rate could i mprove wheat grain yield signifi-
cantly by 61 .3 % ～110 .9 % due to notable enhancement of spike number of wheat , plant height , spike length. grains per spi ke and 1000-grain weight .
Under the experi mental condition, at the Nfertilizer usage of 1 .4 g/ pot and Kfertilizer usage of 1 .0 g/ pot ( N∶K= 1 .4∶1) , wheat accessed to maxi mum
yield .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Nand Kon wheat grain yiel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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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小麦优良品种的更新换代及化肥用量的增

加, 安徽省小麦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但是在施肥管理上仍

存在着很多问题, 主要是: 由于各主产区土壤肥力状况差异

较大, 栽培条件不一, 一些地区存在着盲目施肥现象 , 从而导

致了肥料利用率低 , 小麦生产成本升高, 经济效益降低。在

小麦的养分管理中, 氮、钾肥施用量不足和比例不平衡的现

象普遍存在。前人关于氮、钾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已有较多报

道[ 1 - 9] , 但大多集中在氮肥和钾肥单独施用上, 尤以氮肥运

筹对小麦产量的调控研究最多。而氮、钾配合施用对小麦产

量的综合效应研究较少。为此, 笔者开展了该项研究, 旨在

为安徽省小麦大面积高产、稳产提供科学的施肥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在安徽省农科院蒙城马店试验站进

行。土壤为砂姜黑土, 采集耕层土壤分析其基本农化性质 :

有机质15 .2 g/ kg , 全氮0 .98 g/ kg , 碱解氮92 .77 mg/ kg , 全磷

0 .40 g/ kg , 速效磷 19 .0 mg/ kg , 缓效钾500 .6 mg/ kg , 速效钾

116 .9 mg/ kg ,pH 值6 .84。供试小麦品种为烟农19。

1 .2  试验方法 采用盆钵试验方法。试验盆钵用高22 c m、

直径为26 c m 的塑料盆钵, 每盆装风干过筛土壤5 kg , 肥料配

成溶液用移液管移取施入土壤, 盆钵肥料用量为相对应田间

用量的3 倍。2004 年11 月6 日播种, 播种齐苗后, 每盆定苗

为15 株。2005 年6 月2 日分盆收获。50 % 氮肥、全部磷钾肥

及锌肥作基肥施用,50 % 氮肥于拔节期追施。氮肥为尿素 ,

钾肥为氯化钾, 磷肥为磷酸二氢钠, 锌肥为硫酸锌。

试验氮设4 水平, 分别为N0 、N1 、N2 、N3 、( N 肥0 、1 .0、1 .2 、

1 .4 g N/ 盆 , 相对应的田间用量为0、150 、180、210 kg/ hm2) ; 钾

设3 水平, 分别为K0 、K1 、K2( K2O0、0 .5 、1 .0 g/ 盆 , 相对应的田

间用量为0、75 、150 kg/ hm2) , 计10 个处理( 表1) 。磷锌肥用

量相同, 施P2O5 0 .6 g/ 盆,ZnSO4 0 .1 g/ 盆 , 相对应的田间用量

分别为90 kg/ hm2 和15 kg/ hm2。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氮、钾配施对小麦生长及其产量构成的影响  由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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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配施氮钾肥对小麦的生长发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

对照( N0K0) 相比, 配施氮钾肥的小麦株高增加6 .3 ～10 .7 c m,

穗长增加0 .7～1 .4 c m, 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分析表明 ,

配施氮钾肥对小麦的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有显著促进作

用。与CK 相比, 配施氮钾肥小麦穗数增加59 .0 % ～93 .6 % ,

穗粒数增加3 .9 % ～18 .7 % , 千粒重增加1 .6 % ～11 .6 % , 差

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施肥处理间比较, 钾肥用量相同时 ,

提高氮肥用量显著增加了小麦的穗数; 氮肥用量相同时, 增

加钾肥用量显著提高小麦籽粒的千粒重。由此可见氮肥的

施用促进了小麦分蘖, 有利于小麦的营养生长和形成良好的

群体结构; 钾肥则有利于提高小麦的光合作用强度及促进光合

作用产物向籽粒转移, 从而为籽粒产量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表1 氮钾配施对小麦生长及其产量构成的影响

处理 株高∥cm 穗长∥cm 穗数∥个 穗粒数∥个 千粒重∥g

N0K0( CK)  49 .9 C  6 .1 D  17 .3 F  20 .3 E  38 .7 FG
N1K0 57 .1 AB 6 .9 BC 27 .5 E 22 .3 CD 39 .3 EF
N1K1 58 .3 AB 6 .8 C 28 .5 DE 21 .1 DE 41 .0 C
N1K2 60 .6 A 7 .4 AB 27 .5 E 22 .8 BC 42 .5 AB
N2K0 49 .5 C 6 .1 D 29 .3 CD 21 .3 DE 37 .9 G
N2K1 58 .9 AB 7 .4 AB 29 .8 BCD 22 .2 CD 40 .0 DE
N2K2 60 .1 AB 7 .0 ABC 31 .0 B 22 .2 CD 42 .2 B
N3K0 56 .2 B 6 .9 BC 30 .3 BC 21 .8 CD 40 .7 CD
N3K1 59 .9 AB 7 .4 ABC 30 .3 BC 24 .1 A 42 .7 AB
N3K2 59 .2 AB 7 .5 A 33 .5 A 23 .4 AB 43 .2 A

