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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氮肥对糖甜菜与小麦生长的影响

陈 国 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续研究所 南京 21 以犯 8

摘 要 盆栽试脸表明
:
不同化学扳肥对增加桂甜菜干 t的影响是 N `闪伪 > N比 N伪 >

oc (N H ; ) 2; 对

小麦的影响是 N场N氏 >
oc (N H , ) 2 > NaN 伪浏创氏 可增加箱甜莱干 ,

.

但会降低小定地上部干重
,

小麦植株

中含钠t 与植株千重(相对百分数 )呈负相关 ( r = 一 0
.

86 7 , , 。 = 5) ; N aN 0 3
处理的精甜菜植株中含钾 t 明显低

于其它处理
,

而钠则离于其它处理
,

证实了糖甜菜钾
、

钠营养的互补作用
。

关键词 氮肥
;
糖甜莱

;
小麦

不同化学氮肥的氮素形态与副成份不同
,

施用后对土壤和作物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

如硝

酸盐态氮肥
,

适于在旱地施用
,

铁态氮肥适于水田施用
。

K N场
、

N aN 场 是生理碱性肥料
,

连续

施用可提高上壤 p H ;而硫酸铁
、

抓化钱是生理酸性肥料
,

连续施用会使土壤 pH 降低
。

作者用

盆栽试验方法研究了不同化学氮肥连续施用时对糖用甜菜
、

小麦生长和土壤性质的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土壤共有 5 种
,

3 种采自黑龙江省
,

1 种采自江西刘家站
,

1 种采 自内蒙古自治区
,

土

壤的主要农业化学性质列于表 1
。

试验用白色釉质陶瓷林
,

每盆装风干 土 6 k g
,

设 3个处理
:

( 1 ) N aN 场 ; ( 2 ) N氏 N q ;

( 3) co N( 珑 ) 2
。

肥料用量
,

N 为 1
.

5 9 /盆
,

几氏 为 1
.

0岁盆
,

K ZO 2
.

s g /盆
。

表 1 供试土坡的农业化学性质

有机质 速效磷 交换性 K 交换性 N 。 N仇
一 N

代号 地 点 土 坡 州

—(以掩 ) 姚 /纯

黑龙江赵光

黑龙江呼兰

黑龙江安达

江西刘家站

内蒙包头

黑土

草甸黑土

碳酸盐草甸土

早地红壤

淤潮土

6
.

22

7
.

54

8
.

44

4
.

82

8
.

26

66
.

2 20
.

1 1 5 0

28
.

8 5
.

0 17 0

4D
.

3 1 1
.

8 12 5

17
.

9 1 4
.

9 6()

2 5
.

2 9
.

0 2 15

2 7
.

0

47
.

5

60

0

2 8 5

3 6
.

6

13
.

9

2 7
.

2

9
.

3

1 5
.

6

P Zo s 用 K H Z p o ; ,

K ZO 用 K Z

so
`
(扣除 K H ZP o ;

中的 K Z o ) :试验浇自来水
。

肥料与土壤拌

匀
,

灌水后于 19 86 年 9 月 13 日播种糖甜菜
,

每盆 5 穴
,

每穴 3 粒种子
,

9 月 19 日第 1 次间苗 ;9

月 2 7 日第 2 次间苗
,

每盆留 5 株
,

10 月 22 日定苗 (拔除苗计干重 )
,

每盆留 2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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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收获
,

地上部及块根烘干计重
。

甜菜收获后
,

松土并除去土中须根
,

于 2 月 13 日播种小麦
,

品种为宝丰 1号
,

每盆 25 粒种

子
,

于 3 月 2 日定苗
,

每盆留 23 苗
。

3 月 5 日施肥
,

处理同甜菜
,

肥料用量 (以盆 )
:
N 1

.

2
、

几。 5

1
.

0
,

K Z o 1
.

2
,

肥料品种亦 同于甜菜
。

肥料加水溶解后施人
,

另施 B
、

M 。 、

z n
微量元素肥料 ;

19 8 7 年 4 月 26 日小麦抽穗期收获
,

于 70 一 75 ℃烘干称重
,

样品粉碎通过 40 孔筛
,

作分析 K
、

N a 用
。

土壤交换性 K
、

N a
用 p H 7

.

0 的 1
mo1

L , N氏O A c 提取
,

植株样品用 0
.

5 mo l u ` H CI

浸泡 24 小时过滤
,

均用火焰光度计测 K
、

N a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不同氮肥对土坡 pH 和含钠 t 的影响

糖甜菜收获后
,

测定了土壤的 p H 值与含钠量 (表 2 )
。

由表 2 可见
,

施用 N aN 几 的处理
,

均提高了土壤钠浓度
,

未施 N aN 伪 的处理
,

多数降低了土壤钠浓度
,

这可能是因为糖甜菜是喜

钠作物
,

它吸收了土壤中大量的钠
。

在含钠量高的碱性淤潮土上
,

N氏 N几 和 co (N珑 ) : 处理

的土壤钠 ( N a )下降了 140 一 15 0mg k/ g 土
,

有一半以上的交换性钠被甜菜吸收
。

甜菜收获后土

壤的 pH 值
,

N a N几 处理和 N氏 N q
、

co ( N跳 ) : 比较
,

土壤 pH 值上升了 0
.

