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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氮肥施用技术的研究

刘 运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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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结果表明 : 杂交水稻亩产千斤
,
早稻需要的氮素营养比常规稻多

,

晚稻则泪反 ; 杂

交早稻和晚稻都以生育中期为吸肥最多的时期
,
吸收的氮量占全生育期吸氮总且的一半以上

,

土壤供氮则相反
。

本试验从协调水稻吸氮
、

土壤供氮和人工补氮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出发
,

设

计的
“

稳前攻中
”

施肥法
,
在衡阳几种土壤上进行对比示范试验结果表明

,
无论是杂交早稻还是

杂交晚稻都表现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增产幅度 : 早稻为 2

.

卯一8
.

9 , %
,

晚稻为 7
.

5斗一 1斗
.

1)6 %
。

“
稳前攻中”施肥法增加了中

、

后期的氮肥比例
,

从而增加了每亩穗数和每穗粒数
。 “
稳前攻中

”

施肥法
,

减少了前期施肥
,
不仅充分利用了杂交水稻生育前期的根系优势和分鲤优势

,

发挥了

生育中期的穗粒优势
,

而且还能防止早衰
,
巩固后期优势

,
充分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

杂交水稻较之常规水稻有明显的生产优势
,

推广杂交水稻对促进粮食增产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

国内对杂交水稻施氮技术的研究
,

较多偏重于施肥量
、

施肥时期的单项试验

和调查总结
。

但对杂交水稻各生育时期需氮特性的研究尚属少见
。 一 ” 。

本试验系将施氮

最
、

施氮方法作综合设计
,

以杂交水稻各生育时期的需氮特点以及该时期土壤的供氮特点

为基础
,

以研究其施氮技术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分田间小区和大面积示范两部分
,
田间小区试验在本所试验队进行

。

供试土城为第四纪红色粘

土母质发育的红黄泥水稻土
,

肥力中上
。

1 9 7 5 年早
、

晚稻分别在两块田上进行
,

土壤的主要农化特性见

表 1
。

1 9 7 9一1 9 8 。年为定位试验 (四季均在同一块田固定的小区内进行)
,
土壤有机质为 2

.

71 %
,

全氮

裹 1 供试土城的主要农化特性 (1 , 7 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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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杂交水稻组合 : 早稻为珍汕 97 A x 早恢 1 号
,
晚稻为威优 6 号

。

早
、

晚分另0以本地当家的常规

水稻湘矮早 9 号和洞庭晚釉为对照
。

试验设计处理 : 抓肥用最试验
, 1 9 7 8 年早稻设 : 无肥区 (不施任何肥料 ); 饼肥区(每亩施菜枯饼

1” 斤
,

计纯氮 7
.

8 斤) ;低氮区(每亩施纯氮 20 斤) ; 中氮区(每亩施氮 3 。斤) ; 高氮区(每亩施氮 40 斤)

共五个处理
,
三次重复

。

晚稻除低氮每亩 2 斗斤
,

高氮每亩 36 斤之外
,

其他均同早稻
。

1 9 7 9一 1 9 8 。年设 : 无肥区 ;饼肥区(每亩施菜枯饼 10 0 斤
,

计氮 ,
.

2斤) ; 低氮区 (每亩氮 2弓斤 ); 中

氮区(每亩氮 30 斤)共四个处理
,
兰次重复

。

为了进一步阐明土坡的供氮特性
, 1 9 8。年还增设了不种稻

不施肥的空白区
。

氮肥施用方法试验 : 1 , 7 8 年早稻在氮肥施用量试验各处理的基础上
,

于水稻生育中期 (幼穗分化

期)设增施氮肥(每亩氮 5 斤)’’攻中”和不施肥
“
控中

”

两种施肥方法试验
。

大面积示范试验
,

在 1 9 7 8一 1 9 7 9 年氮肥用里
、

氮肥施用方法试验所得结果的基础上
, 1 9 8 0一 1 9 8 2

年将斌肥用t 和施用方法作综合设计 : 氮肥用量为低氮(每亩施氮 15 斤)
、

中氮(每亩施氮 25 斤 )
、

高氮

(每亩施氮 35 斤)三个水平(各年度略有变动)
。
施肥方法为重施分奠肥

,

前期用氮占用氮总量的 ”%
,

基 : 魏 :秘 : 粒肥的比例为 7 : 2
.

