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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新品种是提高水稻产量及其品质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
。

而了解新品种的生物学特性

及其对肥料的利用情况
,

是有效应用新品种的必要条件
。

为此
,

研究了杂交稻的氮素利用率及

其根际微生物的分布
,

为进一步了解该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根际微生物在氮素有效性中的

作用
,

提供科学依据
。

这对合理栽培杂交粳稻
,

有效施用氮肥
,

提高氮素利用率
,

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供试材料

1
.

供试土壤
:

采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试验地
,

系发育于黄棕壤的马肝土 (属淹育性

水稻土 )
,

其基本化学性质列于表 1
。

表 1 供 试 土 城 墓 本 化 学 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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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试作物
:

水稻
,

品种有
:

杂交粳稻 ( 3 0 3 7 / 0 2 4 2 5 )
、

粳稻 ( 0 2 4 2 8
,

父本 )
,

釉稻 ( 3 0 3 7
,

母

本 )
。

3
.

供试肥料
:

氮肥品种为标记
” N 的尿素和硫酸按

,

其
` S

N 丰度分别为 1 0
.

28 %和 9
.

27 % ;

施用的磷
、

钾肥为试剂纯的 K H
Z

P O
4 。

(二 ) 盆栽试验

采用
’ S

N 示踪的盆栽试验
,

以供试 3个水稻品系和两种肥料为试验处理
,

计 6个处理
,

每处

理重复 3次
,

全试验共 18 盆
。

每盆盛土 s k g
,

按处理分别施
’ S

N一尿素 1
.

7 8 0 4 9 和
’ S

N一硫酸铁 3
.

9 2 7 59 (均含纯氮 0
.

5 39 ) ;
每盆均施 K H

Z
p O

4 6
.

19 (纯 p o
.

8 3 9 )
,

所有肥料与土壤充分拌匀
,

作基

肥一次施用
。

孕穗初期 (7 月 20 日 )每盆分别追施非标记的硫酸铁 1
.

3 19
、

尿素。
.

5 99
、

K H
:

P O
;

2
.

03 79
。

秧苗由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提供
; 5月 10 日播种

,

秧龄 30 余天
,

于 6月 n 日插秧
,

每盆 3穴
,

每穴 2株
。

按常规管理盆栽试验
。

9月 14 日收获水稻并考种
;
将水稻籽粒

、

植株
、

根系和

土壤分别进行处理
,

备分析测定
。

(三 ) 分析项 目和方法

1
.

考种项目
:

有效穗
、

株高
、

穗长 ;植株
、

籽粒
、

根系等干重
。

2
.

分析植株
、

籽粒
、

根系及土壤的全氮量和
` S N % ; 用常规半微量凯氏法测定样品中全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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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用 Z H T 一 1 30 型质谱仪分析
。

3
.

微生物类群
:

用稀释平板法分别用营养琼脂
、

马丁氏和改 良高氏 1号培养基分析根际土

壤中的细菌
、

真菌和放线菌等的数量
。

用改 良瓦克斯曼 77 号琼脂培养基分析土壤中的好气性自

生固氮菌
。

4
.

微生物生理群
:

用稀释法分析根际土壤中亚硝酸细菌
,

培养基为改 良的斯蒂芬逊氏培养

液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不同品系水稻的生育性状比较

对水稻考种的结果表明 (表 2 )
,

无论施用
’ S

N一硫酸按或
` S

N一尿素
,

杂交粳稻的株高均明

显高于父本和母本
,

又以施 ” N一硫酸按 的杂交稻株高高于施尿素者
。

同时还可看出
,

在施用
,

叹一硫酸按的情况下
,

杂交粳稻的株高
、

植株干重
、

籽粒重和根系干重都显著大于父本和母

本 ;施用 ” N一尿素者
,

杂交粳稻的株高
、

穗长
、

植株干重和籽粒重都显著高于父本
,

与母本相比

较虽然也有所提高
,

但差异未达显著程度
。

总的说来
,

本试验再次证明杂交粳稻的生育性状远

优于父本
、

母本
;而母本在株高

、

穗长和粒重方面又优于父本
。

表 2 3个品系水稻成熟期考种结果 (每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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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同品系水稻各部分中
’ S N 含 t 的分布

