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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厚度对旱地小麦氮素分配

利用及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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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扭词 小麦
,

土层厚度
,

早地
,

氮素分配利用
,

产量

中圈分类号 5 14 3
.

1

山东省旱地大多膺薄
,

土层厚度对旱地小麦产量尤为重要
,

土层越厚
,

其保水保肥效果就

越好 [1]
。

19 9 6一 1997 年度山东莱阳旱地小麦经省实打验收
,

实打面积 1
.

65 亩(lh m 平= 巧 亩)
,

其土层厚度在 Zoo cm 左右
,

创亩产 693 .6 4吨
.

为了探讨土层厚度对旱地小麦氮素分配利用及

其产量的影响
,

我们设计了此项试验
,

以期为旱地小麦高产高效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莱阳农学院农学系试验站进行土柱栽培
.

供试土壤基础养分为有机质 1
.

45 %
,

全氮 0
.

11 %
,

速

效氮 87
.

6叱 / kg
,

速效磷 (凡q )2 8
.

1叱 /kg
,

速效钾 (凡o )8 1
.

3毗 / kg
。

设 4 个处理
,

即处理 l(柱高 soe m )
,

处理 2( 柱高 120c m )
,

处理 3 (柱高 160c m )和处理 4( 对照
,

柱高 Zoo cm )
。

土柱具体做法如下
:

先将地表

0 ~ 30 c m 土翻到一边
,

然后将 30c m 以下的土翻到另一边
。

用直径 2 1c m 的铁皮筒作模
,

将直径 20c m 的塑

料管直立放在挖好的坑中 (坑深分别为 80 em
、

120e m
、

160em
、

20 0e m )
,

坑底分别铺塑料布
,

用挖出的 30em

以下土填至塑料管距管顶 30c m 处
,

剩余 30c m 填人挖出的地表 0一 30c m 的土
.

肥料表施
,

进行
‘SN 标记

,

每处理施丰度为 5. 07 % (硫酸按
,

上海化工研究院生产 )的
‘SN lg

,

总氮量不足的用普通尿素补齐
,

使各处

理施肥量相等
,

每柱共施纯 N lg
,

政O
, 0. 79

,

凡0 0. 59
。

供试品种为鲁麦 21
,

10 月 6 日播种
,

每柱留苗 4

株
,

每处理 3 个土柱
。

于成熟期取样
, ’SN 用质谱仪测定

,

氮素含量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
。

收稿日期
:
19 9 9一8一 18 ; 收到修改稿 日期

:
19 99-- 11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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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厚度对早地小麦氮素分配利用及产量的影响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土层厚度对植株全氮含. 中来自肥料氮所占百分率 (Nd ff% )的影响

由表 l可以看 出
,

处理 1 (80c m )各器官 卜吐月耳台为根 (0 ~ 20c m ) > 粒 > 颖壳 + 穗轴

> 鞘 > 根 (2 0 ~ 4 0 e m ) > 叶 > 茎 > 根 (4 0一 6Oe m ) > 根 ( > 6 0 em ) ; 处理 2 (12 0 e m )各器

官 N dff饥 为根 (0 ~ 20c m ) > 粒 > 叶 > 颖壳 + 穗轴 > 鞘 > 茎 > 根 (20 一 40 cm ) > 根

(4 0 一 6 0 em ) > 根 ( > 6 0 e m )
;
处理 3 (16 0

c m )各器官 卜记卯% 为粒 > 根 (0 ~ 2 0 em ) > 颖壳

+ 穗轴 > 叶 > 鞘 > 茎 > 根 (2 0一 4 0 em ) > 根 (4 0一 6 0 e m ) > 根 ( > 6 0 e m )
;
处理 4 (对

照
,

2 0 Ocm )各器官 N d ff% 为粒 > 鞘 > 根 (0 ~ 20c m ) > 颖壳 + 穗轴 > 叶 > 茎 > 根

(2 0一 4 0 em ) > 根 (4 0 ~ 6 0 e m ) > 根 ( > 6 0 em )
。

由上可知
,

4 个处理随土层厚度增大
,

氮素

分配至籽粒的比例增加
,

根吸收 比例降低
,

且根中 N d l’f% 随土层厚度增加而减少
.