1 : o : 0
.

9 ,

简称
“
促前控中

”

法 ;重施穗肥 ; 中
、

后期用氮占总 用氮量 ”% ,

基 : 菜 : 穗 : 拉肥的比例为 4 : 1
.

5 : 3 : 1
.

, ,

简称
“

稳前攻中”法
。

1 , 8 。一 1 9 8 2 年间
,

先后在本所试验队
、

三队
,

祁阳县农科所
,

衡南县三塘公社松山大队
,

衡阳县呆

岭公社西田大队等多点
,

大面积 (2 0 0 亩以上)大区(小区面积 1一3 亩)对比示范试验
。

小区试验除各季水稻土壤翻耕前和收获后取土样作基本分析外
,

在各季水稻生长期间
,
每 5 天取一

次植株和土样
,

植株以干样测定全氮
、

磷
、

钾及干物质含量 ; 土样以湿样测定 N H 4 一N
、

速效磷 (P夕
,

)
、

速效钾 (K 夕)
。

测定方法均按常规分析法进行
。

带

母

、,.勺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杂交水稻的涌氮特点

1
.

需氮数量和吸氮特点 据 1 9 7 8一 19 8 0 年三年的分析数据平均
,

杂交早 稻 珍汕

9 7A x 早恢 1 号施肥区(每亩施氮 24 斤)
,

生产千斤稻谷
,

需吸收氮 27
.

7 斤
,

比常规稻种

湘矮早 9 号多吸收 1 0
.

3 多; 杂交晚稻威优 6 号则相反
,

生产千斤稻谷仅吸收氮 22
.

3 斤
,

比

常规晚稻洞庭晚釉少吸收 1 0
.

, 多
。

若将水稻本田全生育过程划分为前
、

中
、

后三个时期
,

即移载至分莫期为生育前期
,

分萦至齐穗期为生育中期
,

齐穗至成熟期为生育后期
,

则杂

交水稻各生育时期对养分的吸收比例不同(表 2 )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在施肥的情况下
,

杂交早稻前期对氮素的吸收较少
,

占本 田全生育

期吸氮总最的 16
.

0多; 中期吸氮比例剧增
,

占本田全生育期吸氮总量的 46
.

8并; 后期的吸

氮比例仍高达 3 7
.

1并
。

杂交晚稻则不同
,

前期氮的吸收较多
,

为本田全生育期吸氮总量的

26 .6 务
,

中期吸收 51
.

1关
,

后期吸收 22
.

2 务
。

表 2 结果还表明
,

杂交早稻和杂交晚稻都以

生育中期对氮的吸收比例为最大
,

约占本田全生育期吸氮总量的一半左右
。

.

据 19 7 8 年对杂交稻其他组合珍汕 97 A x 早恢 1 号
、

珍汕 9 7A x 7 5-- P1 2 以及同一组

合(珍汕 97 A x 早恢 1 号 ) 不同施肥水平下植株吸氮的测定均表现同一趋势
。

杂交早稻

对氮的吸收比常规稻多
,

说明要夺取杂交早稻高产
,

需要供给较常规早稻更多的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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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系采用差数法计算
, 土壤养分为不施肥区植株养分含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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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施肥的情况下
,

无论是杂交早稻
,

还是杂交晚稻氮的吸收量都比施肥区为少
,

每

亩植株吸氮总量
,

杂交早稻为 1 3
.

3 斤
,

比施肥区减少 1 05 3 多
,

杂交晚稻为 11
.

7 斤
,

比施

肥区减少 86
.

6务
。

生育中期无肥区吸氮的比例较施肥区更大
,

早稻为全生育期吸氮总量

豹 54
.

0 外;晚稻为 69
.

2多
。

这对杂交水稻的生产实践在氮肥用量减少时
,

如何将有限的氮

肥集中到水稻生育中期施用
,

以提高肥料的经济效益和增产增收都具有意义
。

2
.