1一 0
.

5 个单位
,

这

可能是 N aN q 中残留 N a
的作用

。

表 2 不同氮肥对土坡钠浓度与 PH 的影响

N aN O3 N l为N几 C O ( N H Z ) 2

土维
N a 妞叩 /掩 N a

叫产掩 p H N a

叫 /掩 p H

黑土

草甸黑土

碳酸盐草甸土

早地红壤

淤潮土

22

67

2 8

40

5
.

7 0

6
.

76

8
.

60

32343913146

5
.

49

9
.

00

1 5

13 1

5
,

7 0

6
.

64

8
.

5 6

4
.

7 6

8
.

5 6

5
.

13

8
.

4 9

,、à̀é,
J

O
矛八,nU,孟八6气1飞曰,̀,̀11

,
iJ峙

2
.

2 不同氮肥对产 t 的影响

糖甜菜的产量以地上与地下部分总干重计算 (包括定苗时拔除苗的干重 )
,

对小麦仅计算

植株地上部干重
。

不同处理的糖甜菜与小麦植株干重分别列于表 3 和表 4
。

表 3 各处理桩甜菜的千重

N aN q N氏N q CO ( N H Z ) 2

土壤

— — —
g /盆 相对 (% ) 以盆 相对 (% ) 创盆 相对 ( % )

黑土 66 2 5 1X()
.

9 5 9
.

2 1 90
.

1 6 5
.

6 9 l 0()
.

0

草甸黑土 64 2 5 104
.

4 64
.

26 10 4 4 6 1
.

5 4 1 0()
.

0

碳酸盐草甸土 6 3
.

6 1
. ’

1 14
.

2 6()
.

93 ” 10 9 4 5 5
.

7 0 1 00
.

0

早地红壤 33 抢
. ’

152
.

6 24
.

84 11 4 5 21
.

70 1 00
.

0

淤湘土 6 5
.

% 104
.

9 6 2
.

2 1 98 9 6 2
.

9() 1 0()
.

0

` ,
1% 显著水平

,
5 % 显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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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处理小麦地上部千盆

N Na 伪 N l么N炳 C ( )(NH
Z ) 2

土坡

岁盆 相对 (% ) 以盆 相对 (% ) 以盆 相对 (% )

nO0C
ù一U0000000000黑土

草甸黑土

碳酸盐草甸土

早地红坡

淤潮土

3 1
.

9 5

3 4
.

5 1

2 7
.

1 8

28
.

0 9

24
.

7 4

肠
.

8 5

36
.

3 3

30
.

5 1

30
.

8 2

3 2
.

18

3 4
.

2 3

3 4
.

3 8

90
.

0
奋

7 9
.

9
-

2 8 75

3 1
.

22

3 0
.

%

刀. 7注7. 910710510698103

,
5% 显若水平

。

2
.

2
.

1 对糖甜菜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3) 表明
,

不同处理的糖甜菜的干重
,

以 N a N O 3 处理的最高
,

其次是 N执 NO3

处理
,

co ( N H
Z ) : 处理的最低

。

这是 由于糖甜菜是喜 N O 3
一

N 和 N a 十

的作物〔`
·

2 ]
,

适宜的酸碱度

为中性到碱性 s1[
。

在强酸性红壤早地上
,

N氏 N 0 3 和 N aN o 3
处理的甜菜干重较 co ( N H Z ) : 处

理分别增加 14
.

5 % 和 52
.

6%
。

这可能是 由于红壤的微生物活性弱
、

硝化作用慢
,

N H 4 N 0 3
中

的 N o 3一 N 可直接供糖甜菜吸收利用 ; N a N仇 除提供 N q
一

N 和钠外
,

且提高了土壤 p H 0
.

7 个

单位
,

更适于糖甜菜的生长
,

糖甜菜在施钾条件下
,

施钠仍可增产
,

因此
,

N aN O 3 处理较尿素处

理的干重增加更显著
。

2
.

2
.

2 对小麦地上部干重的影响

由表 4 可见
,

不同处理的小麦地上部干重以 N氏 N o :
处理的最高

,

co (N珑 ) : 处理次之
,

N aN 几 处理的最低
。

这可能是因为小麦生长前期喜吸收 N叮
一

N
,

而在后期喜吸收 N q
一

N 4[]
,

硝酸铰确好符合这一吸收特点
,

所以硝酸钱表现 比尿素好
。

N a N伪 处理在种植糖甜菜后
,

土

壤中残留大量的 N a 十 ,

达到 16 0一 4 40 m g / k g 土 (表 2)
,

在种小麦时又施 N aN 马 (N
,

1
.

2 9 /盆 )
,

增加土壤钠 (N
a ) 3 2 8mg k/ g

,

合计达到 51 5一 767 m g /掩 土
。

高浓度的钠对小麦产生抑制作用

和养分吸收胁迫作用
,

干重下降幅度在 7一 20 % 之间
。

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内蒙包头的淤潮土
,

土壤州 在种植糖甜菜后为 9
.

