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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旱源春玉米氮肥效应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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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年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每 hm Z

施氮 5 7o k g
,

玉米产量转折点亦不太明显
,

用一元二

次方程模拟氮肥效应曲线
,

正常年份最高产量点氮肥用量在 4 o 3 k g h/ m ,

左右
,

而用对数曲线

或幕函数模拟
,

相关性提高
,

但无最高产量点
。

说明氮肥对春玉米的增产潜力很大
。

超低量施

氮
,

春玉米能显示明显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
,

并能改善玉米籽粒蛋白质含量
,

其效应曲线在

低肥段与传统看法不同
。

关锐词 春玉米 氮肥效应 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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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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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玉米是长武县继小麦之后的第二大主栽作物
。

播种面积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10 %左

右
,

对于干旱常常威胁粮食产量的干旱地 区
,

重视雨热同季作物玉米的生产
,

以秋补夏
,

对稳定

粮食产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近几年
,

一些学者围绕春玉米实现
“
吨

”
粮田

,

做了大量的工作
,

在 比较各种农艺措施后认

①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9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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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增加氮肥投入
,

选择适宜的密度和播期
,

是玉米高产的关键措施
.

施用氮肥作为玉米高产的

首要措施
,

弄清春玉米产量与氮肥关系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

都是十分必要的
。

l 气候条件与试验方法

长武县属暖温带半湿润易旱气候
。

年 日照时数 2 22 6
.

h5
,

总辐射 4 83 7 0叮 c/ m
, ,

年均气温

9
.

1℃
,

降水量 5 84
.

l m m
,

其中玉米生育期 (4 月至 10 月 )降水占 88
.

6写
。

雨热同季
,

是玉米生

产的优越条件
。

试 验 土 壤 为 黑 沪土
,

耕层 。一 Z o e m
,

含有 机质 1 2
.

5 6 9 / k g
,

全 氮 1
.

0 10 9 / k g ,

碱解氮

72
.

g m g k/ g
,

速效磷 27
.

s m g k/ g
。

试验前土壤养分属中上水平
。

土层深厚
,

质地中壤偏轻
,

疏松

多孔
,

蓄水保墒
。

试验采用 N
,

P 双因素不完全方案 (表 1 )
。

设 巧 个处理
,

小区面积 4
.

s m x sm
,

重复 3 次
,

顺序排列
,

1 9 9 2 年氮肥上限为 4 5 o k g / h m
, , 1 9 9 3 , 1 9 9 4 年氮肥上限增加到 5 7 ok g / h m

, 。

表 1 试验方案与产量 k g h/ m ,

处理号

施肥

产量

N

P
2 0 5

1 9 9 2 年

1 9 9 3 年

1 9 9 4 年

1

0

0

6 1 1 5
.

5

6 4 9 2
.

0

7 7 4 1
.

5

2

3
.

7 5

7
.

5

8 1 9 4
.

5

5 8 3 9
.

5

8 0 1 3
.

0

3

7
.

5 0

7
.

5

9 1 5 1
.

5

7 1 9 1
.

0

8 3 9 0
`

0

4

1 5
.

0

7
.

5

8 7 2 5
.

5

7 3 3 8
.

0

8 2 4 5
.

5

3 0
.

0

9 0
.

0

9 0
.

0

9 0
.

0

85 9 0
.

5

7 3 0 9
.

5

8 8 5 3
.

0

6

6 0
.

0

9 0
.

0

1 0 8 0 3
.

0

8 3 9 5
.

5

8 8 4 5
.

5

1 0 1 4 4
.

5

8 9 6 ..4 0

7 8 2 4
.

0

8

1 5 0
.

0

9 0
.

0

9 8 3 5
.

5

9 2 3 7
.

0

8 2 9 3
.

5

99999 l 000 l lll l 222 1 333 1444

施施肥肥 NNN 2 1 0
.

000 2 7 0
.

000 3 3 0
.

000 3 9 0
.

000 4 5 0
.

000 5 1 0
.

000

{
5 , “

·

““

PPPPP
ZO ::: 9 0

.

000 1 8 0
.

000 1 8 0
.

000 1 8 0
.

000 1 8 0
.

000 1 8 0
.

000 ! 1 8 0
·

OOO

产产量量

卜
9 9 ,

任任}
`。 9 0。

·

555

{
`。 8 9`

·

555

1
“ 3 5 2

·

。。

}
`。 , “

·

555

}
` , 。 9 ,

·

555 10 2 6 1
.

555 1 0 8 8 4
.

000

一一一

}
` , 9 3

长长…
`。 6 4 5

`

””

}
` 0

065
.

000

】
’ 1 0

04
·

。。

}
` 05 .39 000

}
` 04 1 `

’

““ 7 7 5 3
.

555 7 9 2 0
.