从整株

看
,

处理 (对照) > 处理 3 > 处理 2 > 处理 l
,

说明土层厚度增加有利于根吸收肥料供地上

部分利用 ; 土层过浅不利于植株对肥料吸收利用
。

裹 1 土层厚度对植株全氮含 , 中来自肥料氮所占百分率 伍吐任%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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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土层厚度对氮素在植株各器官中分配率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
,

肥料氮和全氮在植株各器官中分配 比率
:

粒中均以处理 4( 对照
,

2 00c m )

最高
,

处理 3 ( 16 0 e m ) 次之
,

处理 1 (80
e m )

、

处理 2 ( 12 0 e m ) 较低
;
但处理 l 与处理 2 分配至

叶
、

鞘
、

茎
、

颖壳和穗轴的 比率较高
,

说明土层加厚利于氮素向籽粒中转移
; 根 中为处理

1 > 处理 2 > 处理 3 > 处理 4( 对照 )
,

说明土层愈薄分配至根 中的趋势增强
,

分配至籽粒

的比率降低
.

表2 土层厚度对氮康在植株各器官中分配率 (%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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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土层厚度对植株氮素平衡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
,

土层厚度使植株对土壤氮和肥料氮的吸收有很大差异
。

植株全氮含量中

来 自肥料氮所占的百分率和肥料氮利用率 (地上部分和全植株 )表现了相 同的趋势
,

即处

理 4 (对照
,

2 0 0 e m ) > 处理 3 (16 0 em ) > 处理 2 (12 0 em ) > 处理 l (8 0 em ); 而植株全氮含量

中来自土壤氮所占的百分率 (地上部分和全植株)则处理 1 > 处理 2 > 处理 3 > 处理 4( 对

照 )
,

说明土层加厚有利 于提 高肥料利 用率
。

从土壤残留率和回收率看
,

处理 1 > 处理

2 > 处理 3 > 处理 4( 对照)
;
损失率为处理 4( 对照 ) > 处理 3 > 处理 2 > 处理 1

,

说明土

层愈薄
,

土壤残留率和回收率愈大
,

损失率降低
。

因而生产上应针对土层厚度合理施肥
,

以达降低成本
,

提高肥料利用率的目的
。

表3 土层厚度对植株氮索平衡的影响

处理 地上部分 全植株 肥料氮利用率 土壤残留率 回收率 损失率

卜记仃 N d fs
l) N d ff Nd fs 地上部分 全植株

(% ) (% ) (% ) (% ) (% ) (% ) (% ) (% ) (% )

1 7
.

9 8 9 2
.

0 2 8
.

0 7 9 1
.

9 3 l5
.

l3 l7
.

7 4 6 9
.

3 8 8 7
.

12 ll
.

8 8

8
,

0 5

8
.

2 7

8
.

3 8

9 1
.

9 5

9 1
.

7 3

9 1
.

6 2

8
.

19

8
.

3 2

8
.

4 6

9 1 8 1

9 1
.

6 8

9 1
.

5 4

6 3
.

7 6

5 8
.

17

5 5
.

4 5

8 5
.

7 8

8 5刀6

8 4
.

5 5

14
.

2 2

14
.

9 4

15
.

4 5

1) 卜日fs 为植株全氮含量中来 自土坡氮所占的百分率

2. 4 土层厚度对早地小麦产 . 的影响

由表 4 可以看 出
,

4 个处理除穗粒数无显著差异外
,

穗数
、

千粒重和产量以处理 4( 对

照
,

2 0 0 e m )最高
,

但与处理 3 (1 6 0 em )无显著差异
,

与处理 l(8 0
em )和处理 2 (1 2 0 e m )有显

著差异
,

说明土层深厚有利于植株生长发育
,

穗数和千粒重提高
,

从而达增加产量的目的
;

土层薄
,

保水效果差
,

易形成水分胁迫
,

造成产量降低 [2, ’]
.

表4 土层厚度对早地小麦产t 的影响

处理 稿数

(穗/柱)

14
.

5 8C

17
.

4 3 B

19
.

8 2A

2 0
.

0 4A

稿粒数

(粒/穗)

3 5
.

12 A

3 5
.

2 0 A

3 5
.

6 3 A

3 5
.

7 9 A

千粒数

(g )

3 8
.

2 lB

3 8
.

2 3 B

3 9
.

3 7 A

3 9
.

4 9 A

产量

(g /柱)

19
.

5 6C

2 3
.

4 5 B

2 7 8 0 A

2 8 3 3A

综上所述
,

由于处理 3 (16 0c m )与处理 4( 对照
,

2 00c m )差异 不显著
,

处理 1 (80c m )
、

2 (120 c m )与处理 4( 对照)差异显著
,

因此可 以认为旱地小麦获得高产的土层厚度下限指

标应在 1 60c m 左右
,

并可据此制定管理方案
,

以获得高产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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