3个供试水稻品系在施用不同氮肥时
,

各器官中
’ S

N 含量的分布状况列于表 3
。

表 3表明
,

不

同品系水稻各部分中
’ S N 含量的分布各不相同

。

无论施用按一硫酸铁或
’ S

N 一尿素
,

在杂交

表 3 3个品系水稻各部分中 , S N 含 t 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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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稻和母本的籽粒中
` S

N 含量明显高于植株和根系中的含量
;而父本的籽粒和植株中的

’ S
N 含

量相近
。

这说明杂交梗稻及其母本对肥料氮 吸收运转至籽粒的功能强于父本
,

因而无论施用

,

啊一硫酸按或
’ S

N一尿素
,

杂交粳稻籽粒中
` S

N 含量显著多于父本
; 而在杂交粳稻与母本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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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本与父本间的这种差异不明显
。

关于
’ S

N 在植株中的分布
,

以施用硫酸钱的杂交粳稻植株中

含量最少
,

这一结果正好与其株高和植株干重的结果 (表 2) 相反
; 施用尿素时

,

杂交粳稻植株

中
` S

N 含量明显低于父本
,

而与母本的相近
。

关于根系中
` ’

N 含量
,

以施硫酸按的杂交粳稻中含

量大于施用硫酸铁的母本
。

总的说来
,

3个水稻品系根系中
’ S

N 含量都很低
。

在每盆
` S

N 总量方

面
,

凡施用尿素者各品系的
’ S

N 总量均大于施用硫酸按者
。

看来
,

施用尿素有助于提高肥料氮

的利用率
。

(三 ) 杂交粳稻的氮素利用率

前面根据植物吸收
` S

N 的稀释原理
,

分析了各品系水稻的籽粒
、

植株
、

根系等各部分的含

氮量及
` S

N 原子百分超
,

现再结合各部分的重量和施氮量
,

分别计算各品系水稻对肥料
’ S

N 的

利用率〔’
、 `二

、

土壤残留
’ S

N %和
’ S

N 亏缺率
,

结果列于表 4
。

表 4 3个品系水稻的氮素利用率及其平衡帐

氮 肥 种 类 品 种 N 素利用率% 土壤残留量% 亏缺量 %

15 N 一硫酸按

A 1 9
.

4

A B 2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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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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ē袄月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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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0 A BC 2 0

4 8
.

6 A 2 0

4 7
.

5 A B 2 0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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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0
.

7

3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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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以看出
,

施用同一种肥料各品系水稻对
` S

N 的利用率无明显差异
;
相反

,

同一 品系

水稻施用不同肥料 时
,

对
` S N 的利用率差异显著

; 3个品系水稻对尿素氮的利用率都明显高于

硫酸按
,

前者高达 45 %一 48
.

6 %
,

后者只有 36
.

5 %一 38
.

8 %
。

土壤中残留
’ S

N %也与施用的肥料

品种密切相关
,

以施用
’ S

N一尿素的土壤中残 留
’ S

N %明显小于施用
’ S N一硫酸按者

,

这除了与

植物对尿素氮的吸收利用较多有关外
,

还与土壤 P H 较高 (7
.

85 ) 引起的氨挥发损失和其他损

失 5j[ 有关
;
再从

` S
N 亏缺率来看

,

亦以施用尿素各处理的亏缺率大于施用硫酸按者
。

尽管如此
,

从水稻对肥料氮的利用率来看
,

在该种土壤上杂交粳稻及其父本和母本仍以施用尿素氮为宜
。

以杂交粳稻为例
,

施用尿素的
, ` S

N 利用率为 47
.

5 %
,

施硫酸钱的只有 38
.

8 %
。

(四 ) 不同品系水稻根际微生物类群及生理群

我们在水稻收获时
,

分离了根际土壤的微生物类群及生理群数量 (表 5和表 6 )
。

从不同品系

水稻根际微生物的数量分布来看
,

根际中微生物总数及细菌
、

放线菌和真菌的数量均无明显差

异
;
杂交粳稻根际微生物总数略高于其他品系

。

3个品系水稻施用尿素时
,

其根际细菌和放线菌

数量略高于施用硫酸按者
。

概括说来
,

肥料品种对微生物类群数量的影响大于水稻 品系的影

响
。

表 5 3个品系水稻根际微生物类群的数 t

处 理 品
细 菌
个 / g 干土

放 线 菌
个 /g 干土

真 菌
个 / g 干土

微生物总数
个 / g 干土

` S N 一 硫酸按
杂交稻

8
.

8 X 1 0 6

8
.

