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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据国内外报道 (G or ing cl ev o 19 6 2 )
,

氮素化肥施人土壤中
,

有相当一部分从土坡中

损失
,

一般作物只能利用 30 一50 多
。

施于土壤中氮肥损失的途径主要是氨的挥发
,

硝态

氮的流失
,

硝态氮在嫌气条件下的反硝化作用
,

以及亚硝酸盐的化学分解
。

因此
,

减少

土壤中氮肥损失
,

提高其利用率
,

使氮肥发挥最大的增产效果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月
e沐

-

n鱿o B 19 7 4 ; 5 币p皿Ka 兄 , , 及p
. ,

1 9 7 5)
o

几年来我国化工部门已经研制成多种硝化抑制剂
,

并在一定面积上进行了小区及大

田试验
。

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合适时硝化抑制剂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硝化抑制剂与铁态

氮化肥或尿素混合施用后能抑制或杀死亚硝酸细菌
,

使硝化作用难 以进行
,

从而减少土壤

中硝态氮的含量
,

提高钱态氮的利用率
,

减少氮肥的损失
。

为了弄清硝化抑制剂的增效作用
,

我们通过 田间小区试验研究了几种主要硝化抑制

剂的增产作用
,

并用
’

加 同位素示踪法研究了硝化抑制剂对水稻吸收肥料氮及土壤氮的

影响
,

侧定了几种主要氮肥的氮素利用率
。

二
、

试验材料和方法

1
.

试验在河北省芦台农场一分场进行
。

.

2
.

供试作物 : 水稻
,

品种为
“
白金

. 。 19 7 7 年 , 月 29 日插秧
,

10 月 6 日收割
。

3
.

供试土坡: 滨海盐渍浅色草甸土
。

基本特性
:

州 为 7. 5一7. 6 ,

有机质 1
.

82 关
,

全

氮 0
.

10 8并
,

速效磷 (p户
,
) 5

.

8 p, rn ,

速效钾 (K
; 0 ) 5 4 o

.

6 p pm o

4
.

测定方法: 有机质为丘林法
,

全氮为凯氏定氮法
,

速效磷为碳酸氢钠提取法
,

速效

钾为醋酸按法
,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综合分析室测定
。

5
.
‘, N 月巴料 : 碳钱丰度 11

.

8外
,

硫按丰度 12
.

4并
,

硝按 (l, N H
‘
N Os

) 丰度 13
.

2 多
,

尿

.
参加此项研究工作的还有刘心生

、

张庆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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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丰度 9
.

7务
。

6
.

硝化抑制剂 : 2一氯一6 (三氯甲基)毗吮 (c P)
,

眯基硫脉 (A su )
,
4一氨基一 1

,
2

, 4 一三

哇盐酸盐 (ATc )
,
N一2

,
5一二氯苯基珑拍酚胺酸 (D Cs)

,

氯甲苯 (H C T )
,
2

,
5 二氯硝基苯

(N B)
o

7
.

”N 样本的制备和分析
:
将水稻样本取回

,

放在 80 ℃ 洪箱中干燥
,

用磨粉机磨碎过

80 目的筛
,

分别取稻谷和稻草 0
.

6 克和 1 克按凯氏法测定含氮量
。

并在 MN 一 13 0 5 质谱计

上进行
’

加 原子百分数的测定叹尤崇构等
, 1 9 6 5 )

。

8
.

试验处理 : 分小区试验和盆栽试验两组进行
。

小区试验共分 17 个处理
,

除氯甲苯

是 3 个重复外
,

其它均为 4 个重复
,

每个小区面积为 1 分地
,

插秧的株距为 4 寸
,

行距为 6

寸
。

处理如下
:

(l) 碳钱对照(每亩施碳按折合 12 斤 N )
,

(2 ) 碳按 + 1
.

5拓 Cp
,

(3 ) 碳钱 + 3外 A sU
,

(4 ) 碳按高肥 (每亩施碳钱拆合 17 斤 N )
,

(5) 碳钱造粒深施
” ,

(6) 碳钱造拉深施 十

1
.

5外 CPz)
,

(7) 碳铁十 3务 ATc
,

(s) 尿素对照(每亩施尿素折合 12 斤 N )
,

(9 ) 尿素+

1
.

