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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研究控释BB 肥对西瓜的施用效果 , 为控释肥的推广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以丰乐1 号西瓜为试材 , 采用田间小区
试验法研究了控释BB 肥对西瓜产量、品质和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结果] 控释BB 肥能显著提高西瓜产量 ,在等养分施用下较常规施肥
增产20 .18 % , 在养分减少20 % 的情况下, 仍能增产8 .69 % ; 控释BB 肥能明显提高西瓜的品质 , 在等量、减量20 % 、减氮30 % 的3 个不同
控释BB 肥处理中 , 西瓜果实的Vc 和可溶性糖含量较常规施肥分别增加了28 .69 %和16 .35 % , 硝酸盐含量也有显著的降低 , 氮素利用率
分别较常规施肥提高38 .13 % 、37 .08 % 和27 .79 % 。[ 结论] 控释BB 肥具有延缓养分释放的功能 , 是一种既增产又经济 , 还对环境友好的
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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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ed Effect of Controlled-release BB Fertilizer on Watermelon
JING Da- wei et al  (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tudy ai med to study onthe applied effect of controlled-release BBfertilizer on watermelon and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e
for the population of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 .[ Method] Inthe field plot test ,with Luofeng 1 watermelon as the tested material ,the effect the controlled-
release BBfertilizer on yield ,quality and Nutilization of watermelon were studied .[ Result] The controlled-release BBfertilizer could i ncrease the yield of
watermelon significantly ,which could increase the yield by 20 .18 % or 8 .69 % thanthat by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whenthe same quantity or 80 % of fertil-
izers were applied .The controlled-release BBfertilizer could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watermelon obviously .The vitamin C content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watermelon could be increased by 28 .69 % and 16 .35 % resp .on average i nthe 3 different treat ments of controlled-release BBfertilizer withthe same
quantity ,reducing 20 % quantity and reducing 30 % nitrogen .The nitrate content in in watermelon could be decreased remarkably and the N utilization
could be i mproved by 38 .13 % ,37 .08 % and 27 .79 % thanthat by conventional fertilizer .[ Concl usion] The controlled-release BBfertilizer had function of
delaying nutrient release ,so it was a kind of yiel d-increasi ng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fertiliz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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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肥作为“粮食的粮食”为世界所共识。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统计, 发展中国家粮食增产的55 % 来自化肥的作用。由

于肥料性质与土壤环境条件的复杂性, 肥料利用率较低是当

前化肥使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 我国氮肥的当季利用

率为30 % ～35 % , 磷肥为10 % ～20 % , 钾肥为30 % ～35 % [ 1] 。

其中, 氮的损失最严重, 每年损失的氮量相当于1 .9 ×107t 尿

素, 折合人民币380 多亿元[ 2] 。因此, 化肥损失是一个相当

严重的问题 , 它不仅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而且造成部分

地区环境污染[ 3 - 4] 。控释肥养分释放慢, 能有效降低土壤中

各元素的挥发、淋失, 减少环境污染, 一次施肥在一定程度上

能满足作物全生育期对肥料的需求[ 5] 。笔者以西瓜为试材 ,

研究了控释BB 肥对西瓜产量、品质以及肥料利用率的影响 ,

为控释肥的推广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夏马村进行,

土壤质地为轻壤土, 试验前耕层混合土样的基本理化性状为:

有机质17 .85 g/ kg 、有效氮97 .08 mg/ kg 、有效磷40 .96 mg/ kg 、有

效钾118 .50 mg/ kg 、有效铜2 .14 mg/ kg 、有效锌1 .16 mg/ kg、有效

铁22 .23 mg/ kg 、有效锰38 .06 mg/ kg 。pH 值为6 .73。

1 .2 供试材料  以丰乐一号西瓜为试材, 以山东金正大生

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两种控释BB 肥为供试肥料,N、

P、K 含量分别为21 - 5 - 16 、16 - 6 - 20 ; 习惯施肥所用的尿素

( N 46 .3 %) 、硫酸钾( K2O 50 %) 和磷酸二铵( N 18 % ,P2O5

46 %) , 购自市场。

1 .3  方法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5 个处理,3 次重复, 小区面

积为35 m2 。西瓜采用拱棚栽培, 密度为7 500 株/ hm2 。处理

①CK: 不施肥 ; 处理② : 习惯施肥( 21 - 5 - 16) 1 500 kg/ hm2 ; 处

理③: 与处理②总养分含量相同的控释 BB 肥( 21 - 5 - 16)