杂交水稻各生育时期的氮素营养特点 1 9 7 8一 1 9 8 0 年测定结果表明
,

杂交早稻

植株地上部全株干物含氮量高峰期在生育前期
,

而单位时间每亩植株的吸氮高峰则在生

施肥

、不施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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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育中期
,

整个生育过程中只出现一个明显的吸氮高峰
。 197 8一 1 9 5 0 年三年结果平均

,

杂

交早稻施肥区 (每亩施氮 24 斤) 前期植株干物全氮量为 4外
,

生育中期为 1
.

7务
。

而每天

每亩植株吸氮量
,

生育前期为 0. 2 斤
,

生育中期为 0
.

92 斤
,

为生育前期的 4
.

6 倍(图 1 )
。

杂

交晚稻的趋势与杂交早稻相似
。

1 9 7 8一 19 8 0 年三年的平均
,

施肥区前期全株含氮 2
.

9 肠
,

中期为 1
.

2外
。

而每天每亩植株吸氮量
,

前期为 0. 6 斤
,

中期为 1
.

1 斤
,

中期为前期的 1
.

2

倍(图 2 )
o

3
,

杂交水稻对土 壤和肥料中养分的利用 杂交早稻氮素对土壤的依存率为 59
.

3一

70
.

8 多
,

而晚稻为 38
.

0一 46
.

0多 (表 3 )
。

这说明杂交水稻与土壤基本肥力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
,

培肥地力对杂交水稻的连年高产具有重要意义
。

称

(二 ) 土族的供氮特点

稻田土壤有效氮的主要形态的钱态氮
,

其数量和浓度的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土

壤氮素的平衡动向
。

从水稻返青开始到齐穗每 5 天连续采取表土 (0一 15 厘米)分析结果

得 出
,

杂交早稻施肥区
,

铁态氮浓度 18 天 内(移栽后25 天 )达到高峰
,

以后急剧下降
,

到移栽

后 50 天(植株吸氮高峰期 )下降到最低水平
,

比不施肥区还低 (图 l); 杂交晚稻施肥区
,

按

态氮浓度 8 天 内(移栽后 1 5 天)达到高峰
,

以后急剧下降
,

到水稻生育中期降到最低水平
,

与不施肥区不相上下
。

不施 肥区土壤铁态氮的变化与施肥区基本一致
,

所不同的是其浓

度比施肥区为低(图 2 )
。

以上变化趋势与浙江的研究相一致〔.lo

上述结果还可以看出
,

晚稻生长前期(分莫期 )
,

土壤铁态氮的浓度明显高于早稻
,

中
、

后期却明显低于早稻
。

似可作为晚稻生长前期土壤供氮状况优于早稻
,

而中
、

后期劣于早

稻的佐证
。

同时土壤温度状况对土壤供氮能力有直接影响
。

早稻期间土温逐步回升
,

土

壤铁态氮含量高峰出现较迟(比晚稻迟约 10 天)
,

这与本地区早稻易于高产稳产
,

晚稻后

期易于早衰脱力有密切关系
。

分

(三 ) 杂交水稻氮肥的施用技术

1
.

不同氮肥用量和施用方法对稻谷产量的影响 在同一施肥方法的条件下
,

不同

氮肥用量对稻谷产量的影响均具有极显著的差异
,

经方差分析(5 个处理
, 3 次重复)

, F值

早稻达到 29
.

4 ,

晚稻达到 1 7
.

2 的显著水准
。

早稻在每亩施氮 40 斤
,

晚稻每亩施氮 30 斤范

围内
,

稻谷产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提高
。

早稻以高氮区亩产稻谷 9“
.

1斤
,

晚稻以中氮区亩

* 稻谷 89 5
.