 注 : 小写字母表示0 .05 显著水平, 大写字母表示0 .01 显著水平 , 下同。

2 .2  氮、钾配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由表2 可见, 与 N0K0

( CK) 相 比 较, 配施 氮 钾肥 的 小 麦 产量 增 加 61 . 3 % ～

110 .9 % , 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所有处理中以N3K2 的产量

最高 , 为对照产量的2 .1 倍, 与其他施肥处理相比产量也增

加了2 .5 % ～30 .8 % , 除处理 N2K2 , 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钾肥用量相同时, 不同氮肥水平之间的产量差异显著。

不施钾肥时( K0) ,3 个氮肥用量水平间的产量差异不显著。

增加钾肥用量至K1 水平 ,N2 较N1 产量增加5 .2 % ;N3 较 N1

产量增加 7 .2 % , 差 异显著。K2 水平 时, N2 较 N1 增产

6 .0 % , 差异显著 ;N3 较N1 增产8 .6 % , 差异极显著。表明增

加钾肥用量可提高氮肥的增产效应。氮肥用量相同时, 不

同钾肥水平之间的产量差异显著。N1 水平时, K1 较 K0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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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12 .7 % ;K2 较 K0 增产20 .4 % 。N2 水平时, K1 较 K0 增产

15 .9 % ;K2 较 K0 增产 24 .8 % 。N3 水平时, K1 较 K0 增产

14 .6 % ;K2 较 K0 增产24 .0 % 。施钾( K1 、K2) 与不施钾( K0) 处

理间产量差异均达到极限著水平 , 而施钾处理间只有在高

氮肥用量( N3) 时, 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说明试验土壤

钾素供应不足是影响小麦产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氮肥

对钾肥的产量效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2 氮、钾配施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处理 产量∥g/ 盆 较CK±∥g/ 盆 相对产量∥%

N0K0( CK) 13 .7     -    100fF
N1K0 22 .1     8 .4 161 eE
N1K1 24 .9 11 .2 182 dCD
N1K2 26 .6 12 .9 194 cBD
N2K0 22 .6 8 .9 165 eE
N2K1 26 .2 12 .5 191 cdBC
N2K2 28 .2 14 .5 206 abAB
N3K0 23 .3 9 .6 170 eDE
N3K1 26 .7 13 .0 195 bcBC
N3K2 28 .9 15 .2 211 aA

2 .3  氮钾交互作用  由图 1 可见, 单施氮肥的情况下

( K0) , 小麦产量处于较低水平 , 配施钾肥对小麦的产量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 , 即随着施钾量的提高, 小麦产量曲线沿着 Y

轴不断上移, 且不论施氮水平的高低 , 配施钾肥均能够获得

较高的产量。由此可见氮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交互作

用。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氮( N) 、钾( K) 施用量与小麦产量

( Y) 的回归方程: Y = 13 .72 + 28 .98 N + 4 .18 K - 21 .85 N2 -

2 .69 K2 + 7 .42 NK( F = 1 092 .82 * * , FNK = 11 .41 * ) , 表明氮

钾对小麦产量的正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

3  结论

( 1) 氮、钾协调和足量有利于小麦植株的生长发育和光

图1  氮钾配施对小麦籽粒产量的影响

合产物的合成 , 从而促进了小麦籽粒产量的提高。

  ( 2) 氮钾配施极显著地提高了小麦产量 , 增幅达61 .3 %

～110 .9 % , 氮钾对小麦产量表现出显著的正交互作用。该

试验条件下, 以高氮高钾处理 N3K2 产量最高 , 即 N 210 kg/

hm2 + K2O150 kg/ hm2 , 适宜氮钾比为1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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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25 % 的阿克泰,1 % 苦皮素和3 % 莫比朗的防效虽然

较低 , 但也在70 % 以上。

3  小结与讨论

该试验结果表明:25 % 阿克泰和10 % 吡虫啉对温室白

粉虱的防效较好, 能够有效抑制虫口密度的增加, 且持效期

均在10 d 以上, 因此, 这2 种药剂可以作为生产上防治温室

白粉虱的首选杀虫剂。

阿维菌素、富表甲氨基阿维菌素和苦皮素3 种药剂均

属于生物制剂 , 虽然防效不如阿克泰和吡虫啉 , 但是如果在

害虫发生初期用药 , 也能够起到较好的防效 , 还能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 , 延长白粉虱对阿克泰等药剂产生抗性的时间。

由于温室白粉虱的发生情况比较复杂, 年发生代数多,

世代重叠严重 , 给田间防治白粉虱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因

此, 建议在防治白粉虱时 , 尽量采取综合治理的策略, 如采

用黄板诱杀、频振式杀虫灯和轮作倒茬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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