5务 C P ,

(1 0 ) 尿素 + 3外 A SU ,

(1 1 )尿素 + 2
.

5务 N B ,

(1 2 ) 尿素 + 3务 D C s ,

(1 3 ) 尿

素 + 每亩 1 0 0 克 H e T ,

(1 4 ) 硫钱对照 (每亩施硫按拆合 1 2 斤 N )
。

(1 5 ) 硫铁 + 一5 %e P ,

(16 ) 硝钱对照(每亩施硝钱折合 12 斤 N )
,

(17 ) 硝按 + 1
.

5肠 CP
o

盆栽试验
’

加 肥料试验处理如下
:

(l) 碳按对照 (每盆施碳铁折合 0
.

2 2 8 5 克 N )
,

(2 ) 碳钱 + 1
.

, 外 e P ,

(3) 碳按 + 3书

A sU
,

(4 ) 碳钱高肥(每盆施碳钱折合 0. 3 2 31 克 N )
,

(5 ) 碳按造粒深施
,

(6 ) 碳铁造校

深施 + 1
.

, 多 e p ,

(7 ) 尿素对照 (每盆施尿素折合 0
.

2 6 0 7 克 N )
,

(s) 尿素 + 1
.

5务 e P ,

(9 ) 尿素 + 3务 A sU ,

(1 0 ) 硫铁对照(每盆施硫钱折合 0
.

2 6 0 7 克 N )
,

(1 1) 硫铁 + 1
.

5呱

e P
,

(一2) 硝钱对照(每盆施硝铁折合 0
.

2 6 0 7 克 N )
, , ,

(13 ) 硝铁 + 1
.

, 沁 e P o

试验地的前茬是水稻
,

插秧前每亩施中等质量厩肥 1, 00 斤
,

过磷酸钙 1 00 斤 (相当于

8 市斤 巧。
,
)

,

氮肥施用量按每亩 12 斤 N 计算
,

分三次施肥
,

第一次返青肥(6 月 6 日)
,

施

最为总量的 30 另; 第二次分芡肥(6 月 20 日)
,

施量为总量的和并 ; 第三次穗肥 (7 月 16

日)
,

施最为总量的 30 关
。

碳按粒肥分两次施 (6 月 6 日
, 7 月 2 日)

,

施量各占 50 肠
。

有

一个高肥处理
,

每亩施 17 斤 N 素
。

除特别指出外
,

每个试验处理的肥料均为表施
。

同位素
’

加 盆栽试验
,

用聚丙烯塑料圆筒形无底盆
,

内径为 18 厘米和 19 .2 厘米
,

高

2 9 厘米
,

盆钵埋入土中 20 厘米
,

在塑料盆离地面 1 厘米处打二个孔(价 l。毫米 )作进出水

孔
,

盆栽用土是从埋入盆钵的小区取 20 厘米土层
,

过筛拌匀再装人盆内
,

小盆和大盆均按

体积装土
,

小盆栽 1 穴 (7 株 )
,

大盆栽 1 穴(s 株)
,

单株营养面积相等
。

每次施肥时
,

将盆

上两个孔用橡皮塞塞紧
,

防止
’,N 肥料与外面交换

,

一般经一星期后再打开孔塞
。

同位素碳铁粒肥深施
,

是把肥料称出后放人胶囊中
。

将所需硝化抑制剂 c P (溶于丙

酮)按量加入胶囊肥料中
,

这样能均匀地混在一起
,

施肥时将玻璃管插入土内 10 厘米
,

胶

1) 质进分析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质谱组进行
。

z) 按施肥里及硝化抑制剂施用量
,

取一定量的肥料加硝化抑制剂充分混合在球肥机上造校
,

手工施入小区中
。

另

也进行了大田试验
。

3 ) 硝按中的含振 t 按全氮含最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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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从玻璃管内放人
,

胶囊可慢慢溶化(胶囊由淀粉制成
,

易溶于水)o

三
、

试验结果及讨论

1 9 7 7 年芦台农场水稻硝化抑制剂田间试验面积有 1 2 0 5 亩
,

共增产稻谷 84 1 4 0 斤
。

水

稻试验总共有 48 例
,

增产 37 例
,

占”
.