1 500 kg/ hm2 ; 处理④: 控释BB 肥( 21 - 5 - 16) 1 200 kg/ hm2 ; 处

理⑤: 降N 增P、K 控释肥( 16 - 6 - 20) 1 500 kg/ hm2 。习惯施

肥中的硫酸钾和磷酸二铵作基肥1 次性施入, 尿素1/ 2 作基

肥, 另1/ 2 在花期作追肥施入。

1 .4  测定项目  西瓜收获时每区取10 株计算瓜蔓比、生物

量、产量、增产率和氮素利用率。瓤和皮的全氮含量通过鲜

样打浆后用凯氏蒸馏法测定, 果实中含糖量用手持糖量计测

定,Vc 含量用1 、5 二氯2、6 靛酚法测定[ 6] , 硝酸盐含量用水

杨酸法测定 , 总酸度用氢氧化钠滴定法测定, 其他项目均用

常规方法测定。

表1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产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fertilizationtreatments onthe water melonoutput

处理
Treatment

产量均值∥kg/ hm2

Meanvalue
of yield

比CK 增产∥%
Increment compared

with CK

比习惯施肥增产∥%
Increment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① 30 262 .20 eD -      -

② 36 767 .55 dC 21 .50      -

③ 44 188 .80 aA 46 .02     20 .18

④ 39 963 .75 bB 32 .06 8 .69

⑤ 38 214 .45 cC 26 .28 3 .94
 注 : 小写字母表示 5 % 差异显著水平 , 大写字母表示 1 % 差异显著水

平。下同。
 Note :Lowercases mean 5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apital letters mean 1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same as follows .

2  结果与讨论

2 .1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产量的影响  由表1 可知 , 与 CK

相比, 不同施肥处理均增加了西瓜的 产量, 增产幅 度在

21 .50 % ～46 .02 % , 其中, 习惯施肥的增产效果最差, 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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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的增产效果最好; 与习惯施肥相比, 处理③增产20 .18 % ,

在施肥量减少20 % 的情况下仍能增产8 .69 % , 处理⑤增产

3 .94 % 。这说明施用控释BB 肥能明显提高西瓜的产量。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各处理的产量均极显著高于 CK, 处

理③的增产效果最佳; 处理③、④的产量极显著高于习惯施

肥; 处理⑤的产量显著高于习惯施肥。这说明3 个控释肥处

理与习惯施肥( 处理②) 相比均具有较明显的增产作用。

2 .2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品质的影响  由表2 可知, 可溶

性糖含量以处理⑤最高, 处理③次之, 处理④位居第3 ,CK 最

低。控释BB 肥各处理可溶性糖含量均明显高于习惯施肥 ;

Vc 含量以处理③为最高, 其次分别为处理⑤、④, 分别比 CK

增加 了 22 .98 % 、20 . 43 % 、17 . 80 % , 比 习惯 施 肥 增 加 了

31 .44 % 、28 .72 % 、25 .90 % 。方差分析表明, 控释 BB 肥各处

理与CK 和习惯施肥相比,Vc 含量均达到了显著和极显著差

异, 而控释BB 肥的3 个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习惯施肥与

CK 之间差异也不显著;NO3
- 含量以习惯施肥为最高, 比 CK

增加了 66 .59 % , 比处 理③、④、⑤分 别增 加了 22 .44 % 、

25 .72 % 、31 .66 % ; 总酸度以处理④最高 , 习惯施肥最低; 糖酸

比亦有类似的变化规律。该结果表明, 控释 BB 肥有利于提

高西瓜可溶性糖和 Vc 含量、提高总酸度和糖酸比、降低硝酸

盐含量。

表2 不同施肥处理对西瓜品质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fertilizationtreatments on watermelonquality

处理
Treatment

干重/ 鲜
重∥%

Dry weight/
fresh weight

水分含量∥%
Moisture
content

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心Heart 边Edge

Vc 含量∥mg/ kg
Vc content

NO3
- 含

量∥mg/ kg
NO3

- content

总酸度∥%
Total acidity

心Heart 边Edge

糖酸比
Sugar-acid ratio

心Heart 边Edge

① 9 .25 90 .75  8 .4 4 .8   93 .62 bB   63 .18 dC 0 .145 6 0 .097 1 57 .69 49 .43

