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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追肥施用技术随水稻的栽培技术变化及水稻品种更新需不断创新。通过对南京市水稻

追肥专用肥的适宜用量 、配比及施用方法的研究 ,结果表明:(1)水稻追施 30%氮钾硅复合肥(N∶K 2O∶S iO2=16

∶12∶2)比仅追施氮肥的提高产量达 9.0%,且提高氮肥利用率 4.5个百分点。(2)水稻追施氮钾硅复合肥时 , 采

用“无水层”施用法比“有水层”施用法提高水稻产量达 13.6%,且提高氮肥利用率 9.4个百分点。(3)水稻采用

“无水层”施用法追施 30%氮钾硅复合肥时 ,以 345kg/ hm2 的用量较为适宜。

关键词　　水稻追肥;施用技术;氮肥利用率

近年来 ,水稻的栽培技术及水稻品种更新很快 ,这就要求水稻的施肥技术不断创新。目

前国内对于水稻追肥的氮 、钾 、硅施用数量研究较多 ,但对于追肥施用方法研究甚少[ 1 , 2] 。

本研究对南京市水稻追肥用专用肥的适宜用量 、配比尤其是施用方法进行了探索 ,旨在为水

稻合理追肥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本项目研究于 1999年 6 ～ 10月在江宁县土桥乡永勤村进行 。供试氮肥为尿素 ,磷肥为

普钙 ,钾肥为氯化钾 。供试水稻品种为 9-108。供试土壤为黄白土 ,其主要养分含量为:有

机质 24.5g/kg ,碱解氮 138.0mg/kg ,速效磷 14mg/kg ,速效钾 91.9mg/kg 。水稻播种日期

为 5月 25日 ,6月 19日大田移栽 ,10月 15日成熟收割 。

1.2　试验设计

本研究设置如下处理:

(1)不施肥(CK1);

(2)习惯施肥(CK2):基追肥用量均按农民习惯用量 ,施用方法也按农民习惯施用法(即

先上水后施肥 ,简称“有水层施”)。农民基肥习惯用量为尿素 300kg/hm
2
, 25%复混肥(N:

P2O5∶K2O=10∶8∶7)450kg/hm
2;追肥用量为尿素 225kg/hm2 。

(3)改进用法—(P1):基肥按习惯施肥 ,追肥施用氮钾硅复合肥(N∶K2O∶SiO2=16∶12∶

2),用量为 345kg/hm
2
,其 N 、K2O 和 SiO2 的总折纯量与 CK2 处理的追肥折纯量相同。追

肥施用方法仍按习惯施肥法。

(4)改进用法二(P2):基肥按习惯施肥 ,追肥品种和用量同 P1处理 ,但追肥施用方法按

新方法施用(即在田面无水层情况下施肥后上水简称“无水层施”)。

(5)改进用法三(P3):基肥按习惯施肥 ,追肥品种为氮钾硅复合肥(N∶K2O∶SiO2=16∶12

∶2),但用量增加为 645kg/hm2 。追加施用方法按新方法(无水层施)。

试验设 3 次重复 ,随机区组排列 ,共 18个小区 ,每个小区面积 21.5m
2
。各处理追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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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为 7月 30日 。试验田块四周设保护行 ,小区之间用土埂隔开 ,单灌单排 。氮 、磷 、钾

按常规化学方法测定 。

2　结果与讨论
2.1　对水稻生物性状的影响

表 1　不同追肥处理对水稻生物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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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表明(见表 1),追肥施用(7月 30日)前 ,除了 CK1处理外 ,其余 4个处理的施

肥量 、施肥方法均一致 ,因而 7月 15日的水稻的各种生物性状指标差异不明显 。但 7 月 30

日施用追肥后 ,由于处理的追肥因施肥品种或施肥量或施肥方法有所不同 ,因此 ,8月 10日

的水稻生长出现了明显差异。其中每穴苗数 、百株鲜重 、百株干重和叶面积系数的净增量均
表 2　不同追肥处理对水稻的产量的影响

处理 重复 产量(kg/ hm2)
差异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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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2处理为最高 ,这说明 P2处理的追肥用

量(30%的氮钾硅复合肥 345kg/hm
2
)和追肥

方法(无水层施)较为适宜 ,能较好促进水稻

生长 。P3 处理和 P2 处理相比 ,除了追肥用

量增加外 ,其余的施肥品种和施肥方法等措

施均为一致 ,但 P3处理的每穴苗数 、百株鲜

重 、百株干重和叶面积系数均低于 P2处理 ,

这说明了追肥有个适宜的用量 ,过大反而不

利于水稻生长。由表 1也可以看出 ,追施钾 、

硅处理(P1 、P2和 P3三个处理)的每穴苗数 、

百株鲜重 、百株干重和叶面积系数均高于不

追施钾 、硅仅施用氮肥的传统施肥处理

(CK2),这说明了水稻追施钾 、硅有利于水稻

生长 。

2.2　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 2)表明 ,追肥采用无水层

施用法的 P2处理的水稻产量显著高于传统

施肥法(即有水层施肥法)的 P1处理(r=0.

01),这说明无水层追肥方法可明显提高水稻

的产量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1-3] 。试验结果也表明 ,虽然 P2 处理的追肥用量与 P3处

理相比下降了 46.5%,但 P2处理的水稻产量却明显高于 P3处理(r=0.01),这说明采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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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的追肥方法后 ,追肥施用 30%的氮钾硅复合肥 345kg/hm2 左右较为适宜 ,过多反而会

导致水稻减产。P1处理与 CK2处理相比 ,追肥的养分析纯量相同 ,但品种不同 ,CK2仅追

施氮肥 ,P1处理则追施了氮 、钾和硅合理配比而成的水稻专用追肥 ,从表 2可以看出 ,P1处

理的水稻产量明显高于 CK2处理(r=0.01),这说明了水稻追施钾 、硅肥能明显提高水稻产

量。

2.3　对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结果分析(见图 1)表明 ,4种施肥处理中 ,P1处理的氮肥利用率为 25.6%,比 CK2的氮

肥利用率高 4.5个百分点 ,这说明水稻中后期追施钾 、硅肥不仅能提高产量 ,还能提高氮肥

利用率 。结果还表明 ,P2处理的氮肥利用率为 35.0%,比 P1处理的氮肥利用率提高了 9.4

个百分点 ,这说明在水稻追施氮钾硅复合肥时 ,改善施用方法 ,即由“有水层”施用(传统施

肥)改为“无水层”施用能明显提高氮肥利用率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1 ～ 3] 。结果分析也

表明 ,P3处理的氮肥利用率为 24.8%,比 P2处理的氮肥利用率降低了 10.2个百分点 ,这

说明在水稻采用“无水层”方法追施氮钾硅复合肥时 ,用量 345kg/hm2 是较为适宜的 ,过多

既不利于水稻的生长 ,又使氮肥利用率明显下降。

3　结　论

图 1　水稻不同追肥处理对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1.水稻追施 30%氮钾硅复合肥(N∶

K2O∶SiO2=16∶12∶2)比仅追施氮肥的

明显提高水稻产量 ,提高达 9.0%,且提

高氮肥利用率 4.5个百分点。

2.水稻追施氮钾硅复合肥时 ,采用

“无水层”施用法比“有水层”施用法明显

提高水稻产量 ,提高达 13.6%,且提高

氮肥利用率 9.4个百分点 。

3.水稻采用“无水层”施用法追施

30%氮钾硅复合肥时 ,以 345kg/hm2 的

用量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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