1务
,

平产 10 例
,

占 20
.

8沁
,

减产 1 例
,

占 2
.

1外
。

(一) 小区试验结果

从表 1 看出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碳按中添加硝化抑制荆 c P
,

As u , A光
,

均有一定的

增产效果
,

增产幅度在 14
.

7一17 .3 多
。

其他氮肥添加硝化抑制剂 c P 均可增加产量
,

增产

幅度在 5
.

1一17
.

3务
,

其中尿素增产较少
。

衰 1 不同掩肥滋加不同碗化抑翻荆对水艳产t 的影响 (小区试验)

亩产(斤) 增产(% )

7 6 1

8 7 3 14
.

7

16
。

2

17
。

3

5
。

l

l
。

0

5
。

6

6
。

0

10
.

2

1 0
。

2

9
。

8

884893842885850889893896928987729800

衰 2 破被加硝化抑翻荆以及不同施肥方法对水稻产t 的影响 (小区试验)

2 6
。

9

2 3
。

4

2 6
。

5

乙
.�吕,且o

t了2 0
,1,‘

处 理

碳铰对照表施

碳按高肥表施

碳被校肥深施

破按拉肥+ C p 深施

亩产 (斤 )

7 6 1

9 6 5

9 3 9

9 6 2

增产 ( 斤 /亩) 增产( % )

从表 2 看出
,

对于碳铁
,

由于施肥方法不同
,

增产效果显著不同
。

将碳按造粒深施
,

每

亩可增产稻谷 17 8 斤
,

增产百分率为 23 .4 外
。

根据表 1 的数据
,

每亩表施碳按 12 斤氮素

时
,

添加 c P
,

比对照增产 1 12 斤
,

增产百分率为 14 .7 多
,

增产幅度明显
。

比较表 1 及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

添加硝化抑制剂的增产效果不如碳铁造粒深施的增产效果明显 (后者增

产百分率达 23
.

斗多)
。

在碳按造粒深施的情况下
,

再添加硝化抑制剂时增产效果就不明显

了
。

在我们的试验条件下
,

增加氮肥施用量可显著提高产量
。

与碳铁用量每亩 12 斤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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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氮素用量提高到 17 斤
,

增产百分率达 2 6
.

9务
,

将碳铁 (每亩 12 斤氮素) 做成粒肥深施

增产 23
.

4务
,

将粒肥深施并添加 C P 时
,

可增产达 26
.

5并
,

而接近于 17 斤氮素碳按表施的

结果
。

(二) 盆栽试验结果

不同品种氮肥添加硝化抑制剂后
,

盆栽水稻的产量结果与小区试验产量的结果基本

一致
。

除硫钱外
,

各种氮肥添加硝化抑制剂 CP 均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增产幅度为 8
.

0一

19
.

6 务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不同硝化抑制剂的作用是不同的
,

而以 c P 的效果最好
。

表 3 各种氮肥添加不同硝化抑制剂对水稻产t 的形响 (盆栽)

处 理

碳按对照
碳按十 cP 一

碳按十 A SU

尿素对照

尿素 + C p

尿素十 A SU

硫铁对照

硫按 + C P

硝按对照

硝钱 + C P

每盆籽粒重(克) l 每盆稻草重(克) 每盆重(克) ! 籽拉增产(% )

5 0
。

7

54
。

0

一 0
。

7

。

9

.

,

。

3

32
。

6

2 9
。

7

3 6
。

4

2 9
。

2

3 1
。

6

50
。

2

5 9
。

3

62
。

3

63
。

l

5 7
。

6

6 4
。

9

5 3
。

5

6 0
。

7

8. o

IU
。

,

2
。

0

19
。

6

0,
1R4

内j,了工气‘2

有关碳铁添加硝化抑制剂
,

以及不同施肥方法对水稻产量影响的数据列于表 4 ,

表 4

说明
,

碳按粒肥深施比表施增产 34 务
,

增产效果明显
。

碳按粒肥深施添加硝化抑制剂比

粒肥深施不加硝化抑制剂增产 8
.

6 关
,

比碳铁表施增产 46 多
。

对于碳按
,

无论表施面肥或

粒肥深施时添加硝化抑制剂均有一定的增产作用
,

分别为 10
.

