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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对夏玉米产量及

氮素利用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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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氮肥中氮素的合理释放是提高作物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之一，耕作方式也可显著影响氮

肥施用效果。本文比较了浅旋、免耕和深松三种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和常规施肥对夏玉米干物质积累、叶面积指数

及植株氮素积累的影响，为玉米缓／控释肥的合理应用和耕作方式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方法】试验
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在河南新乡进行。采用裂区设计，以耕作方式为主区，设浅旋（Ｒ）、免耕（Ｎ）和条带深松（Ｓ）３
种耕作方式；肥料类型为副区，设不施氮（ＣＫ）、缓释肥（ＳＲＦ）和常规施肥（ＣＣＦ）３个处理。【结果】相同耕作方式
下，缓释肥处理的夏玉米产量及氮肥利用效率显著高于常规施肥；相同肥料处理，其条带深松耕作的夏玉米产量及

氮肥利用效率显著高于浅旋和免耕直播处理。各处理中，以条带深松下的缓释肥处理产量及氮肥利用效率最高，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其中两年产量平均增幅为 １３４％ ５９２％，氮肥农学利用效率（ＡＥＮ）增幅为 ２７９％
７２７％，氮素表观利用率（ＲＥＮ）增长１５１ ５５７个百分点。分析表明，干物质积累和氮素积累，尤其是花后干物
质和氮素积累的增加是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在Ｎ、Ｒ和Ｓ三种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处理的花后干物质积累量较
常规施肥分别提高１３０％、１２７％和１８７％；花后氮素积累量分别提高１４４％、１６８％和１７８％，其中条带深松
耕作的增幅显著高于浅旋和免耕直播。条带深松下缓释肥处理花后干物质和氮素积累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结

论】与传统耕作方式和施肥方式相比，条带深松耕作和缓释肥的施用均显著提高了夏玉米的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

各处理中以条带深松耕作下缓释肥处理的夏玉米产量及氮素效率最高，因此，条带深松深施缓释肥可作为黄淮海

区一项有效的合理耕作与施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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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物单产提高的过程中，化肥所起的作用占

４０％ ６０％［１］。然而，随着作物产量水平不断提

高，生产中出现了氮肥过量施用、不合理施肥等现

象，造成了肥料利用率低，氮素损失和环境污染等问

题［２－４］。研究表明，在华北平原冬小麦／夏玉米轮作
体系中，农民习惯施肥的周年总施氮量超过 Ｎ５００
ｋｇ／ｈｍ２，而冬小麦、夏玉米单季作物吸氮量分别仅
为Ｎ１６０和１４０ｋｇ／（ｈｍ２·ａ）［２］，导致土壤中氮肥盈
余达到Ｎ２２７ｋｇ／ｈｍ２［３］。而该区小麦、玉米平均氮
肥回收利用率分别仅为 １８％和１６％［４－５］，远远低于

美国玉米生产的氮肥回收利用率（３７％）［６］，每年通
过氨挥发、反硝化作用和淋洗损失的氮分别为

Ｎ１２０、１６和１３６ｋｇ／ｈｍ２［２］。因此，切实有效地提高
氮肥利用率，减轻其对环境的威胁，对玉米高产、高

效和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改善氮肥施用技术，科学合理施用氮肥是提高

氮肥利用效率，实现环境友好的重要途径。在华北

平原，玉米生长期高温多雨，生产中常采用一炮轰的

施肥方式易引起氮素的大量淋失，不仅造成肥料资

源浪费，利用率降低，也常常使玉米生长后期发生脱

肥早衰［７］；同时，由于玉米植株高大，后期追肥困

难，费力费工，且会对玉米造成一定的伤害，导致不

同程度的减产［８］。近年来，缓／控释肥料的研制与
应用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新途径。缓／控释肥具有

肥效期长且稳定的特点，一次施用能满足玉米在整

个生育期对养分的需求，减少施肥的数量和次数，节

省成本，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９］。前人研究已证

明，与等养分量的普通化肥相比，缓／控释肥能够提
高肥料的利用效率和作物产量［１０－１５］。然而，前人关

于缓／控释肥应用效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缓／控释肥
单因素（不同类型，施用方式等）对玉米产量、生长