6 斤为最高
,

但是每斤氮素增产的稻谷数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降低(表 4 )
。

从表 斗看出
,

每斤氮素增产的稻谷数是饼肥 > 低氮 > 中氮> 高氮
。

几年来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实践中出现的分莫有余
,

穗数不足 ; 穗大有余
,

结实不足 ;

前劲有余
,

后劲不足
, “
三有余

,

三不足
”
的现象表明

,

杂交水稻前期吸肥力强
,

土壤供氮充

分
,

生长旺盛
,

能迅速大量分莫
,

而到中期(植株吸氮高峰期 )
,

土壤氮素处于最低值
,

氮素

供不应求
,

故常造成穗数偏少
,

结实率偏低
。

如能在施肥技术上采用低氮攻中
,

就能扬长避

短
,

进一步发挥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L6 ,。目前湖南各地进行的

“

两促一控
”施肥法

,

即在施足

基肥的基础上
,

追肥采取
“

促前
、

控中
、

保后
”的措施

。

将大部分 (90 并) 的肥料施于水稻生

长前期
,

促进分莫生长
,

中期控制氮素营养
,

看来显然不适合杂交水稻的生长和吸肥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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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扭肥用l 对枯谷产t 的形响 (1 , 7 8) 仲
T“ le 4 E ffec t o f n ir r o g e n fe r tiliz e r le v e l o n 盯 a in y : e ld (19 7 8 )

抓肥用t

N a p p li司

平均亩产

(ji
n
lm

u
)

与无肥区比较
C o m p a r ed

A v e r a g e yie ld
w ith n o

Fe r
.

p lo t

与饼肥区比较
C o m r a r ed
w ith e a k e

Fe r
.

p lo t

与低抵区比较
伪m Pa r

ed
w ith 10 , ,

N Plo t

与中氮区比较
C劝. Pa r

ed
w idi a. ed iu m

N Plo t

每斤氮素增产
(斤)

Yie ld in e rea 犯
p“ ji

,I
N

杂交早稻 H yb rid e a rly r ic e

无肥区

饼肥区

低抓区

中抓区

离抓区

6 3 0
.

6

7 4 2
.

9

8 8 8
.

9

9 4 1
。

4

9 6 6
.

1

1 12
.

斗
* *

2弓8
。

3* *

3 10
.

8* .

3 3弓
.

弓t *

14 6
.

0 * *

19 9
.

0 * *

2 2 3
.

8 * *

⋯ ⋯’;
:;:

’

5 2
·

5 * .

! }
’0

·

36

一二三兰一上止兰匕上止里一
杂交晚稻 H yb rid la : e

一9.28.27.34.6一一

⋯
无肥区

拼肥区

低月区

中旅区

高耳区

7 2
.

2 * *

19 6
.

9 * *

2 2 1
.

5 * *

166
.

6 * *

12 4
.

6 * *

1 49
.

2 * *

9 4
.

3 * *

2书
.

6 *

一 3 2
.

2 一 5 4
.

9

-
J,八Ujot了

..

⋯
‘

,‘U
. .‘哎户n曰

�/‘,月了八勺J臼卫孟U月/00000八

. ,% 显若水准
, * * l% 显著水准

。

本试验中施肥技术系根据杂交水稻吸氮
、

土壤供氮动态及各生育时期优势的表现而设计
。

结果(表 , ) 表明
,

在不同施氮水平下
,

不同施氮方法对稻谷产量有明显影响
,

与
“

促前控

中
”
施肥法相比

,

中期施用氮肥攻中
,

均表现显著的增产效果
,

增产幅度为 3
.

0一 25
.

1务
。

表 s 兔肥不同施用方法对箱谷产t 的形响 ( 1 , 7 8 )

T a b l. 5 E ffe e t o f 献th o d o f o g e n a PP lic a tio n o n

中期不施肥( 对照)

g r a i o yie ld ( 1 9 78 )

! 增

施肥水平 ( ji
n
/ m

u
)

N o fe r ti liz e r
Y ie ld

产

I n C r e 2 5 亡

下七r t i liz e r le v e l
a p p li e d i n t h e

n 一id d le s ta
昨

( e K )

中期增施抓 5 斤/亩

N 5 i in /二 u

a p p li己 10 t h e

m id d le sta ge ( 1 i
n
/ m

u )

不施肥

饼肥 巧O斤/亩

奴 20 斤

抓 30 斤

撅 4 0斤

6 3 7
。

5

8 15
.

1

87 2
.

5

8 9 2
.

4

8 3 6
.