0多及 8
.

6拓
。

在盆栽试验条

件下
,

碳按高肥表施(相当于每亩施 17 斤氮)的增产百分率仅仅是 13 外
,

显著地低于碳按

低肥(相当于每亩施 12 斤氮)造粒深 施的处理
。

试验结果经 F 测验 (F一 10
.

73
,

F0.
。,

~ 2
.

5 7 ,

FO
.

。~ 3
.

5 1) 非常显著
。

表 4 碳钦添加硝化抑制剂 CP 以及不同施肥方法对水稻产t 的形响 (盆栽)

处处 理理 籽粒重 /盆盆 稻草重 /盆盆 总重/盆盆 籽拉增产产
(((((克))) (克 ))) (克))) (% )))

碳碳铁表施施 2 4
。

222 2 6
.

555 5 0
。

777 1 3
。

000

碳碳按高肥表施施 2 7
。

333 2 8
。

lll 5 5
。

峪峪 3斗
。

000

碳碳铁造拉深施施 3 2
。

444 3 9
。

333 7 1
。

777 4 6
。

000

碳碳铁造拉深施十 C PPP 3 5
。

222 42
。

111 7 7
。

33333

关于碳钱及尿素添加硝化抑制剂对水稻地上部分吸收氮素影响的数据列于表 ,
。

这

些数据表明
,

碳按添加 c P及 A su 时
,

水稻对碳钱的氮素利用率有所提高
, ’

但经 F值测验

(F值为 0. 67
,

F0
.

05 一 5
.

4 ) 差异不显著
。

尿素添加 c P 及 A sU 时
,

水稻对其氮素的利用

率也有提高
,

但经 F 值侧验 (F 值 2
.

65
,

F0 .0, ~ ,
.

1 4 ) 氮素利用率的差异也不显著
。

根据

我们 1 9 7 6 年的试验
,

碳按添加硝化抑制剂 C P 及 A S U 时水稻对其氮素的利用率比对照分

别提高了 36
.

6多及 10
.

8外 (相对比较
,

占对照的拓)
。

从二年的试验结果来看硝化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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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S 碳袂及尿素派加不网鹅化抑翻荆对水箱吸肥的形响

处处 理理 植株总氮ttt 水稻吸收 ”N ttt 氮素利用串串 } 水稻吸收土壤氮ttt

(((((((毫克 /盆 ))) (% ))) { (毫克/ 盆)))

毫毫毫克 /盆盆
{
增减%%%

,

谷拉拉 稻草草 总计计 谷拉拉
!
稻草草 总计计 谷粒粒 稻草草 总计计

碳碳铁对照照 36 6
。

777 3
。

000 5 1
。

6 000 2 4
。

8 888 7 6
.

4 888 2 2
。

555 10
。

888 3 3
.

333 1 94
.

444 9 5
。

888 2 90
。

222

碳碳按 + C PPP 37 7
.

777 2
。

666 6 6
。

5 555 2 5
。

5 000 9 2
.

0 555 3 1
。

222 1 1
。

lll 42
。

333 1 92
。

444 9 3
。

2 888 2 85
。

777

破破按+ A sUUU 37 6
。

lll 7
.

111 5 7
。

7 000 2 7
。

8 666 8 5
。

5 666 2 5
。

222 12
。

222 37
。

斗斗 1 89
.

555 10 0
。

555 2 90
。

000

尿尿素对照照 4 2 5
。

555 7
。

444 8 1
。

4 888 4 1
。

0 222 12 2
。

0 555 3 1
.

333 15
。

777 4 7
。

000 1 96
.

333 1 06
。

555 30 2
.

888

尿尿素+ C PPP 4 5 5
。

55555 9 2
。

4 777 4 9
。

9斗斗1嗯2
。

444 3 5
.

555 1 9
。

222 5呼
。

777 2 0 4
。

555 10 8
.

666 3 1 3
.

111

尿尿素 + A sUUU 4 5 6
。

99999 9 0
.

9 555 4 7
.

4 777 1 3 8
。

444 3嘴
。

999 1 8
。

777 5 3
。

666 2 0 9
.

666 10 8
。

999 3 1 8
.

