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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室 内及 田间试验表明
,

在晚稻 田上施用氮肥抑制剂
,

能降低氮素挥发损失
,

从而提高水稻产量
。

在供试抑制剂

中
,

以涂层尿素> 硼砂 十氢酿> 20 % 乙草胺 > 硼砂 一氢酿
,

它们分别比单施尿素的稻 田增产 10 一20 % 之间
,

并提高

尿素氮利用率 9
.

4一 30
.

9%
。

尿素与脉酶抑制剂混施 (或与涂层
、

包膜
,

或具有脉酶抑制作用除草剂等 )是减少稻田氮的

挥发损失的重要途径之一
。

近年来
,

李双霖等
〔 , ’
筛选出氢醒

、

醒
、

硫酸铜等 10 种对土壤脉酶活

性有较高的抑制能力的物质
。

关松荫
〔, ,
研究 21 种农药

,

以拌种双
、

福美双和退菌特具有较强抑

制作用
。

最近
,

我们在盆栽试验 中发现①
,

灭草神
、

乙草胺除草剂
、

尿素与过磷酸钙混施或尿素

与磷石膏混施
,

能有效降低田面水的 p H
,

抑制藻类生长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选用 4 种脉酶抑制

剂 (或除草剂 )作不同的组合后进行室内模拟试验和 田间效果试验
,

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 试验材料

共有 4 种脉酶抑制剂
:

氢酿 (上海染化十四厂产品 )
,

硼砂 (含 B n %工业用品 )
,

20 % 乙草

胺 (昆山化工厂产品 )和涂层尿素 (广州化肥厂产品 )
。

(二 ) 试验方法

1
.

室内模拟试验
:

称取 59 风干土样 (土样含有机质 39
.

8 9 / K g
,

全 N 1
.

0 2 9 / K g
,

有效 N

7 5m g / K g
,

p H 6
.

l )若干份
,

分别装入 1 5 o m l 三角瓶中
,

分成 ( l )尿素 ( 对照 ) ; ( 2 ) 尿素 + 适量硼

砂
; ( 3) 尿素 + 适量氢醒

; ( 4) 尿素 + 适量硼砂及氢酿和 ( 5) 尿素 + 适量 20 % 乙草胺
,

共 5个处

理
。

每处理加 Z o 0 0m g / K g 浓度的尿素溶液 2m l (即 4 m g )
,

再按试验处理要求分别加入抑制剂
,

然后加去离子水至 2 0m l
,

置于 34 ℃ 温箱内培养
,

分别于培养的第 1
、

2
、

3
、

4 天取 出
,

测定尿态

氮含量 (用 M u l v a n e y 和 B r e m m e r 1 9 7 9 年比色法 )
。

2
.

田间效果试验
:

试验在九江市的泥质页岩发育的黄泥 田上进行
,

前作种鱼草
,

冬季休

闲
,

土壤有机质 1 2
.

4 9 / K g
,

全氮 0
.

8 7 9 / K g ; p H S
。

试验设 7 个处理
:
( 1 ) 磷

、

钾 (对照 ) ; ( 2 ) 磷
、

钾 + 尿素
; ( 3) 磷

、

钾 + 涂层尿素
;
(4 ) 磷

、

钾 + 尿素拌和适量硼砂
; ( 5) 磷

、

钾 + 尿素和适量氢

醒
; ( 6) 磷

、

钾十尿素拌和适量硼砂和氢醒
; (7 ) 磷

、

钾 + 尿素拌和 20 % 乙草胺 ( 3鲍 /亩 )
。

每亩

施肥量钙镁磷肥 34 K g
,

氯化钾 l o K g
,

均作基肥用
,

尿素亩施 21
.

7 K g
,

均在返青后一次施入
。

小

区面积 0
.

03 亩 (小区间用田埂隔开
,

防止水肥串灌 )
,

3 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供试水稻品种为
“

赣

优 1 0 号
” 。

① 范业成
,

叶厚专
,

脉酶抑制剂盆栽试验总结
,

1 9 9 3( 内部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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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结果

(一 )几种腮酶抑制剂的效果 (室内模拟试验 )

测 定结果 (表 l )表明
,

在 3 o4 C 恒温培养下
,

尿素迅速水解
,

未加抑制剂处理培养 1 天 后
,

土 壤 脉 态 氮 从 4m g /瓶
,

迅 速 下 降 至

2
.

