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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碳酸氢铵中配合施用 10～ 20%海泡石,能明显地促进玉米植株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 ,氮肥

利用率提高 7.8～ 10.9个百分点。海泡石配合施用量为 10～ 15%时 ,玉米籽粒产量增加 ,超过 15%时 ,玉米籽

粒产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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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泡石(Sepioli te)属含水的链层状镁硅酸盐矿物 ,具有 2∶1型结构 ,通常呈致密状 、粘土

状集合体 ,有时呈皮壳状 、粉末状 。在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呈粒状 、纤维状或鳞片

状 ,纤维长约 100 ～ 5000nm ,鳞片直径约 100 ～ 500nm 。海泡石通常为白色 、浅灰色 ,有时微

带褐色或玫瑰红色 , 其结构式为Mg8Si12O30(OH)4(OH2)4·8H2O理论化学成分SiO2

55.6%, MgO 24.89%,H2O
+ 8.34%,H2O

- 11.2%,属典型的三八面体矿物〔1 , 2〕。据湖南

省地勘局地质科学研究所(1988)报道〔3〕 ,用海泡石做“固氮剂” ,能有效地缓解氮肥的挥发

和流失 ,提高氮肥肥效 12%左右 ,与涂层尿素和长效碳铵相比 ,用海泡石提高肥效 ,价格便

宜 ,技术简单 ,便于推广。本文探讨了海泡石与碳酸氢铵配合使用对玉米产量及氮肥利用率

的影响 ,以期作为一种提高肥料利用率的技术措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方法

本试验供试玉米杂交种为掖单 2号 。供试土壤为砂姜黑土 ,土壤有机质 13.5g/kg ,碱

解 N 69.4μg/g ,有效 P 5.0μg/g ,速效 K 56.2μg/g 。在每666.7m2施用 0.5Kg 硫酸锌的基

础上 ,设计如下 5个处理:

1.PK 区(CK1),每 666.7m2施用 N 0Kg+P2O5 10Kg+K2O 15Kg(对照);

2.NPK区(CK2),每 666.7m2 施用 N 20Kg+P2O5 10Kg+K2O 15Kg 。氮肥 60%作追

肥(拔节期三分之一 ,大喇叭口期三分之二),其余 40%氮肥和磷钾肥用作基肥;

3.每 666.7m2 施用 N 20Kg+P2O5 10Kg+K2O 15Kg +10%海泡石① 施肥比例与方法

同(2);

4.每 666.7m2 施用 N 20Kg +P2O5 10Kg+K2O 15Kg+15%海泡石 ,施肥比例与方法同

(2);

5.每 666.7m2 施用 N 20Kg +P2O5 10Kg+K2O 15Kg+20%海泡石 ,施肥比例与方法同

(2)。使用的氮肥品种为碳酸氢铵 ,磷肥品种为过磷酸钙 ,钾肥品种为氯化钾。田间管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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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处理 3 、4 、5中的海泡石所占比例是指海泡石占所用碳酸氢铵的百分比。

DOI :10.13758/j.cnki.t r.2000.04.012



处理小区间一致 。小区面积 20m 2 ,每处理重复 3次。

1.2　样品分析

在玉米成熟期取样 ,每处理取 6株。将植株按不同器官分开称重 、烘干 、磨碎 。植株样

品中的氮用凯氏法 ,磷用钼蓝比色法 ,钾用火焰光度法测定〔4〕。

氮肥利用率的测定采用差减法〔5〕 ,计算公式为:

氮肥利用率=(施氮区氮的收获量-无氮区氮的收获量)÷施氮量×100%

施氮效益是指向土壤中施入每 Kg N 素所生产的籽粒产量(Kg),计算公式为:施氮效益

=(施氮区产量-无氮区产量)÷施氮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海泡石对玉米氮素吸收分配的影响

　　在玉米成熟期取样分析 ,按根 、茎 、叶 、

苞叶 、穗轴和籽粒六部分分开测定 。结果表

明 ,施 N 促进了玉米植株对 N 的吸收 ,比

PK区提高了 107.9%(表 1)。施用海泡石

也明显地促进了玉米植株对 N 的吸收 ,比

NPK区增加 17.4%～ 24.4%。

从N 素分配来看 , N 素分配的主要器

官是籽粒 ,占全株的 60.8%,其次是叶片 ,

占 22.9%,茎和穗轴分配较少 ,根中分配最

少。

2.2　海泡石对玉米磷素(P2O5)吸收分配

的影响

当海泡石施用量为 10%时 , 植株吸

P2O5总量比 NPK 区高 7.4%,但海泡石用

量超过 10%时 ,植株吸 P2O5 总量有所下降

(表2)。NPK 区与 PK区相比 ,施N 明显地

促进了玉米植株对 P2O5 的吸收 , NPK区比

PK区吸 P2O5 量提高 46.6%。从玉米植株

各器官的 P2O5分配状况来看 ,籽粒是 P2O5

分配的主要器官 , 约占全株总 P2O5 量的

55.0%,其次是茎叶 ,约占全株总 P2O5 量的

17.8%和 18.7%,穗轴 、苞叶 、根分配较少 ,

约占 4.3%、 2.9%和 1.3%。

表 1　海泡石对玉米氮素吸收分配的影响(mg/株)