丁

了97
.

9

9 3 2
。

4

9 5 9
.

5

9 18
。

9

9 18
.

9

巧9
.

8
莽 *

1 19
.

3 * *

8 7
。

0 * *

2 6
.

5 *

8 2
。

3 * *

:::;
9

.

9 7

2
.

q 7

9
。

8 3

⋯
习4JlweIl|||||||

�一

⋯
·

⋯

. 5% 显著水准
,

** 1% 显著水准

据 19 8 0一 19 8 2 年间先后在本所
、

祁阳
、

衡阳
、

衡南
、

衡东等地的红黄泥
、

冷浸黄泥
、

黄

夹泥
、

潮沙泥
、

次紫泥多种土壤类型的稻田上进行大田大面积试验结果 (表 6 ) 表明
,

在等

氮 t 的情况下
,

采用稳前攻中施肥法
,

能使杂交水稻获得增产
,

增产幅度
,

早稻为 2
.

97 一

吕
.

9 9舞; 晚稻为 7
.

5 4一 1 4
.

0 6务
。

杂交水稻的生育中期是吸氮高峰期
,

吸氮量占全生育期吸氮总量的 50 铸 以上
,

而且

吸收强度最大
,

土壤氮素则达到消耗殆尽的程度
,

此时施用氮肥平衡土壤氮素
,

提 高植株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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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表 6 不同施肥方法对杂交水相稻谷产且的影响

T a bl e 6 Effe e t o f a p p lie a tio n

me th o d s o f fe r tiliz e r o n g r a in yie ld o f h y b r id riee

试验地点

L oc a tio n o f

e x Pe r l m e n t

产
土壤

50 11

施肥水平
(1i

n
/ m

u
〕

F e r t iliz e r

le v e l

施肥方法
Me th od

o f

fe r tiliz e r

a p P lie a tio n

稻谷产里

(ji
n
/m

u
)

c r a in yie ld

Y ie ld in e r e a se

州尸曰~ ~ ~ ~ ~ . . ~一

一
l

一
本所试验队

试脸(一)

冷冷浸黄泥泥

黄黄夹泥泥

黄黄夹泥泥

次次紫泥泥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8 82
.

8

9 2 8
.

D 5
.

12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8 1 0
.

7

9 2 5
。

5 1斗
.

16

试验(二 )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6 86
.

7

86 7
.

9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8 67

.

2

9 2 5
。

4 6
。

72

试验(三)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8 5 8
.

9 1 8
。

6
.

9 9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8 8 5
。

2

9 19
.

9 3
.

5 8

本所三队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9 09
.

:
’

} 一}
9 87 8

.

67

祁阳县农科所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_

9 2 0
·

1 0 0 0
。

勿
80

.

0 t .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

;{全: 6
.

9 0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9 56
.

10 3 3
。

4
.

7 3

衡南县三塘乡松山村

试验(一)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6 5 6
.

7

6 9 5
.

0 3 8
·

, ⋯
’

·

8 ,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7 4 3
.

7

8 0 8
.

5 8
.

9 3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7 3 5
.

3

9 3 8
.

5 2 7
.

6 5

试验(二) 促 前控中
稳前攻中

62斗
·

匕了5
.

月0
.

7 4

促前控中
稳前攻 中

7 2 8
.

0

7 7 5
.

0

444 5
。

222

111 14
。

8二二

111 8 1
.

2二二

555 8
。

2 ...

666 0
。

0 ...

333 4
.

777

777 8
.

8 * ...

8880
.

0 t ...

666 6
.

7 * ***

呼呼6
.

777

333 8
.

333

666 4
.

8 * ***

222 03
.

2 * ***

222 5 4
.

4 . ***

47
.

0

衡阳县呆英岭乡西

田村 试验(一)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6 0 3
.

3

6 86
.

5

7 0 3
.

8

7 6 7
.

8 3 7
.

0

试验(二 ){ 黄泥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6 6 9
.

6

6 37
.

9 一 3 1
.

1

促前控中
稳前攻中

7 ; 7
.

5

7 8 6
。

1 5 0
.