7 又 1 0 `

9
.

9又 1 0 5

1
.

5 X 10 5

1
.

1沐 10 5

1
.

5又 10 5

0
.

4 7 X 1 0 4

0
.

7 9 X 1 0刁

0
.

3 9 X 10确

8
.

9只 10 6

8
.

8义 10 6

1
.

0 只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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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X 1 0 7

1
.

0 X 1 0 7

1
.

3 X 1 0 7

2
.

0 X 1 0 5

2
.

3 X 1 0 5

1
.

7 X 10 5

0
.

4 义 1 0 4

1
.

0 7 X 1 0 4

0
.

8 9 X 1 0毛

1
.

3 X 10 7

1
.

1 X 10 7

1
.

3 X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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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配肥厂是产业化的关键一着
。

县级土肥站实行站厂合一
,

建设起点高
、

上水平
、

上规模

的年产 3万吨以上的配肥厂
,

以调控平衡本县范围内的配方肥供应
。

采用转鼓混合造粒工艺
。

乡

农技站建立小型的年产 2 0 0 0吨左右的小型掺混肥厂
,

掺混肥具有设备简单
、

规模小
、

基建投资

少
、

生产成本低
、

配方灵活等优点
。

它与当地土壤类型
、

作物品种相适应
,

配方灵活性大
、

针对性

强
,

与农户需要密切结合
,

工厂可根据农户需求
,

不受数量限制
,

随配随供随用
。

(四 ) 加强化肥质 t 检测

国务院明确化肥质量由农业部门管理
,

省农林厅 已与省工商局联合发文
,

明确由土肥站进

行复混肥农业使用登记检验工作
。

土肥站要严把质量关
,

做到凡未经农业使用检验登记的产

品
,

不符合配方要求的配方肥一律不得销售和推广
,

以确保土肥产业化服务体系的顺利建立
。

(五 ) 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土肥产业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

根据我国现行体制
,

要把原来分属于化工
、

农资
、

农业多部

门的工作
,

集中到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中
,

必须做大量的协调组织工作
。

首先将分属于化工
、

农资
、

乡镇的配肥厂联合起来
,

纳入统一管理网络
,

由土肥部门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
。

然后 由土

肥系统 (包括乡农技站 )积极创造条件
,

建设配肥厂
,

生产
、

供应配方肥
,

真正实现把
“

测
、

配
、

产
、

供
、

施
”

寓于同一体系或同一组织的产业化服务
。

其土肥产业化服务体系模式为
:

土壤
、

植株测试一信息网络一肥料配方一配方肥生产一质量检测一农户试用一调整配方

一批量生产一按时供应一施用指导
。

土壤肥料服务由产中发展为产前
、

产中
、

产后的全程服务
,

由纯技术指导转向产业化服务
,

逐步建立集测
、

配
、

产
、

供
、

施于一体的产业化服务体系或经济实体
,

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土肥事业发展的新途径
。

(上接第 14 6页 )

从表 6可看出
,

施用尿素的水稻
,

其根际中的反硝化菌数
、

自生固氮菌数都高于施用硫酸按

衰 6 3个品系水稻根际橄生理群的数 t

处 理 品 种
亚硝酸菌
万 / g 干土

反硝化菌
个 / g 干土

自生固 N 菌
干 /g 干土

11月了8

…
乃̀,曰

d.且稻稻梗釉, s N一 硫
酸按

杂交稻

7
.

1 X 1 0 6

6
.

4 X 1 0 .

3
.

9 X 1 0 6

,曰二Jù11

…
d
盆月七,
.

稻稻梗釉
, s N 一尿素

杂交稻

0
.

6 3

3
。

4

1
.

7

9
.

3 X 10 6

8
.

7 X 1 0 6

1
.

1又 1 0 7

者
,

特别是杂交梗稻施用尿素
,

根际中反硝化菌和自生固氮菌的数量分别为施硫酸按的 2
.

8倍

和 26
.

9倍
。

这也可能与尿素提高了土壤的 p H 值有关
。

据报道
,

施用硫酸按能降低根际 p H 61[ ;

而反硝化菌和自生固氮菌 (特别是后者 )对 p H 的要求是偏碱的
。

至于水稻根际中这类微生物

的数量与水稻对氮素利用率间的关系
,

以及不同品系水稻根际对各种氮肥品种引起的 p H 变

化及其与微生物的关系等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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