发育、肥料效率及环境效应的影响等方面［１２－１７］，很

少关注其他栽培措施（如耕作方式）对其肥效的影

响。显然，耕作方式对作物产量及施用肥料效应存

在较大影响［１８－１９］。已有研究证明普通肥料在不同

耕作方式下的作用效果不同［２０－２１］。而关于缓／控释
肥在不同耕作方式下的施用效应研究较少。因此，

本试验通过田间试验比较了在灭茬旋耕、免耕直播

和条带深松三种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对玉米产量及氮

素利用效率的影响，并通过分析玉米干物质及氮素

积累与分配特征进一步研究耕作方式与缓释肥互作

的作用效果与增产机理，旨在为玉米缓／控释肥的合
理使用和耕作方式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

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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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试验基地进行，该区位于黄淮海平原区，属于暖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４℃，全年≥
１０℃积温４６４７２℃。年降水量５７３４ｍｍ，多集中于
７、８月间，年日照时数２３２３９ｈ。试验地土壤为粘

质壤土，０—２０ｃｍ土层有机质含量１２５５ｇ／ｋｇ、速
效氮 ６１２ｍｇ／ｋｇ、速效磷 １６２ｍｇ／ｋｇ、速效钾
１１００ｍｇ／ｋｇ、ｐＨ８２１。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夏玉米
生长季日照、降水量及温度状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夏玉米生长季月平均日照、降雨量及温度状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ｍｍ）ａｎｄ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ｈｏｕｒｓ（ｈ）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ｓ（Ｊｕｎ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ｉｎ２０１３ａｎｄ２０１４

月份

Ｍｏｎｔｈ

２０１３

积温（℃）
Ａｃ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降雨量（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日照时数（ｈ）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ｈｏｕｒ

２０１４

积温（℃）
Ａｃ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降雨量（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日照时数（ｈ）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ｈｏｕｒ

６ ８０２３ １３８ １６３０ ７９５０ ３７８ １４４８

７ ８７２１ ２３１１ １２８６ ８７１２ １３４５ ２０５６

８ ９０９５ ６４５ ２６９０ ７８８３ １０７４ １４３５

９ ６８５３ １８８ １３０４ ６３８０ １６６５ ９７３

Ｔｏｔａｌ ３２６９２ ３２８２ ６９１０ ３０９２５ ４４６２ ５９１２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裂区设计，以耕作方式为主区，设浅旋

耕作（Ｒ）、免耕直播（Ｎ）和条带深松（Ｓ）３种方式；
肥料类型为副区，设不施氮（ＣＫ）、常规施肥 Ｎ２７０
ｋｇ／ｈｍ２分次施用（ＣＣＦ，６０％基施，４０％拔节期追
施），缓释肥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一次性基施（ＳＲＦ）３个处
理。免耕处理使用当地的农哈哈免耕播种机进行播

种，一次作业同时完成播种及施种肥作业；浅旋处

理利用卧式旋耕耙进行１０—１５ｃｍ旋耕，后与免耕
处理相同，使用农哈哈播种机进行播种、施种肥作

业；条带深松处理采用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制的

ＨＨＮ－２ＢＦＹＣ型立式条带深松精量播种机进行深
松、播种及施肥一体化作业，深松深度为 ２５—３０
ｃｍ，施肥深度为１０ｃｍ。试验用缓释肥由河南省心
连心化肥有限公司生产，其Ｎ、Ｐ２Ｏ５、Ｋ２Ｏ含量分别
为３０％、５％、５％，该肥料采用高分子网捕技术，控
失率高，阻止已释放养分流失，形成肥料箱，为作物