6

分 试验(三)I 次紫泥 促 前控中
稳 前攻中

6 6 2
.

6

6 0 9
。

4 一 3 3
.

4

1113
.

1333
lllll

555
.

0666

一一 4
.

6 444

666
.

8666

注 : 大田对 比试脸未设重复 ; 如 5% 显著水准
,

林 1呱 显著水准
。



士 坡 学 报 2 2 卷

体内氮浓度
,

不仅能使那些弱势分莫转变为有效分莫
,

增加每亩穗数
,

而且还能促进幼穗

分化
,

增加每穗颖花数和实粒数
,

提高稻谷产量
。

据我们 19 7 8 年于杂交早稻幼穗分化第

三期
,

分别在无肥区
,

饼肥区
,

氮 20 斤
,

30 斤
, 4 0 斤各处理的基础上

,

增施氮素 , 斤
,

每亩

穗数增加 1
.

25 一7
.

”万
,

平均增加 3
.

46 万
。

每穗颖花数增加 3
.

25 一 1 5
.

48 朵
,

平均增加 7
.

6 3
·

朵
。

稻谷产量增加 2 6
.

49 一 1 59
.

9 斤
,

平均增产 92
.

76 斤
,

增产率为 1 2
.

45 外 (表 7 )
。

介

l

项项 目目 无肥区区 饼肥区区 抓 2 0 斤斤 氮 3 0 斤斤 氮 4 0 斤斤
IIIte .nnn N o fe f tiliz e rrr C a k e Fe r

...

N io o g e n 2 000 城tr 呀
e n 3 000 N itr o g e n 4 000

口口口t e口口 a fe aaa

ji
「

/ m
uuu iin / m

uuu jin / :n uuu

不不不施施 施氮氮 不施施 施氮氮 不施施 施撅撅 不施施 施橄橄 不施施 施氮氮

舞舞由德数(万))) 13
.

7555 15
.

0 000 15
.

5 000 18
.

7 ,, 19
.

0 000 2 2
.

5 000 16
.

7 555 2 4
.

3 000 19
.

丁555 2 1
.

6 888

每每往顺花数(朵))) 1 1 1
.

888 1 17
.

666 12 5
。

000 12 8
。

222 t又0
.

222 12 7
.

444 1 3 0
.

444 1 4 5
。

888 1 2 1
.

777 1 2 8
.

777

每每称实位数(拉))) 1 02
。

555 9 8
.

999 1 19
.

666 9 6
.

000 9 1
.

222 9 1
.

444 1 04
.

666 1 0 8
.

777 7 1
.

222 8 8
.

333

旧旧谷产里(斤 / 亩))) 6 3了
.

555 丁97
.

333 8 1芍
。

111 9 3 2
.

444 8 7 2
.

555 95 9
.

555 8 92
.

444 9 1 8
.

999 8 3 6
.

了了 9 18
.

999

雄

气Ld

水稻生育后期适当施肥
,

能防止杂交水稻早衰
,

巩固后期优势
。

江苏的研究认为
,

在

正常条件下
,

决定杂交水稻结实率的主要因素是营养物质的供应水平
,

不仅包括营养物质

的绝对l
,

而且还与颖花数有关
,

只有当每朵颖花所 占有的营养物较高时
,

才能得到较高

的结实率和产量
’” 。 19 8 0 年我们在前期施氮 20 斤的杂交早稻上

,

分别于齐穗期
、

灌浆期

每亩增施氮素 5 斤
,

试验结果 (表 s) 表明
,

随着生育后期氮肥的施用
,

每穗实粒数分别增

加 9
.

, 粒和 24
.

“ 粒
,

结实率提高 3
.

2 2一3. 91 关
,

穗谷亩产增加 69
.