9 9 7m g /瓶
,

培养 4 天后 只有 0
.

o o 7 m g /瓶
。

加入抑制剂氢醒或硼砂 + 氢醒后能明显抑制

尿素水解
,

其中又以硼砂 + 氢醒效果持久
。

经

培养 4 天后
,

尿态氮仍能检出
,

硼砂在培养最

初的 1一 2 天内有一定抑制作用
,

而 乙草胺则

无抑制作用
。

(二 ) 抑制剂对晚稻产量的影响

1
.

增产效果
:

稻 田施用抑制剂
,

可改善

表 1 眠酶抑制剂地稻田尿态氮变化的影响

( 34亡
,

服 一 N nr g /瓶 )

培 养 天 数
处 理

一

号

—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1 2
.

99 7 0
.

4 3 5 0
.

0 7 6 0
.

0 0 7

2 3
.

1 5 0 0
.

5 33 0
.

0 5 6 0
.

0 0 7

3 3
.

4 1 2 1
.

1 8 6 0
.

2 3 9 0
.

0 18

4 3
.

3 4 8 0
.

9 14 0
.

1 9 5 0
.

0 5 2

5 2
.

5 8 1 0
.

8 15 0
.

0 6 0 0
.

0 0 4

土壤中肥料氮对植株供应状况
,

水稻产量有明显提高 (表 2 )
,

其中以施用涂层尿素的处理产量

最高
,

比单施尿素增产 19
.

8%
,

其次 为施用硼砂和氢醒处理 比单施尿素增产 n
.

5%
,

第三为施

用杀藻剂处理 比单施尿素增产 1 0
.

7 %
,

第四分别为施用硼 砂及氢酿处理
,

比单施尿素增 产

9
.

95 %以上均达到显著水准
。

而 ( 6 ) ( 7 ) ( 4 ) ( 5) 各处理互相 比较
,

产量差异均未过到显著水准
。

表 2 氮肥抑制剂对晚稻产里的影响

小 区 产 量 k( 妇 亩 产 差 异 显 著 性
处 理 号

小 区 产 量 ( k g )

平均 ( k g )

1 4
.

5

1 3
.

4

1 3
.

4

1 3
.

4

1 3
.

2

誉
’

犷

4 8 3
.

0

4 5 0
.

0

4 4 6
.

7

4 4 3
.

0

4 4 3
.

0

4 0 2
.

9

2 6 6
.

4

5453510141313131312.82644476141313131312473 .72231141313131312.8

注
:
F = 14 0

.

9 7 > F I %

从供试 的几种抑制剂看
,

以涂层尿素效果 最

好
,

但其他 4 种抑制剂的处理也 比单施尿素

增产
,

但是各种抑制剂之间差异不大
,

从节约

成本角度看
,

以选用廉价
、

易得的材料为宜
。

2
.

对吸收氮素的影响
:

试验结果 (表 3)

表明
,

施用抑制剂的水稻地上部总吸氮量与

稻谷增产率基本趋于一致
。

处理 ( 3) 及 ( 7) 分

别比单施尿素处理多吸收氮 3
.

1
、

1
.

4 及 2 公

斤
,

主要是氮素营养在植株体内分配不相同
;

处理 ( 3) 稻秆吸氮量较高
,

占总吸 N 量 39 % ;

处理 ( 6 ) ( 7) 均低于处理 ( 3 )
,

分别为 34
.

6%
、

表 3 氮肥抑制剂对水稻吸收氮素的影响

处理号
稻谷吸氮量 茎叶吸氮量 总吸氮量 氮肥利用率

(公斤 /亩 ) (公斤 /亩 ) (公斤 /亩 ) (% )

1 3
.

0 6 1
.

4 7 4
.

5 3

2 5
.

39 1
.

8 0 7
.

1 9 2 6
.

6

3 6
.

4 7 3
.

8 0 1 0
.

2 8 5 7
.

5

4 5
.

53 2
.

8 6 8
.