持续不断提供养分；常规施肥处理使用普通复合肥

和尿素混合配制出与缓释肥处理等养分量的肥料。

各处理磷、钾肥施用量相同，均为 Ｐ２Ｏ５４５ｋｇ／ｈｍ
２

和Ｋ２Ｏ４５ｋｇ／ｈｍ
２，其中不施氮处理所用磷、钾肥为

常规过磷酸钙和氯化钾肥料。

选用郑单９５８为供试材料，于６月中旬播种，种
植密度为６００００ｐｌａｎｔ／ｈｍ２，６０ｃｍ等行距种植，株距
２５ｃｍ。小区面积为９６ｍ２（４８ｍ×２０ｍ），每小区
种植８行，３次重复。其他管理措施同夏玉米高产
田。在玉米达到生理成熟后收获，２０１３年为９月２８

日，２０１４年为９月２６日。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叶面积及叶面积指数　于玉米吐丝期、成熟
期，田间活体测量５株叶面积，采用长宽系数法计算
叶面积（０７５），叶面积指数 （ＬＡＩ）＝该土地面积上
的总叶面积／土地面积。
１３２干物质积累　于玉米吐丝期和成熟期，每个小
区取代表性植株３株，按不同器官（茎鞘、叶片、籽粒
和穗轴）分开，于１０５℃杀青３０ｍｉｎ，８０℃烘干至恒重
后测定干物重，样品粉碎用于养分（Ｎ）的测定。
１３３植株氮素含量及氮肥利用效率　利用 ＫＴ－
２３００型凯氏定氮仪测定植株不同部位氮素含量。
计算方法如下［２２－２４］：

植株氮积累量（ｋｇ／ｈｍ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ｐｌａｎｔ，ＮＡＡ）＝植株含氮量（％）×单株干
重 ×小区密度；

氮肥农学效率（ｋｇ／ｋｇ，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ＥＮ）＝（施氮区玉米产量 －对照区玉米产量）／施
氮量；

氮肥表观利用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Ｎ，ＲＥＮ）＝（施氮区玉米地上部吸氮量 －对
照区玉米地上部吸氮量）／施氮量 ×１００。
１３４测产、考种　每小区去掉两侧边行和每行两
端各五株后，调查相应的空秆数、双穗数；测定全

部收获穗的穗鲜重、穗数；选取样本穗２０穗（误差
小于０１ｋｇ），风干后脱粒，称重，测定含水量，换算
成１４％含水量的重量，进而折合成公顷产量；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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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２０穗进行考种。
１４　数据处理

本研究所用产量数据为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的试
验数据，其余均为２０１３年试验数据。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利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００软件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对夏玉米产量的影响

由图１Ａ可知，相同耕作方式下，与不施氮对照

（ＣＫ）相比，各施氮处理的玉米产量均显著提高，
且施缓释肥处理（ＳＲＦ）的产量显著高于常规施
肥（ＣＣＦ）。２０１３年，在浅旋（Ｒ）耕作下，ＳＲＦ处
理的产量比 ＣＣＦ和 ＣＫ分别提高了 ６３％和
３４８％；免耕直播（Ｎ）条件下，ＳＲＦ比 ＣＣＦ和
ＣＫ分别提高了 ７２％和 ４７０％；条带深松（Ｓ）
条件下，ＳＲＦ比 ＣＣＦ和 ＣＫ分别提高了１３９％和
４９４％。不同耕作方式比较，条带深松耕作（Ｓ）
的 ＳＲＦ处理的产量最高，分别比浅旋（Ｒ）和免耕
直播（Ｎ）条件下的 ＳＲＦ处理提高了 １０７％和
１１５％，差异显著。

图１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不同处理夏玉米产量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Ａ）ａｎｄ２０１４（Ｂ）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ＣＦ—常规施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Ｆ—缓释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５％显著水平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在２０１４年的试验中，各处理玉米产量的变化和
２０１３年的整体趋势一致，相同耕作方式下，表现为
ＳＲＦ＞ＣＣＦ＞ＣＫ。浅旋耕作下 ＳＲＦ处理的产量比
ＣＣＦ和ＣＫ分别提高了９１％和３８９％；免耕直播
下分别提高了９２％和４３０％；深松耕作下分别提
高了１２８％和４０７％。不同耕作方式比较，条带深
松耕作下ＳＲＦ处理的产量最高，分别比免耕直播和
浅旋条件下的ＳＲＦ处理高１０２％和８２％，且差异
显著。