处理 根 茎 叶片 苞叶 穗轴 籽粒 全株

1

2

3

4

5

35.39

(2.8)

32.35

(1.2)

61.56

(2.1)

42.29

(1.3)

48.17

(1.6)

140.50

(11.2)

148.42

(5.7)

250.36

(8.0)

242.71

(7.5)

277.82

(9.0)

400.58

(31.8)

547.03

(20.9)

758.88

(24.2)

601.32

(18.5)

731.58

(23.8)

22.09

(1.8)

49.78

(1.9)

47.60

(1.5)

74.88

(2.3)

45.83

(1.5)

72.20

(5.7)

83.28

(3.2)

110.19

(3.5)

114.84

(3.5)

128.41

(4.2)

586.80

(46.7)

1756.83

(67.2)

1909.56

(60.8)

2178.20

(66.9)

1839.18

(59.9)

1257.56

(100)

2614.99

(100)

3138.15

(100)

3254.19

(100)

3070.99

(100)

表 2　海泡石对玉米磷素(P2O5)吸收分配的影响(mg/株)

处理 根 茎 叶片 苞叶 穗轴 籽粒 全株

1

2

3

4

5

20.86

(2.2)

20.66

(1.5)

13.99

(0.9)

11.78

(0.9)

14.42

(1.1)

227.12

(24.4)

269.68

(19.8)

147.52

(10.0)

176.30

(13.8)

267.52

(21.0)

180.01

(19.3)

230.15

(16.9)

309.75

(21.1)

235.71

(18.4)

223.04

(17.6)

34.13

(3.7)

51.48

(3.8)

23.80

(1.6)

37.71

(2.9)

29.77

(2.3)

40.45

(4.3)

55.46

(4.1)

76.25

(5.2)

49.29

(3.8)

53.72

(4.2)

428.61

(46.1)

737.58

(53.9)

895.38

(61.2)

769.38

(60.0)

680.89

(53.8)

931.18

(100)

1365.01

(100)

1466.69

(100)

1280.17

(100)

1269.36

(100)

2.3　海泡石对玉米钾素(K2O)吸收分配的影响

在施 N 量相同的情况下 ,添加 10%～ 20%的海泡石能明显促进玉米植株对 K2O 的吸

收。从表 3可以看出 ,随着海泡石用量的加大 ,玉米植株对 K2O 吸收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如添加 10%海泡石 , K2O 吸收比 NPK 区提高 15.9%;15%海泡石处理的 K2O 吸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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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0%海泡石处理可提高 K2O 吸收 42.7%。此外还可看出 ,NPK 区与 PK 区相比 ,

施N 促进了 K2O 的吸收 ,NPK 区比 PK 区的 K2O 吸收提高 98.8%。可见 ,氮磷钾配合使

用更有助于玉米植株对钾的吸收 ,特别是在高产条件下 ,就变得更为重要。
表 3　海泡石对玉米钾素(K 2O)吸收分配的影响(mg/株)

处理 根 茎 叶片 苞叶 穗轴 籽粒 全株

1

2

3

4

5

84.26

(4.8)

187.05

(5.4)

221.02

(5.5)

246.77

(5.6)

292.07

(5.9)

582.74

(33.6)

1315.05

(38.0)

1326.18

(33.1)

1366.32

(30.9)

1908.19

(38.7)

436.00

(25.1)

852.40

(24.7)

1399.82

(35.0)

1571.40

(35.6)

1561.30

(31.7)

178.22

(10.3)

239.82

(6.9)

213.37

(5.3)

250.51

(5.7)

162.39

(3.3)

119.06

(6.8)

164.25

(4.8)

178.33

(4.4)

211.93

(4.8)

255.80

(5.2)

335.82

(19.4)

694.76

(20.2)

664.89

(16.7)

769.38

(17.4)

746.69

(15.2)

1736.10

(100)

3453.33

(100)

4003.61

(100)

4416.31

(100)