000

!!!!! 1 9 9 4 年年 } 8 9 7 1
·

555 } 8 9 8 2
·

000 ! 8 7 4 5
·

ooo ! 8 9 0 2
·

555 ! 7 9 2 0
·

ooooooo

注
:

1 9 9 2
,

1 9 9 3两年
,

处理 i ~ 6 玉米密度为 4 5 0 0 0 株八m , ,

7~ 9 为 6 0 0 0 0 株 /h m , ,

1 0 ~ 1 5 为 7 5 0 0 0 株 /

h m , ,
1 9 9 4 年全部处理玉米密度为 7 5 0 0 0 株 / h m , 。

土壤养分均用常规法测定
,

玉米 N
,

P
,

蛋白质含量分别采用 H zS O
4
一 H刀

:

消煮一蒸馏法
,

钒钥黄比色法和 C u SO
;

沉淀一开 氏定氮法测定
。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一9 9 2
,

1 9 9 3 两年 4一 1 0 月 降水量分别为 5 0 7
.

sm m 和 4 4 G
.

g m m
,

比一般年份 同期降水

( 5 17
.

3 m m )分别减少 1
.

8%和 13
.

6%
。

基本属于常态降水年份
。

1 9 9 4 年 4一 10 月降水量为

37 0
.

7m m
,

比一般年份 同期降水减少 28
.

3%
,

属干旱年份
.

1 9 9 4 年玉米播种前
,

为了实现每

h耐 产量突破 1 5t
,

试验地每 h m
,

施土粪 75 t
,

并且覆 了地膜
,

然而 由于玉米生育后期严重干

旱
,

风干早熟 25 天
,

提前收获
,

历年产量结果见表 1
。

2
.

1 春玉米产 l 与氮肥效应方程

2
.

1
.

1 采用一元二次方程 y ~ a + b x
+

。 x Z
回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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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机将 1” 2 , 1 9 93
, 1 9 9 4 年玉米产量与氮肥用量进行一元二次回归模拟

,

求得玉米氮

肥反应方程如下
:

1 9 9 2 年 少 = 8 5 0 6
.

8 + 1 4
.

6 7N 一 0
.

0 1 8 I N
,

( r = 0
.

8 5 1 7 ” n 一 1 3 )

1 9 9 3 年 夕 = 6 7 1 3
.

4 + 2 1
.

Zo N 一 0
.

0 2 6 SN
,

( r = 0
.

94 5 7 ” n 一 1 5 )

1 9 9 4 年 少 = 8 1 4 2
.

4 5 + 5
.

1 5N 一 0
.

0 10 5N
2

( r = 0
.

5 6 3 6
. n = 1 5 )

通过对上述方程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

结果均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一般认为
,

回归

方程基本可信
,

能反映实际情况
。

当边际产量 d y / dN ~ 0 时
,

玉米产量达到最高
,

这时的施肥量 即为最高产量施肥量
。

计算

结果为
:

1 9 9 2 年 N
. 。 ~ 4 0 5

.

Z k g / h m
,

1 9 9 3 年 N
. 。 = 4 0 0

.

o k g / hm
艺

1 9 9 4 年 N
. 。 ~ 2 4 5

.

Zk g / h m
Z

_ . _ 、 , _ _ _ ~

二
尸

Î _
.

_
、 ,

_
_ _

, , .

L _
.

_
_

二
, ` . ` 、 , ,

_ . , , 、 .

~ ~
,

一 。 , 、

二

当迈际卢量 d y / d N一 苗 盯
,

( I’ 、 为氮肥衫r裕
,

厂 y 为上术衫r裕 ) ,

此盯田迈际利 润最天
,

达
J y

时的施肥量即为经济最佳施肥量
。

计算结果为 ( p 、
按 2

.

43 元 k/ g
,

巧 按 1
.

04 元 k/ g )
:

1 9 9 2 年 N = 3 4 0
.

7 ok g / h m
,

1 9 9 3年 N = 3 5 5
.

9 2 k g /h m
Z

1 9 9 4年 N = 1 3 3
.

9 8 k g / hm
,

从上述结果看
,

春玉米达最高产量和经济最佳产量的施肥量很高
。

正常年份最高产量施肥

量达 4 O 3 k g / hm
,

左右
,

干旱年份亦达 2 45 k g / hm
,

左右
。

说明氮肥对春玉米具有巨大的生产潜

力
。

2
.

1
.

2 禾用 y 一 A + B l n
`

和 y 一 A
·

x B

模式 回 归

取不施氮对照点
,

进行氮肥用量与产量曲线回归
。

模拟方程如下
:

19 9 2 年 y 一 7 2 1 7
.

7 3 + 6 7 1
.

0 0I n N ( r = 0
.

8 8 9 3 ” n = 1 2 )

少 一 7 4 8 5
.

4 5N x o
·

“ 6吕 “ ( r ~ 0
.

8 9 5 9二 n = 1 2 )

1 9 9 3年 少 = 4 5 0 0
.

7 8 + 1 0 0 4
.

9 9I n N ( r ~ 0
.

9 6 8 2 ” n 一 14 )

少 一 5 1 0 2
.

