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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土表层和聚土分层施氮的肥效比较
’

艾应伟 陈 实 张先婉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 成都 61 以抖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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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深施是提高氮肥肥效的一项有效措施
,

深施深度因作物种类
、

氮肥品种
、

土壤
、

降

雨
、

耕作管理等的不同而异
.

作物对氮肥的吸收利用以及氮肥施用后的运移特性等与施肥位

置直接相关
.

本文对紫色土表层和聚土条件下不同土层施肥与氮肥肥效的关系进行了试验研

究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土壤为侏罗纪蓬莱镇组紫色砂 (页 )岩发育的紫色土
.

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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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的小麦品种为
“

3 1少
. ` SN 标记尿素的丰度为 5

.

07 %
.

试验分 田间小 区试验和
` ’ N 微区筒试验两部分

.

小区试验为 3 次重复随机区组
,

小区面

积 20 m 2 (4 m x s m )
.

有 4 个处理
: ①表层施肥 (施肥深度 1一 cZ m )并聚土 (以下简称

“

聚 十表

施
’

) ; ②中层施肥 (施肥深度 25 c m )并聚土 (以下简称
`

聚十中施
’

) ; ③底层施肥 (施肥深度 4 5c m )

并聚土 (以下简称
“

聚十底施
”

) ;④表层施肥 (施肥深度 1一cZ m
,

以下简称
“

平十表施
’

)
.

小麦前

作为花生
,

收后耕翻一次并耙平
.

聚土即先将 4m 宽的小区分为 3 个垄基 (每个垄基 l m )
,

垄基的垄沟宽为 .0 5m
,

原垄沟的耕层土壤移至垄基上聚成约 20c m 高的
“

垄厢
” .

表层施肥

为全表层施肥后撒一层细土覆盖
,

大约 1一 cZ m
.

中层施肥为先取走垄基 sc m 活土层后全层

施肥再 回填活土层并聚土
.

底层施肥为先取走垄基 25 c m 活土层后全层施肥再回填活土层并

聚土
.

每小区施尿素 0
.

8 2 5 k g
、

过磷酸钙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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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每亩施 N 12
.

6 5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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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作

一次性基肥施用
.

聚土和平作时小麦播种面积相同
.

微 区筒安放在每个小区中部
,

微区筒规

格为 中32 x 68 c m
.

微区筒试验除用
` SN 标记尿素外

,

其它处理与小区试验相同
.

每个微区筒内定苗 40 株
,

分别在三叶期
、

拔节期
、

孕穗期
、

灌浆期
、

成熟期取样侧定

各器官的全 N 和
’

加 丰度
.

另外测定 田间小区试验的产量
.

2 结果与讨论
.2 1 分层施肥与小麦氮肥利用率的关系

小麦成熟期各器官对肥料氮的利用率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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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层次施肥小麦的氮肥利用率 (% )

处理方式

策十表施

聚十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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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汗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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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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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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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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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括号中数字为籽粒占合计的百分数

.

从表中可看出
,

各处理的氮肥利用率均以籽粒最高
,

是根
、

茎
、

叶
、

壳其它器官的 10

倍左右
,

小麦将吸收的肥料氮 70 % 以上转移到了籽粒中
.

处理间的肥料利用率是
`

平十表施
’

>
`

聚十底施
’ >

“

聚十中施
’ > `

聚十底施
’ .

平作与聚土相比
,

聚土后肥料利用率降低
,

未聚土

的表层施肥与聚土后的表
、

中层施肥间差异达到极显著
.

聚土后氮肥利用率随着施肥深度的

增加而提高
,

表层施肥与底层施肥间达到显著差异水平
.

.2 2 分层施肥与小麦对肥料氮的吸收
`
加 标记尿素的不同处理中植物体来自肥料氮占全氮的百分率困 D F )F

,

除三叶期和拔

节期未作方差分析外
,

其余均作方差分析
,

并将结果列于表 2
.

表 2 小安不同土层施肥的 N D F F 值

三叶期 拔节期 孕往期
处理方式

—
根 叶 根 根

聚+ 表施 5 5
.

5 肠
.

2 0 A 4 5
.

4 4 5
.

8 ` b A

聚 + 中施 16
.

1 22
.

1 b B 3 1
.

7 3 3
.

9 悦 A

策+ 底施 8
.

6 9
.

3 c C 2 2
.

7 3 1
.

9 e A

平+ 表施 5 5
.

3 5 7
.

2 a A 44
.

9 5 1
.

2 a A

由表 2 可知
,

三叶期以后各时期不同处理地上部分 N D F F 值差异均不显著
,

三叶期时

N D F F 值是表层施肥 > 中层施肥 > 底层施肥
,

并达到显著或极显著的差异
,

表层施肥的聚

土与平作之间地上部分 N D F F 值没有显著差异
.

从这可说明
,

小麦拔节以前由于根系欠发

达
,

扎根较浅
,

随着施肥深度的增加
,

其吸收利用肥料中的氮素供应地上部分生长的比例便

越少 ; 拔节期及以后各时期不同施肥深度对地上部分 N D F F 值已没有显著的影响
.

这表明

在土壤供氮能力低的土壤上表层施肥有利于作物苗期生长
.

.2 3 分层施肥与小麦产且的关系

试验结果表明
,

各处理产量以
“

平十表施
’
>

`

聚+底施
’
>

`

聚十中施
’
>

`

聚+ 表施
’

(产量分

别为 199
.

5
,

184
.

5
,

172
.

3 和 144 .2 k g / 亩 )
.

聚土后表层施肥产量最低
,

中层施肥和表层施

肥
、

底层施肥和表层施肥间产量有极显著差异
,

说明聚土后肥料应基施到一定深度
.

平作的

表层施肥 比聚土的表层施肥有极显著的增产作用
,

但平作的表层施肥与聚土后的中层施肥和

底层施肥 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

聚土的产量均低于平作的原 因可能在于
: 聚土 2 c0 m 高将耕层

下未活化 的土壤移到 了土表
,

使聚土后土壤表层有效养分含量降低 ; 另外 由于聚土后使表层

土壤变松散
,

造成了不适于小麦生长的水
、

温
、

光
、

热的土壤性状
.

不过
,

在下季或以后各

季中聚土与平作之间作物产量的变化及深层施肥技术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