4926.44

(100)

从玉米植株不同器官中积累的

K2O来看 ,茎和叶是 K2O分配的主

要器官 , 占全株总 K2O 65.3%;

其次为籽粒 ,约占全株总 K2O 量的

17.8%;根 、苞叶和穗轴约占 5.4

%、6.3%和 5.2%(表 3)。此外 ,从

表 3还可以看出 ,施用海泡石后 ,虽

然植株对 K2O 的吸收总量有较大

辐度的增加 , 但运转到籽粒中的

K2O相对减少 ,与 NPK 区相比 ,约

减少 18.8%, 而滞留在叶片中的

K2O 量明显增大 。这可能是海泡石对 K2O向籽粒运转分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证实。

2.4　海泡石对玉米产量和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表 4　海泡石对玉米产量 、施氮效益和氨肥利用率的影响

处理
产量

(Kg/ 666.7m2)

比 NPK区

增产(%)
施氮效益

(Kg/Kg)
氮肥利用率

(%)

1

2

3

4

5

395.8
434.0

485.1
467.8

418.3

11.8
7.8

5.7

1.9

4.5
3.6

-3.6

23.2

32.2
34.1

31.0

表 4 的结果表明 , NPK 区比
PK区产量提高 9.7%,施用海泡石

可使玉米产量明显提高。施用量为

10%时 , 玉米产量比 NPK 区提高

11.8%;施用量为 15%时 , 玉米

产量比 NPK区提高 7.8%;当用量

达到 20%时 , 玉米产量反而降低

3.6%(表 4)。从施氮效益来看 ,施用海泡石后 ,施氮效益明显提高 。如用量为 10%时 ,施氮

效益为每公斤 N素生产 4.5公斤玉米籽粒;海泡石用量为 15%时 ,施氮效益为每公斤 N 素

生产 3.6公斤玉米籽粒;但当海泡石用量为 15%时 ,施氮效益明显下降至 1.1Kg/Kg 。就施

氮效益而论 ,以海泡石用量为 10%时最高 ,其次是海泡石用量为 15%的处理。

试验结果表明 ,在碳酸氢铵中添加一定量的海泡石 ,能明显提高氮肥利用率 ,比 NPK

区提高 7.8 ～ 10.9个百分点 ,其中以添加 15%的海泡石处理氮肥利用率最高 ,达到 34.1%,

比NPK区提高 10.9个百分点 ,其次是添加 10%的海泡石处理 ,比 NPK 提高 9.0 个百分

点。

3　小　　结
1.海泡石能明显促进玉米植株对氮磷钾养分的吸收。从上述试验结果来看 ,施用 10%

～ 20%的海泡石 ,除对磷素吸收的影响有正向和负向作用外 ,对氮素和钾素的吸收都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对钾素的吸收 ,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

(下转第 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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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在蔬菜上施用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生物钾肥对于蔬菜有促进生长发育 、提高

产量 、改善外观品质 ,增强植株抗病的能

力 ,并使蔬菜提前成熟等作用。它对于多

次采收的结果(荚)类蔬菜 ,还具有延长采

收期的作用 ,而且施用生物钾肥所需的投

入又较低 ,真正是低投入高效益。此外 ,由

于生物钾肥施用方法简便 ,肥效长 ,只需在

蔬菜定值时施用一次即可 ,省时省工 。我

们认为蔬菜施用生物钾肥值得推广 。

表 5　蕃茄 、四季豆施用生物钾肥的经济效益分析＊

处理

增加收入

(元/ 667m2)

番茄 四季豆

增加的化肥投入

(元/ 667m2)

效 益比

(投入∶增收)

番茄 四季豆

C

D

E

285.6

36.0

293.6

387

28

200

7.2

7.2

24.0

1∶40

1∶5

1∶12

1∶54

1∶4

1∶8

　　＊番茄 、四季豆 、氯化钾 、生物钾肥分别按市场价 0.8元/

kg、1.0元/ kg 、1.6元/ kg 、4.8元/ kg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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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泡石不仅能增加玉米产量 ,还能提高施氮效益和肥料利用率 。施用 10%～ 15%的

海泡石 ,玉米产量增加 7.8%～ 11.8%,但海泡石用量增加到 20%时 ,则产量降低(表 4)。

施用 10%～ 15%的海泡石 ,施氮效益增加 1.7 ～ 2.6Kg/Kg ,肥料利用率提高 9 ～ 10.9个百

分点 。

从产量 、施氮效益和氮肥利用率的综合结果来看 ,在生产上推广应用海泡石时 ,以海泡

石占所用氮肥用量的 10%～ 15%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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