２２　不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对夏玉米花前、花后
干物质积累与分配的影响

由表２可以看出，相同耕作方式下，常规施肥
（ＣＣＦ）和缓释肥处理（ＳＲＦ）处理的夏玉米花前干物
质积累量、花后干物质积累量及整个生育期总干物

质积累量均显著高于 ＣＫ。ＳＲＦ和 ＣＣＦ处理之间花
前干物质积累量没有明显差异，而 ＳＲＦ处理的花后
干物质积累量显著高于 ＣＣＦ，浅旋耕作（Ｒ）下的增
幅为１３０％，免耕（Ｎ）条件下增幅为１２７％，条带

深松耕作（Ｓ）下增幅为１８７％。各处理中，以条带
深松耕作（Ｒ）缓释肥处理的花后干物质积累量最
高，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增幅为８４％ ４１１％。由
于花后干物质积累的显著增加，ＳＲＦ处理全生育期
总干物质量显著高于 ＣＣＦ，３种耕作方式下增幅分
别为８１％（Ｒ）、８９％（Ｎ）和１２３％（Ｓ），且条带深
松与缓释肥互作处理的总干物质积累量最高，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增幅为６２％ ５７１％。同时，相同
耕作方式下，ＳＲＦ处理的花后干物质积累量占全生
育期总干物质积累量的比值显著高于ＣＣＦ和ＣＫ处
理。不同耕作方式之间，条带深松耕作下各处理的

花后干物质积累量占全生育期的比值均高于免耕直

播和浅旋耕作。各处理中，以条带深松下缓释肥处

理的花后干物质积累量占全生育期的比值最高。

以上结果说明，与常规施肥相比，缓释肥能够显

著提高玉米花后干物质积累量及花后干物质积累量

占总干物质积累量的比例，其中在条带深松耕作条

件下缓释肥处理的增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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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夏玉米花前与花后干物质积累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ｉｌｋ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

耕作方式

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施肥处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植株干物质积累量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ｋｇ／ｈｍ２）

花前

Ｐｒｅｓｉｌｋｉｎｇ
花后

Ｐｏｓｔｓｉｌｋｉｎｇ
全生育期

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花后／整个生育期
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ｔｓｉｌｋｉｎｇ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

浅旋（Ｒ） 对照ＣＫ ６０５６．５ｃ ７０７５．５ｄ １３１３２．０ｅ ０．５４ｄ

Ｒｏｔａｒｙｔｉｌｌａｇｅ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８１７４．３ｂ ９４６８．６ｃ １７６４２．９ｄ ０．５４ｄ

缓释肥ＳＲＦ ８３７２．１ａｂ １０７０３．６ｂ １９０７５．７ｂｃ ０．５６ｂｃ

免耕（Ｎ） 对照ＣＫ ６１５２．２ｃ ７１２８．２ｄ １３２８０．４ｅ ０．５４ｄ

Ｎｏｔｉｌｌａｇｅ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８０１０．７ｂ ９８２６．４ｃ １７８３７．１ｄ ０．５５ｃｄ

缓释肥ＳＲＦ ８３４５．７ａｂ １１０７６．９ｂ １９４２２．６ｂ ０．５７ａｂ

条带深松（Ｓ）
Ｓｕｂ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对照ＣＫ ６１１３．５ｃ ７０８９．９ｄ １３２０３．４ｅ ０．５４ｄ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８２６０．４ａｂ １０１１３．８ｂｃ １８３７４．２ｃｄ ０．５５ｃｄ