5一 1 02 斤
。

农 8 后期施扭对祖枚及稻谷产t 的形响
T a ble 8 E ffe er o f n itr o . , n 之p p l汉 in la 比 g r o 钾 10 9 . ta g o o n ea r , , 叮 一n u ,

g r a in s r e r e a r a n d 萝ield Pe
r m u

处处 理理 每 亩德数数 每德颐花数数每穗实拉数数 结实率%%% 千拉重 (克))) 产 量量 增 产产
IIIte mmm (万 ))) (朵))) N u m b e r o fff F r u it in ggg 10 0 0 g r a innn

(1 in /
, n u

))) Y ield in e rea seee

NNNNN u m b e r o fff N u ln b e r o fff fu ll g r a innn T a 艺eee w e ig h ttt Y ie lddddddddddddddddddddddd
eeeee a r Pe t m uuu 9 I

L一xn eee Pe r e a rrrrrrrrr , in /
: u uuu

%%%
(((((比

n th o u s---

f 10 w e rrrrrrrrrrrrrrr

aaaaa : 、‘
l))) p e r e a fffffffffffffff

对对照(不施氮))) 1丁
.

0 000 l斗8
。

888 1 02
.

333 6 8
.

7 444 2 7
.

丁333 8 4 8
.

555 6 9
.

555 8
.

1 999

齐齐德期施佩佩 1 7
.

5 000 巧5
。

555 1 1 1
.

999 7 1
.

9 666 2 6
.

9 000 9 1 8
.

000 10 2
.

000 1 2
.

0 222

祖祖浆期施氮氮 17
.

3555 l了礴
.

777 12 6
。

999 7 2
.

6弓弓 2 7
。

1222 9 5 0
.

5555555

增加中
、

后期氮肥的施用
,

能增加后期绿叶面积
,

扩大源器官
。

本试验结果 (表 9 ) 表

明
,

随着稳前攻中施肥法中
、

后期施氮比例的增加
,

一方面单株保持的绿叶数相应增多
,

另

一方面使那些独立营养条件差的弱势分莫有可能发育成有效分羹
,

叶面积系数亦随着中
、

后期施氮比例的增加而加大
。

随着稳前攻中施肥法中
、

后期施氮比例的增加
,

谷粒含氮量和稻谷产量 也随之提高
。

据对 19 7 9 年的资料进行的相关分析
,

谷粒含氮量在 1
.

6 多 以下时
,

谷粒含氮量与稻谷产

t 呈显著相关(图 3 )
。

尹



4 期 刘运武 : 杂交水稻抓肥施用技术的研究 33 ,

确
衰 , 不同施抓水平和方法对库派器官的形晌

T 一bl一 9 E ffec 七 o f o i廿例乒。 lo v e l a n d a p p lie之t io n

(1 9 8 1 晚档 )

m e th记
, o n s o u t比

a n d s仍r e o r g a n s
(l

a te r ie e 1 9 8 1 )

日
施施氮水平平 施肥方法法 叶面积系数数 实粒数数 颖花数数 产 量量 增 产产

NNN it r o g e nnn A P Plie a ---
L e a f a r e a in

t
le xxx

(粒 /穗))) (朵 /德))) (1i
n

/
: n u

))) Y ie l
t
l i

n e r e a s eee

llle v e lll t lo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N u 一n b e r o fff N u m b e r o fff Yie lddddddddddddddddddddddd

(((, in /
I n u

)))
In e th o ddd 分奠期期 孕穗期期 灌浆期期 (g

r a innn 9 lu m eeeee , in /
:n uuu

%%%
TTTTTTT ille r in ggg B o o 亡in ggg F illin ggg p e r o a r

))) t lo w e rrrrrrrrr

sssssss扭 g eee s ta g eee st a g eeeee p e r e Z fffffffff

氮氮 20 斤斤 促前控中中 3
.

1 888 6
.

7 888 3
.

4 888 9 5
.

5 888 1 19
.

6 444 7 3石
.

2 888 2 0 3
.

1 888 2 7
.

6 555

稳稳稳前攻中中 3
。

5 333 7
。

3 555 4
.

1777 1 02
.

7 555 1 30
.

1777 9 3 8
.

46666666

氮氮 2 , 斤斤 促前控中中 月
.

4 999 7
.

0 000 5
.

0777 87
.

8 111 1 15
.

2 444 6 2 4
.

3 888 2 5 4
.

斗000 4 0
.

7 444

稳稳稳前攻中中 4
.

3 666 7
.

8 444 5
.

2 555 9 7
.

