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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江苏省建湖县农业科学研究所设置啤酒大麦N 肥不 同用 t 和施 用期作 田 间试脸
。

结果 表明
,

大交产盆目

N肥用 t 增加 (从 7
.

sgk /亩递增到 2 2
、

比 g /亩 ) 而增加
,

但每千克的效率则由 16
.

k9 g 递降至 9
.

Ok g
,

从经挤效益考

虑 , 以每亩 1
.

7 5枯抓《N )肥为宜
。

抓肥总用 t 相 同的情况下
,

追施腊肥有利于千物质的积只
,

促进对 P
、

K的吸收
,

有 利于有效 移的形成
,

施 麟肥 比拨节肥增产明显 , 同时 可降低蛋 白质含蚤
,

达 到啤酒大安高产优 质的要求
。

随着啤酒工业的迅速发展
,

生产上迫切要求提供高产优质的啤酒大麦原料
。

酿造业要求

啤酒大麦的粗蛋白质含量在 9一 12 %之间
,

若蛋白质含量过高
,

则会在酿造时大麦溶解困难
,

浸出率低
,

色度增加
,

制成的啤酒易浑浊
,

并带有苦味
。

近几年来由于对啤酒大麦氮肥施用

不当
,

造成啤酒大麦的品质有所下降
。

因此
,

研究啤酒大麦的合理氮肥用量及施用期
,

对提

高啤酒大麦的产量和品质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

一
、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在建湖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水稻土上
,

裂区试验设计
,

主处理 5 个
: ( 1) N

。
(不施

N肥 ) , ( 2 ) N
:
( 7

.

s k g /亩 ) , ( 3 ) N
Z
( z 2

.

s k g /亩 ) , ( 4 ) N
: ( i 7

.

s k g /亩 ) ; ( 5 ) N
`
( 2 2

.

5 k g /亩 )
。

副处理 2 个
:
腊肥 (1 月了日 )和拔节肥 ( 3 月 10 日 )

,

副处理施 N量占总施肥量 (主处理 ) 的20 %
。

重复 4 次
,

其中一个重复为采样区
,

未参加方差分析
。

小区面积 。
.

0 35 亩
,

各小区均亩施 25

kg过磷酸钙 ( P
:
O

。

含量 12 % )
,

全部作基肥
,

因试验田含钾丰富未施钾肥
。

供试品种为苏啤 1

号
。 1 9 8 7年 10月播种

。
1 9 8 8年 6月 6日收获

。

按苗期
、

越冬期
、

返青期
、

拔节期
、

齐德期和成熟期 6 个时期采植株样品
,

测定干物重及

N
、

P
、

K含量
。

拔节期后分叶
、

鞘
、

茎和穗分别测定
。

每次采样前测定每亩总苗数
,

成熟期

考种
,

测定蛋白质含量
。

各小 区实收产量均为单打单收
,

按照二裂式方差 分析 结合 邓肯 氏

( D
o
cn an

` s )新复极差法测验显著水平
。

啤酒大麦样品用H
: 5 0

` 一
H

:
O

:

一次消煮
,

分别用蒸馏法
、

相锑抗法和火烙光 度法 测定

N
、

P
、

K
。

粗蛋白质换算系数为 5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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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 产 t结构 表 1 为苏啤 1 号氮肥用量和施用期各个处理考种结果
。

凡施 N肥的处理
,

单位面积的穗数
,

每穗平均粒数和千粒重都明显地高于未施N处理 (对照区 )
。

氮肥用量之间

或施用期之间
,

每穗粒数和千粒重的差别不大
。

而每亩穗数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

施

腊肥比拔节肥的多
,

显然这是各个组合处理之间产量差异的主要 因素
。

(二 )处理间产且位异性分析 各小区的产量 (表 1 )通过方差分析结果
,

表明施肥量之间

表 1 氮肥用 t 及施用期对啤酒大麦产 l 结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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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施肥期之间的主效应都有显著性差异
,

两

者的相互作用也显著
。

施肥量与施用期存在

互作
,

因此要比较不同施用期下 N 肥用量和

各不N 肥用量下 : 个施用期对产量的简单效

民
以上结果

,

说明未施 N 肥的 2个对照区

产量没有什么差异
,

平均为 134
.

3 k g /亩
。

随

着N 肥用量增加
,

腊肥与拔节肥之间产量差

表 2 不同施用期的N肥用 l 对产 l 的简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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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 N肥施用 , 下施用期对产 t 的简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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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处理对啤酒大麦蛋白质含 t 、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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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施肥期对啤酒大麦不同生育期的干物质及养分累积吸收t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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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由 5 %显著水平提高到 1 %显著水平
。

这表示啤酒大麦 (啤 1 号 ) 的产量随着 N肥用量增加

而增加
,

其显著性越来越高
,

但是每增加一单位 N的增产量则越低
,

在本试验 中 N 肥用量从

7
.

s k g /亩递增到 22
.

5 k g /亩
,

则腊肥处理中每 k g N的增产效率则由 1 6
.

叭 g递降到 9
.

o k g ,

从

经济效益考虑
,

以 17
.

5 k g /亩较适宜
。

(三 )啤酒大会籽粒粗蛋白质含量 啤酒大麦在发酵时要求蛋白质含量范围为 9一 12 %
。

试验表明 (表 4 )
,

籽粒中蛋白质含量随着N肥用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

从 10
.

2%增加到 12
.

8

%
。

各个 N肥用量与腊肥组合处理的粗蛋白质含量都比与拔节肥处理的低 ( 0
.

2一。
.

5% ) , 在

17
.

5 kg /亩N与腊肥组合处理的籽粒蛋白质含量为 12
.

2%
,

接近加工品质要求的上限
。

(四 )施肥时期对啤酒大安不同生育期的千物质及养分累积吸收且的影晌 表 5结果表明
,

在 P
、

K 得到保证的基础上
,

啤酒大麦的千物质的积累随着 N月乓雄用量的增加及生育期的推进

而增加
,

而 N
、

P :
O

。 、
K : O的累积吸收量也相应地增加

,

千物及 N
、

P :
O

。 、
K :

O 的累积吸

收量
,

施腊肥的均大于施拔节肥的
,

这说明腊肥有利于干物质的积累
,

同时也促进了 P
、

K的吸

收
,

为有效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综上所述
,

在氮肥用量相同的情况下
,

追施腊肥有利于啤酒大麦干物质的积累
,

促进 P
、

K的吸收
,

有利于有效穗的形成
,

使追施腊肥比拔节肥明显增产
,

同时可降低蛋白质含 t
,

达到高产
、

优质的要求
。

以上结果与 1 9 8 6一 1 9 8 7年间我们在漂水傅家边
、

建湖县庆丰乡两个

处理相同的试验点上所获得的结果极为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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