3 9 38
.

6

5 5
.

18 2
.

9 6 8
.

1 3 36
.

0

6 5
.

6 5 2
.

9 5 8
.

6 0 4 0
.

7

7 6
.

13 3
.

1 6 9
.

1 9 4 6
.

6

注
:

氮肥利用率以总吸氮量的差减法计算



3 3
·

4 %;处理 ( 4 ( ) 5 )亦有相同趋势
。

另从提高氮肥利用率来看
,

凡施用抑制剂的处理
,

尿素氮利用率分别达 36 一 57
.

5%
,

比不

加抑制剂相应提高 39
.

4一 30
.

9%
。

3
.

对 田面水 p H
、

N H才一 N 的影响
:

在施用抑制剂后第 2
、

3
、

4
、

5
、

8
、

1 1
、

1 4 天
,

每天上午 9

时取田面水分析 N H才一 N 浓度变化及 p H (表 4 )
。

施用抑制剂处理和单施尿素的均能降低 田

面水 p H 值
; 另外还发现施用除草剂处理对藻类有较好的抑制效果

。

稻 田水层 N H才一 N 测定

表明
:

施用尿素后 2一 3 天水层即出现 N H才一 N 峰值
,

不同处理有较大差异
,

其中不加抑制剂

处理 N H梦一 N 含量峰值出现早而且高
,

施用后 2 天达到 1 6m g / K g
,

而其他处理 N H才一 N 含量

峰值在施用后第 3 天出现
,

而后连续下降
,

表明施用抑制剂处理有降低水层 N H才一 N 浓度的

作用
,

并能阻止田面水 p H 上升
,

这对减少氮的挥发损失也有一定作用
。

表 4 氮肥抑制剂对田面水 p H 及 N H 。+ 一 N 变化的影响

处处 理 号号 p H N H
` + 一 N m g / k ggg

22222 天 3 天 4 天 5 天 8 天 1 1 夭 14 天天 2 天 3 天 4 天 5 天 8 天 1 1 天 1 4 天天

11111 7
.

0 7
.

1 7
.

0 7
.

0 7
.

0 7
.

0 7
.

000 0
.

4 0
.

4 0
.

4 0
.

3 0
.

3 0
.

2 0
.

222

22222 8
.

1 7
.

9 8
.

0 7
.

5 7
.

0 8
.

1 7
.

111 16
.

0 1 4
.

0 1 2
.

0 8
.

0 4
.

2 3
.

4 0
.

666

33333 7
.

5 7
.

5 7
.

5 7
.

2 6
.

8 7
.

2 7
.

000 10
.

0 1 2
.

0 9
.

0 7
.

0 5
.

0 4
.

0 0
.

666

44444 7
.

6 7
.

5 7
.

4 7
.

2 6
.

8 7
.

4 7
.

000 8
.

0 9
.

0 7
.

0 6
.

0 5
.

0 3
.

6 0
.

666

匀匀匀 7
.

6 7
.

5 7
.

6 7
.

0 6
.

6 7
.

6 7
.

000 8
.

2 1 0
.

0 8
.

0 6
.

2 5
.

2 3
.

8 0
.

666

66666 7
.

5 7
.

1 7
.

2 7
.

9 6
.

8 7
.

6 6
.

888 8
.

4 1 1
.

0 8
.

2 7
.

0 5
.

4 3
.

7 0
.

444

77777 7
.

5 7
.

5 7
.

5 7
.

3 7
.

0 7
.

2 6
.

888 8
.

6 1 0
.

0 9
.

0 7
.

0 5
.

2 3
.

6 0
.

555

三
、

小 结

晚稻施用氮肥抑制剂
,

能有效延缓尿素水解速率
,

推迟 田面水按态氮峰值出现
,

阻止田面

水 p H 上升
,

从而降低氮素挥发损失
,

改善水稻对氮的吸收利用
,

提高水稻产量
。

在供试的氮肥

抑制剂中
,

其效果以涂层尿素> 硼砂 + 氢醒 > 20 % 乙草胺 > 硼砂一氢醒
,

它们分别比单施尿素

的增产 10 一 20 %
,

并提高尿素氮素利用率 9一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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