0
,

播种小麦时再施 N aN 认 后
,

pH 可能上升得更高些
,

而小麦能

忍耐的 pH 是 5
.

5一 8
.

5[ 习
,

过高的土壤 pH
,

也会使小麦干重下降
。

2
.

3 不同氮肥对糖甜莱与小麦吸收钾
、

钠的影响
2

.

3
.

1 对糖甜菜吸收钾
、

钠的影响

钾
、

钠都是甜菜必需的营养元素
,

钾与钠可以互为补充[ 6〕
,

当土壤钾水平高时吸收的钠降

低
,

反之则增加
。

糖甜菜植株不同生育期
、

不同器官钾
、

钠含量差异较大
,

现将收获期地上部茎

叶中 K
、

N a
含量列于表 5

。

表 5 不同氮肥对箱甜菜茎叶中 K
、

N a
含 t 的影响 (以 k创

N aN 氏 N比 N几 C( ) (N H Z ) 2

土城土吸

— — —
K N a K N a K N a

,人n00.-
.

,̀,山IJ

nUs
n丫月j气̀,J

气̀产b月八 呀乙
盛.孟门j

黑土

草甸黑土

碳酸盐草甸土

早地红壤

淤潮土

3 0
.

9

34
.

9

3 2
.

4

2 8
.

0

3 4
.

9

32
.

4

3 ,
.

,

斗
4

l ( ) 7 认一?2471922519023545133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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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 可见
,

不同土壤上 N a N几 处理搪甜菜地上部茎叶的含钾量均低于 N氏N几 和 OC
(N H Z ) : 处理

,

而其钠含量均高于其它处理
,

说明了钾与钠在甜菜中的互补作用
。

在酸性早地

土壤上
,

N aN 岛 处理地上部含钠量最高达 45
.

1创k g
,

这一方面是由于糖甜菜总干重低
,

只及其

它土壤的一半
,

钠浓度升高 ;另外
,

由于酸性土交换性钙
、

镁含量低
,

为了保持植株中阴
、

阳离子

平衡
,

则增加了钠的吸收
。

2
.

3
.

2 对小麦吸收钾
、

钠的影响

小麦属于在土壤钾充足条件下对钠无明显反应的植物
,

植株中含钠量较低
,

不同处理植株

中 K
、

N a
含量变化列于表 6

。

表 6 各处理对小麦植株中 K
、

N 。
含 t 的影响(岁 kg )

N aN 仇 N氏 N伪 CO ( N H Z ) 2

土 壤

— — —
K N a K N a K N a

黑土 4 4
.

3 1
.

8 3 5
.

9 0
.

2名 37
.

1 0
.

3 0

草甸黑土 4 1
.

6 1
.

6 3 6
.

9 0
.

23 38
.

4 0
.

2 3

碳酸盆草甸土 3 3
.

6 3
.

3 3 2
.

7 0
.

3 5 3 1
.

9 0
.

3 3

早地红壤 48
.

2 3
.

1 5()
.

1 0
.

16 5 1
.

4 0
.

15

淤潮土 叨
.

4 4
.

4 3 8
.

4 0
.

4 1 3 8
.

9 0
.

38

由表 6 可见
,

不同处理小麦植株中含钾量以硝酸钠处理的最高
,

大多在 4 0 9 / k g 以上
,

这可

能太多的钠对小麦有毒害作用
,

植株吸收较多钾以抵销钠的毒害作用
。

小麦与糖甜菜不同
,

吸

收的钠较少
,

即使是施钠处理
,

吸钠量也仅为钾的 1 / 10一25
,

在不施钠处理上仅为钾的 1/

10 0一 3 0 0
。

据统计
,

硝酸钠处理植株中含钠量 ( g k/ g )与植株相对干重 (% )之间呈负相关 (
: = 一 。

.

86 7
’ , n = 5)

,

这可以说明钠的毒害可能是硝酸钠处理小麦植株干重降低的原因之一
。

根据相

关方程计算
,

当小麦植株含钠量为 4
.

4岁k g 时
,

产量较尿素处理下降 20 %
。

同样土壤中钠 (包

括肥料钠 )含量与小麦植株干重相对百分数 ( % )之间亦呈负相关 (
r 二 一 0

.

773
, , n = 5 )

。

据相

关方程计算
,

当土壤钠 (N
a
)为 58 0mg k/ g 土时

,

小麦相对产量降低 10 % ;而当土壤钠 (N
a
)为

79 3mg k/ g 土时
,

相对产量降低 20 %
。

因此
,

在一些 p H 和钠含量较高的土壤上
,

或者 p H 虽不

高
,

钙
、

镁含量较低的土壤上
,

硝酸钠施用较多时
,

可能对作物产生毒害
。

在强碱性土壤上
,

硝

酸钠不宜施用
,

而在酸性土壤上施用时
,

要和钾
、

钙
、

镁配合
,

以保持阳离子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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