② 8 .98 91 .02 8 .7 4 .9 87 .59 bB 105 .25 aA 0 .147 1 0 .101 4 59 .14 48 .32

③ 8 .61 91 .39 10 .4 5 .5 115 .13 aA 85 .96 bB 0 .162 8 0 .109 9 63 .88 50 .05

④ 8 .92 91 .08 9 .9 4 .9 110 .28 aA 83 .72 bcB 0 .167 2 0 .114 2 59 .21 42 .91

⑤ 8 .89 91 .11 10 .9 6 .1 112 .75 aA 79 .94 cB 0 .165 6 0 .112 8 65 .82 54 .08

2 .3 不同施肥处理对氮素利用率的影响  从表3 可知, 各

处理的氮素利用率均不高, 在21 .95 % ～30 .32 % , 这与西瓜生

长期短、施肥量大有关, 也与基础地力较高导致CK 的产量较

高有很大关系。但4 个施肥处理之间相比, 习惯施肥的氮素

利用率最低 , 为21 .95 % , 处理③的氮素利用率最高, 为

30 .32 % , 比习惯施肥增加了38 .13 % ; 处理⑤的氮素利用率为

30 .09 % , 比习惯施肥增加了37 .08 % ; 处理④的氮素利用率为

28 .05 % , 比习惯施肥增加了27 .79 % , 与习惯施肥相比,3 个控

释BB 肥处理的氮素利用率比习惯施肥平均提高了34 .34 % ,

这一结果说明, 控释 BB 肥在提高氮素利用率方面的作用较

明显。

表3 不同施肥处理的氮素利用率

Table 3 Nitrogenutilizationrate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瓤吸氮量
kg/ hm2

Nadsorption
of flesh

比CK 增
加∥%

Increment
compared
with CK

皮吸氮量
kg/ hm2

Nadsorption
of peel

比CK 增
加∥%

Increment
compared
with CK

茎吸氮量
kg/ hm2

Nadsorption
of stem

比CK 增
加∥%

Increment
compared
with CK

叶吸氮量
kg/ hm2

Nadsorption
of leaf

比 CK 增
加∥%

Increment
compared
with CK

根吸氮量
kg/ hm2

Nadsorption
of root

比CK 增
加∥%

Increment
compared
with CK

净吸氮总量
kg/ hm2

Total net N
absorption

施氮总量
kg/ hm2

Total N
application

氮素利用
率∥%

N utilization
rate

① 12 .45 -  7 .95 - 18 .45 - 41 .55 - 0 .195 - - - -

② 27 .90 1 .02 17 .55 0 .64 37 .20 1 .24 66 .90 1 .69 0 .285 0 .01 69 .15 315 21 .95
③ 33 .30 1 .39 21 .90 0 .93 45 .00 1 .76 75 .75 2 .28 0 .315 0 .01 95 .55 315 30 .32

④ 28 .05 1 .04 18 .00 0 .67 37 .65 1 .28 67 .35 1 .72 0 .270 0 .01 70 .65 252 28 .05

⑤ 28 .65 1 .08 18 .45 0 .70 37 .50 1 .26 68 .10 1 .77 0 .285 0 .01 72 .15 240 30 .09

3  结论与讨论

( 1) 控释BB 肥因具有延缓养分释放的功能, 可明显提高

西瓜产量, 在等养分施用量的情况下 , 较习惯施 肥增产

20 .18 % , 在养分施用量减少20 % 的情况下, 仍能增产8 .69 % ,

增产效果非常显著。

(2) 施用控释 BB 肥能明显提高西瓜的品质, 施用控释

BB 肥后 , 西瓜 Vc 和可溶性糖含量平均比 CK 增加28 .69 % 和

16 .35 % , 硝酸盐含量显著降低。

( 3) 利用控释BB 肥可以减少肥料施用量、提高肥料利用

率。该试验表明, 控释BB 肥的氮素利用率平均比习惯施肥

提高34 .34 % 。

( 4) 在减量和减氮的情况下, 施用控释 BB 肥 , 西瓜产量

和氮素利用率均高于习惯施肥, 这说明控释 BB 肥的施用量

仍有降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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