5 999 1 32
.

斗555 8丁8
.

7 8888888

氮氮 3 0 斤斤 促前控中中 3
.

9222 7
.

1 111 3
.

9222 86
。

7777 1 05
.

9 000 7 2 7
.

9 777 4丁
.

0 666 乙
.

月‘‘

稳稳稳前攻中中 3
。

9 333 8
.

9 444 5
.

8 444 8 8
.

2 888 1 2 3
。

5 000 7丁5
.

0 3333333

9 50

.

打
�

9 00

铃林玲
乡�目七肠

8 50

y 之 32 6
.

4 7 了 + 4 12
。

44

f 二 0
.

89 02 * *

月 二 4

�佃、上�物即代喇

(,uIj
‘一竹)Pl涅补u勺
�9

1
.�.

1
。

2 1
.

4 1
.

6 1
。

.

谷粒含氮奄 ( N % )
N i一r叩 e n e o n 一七n r in g raj . 梢草含盆t (N % )

NI如龙

二
。te n t i n . 以份

图 3 谷粒含氮t 与稻谷产t

的关系 ( 1 9 7 9 早稻)

图 4 稻草含氮量与不实率的

关系 ( 1 9 5 1 年晚稻)

3 R e la tio n sh ip b e t w ee n n itr o g , 。 co
n

吻
t

in g r a in a n d g r a in y ie ld ( ea
r ly r ice

,
19 7 9 )

** 1% 的显著水准
。

Fi g
·

峨 Re la t io n sh ip be t即ee n n i tr o
肛

n e o n te n t

认 s tr a , a n d s te r il it萝 r a t io ( l
a 比 r ie e

, 19 8 1)

800
.

19.

F

诊

试验还得出
,

随着中
、

后期施氮量的增加
,

稻草含氮量增加
,

不实率相应提高
。

对

198 1 年晚稻资料的相关分析表明
,

稻草含氮量在 0
.

5多 以上时
,

稻草的含氮量与空批率呈

显著相关 ( 图 4 )
。

稳前攻中施肥
,

增加中
、

后期的施氮比例导致空批率增加
,

但与每亩穗数
、

每穗拉数增

加有利影响相比
,

仍属次要
,

权衡利弊
,

仍以稳前攻中法为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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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施肥的适宜时期 稳前攻中施肥法
,

中期施肥的技术性较强
,

本试验供试的

杂交早稻珍汕 9 7A x 早恢 1 号和杂交晚稻威优 6 号组合
,

幼穗分化开始后分莫仍继续进

行
,

如果在幼穗分化第 1 、2 期施用穗肥(攻中)
,

会导致无效分萦增加
,

且幼穗分化的同时
,

下部节间和叶片同时伸长
。

对禾苗长势差的
,

增加冠层叶面积
,

对提高光合效率有利 ; 对禾

苗长势好的
,

下部节间的伸长和上部叶片发生披垂
,

不仅带来倒伏的危险
,

而且因下层叶

片受光太弱
,

可使包颈率提高
,

空批率增加
。

据本地区病害发生规律观察
,

这个时期正是

白叶枯病
、

纹枯病等病害的发生期
,

施氮越多
,

发病越严重
。

因此
,

于水稻基部节间伸长

和叶片伸长已趋稳定的减数分裂期追施氮
,

既可防止上述减产因素的发生
,

又可以提高这

一时期植株体内氮浓度
,

使后期叶片由淡转绿
,

绿叶数增加
,

光合作用能力提高
。

本试验

进行的穗粒肥施用时期试验 (表 1 0) 看出(由幼穗分化第 3 期开始每隔 4 天为 1 期)
,

在中

农 10 抓肥不同施用时期对抽谷产t 的形响 (1 , 7 , 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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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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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7 8

8
.

1 9

1 2
.

02

等以上肥力的稻田
,

前期施氮量每亩 20 斤基础上
,

禾苗生长稳健的情况下
,

中期增施氮素

5 斤(对照不施)
,

除(1 )
、

(3 )处理外
,

其他各处理均表现增产显著
,

增产率都在 10 务左右
,

其中以(力处理增产 15
.

86 多为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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