缓释肥ＳＲＦ ８６１８．４ａ １２００９．９ａ ２０６２８．３ａ ０．５８ａ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ＣＦ—常规施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Ｆ—缓释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显著水平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图２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夏玉米开花期和成熟期群体叶面积指数
Ｆｉｇ．２　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ＬＡＩ）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ａｔｔｈｅｓｉｌｋ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ＣＦ—常规施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Ｆ—缓释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５％显著水平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ｂａ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２３　不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对夏玉米叶面积指数
（ＬＡＩ）的影响

图２Ａ显示，相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处理
（ＳＲＦ）处理和常规施肥处理（ＣＣＦ）处理的开花期叶
面积指数（ＬＡＩ）均显著高于 ＣＫ，在浅旋耕作（Ｒ）条
件下，ＣＣＦ和ＳＲＦ处理分别比ＣＫ提高了６８２％和
７４５％；免耕直播（Ｎ）条件下，ＣＣＦ和 ＳＲＦ分别比
ＣＫ提高了５７９％和６３６％；条带深松（Ｓ）条件下，
ＣＣＦ和 ＳＲＦ分别比 ＣＫ提高了 ５０３％和 ６２５％。
而ＳＲＦ处理和 ＣＣＦ处理之间开花期的 ＬＡＩ没有显

著差异。

成熟期（图２Ｂ），各处理 ＬＡＩ均显著降低。Ｒ、
Ｎ和Ｓ三种耕作方式下，ＣＫ处理的ＬＡＩ降幅分别为
７０４％，７１７％和６９９％；ＣＣＦ处理的 ＬＡＩ降幅分
别为６６１％，６３７％和６１２％；ＳＲＦ处理的 ＬＡＩ降
幅分别为５７３％，５４８％和５００％，显著低于ＣＫ和
ＣＣＦ处理。３种耕作方式比较，条带深松耕作（Ｓ）下
各处理（ＣＫ，ＣＣＦ和 ＳＲＦ）的 ＬＡＩ下降幅度最小，显
著低于浅旋（Ｒ）和免耕直播（Ｎ）下的各处理（Ｐ＜
００５）。另外，各处理中，以条带深松耕作下缓释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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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ＬＡＩ下降幅度最小，比其它处理低８８％
３０３％（Ｐ＜００５）。
２４　不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对夏玉米花前、花后
氮素积累与分配的影响

表３结果表明，相同耕作方式下，ＣＣＦ和 ＳＲＦ
处理的夏玉米花前氮素积累量、花后氮素积累量

及整个生育期总氮素积累量均显著高于 ＣＫ对照，
而ＳＲＦ和ＣＣＦ处理之间花前氮素积累量没有明显
差异。但是，ＳＲＦ处理的花后氮素积累量显著高
于 ＣＣＦ，３种耕作方式下增幅分别为 １４４％、
１６８％和１７８％。各处理中以条带深松耕作下缓
释肥处理的花后氮素积累量最高，显著高于其他

处理，增幅为 １７１％ ４０１７％。因此，ＳＲＦ处理
全生育期总氮素积累量显著高于 ＣＣＦ，３种耕作方
式下增幅分别为 ８８％（Ｒ）、８３％（Ｎ）和 ９１％
（Ｓ），且条带深松下缓释肥处理的总氮素积累量最
高，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增幅为 ８２％ １６２２％。
同时，相同耕作方式下，ＳＲＦ处理的花后干物质积
累量占全生育期总氮素积累量的比值显著高于

ＣＣＦ和 ＣＫ处理。不同耕作方式比较，条带深松耕
作下各处理的花后氮素积累量占全生育期的比值

均高于免耕直播和浅旋耕作。各处理中，以条带

深松与缓释肥互作处理的花后氮素积累量占全生

育期的比值最高。

表３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夏玉米花前与花后氮素积累与分配
Ｔａｂｌｅ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ｉｌ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

耕作方式

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施肥处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植株氮素积累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ｎｔ（ｋｇ／ｈｍ２）

花前

Ｐｒｅｓｉｌｋｉｎｇ
花后

Ｐｏｓｔｓｉｌｋｉｎｇ
全生育期

Ｗｈｏｌｅ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

花后／整个生育期
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ｔｓｉｌｋｉｎｇ
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

