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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了明确氮肥使用量对水稻产量及相关性状的影响 , 为化肥减量增效工程的实施提供实例参考和积累技术资料。[ 方法]
采用田间试验 , 设置( 氮减25 %、空白、推荐施肥、不施氮肥、习惯施肥) 5 个处理 ,调查比较基本苗数、最高苗数及各产量性状。[ 结果] 施
氮量与分蘖率、有效穗数正相关 , 但与成穗率、产量负相关 ,适当减少氮肥施用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实测和理论产量均表现为
减少25 % 施氮量处理产量最高 , 推荐施肥处理产量次之。两个试验户实测产量均以氮减25 % 处理最高 , 折合亩产量分别达到546 .27 g
和697 .31 kg/ 667m2 。[ 结论] 不同田块采用不同的施肥量能大大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并能有效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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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Experi ment on Decrement and Synergismof Chemical Fertilizer
XIE Wen-fa et al  ( Agriculture Technology Station of Shilian Town of Suichang County , Lishui , Zhejiang 3233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purpose was to confirmthe effect of nitrogen dosage onthe yield of rice and its relative characteristic to supply reference ex-
ample and accumulate technical data for the i mplementation of decrement and synergismprojec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 [ Method] The basic seedling num-
ber , highest seedling number and different yiel d trait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through setting up 5 treat ments ( N decrement of 25 % , the Blank
( CK) , recommending dosage , without nitrogenapplication and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inthe field experi ment . [ Result] Ndosag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illering rate and effective spike number ,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panicle bearing tiller and yield . The proper decrement of Ndosage could increase the
yield to some extent . The measured and theoretical yield both performed that the yield of the treatment with decrement of Ndosage by 25 % was highest ,
that of recommending dosage was next . The measured yields of two experi mental household were both highest i nthe treatment with decrement of Ndosage
by 25 % , the yiel ds per 667 m2achieved 546 .27 kg and 697 .31 kg respectively . [ Conclusion] Different fertilizer dosages in different fields could increase
utilization rate greatly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yield effect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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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氮肥使用量对水稻产量、千粒重、有效穗、结实率、

分蘖率、成穗率等方面的影响, 才能合理施肥, 增产增收。笔

者设置化肥增效田间试验为化肥减量增效工程的实施提供

实例参考和积累技术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及材料  试验在遂昌县石练镇路堰村付发水、

邱林松两农户单季晚稻田中。供试土壤为壤土,2 年前平整

的水田, 排灌方便。付发水户为香菇, 邱林松户为玉米。玉

米秸秆、香菇菌棒部分还田, 种植单季晚稻。肥料为尿素、钙

镁磷、氯化钾, 水稻品种为协优 M15 。

1 .2 试验方法及处理  根据试验要求设计不同的施肥量 ,

进行小区试验, 小区面积为40 m2( 5 m×8 m) , 每小区按规定

行距和株距移栽, 保证每小区种植密度相同。试验除不同施

肥量处理外, 各小区间其他农事操作及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均

相同。付发水户处理设计: 处理A 施尿素450 kg/ hm2 , 钙镁磷

375 kg/ hm2 , 氯化钾150 kg/ hm2 ; 处理B 施钙镁磷150 kg/ hm2 ,

氯化钾187 .5 kg/ hm2 ; 处理C 施尿素375 kg/ hm2 , 钙镁磷150

kg/ hm2 , 氯化钾187 .5 kg/ hm2 ; 处理D 空白( CK) 。处理E 施尿

素337 .5 kg/ hm2 , 钙镁磷150 kg/ hm2 , 氯化钾187 .5 kg/ hm2 。邱

林松户处理设计 : 处理 A 施尿素 375 kg/ hm2 , 钙镁磷 375

kg/ hm2 , 氯化钾150 kg/ hm2 ; 处理B 施钙镁磷150 kg/ hm2 , 氯化

钾225 kg/ hm2 ; 处理 C 施尿 素 318 .75 kg/ hm2 , 钙 镁磷 150

kg/ hm2 , 氯化钾225 kg/ hm2 ; 处理 D 空白( CK) ; 处理 E 施尿素

277 .5 kg/ hm2 , 钙镁磷150 kg/ hm2 , 氯化钾225 kg/ hm2 。施用方

法: 氮肥分3 次施,6 月30 日移栽前施基肥、7 月11 日施分蘖

肥、8 月2 日施孕穗肥 , 施肥量分别各占总施氮肥量的40 % 、

40 % 、20 % , 磷钾肥作基肥1 次性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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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调查方法及内容  试验前分别对田块进行取样分析 ,

测定各田块土壤养分含量( 表1) 。移栽后4 d( 7 月4 日) 调查

各小区基本苗数, 分蘖未期( 8 月8 日) 调查最高苗数; 水稻老

熟后, 调查各小区总丛数, 在各小区中随机取20 丛调查有效

穗数, 并随机取代表性样本5 丛调查总粒数、实粒数、含水

量、千粒重, 收割后测定鲜产、含水量、含杂量, 同时清点各小

  表1 分蘖数调查

试验田块 调查项目
处理

E D C B A 
付发水户 5 丛基本苗∥个  22  20  22  20 21

5 丛最高苗∥个 123 116 146 115 154
20 丛有效穗∥个 336 287 349 299 354
分蘖率∥% 559 580 664 575 733
成穗率∥% 68 62 60 65 57

邱林松户 5 丛基本苗∥个 23 22 23 20 20
5 丛最高苗∥个 91 73 84 68 107
20 丛有效穗∥个 275 252 328 242 324
分蘖率∥% 396 332 365 340 535
成穗率∥% 76 86 98 89 76