多多

CP 及 A SU 使用适当
,

似有提高氮肥利用率的趋势
。

根据表 6 ,

碳铁不加 CP 表施时
,

其氮素利用率只有 33
.

3一36
.

3务
。

采用校肥深 施

其利用率可达 58
.

8务
.

氮素利用率比表施 (均相当于每亩 施 12 斤氮素) 相 对 提高了

7 6 关
。

狡 6 破彼添加硝化抑翻荆以及不同施肥方法对水梢吸肥的影响

处处 理理 植株总氮量量 水稻吸收 ”N 量量 氮素利用率率 水稻吸收土坡氮ttt

(((((((毫克 /盆))) (% ))) (毫克 /盆)))

毫毫毫克 /盆盆 增减%%% 谷拉拉 稻草草 总计计 谷粒粒 稻草草 总计计 谷拉拉 稻草草 总计计

碳碳按对照表施施 36 6
。

777 8
。

9 888 5 1
。

6 000
1
2 4

.

8 888 76
。

呼888
,

2 2
。

555 1 0
。

888 3 3
,

333 1 9 4
。

444 9 5
。

8 000 2 9 0
。

222

碳碳恢高肥表施施 3 9 9
.

777 2 8
.

666 8 0
。

9 999
,

36
。

6 888 1 17
。

777 2 5
。

000 1 1
。

333 3 6
。

333 1 90
。

555 9 1
。

斗555 2 8 2
。

000

碳碳被位肥深施施 斗7 1
。

444 任2
。

111 9 2
。

8 999
, 4 1

.

8 555 1 3弓
。

888 斗0
。

555 1 8
。

333 5 8
。

888 2 2 1
。

888 1 1 5
.

咚咚 3 36
.

666

碳碳按拉肥深施十 C PPP 5 2 0
。

99999 9 4
。

8555 4 5
。

2 111 1 40
。

lll 4 1
。

444 1 9
。

777 6 1
。

lll 2 5 4
。

111 12 6
。

888 38 0
。

999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 1 9 7 8 年报道 (中国农科院土肥所肥料室
, 1 9 7 8 ) 碳铁表施

,

水稻当年对碳钱氮素的利用率为 15
.

2 外
。

将碳按做成粒肥深施 3 寸
,

其氮素利用率可达

54
.

7多
,

田间试验结果和我们一致
。

我们的试验还表明
,

碳钱做成粒肥
,

添加硝化抑制荆

C P 深施
,

其利用率可达 61
.

1多
。

根据表 6 的数据
,

碳钱做成粒肥
,

添加 C P深施的氮素利用率 (61
.

1多) 比表施碳钱

(每亩 12 斤氮) 的氮素利用率 (3 3
.

3肠) 相对提高了 84 多
,

比碳按高肥表施的氮素利用率

(3 6. 3外)相对提高了 “沁
。

经 F 值测验 (F 值为 36 .4 7 ,

F0.
。, ~ 3. 8 6 ) 氮素利用率的差异

非常显著
。

测定氮素利用率的试验结果与盆栽试验中籽粒产量及田间小区产量的结果基本上相

吻合
。

碳按造粒深施并添加硝化抑制剂不仅明显地促进了水稻对肥料氮的吸收利用
,

而

且也促进了对土壤氮的吸收(表 7)
,

有利于水稻增产
。

增产效果大于高肥处理
,

又比高肥

处理少施一次肥
,

所以这种施肥方法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

从表 7 看出
,

在芦台农场的试验条件下
,

表施尿素
、

硫按
、

碳按及硝铁时
,

水稻地上部

分对这些肥料的氮素利用率依次为 47
.

0 务
、

40
.

7关
、

”
.

3 拓及 15
.

6多
,

尿素的利用率> 硫

按> 碳按 > 硝按
。

添加硝化抑制剂时
,

碳铁及尿素的氮素利用率明显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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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种氮肥添加 cP 对水稻吸收红素的形晌

植株总氮t 水稻吸收 ”N 量 氮素利用率 水稻吸收土坡佩t

增减% 毫克 /盆 增减% 增减%

心.心‘.工
R��j

,乙
9340..

⋯
9C
U
D
‘U,‘0d

.