浅旋 对照ＣＫ ７２．７ｃ ２３．１ｇ ９５．８ｅ ０．２４ｆ

Ｒｏｔａｒｙｔｉｌｌａｇｅ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１２６．８ｂ ７８．５ｅ ２０５．２ｃ ０．３８ｄ

缓释肥ＳＲＦ １３３．５ａ ８９．８ｃ ２２３．３ｂ ０．４０ｃ

免耕 对照ＣＫ ７１．１ｃ ２３．２ｈ ９４．４ｅ ０．２５ｆ

Ｎｏｔｉｌｌａｇｅ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１２６．４ｂ ８４．７ｄ ２１１．２ｃ ０．４０ｃ

缓释肥ＳＲＦ １２９．８ａｂ ９９．０ｂ ２２８．７ｂ ０．４３ｂ

条带深松 对照ＣＫ ７５．１ｃ ３０．８ｆ １０５．９ｄ ０．２９ｅ

Ｓｕｂ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１２８．５ａｂ ９８．４ｂ ２２６．９ｂ ０．４３ｂ

缓释肥ＳＲＦ １３１．６ａ １１５．９ａ ２４７．５ａ ０．４７ａ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ＣＦ—常规施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Ｆ—缓释肥 Ｎ２７０ｋｇ／ｈｍ２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５％显著水平 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以上结果说明，与不施肥和常规施肥处理相比，
施用缓释肥能够显著提高玉米花后氮素积累量及其

占总氮素积累量的比例，且在条带深松耕作下增幅

最大。

２５　不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对夏玉米氮素利用效
率的影响

从表４可以看出，相同耕作方式下，缓释肥处
理的氮肥农学利用效率及氮肥表观利用率均显著高

于常规施肥处理。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浅旋耕作

（Ｒ）下缓释肥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提高１１７％，氮
肥表观利用率提高１８２％；免耕直播下（Ｎ）缓释肥
处理的氮肥农学效率提高２５０％，氮肥表观利用率

提高１５０％；条带深松耕作（Ｓ）下缓释肥处理的氮肥
农学效率提高３８５％，氮肥表观利用率提高１５５％。
不同耕作方式比较，条带深松耕作的氮肥农学利用效

率及氮肥表观利用率均高于浅旋和免耕直播处理。

各处理中，条带深松耕作下缓释肥处理氮素利用效率

最高，与浅旋和免耕直播条件下的ＳＲＦ处理相比，氮
肥农学效率分别提高了５４７％和２７９％，氮素表观
利用率分别提高了３１７％和１５１％。

以上结果表明，与常规施肥相比，缓释肥能够显

著提高玉米氮肥利用效率，且耕作方式对不同施肥

处理的氮肥利用效率影响较大，条带深松耕作下缓

释肥处理的氮肥利用率增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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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３年不同处理夏玉米氮素利用效率
Ｔａｂｌｅ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ａｉｚ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３

耕作方式

Ｓｏｉｌｔｉｌｌａｇｅ
施肥处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氮肥

农学效率

ＡＥＮ
（ｋｇ／ｋｇ）

氮肥表观

利用率

ＲＥＮ
（％）

浅旋 对照ＣＫ

Ｒｏｔａｒｙ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７．７ｅ ３６．８ｄ

ｔｉｌｌａｇｅ 缓释肥ＳＲＦ ８．６ｄ ４３．５ｃ

免耕 对照ＣＫ

Ｎｏｔｉｌｌａｇｅ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８．３ｄ ４３．３ｃ

缓释肥ＳＲＦ １０．４ｂ ４９．８ｂ

深松 对照ＣＫ

Ｓｕｂｓｏｉｌ 常规施肥ＣＣＦ ９．６ｃ ４９．６ｂ

ｔｉｌｌａｇｅ 缓释肥ＳＲＦ １３．３ａ ５７．３ａ

注（Ｎｏｔｅ）：ＣＫ—不施氮肥 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ＣＦ—常规施肥 Ｎ

２７０ｋｇ／ｈｍ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ＲＦ—缓释肥 Ｎ２７０

ｋｇ／ｈｍ２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Ｅ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处理