  表2 产量测定

试验田块 调查项目
处理

E D C B A

付发水户 5 丛有效穗∥个 89 77 90 70 83

千粒重∥g 37 32 33 33 31

结实率∥% 77 75 70 81 64

理论产量∥kg 602 465 532 574 481

实测产量∥kg 33 26 30 26 28

折产∥kg/ hm2 8 194 6 596 7 484 6 582 7 042

邱林松户 5 丛有效穗∥个 75 59 74 65 80

千粒重∥g 32 34 34 34 33

结实率∥% 81 83 79 85 75

理论产量∥kg 741 612 737 584 686

实测产量∥kg 42 33 41 33 38

折产∥kg/ hm2 10 459 8 292 10 330 8 365 9 584

( 下转第6875 页)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 22) :6868 ,6875                     责任编辑  庆瑢 责任校对  俞洁



9 .8 % , 水土流失严重, 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 , 旱灾频繁, 灾情

较重, 土地生态环境差, 利用难度大。该区土地生态建设重

点是: 搞好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草、灌、林植被建设, 按植被

演替规律, 以草先行, 以草养灌, 以灌育林 , 充分利用好现有

水资源, 在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 , 发展高效农业和雨养农业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2 .3 中部山麓平原粮棉菜高效农业生态区 该地区地势平

坦, 排水良好, 水资源丰富 , 水利化程度高, 农业发达, 是人工

灌溉和物质循环及能量转换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 但该区森

林覆盖率低, 农田常受干热风的危害, 造成减产。灌溉用水

不合理, 浪费严重。地下水因超采引起水位下降。该区土地

生态建设的重点是: 加强防护林建设, 适当发展经济林、林粮

间作; 提高森林覆盖率, 减少干热风和大风的危害; 防护林建

设应结合道路和沟渠进行, 防护林的树种, 灌木应以紫穗槐

为主; 灌溉要节约用水, 科学用水, 雨季引水灌溉, 补充地下

水, 充分发挥水热资源及经济优势, 发展高效集约农业和白

色农业。

2 .4 东部低平原粮棉油农业生态区 该区分为3 个二级区:

2 .4 .1 滏漳夹道盐碱地粮棉生态区。该区低洼易涝, 水咸

地碱, 土粘地薄, 森林覆盖率仅为4 .8 % , 旱涝常交替发生。

该区人均土地面积0 .23 hm2 , 人均耕地0 .17 hm2 , 产量低而不

稳。该区土地生态建设的重点是: 继续完善河流渠道的排水

工程, 做到洪沥的排灌分家, 达到能排洪沥水 , 使地下水控制

在临界深度以下。

2 .4 .2 西沙河流域沙带林果粮油农业生态区。土壤多沙 ,

并有断续的沙丘、沙岗, 植被稀疏 , 遇有大风, 沙丘仍有移动 ,

可形成风沙危害 ; 保水保肥能力差, 土壤贫瘠, 水资源缺乏 ,

干旱较严重; 该区土地生态建设 , 应营造农田防护林带, 建果

园, 种牧草, 做到防风固沙 , 提高土壤肥力 , 改良土壤结构以

保水、肥。

2 .4 .3 南威河缓岗粮棉农业生态区。该区地势平坦, 干燥 ,

排水良好, 地下水位较深, 地表水短缺; 土壤多为潮土, 轻壤

质、沙壤质居多, 漏水, 肥力低。干旱是该区的主要矛盾。土

地生态建设应在保证粮食自给或提供少量商品粮的前提下 ,

积极调整农业结构的种植业结构, 以种植业为主体, 农、工、

林、牧相结合。

3  保护与治理措施

防止土地生态恶化, 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是土地

开发利用和整治的一项根本对策。在土地生态环境建设中 ,

主要措施如下:

3 .1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 提高人口素质  在土地粗放经营

条件下, 人口与粮食、能源矛盾日益尖锐, 对环境产生极大的

压力, 造成土地生态环境恶性循环。

3 .2  重视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要制定土地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建设规划、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

3 .3  综合治理“三废”, 减轻对土地的污染 为防止或减轻土

地的污染及土地的退化, 防止病虫害, 应尽量使用高效低毒、分

解快、少残留的农药。大力发展生物防治, 经常改换作物种类,

选育抗病虫害强的品种。城市污水, 要经处理, 重复利用, 即使

排放, 也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使废水资源化。

3 .4  积极争取水资源的跨流域调水  水资源不足是影响该

市生态建设的关键。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 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无法达到供需平衡。因

此跨流域调水势在必行, 对此要积极争取 , 做好充分准备。

3 .5 加强法制建设  土地开发应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

行。要坚持法制建设、经济开发与土地环境保护相结合 , 奔

小康建设与改善土地生态环境相结合,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的统一, 从而达到生态环境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治理目标。

3 .6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生态环境意识  要依靠科

技, 发挥科技在土地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 将土地生态环境保

护和整治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和群众基础上。

4  结语

应加强对土地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 建立土地环境管理

体系, 实现对土地生态环境法制管理。到2010 年, 要基本控

制土地生态环境恶性发展的趋势 , 使区域土地生态环境质量

有明显好转 , 初步形成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并为

全面的土地生态环境建设, 实现人口、土地资源和经济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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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穴数 , 计算各小区分蘖率、成穗率、结实率、理论产量、

实测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如表1 ～2 所示。施氮量与分蘖率、有效穗数

成正相关 , 但与成穗率、产量不成正相关 , 适当减少氮肥施

用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 , 实测和理论产量均表现为

处理E( 减少25 % 施氮量) 产量最高 , 处理C( 推荐施肥) 产量

次之。不同田块采用不同的施肥量能大大提高化肥的利用

率, 并能有效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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