斗
勿/O护

咐.盈

硫按对照

硫按 + C P

硝按对照

硝铁 + C P

碳按对照

碳按 + C P

尿素对照

尿素 + C P

毫克 /盆

3 3 9
。

6

4 3 2
。

9

3 7 8
。

8

4 0 8
。

6

3 6 6
。

7

3 7 7
。

7

4 2 5
。

3

4 5 5
。

5

8
。

3

7
。

9

增减%

2
。

9

一 l
。

5

2 0
。

4

1 6
。

3

4 0
。

7

斗l
。

9

1 5
。

6 *

1 5
。

5

3 3
。

3

斗2
。

3

4 7
。

0

5 4
。

7

一 1
。

O

2 7
。

0

毫克/盆

2 93
。

5

3 2 3
。

7

3 37
。

0

3 6 8
。

3

2 9 0
。

2

2 8 5
。

7

3 0 2
。

8

3 1 3
。

l

一 l
。

5

1 22
。

5

1 42
。

4

.
硝按的氮素利用率指按态抓部分

,

因施用的硝按只标记了钱态氮
,

即 ”N H ,N 0 , ,

故结果偏低
。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在试验小区内取不同生育期水稻样品进行生化分析 1) ,

试验结果

表明在水稻返青至抽穗期
,

添加硝化抑制剂的处理水稻功能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普遍有

所提高
,

其增加的百分率是
:
碳铁加 c P 为 3

.

0一39
.

0 拓
,

硫铁加 C P 为 1
.

2一 57
.

8并
,

尿素

加 C P为 3
.

7一14
.

6务硝钱加 CP 为 。
.

4一50
.

2务
。

根据上述试验可以看出施用硝化抑制剂还促进了水稻吸收氮素
,

从而有利于水稻累

积干物质
,

增加产量
。

综上所述
,

各种钱态氮化肥添加硝化抑制剂
,

只是施用得当
,

一般可以提高肥料的氮

素利用率
,

增加产量
。

但其效果则与化肥品种
、

施肥方法
、

硝化抑制剂的种类等各种因素

有关
。

因此
,

只有因地制宜
,

采取综合措施才能充分发挥硝化抑制剂的作用
,

减少氮素损

失
,

提高其利用率
,

增加作物的产量
。

四
、

结 束 语

通过
’

加 盆栽试验及田间小区试验得出以下初步结果 :

1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表面撒施尿素
、

硫按
、

碳铁和硝按
,

小区的平均亩产分别是 8 4 2
、

·

89 6
、

7 61 及 7 29 斤
。

水稻地上部分对这些肥料的氮素利 用 率分别 为 4 7. 0拓
、

钧 .7 肠
、

3 3
.

3 拓及 1 5
.

6 务
。

2
.

对上述四种氮肥添加 1
.

5 务的 c P 时
,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作用
,

其氮素利用率也

有一定的提高
。

田间小区试验的结果是尿素
、

硫钱
、

碳钱及硝铁添加硝化抑制剂时
,

增产

百分率分别是 5
.

1外
、 1 0

.

2务
、 1 4

.

7外及 9
.

8关
。

其中碳按加硝化抑制剂的增产效果比较明

显
。

添加硝化抑制剂时
,

尿素
、

硫铁及碳铁的氮素利用率分别提高到 54
.

6 拓
、

41
.

9 沁及

40
.

2外
,

其中也以碳钱的氮素利用率提高的最明显
,

比不施硝化抑制剂的对照处理氮素利

用率相对提高了 1 8
.

7汤
。

3
.

碳按做成粒肥深施比碳铁粉肥表施增产 2 3
.

4 关
,

碳按拉肥深施添加硝化抑制剂时
,

l)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1 9 7 8: 抓肥增效荆对作物叶绿素
、

全抓t 和籽粒粗蛋白质含t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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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 26
.

5拓(小区试验结果)
。

而碳铁粉肥表施的氮素利用率只有 3 3. 3务
。

碳按粒肥深施

的氮素利用率提高到 58
.

8多
,

碳按粒肥深施添加硝化抑制剂时
,

氮素利用率为 61
.

1务
。

拉

肥深施还明显地促进了水稻对土壤氮素的利用
。

在碳钱粒肥深施的情况下
,

添加硝化抑

制剂的作用和效果尚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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