间差异达５％显著水平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

３　讨论
缓／控释肥料的应用不仅能满足作物对养分的

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肥料损失，显著提高肥料

利用效率［２５－２８］。在本研究中，与常规施肥比，施用

缓释肥处理的夏玉米产量显著提高，且产量的提高

主要来自于花后干物质积累的增加（表２）。前人研
究已证明，禾谷类作物经济产量的６０％以上来自开
花后到成熟期的光合代谢产物［２９－３１］。本研究表明，

缓释肥处理与常规施肥处理的花前干物质积累量没

有显著差异，而缓释肥处理花后干物质积累量显著

高于常规施肥处理，且花后干物质积累量占全生育

期总干物质量的比例接近６０％，显著高于常规施肥
处理。说明施用缓释肥有利于灌浆期干物质的积

累，这与前人关于不同包膜材料控释复合肥的研究

结果类似［１７］。这主要是因为常规施肥前期大量的

氮素淋失造成花后氮素不足，植株根系周围出现氮

素亏缺［３２］，加速了花后植株衰老［７］，进而导致花后

干物质合成能力下降［３３］；而缓释肥根据玉米生长

特性进行选择性释放，前期释放缓慢，从大口期以后

释放速率加快，花后土壤氮素的供应能力显著提

高［３４］，降低了营养器官，尤其是叶片中氮素向生殖

器官的转运量，从而延缓了叶片衰老，显著提高花后

干物质积累量［３５］。本研究中，缓释肥处理花后氮素

积累量显著高于常规施肥处理，而花前氮素积累量

没有显著差异。同时，由于缓释肥处理促进了植株

对养分的吸收，与常规施肥比，缓释肥处理玉米氮肥

农学效率和氮素表观利用率显著提高。

然而，耕作措施可通过调节土壤环境对作物养

分的吸收及利用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

量［３６－３７］。本研究中，与浅旋耕作和免耕直播比，条

带深松耕作下各施肥处理的花后氮素积累量显著增

加，而花前氮素积累量没有显著差异。较高的花后

氮素积累有利于延缓叶片衰老，因此各施肥处理在

条带深松耕作下的花后叶面积指数显著高于浅旋和

免耕处理（图２），从而促进了花后干物质积累量的
增加（表３），最终提高了产量。另外，由于各施肥处
理在条带深松耕作下氮素积累量和产量显著高于浅

旋和免耕处理，因此，条带深松耕作下各处理玉米氮

素农学效率及氮肥回收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其原因

可能是浅旋耕作由于常年的机械压实会使土壤耕层

变浅，影响作物根系的正常下扎和活性，使作物花后

根系衰老加快［３２，３８］；同时，免耕直播由于播种和施

肥深度较浅，且土壤坚实，不利于根系下扎；而条带

深松由于耕作较深，增加了耕层深度，降低了土壤容

重，有利于根系下扎［３２，３９］，使玉米生长后期能够保

持较高的根系活力，从而维持较高的养分吸收能力。

因此，条带深松耕作可以促进玉米对土壤中的氮素

的吸收与利用。

总之，在本研究条件下，缓释肥能够显著提高夏

玉米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且耕作方式对缓释肥的

施用效果影响较大，在条带深松耕作下施用缓释肥

的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最高。但是，缓释肥的应用

效果除了受耕作方式的影响外，还受土壤温度、湿

度、微生物及玉米品种等因素对养分释放的影响。

因此，为更好指导控释肥的应用，这些问题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４　结论
与常规肥料相比，缓释肥能够显著提高夏玉米

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主要是因为施用缓释肥显著

提高了玉米干物质积累量和植株氮素积累量，尤其

是花后干物质及氮素积累量。三种耕作方式中，条

带深松耕作下缓释肥的作物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最

高。可见，缓释肥与条带深松耕作相结合能够更加

有效地提高玉米产量和氮素利用效率。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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