7 3N x 0
·

` 2 0 吕8
( r = 0

.

9 6 7 0
. 份 n = 1 4 )

1 9 9 4 年试验结果用上述方程回归模拟性太差
,

未列出
。

用这两种方程模拟结果
,

1 9 9 2
, 1 9 9 3正常降水年份

,

回归系数均达极显著水平
。

而且回归

系数比一元二次更高
,

即其拟合程度比一元二次更好
。

而这两种方程均表现为缓慢上升趋势
,

无极点
。

如果从这两种模拟方程结果分析
,

我们认为
,

春玉米对氮肥的反应
,

要么最高产量点很高
,

要么没有最高产量点
。

究竟春玉米氮肥的增产潜力有多大 ? 这个 问题在我们试验的氮肥用量

范 围内
,

依然未得到解决
。

试验结果表明
,

春玉米产量与氮肥关系
,

无论用一元二次方程
,

还是用对数曲线或幂函数

方程模拟
,

在试验范围内
,

都是可行的
。

从方程能看出一种共性
,

氮肥对春玉米的增产潜力是很

大的
。

在正常年份
,

实现各种农艺措施最佳组合的情况下
,

春玉米每 h m
Z

产量突破 1 5t 粮关 口
,

是完全有可能的
。

几种曲线还有 一个共性
,

就是随氮肥用量的增加
,

产量 日趋平缓
,

即施肥报酬

率逐渐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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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超低 t 氮肥对春玉米的肥效探讨

超低量施肥往往不会引起生产中的注意
。

然而作为一个理论间题
,

有必要弄清低量氮肥的

产量效应
。

玉米属于氮素敏感作物
,

超低量施氮是否有效 ? 其低肥段的效应曲线会不会出现异

常 ? 这些探索性的研究从未见到资料报道
。

为了深入认识氮素敏感作物的氮素效应
,

我们利用

199 2
,

1 9 9 3两年正常降水年份的试验结果对此进行分析
。

2
.

2
.

1 超低爹氮肥对玉米生长状况的影响

玉米各生育期株高
,

叶面积测定结果列于表 2
。

( l) 株高
:

株高是衡量作物长势的重要指标
,

从表 2 看出
,

施少量氮肥对玉米不同生育阶段

生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玉米生长后期
,

不同处理株高差异十分明显
。

第 n 片叶期
,

每 h耐

施 3
.

7 5k g
, 7

.

s o k g
,

15
.

o o k g 和 3 0
.

o o k g 纯 氮 处理
,

株 高分别 比对 照增 加 8
.

7 e m
,

1 0
.

7 e m
,

1 1
.

s e m 和 1 4
.

g e m
。

表 2 春玉米不同生育期各处理株高和叶面积

氮氮用量量 3 叶期期 5 叶期期 7 叶期期 9 叶期期 1 1 叶期期

((( N kg / h m , )))))))))))))))))))))))))))))))))))))))))))))))))))))))))))))))))))))))))))))))))))))
株株株高高 叶面积积 株高高 叶面积积 株高高 叶面积积 株高高 叶面积积 株高高 叶面积积

CCCCC IUUU e m ZZZ C D III e m ZZZ C n lll e m ZZZ C l nnn e m ZZZ C】1〕〕 e m ZZZ

00000 1 1
.

111 2 5
.

111 2 4
.

999 7 3
.

999 4 5
.

666 2 1 3
.

000 1 0 3
.

666 5 7 5
.

000 1 7 7
.

666 6 2 5
.

333

333
.

7 555 1 1
.

999 2 4
.

666 2 5
.

444 8 2
.

222 4 9
.

111 2 2 6
.

222 1 0 7
.

555 6 0 0
.

777 1 8 6
.

333 6 2 5
.

222

777
.

5 000 1 2
.

555 2 5
.

777 2 6
.

000 7 7
.

888 5 0
.

333 2 5 1
.

000 1 1 4
.

111 6 1 4
.

444 1 8 8
.

333 6 2 5
.

444

111 5
.

0 000 1 2
.

000 2 4
.

333 2 5
.

444 7 5
.

000 4 8
.

555 2 4 5
.

777 1 0 9
.

333 6 1 1
.

999 1 8 9
.

111 6 7 7
.

666

333 0
。

0 000 1 2
.

444 2 5
.

666 2 4
.

666 7 9
.

555 4 8
.

999 2 4 4
.

111 1 1 0
.

555 5 8 9
.

777 1 9 2
.

555 6 4 5
。

444

( 2 ) 叶面积
:

作物叶子是其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

叶面积大小是反映光合作用强度的

关键指标
。

由表 2 数据可知
,

每 h m
Z

施极少量的氮肥能有效的增加玉米叶面积
,

3 叶期以后这

种效果逐渐显示出来
。

从试验结果看
,

玉米 3 叶期到 9 叶期
,

以 7
.

50 k g h/ m
,

氮处理
,

增加株高

和叶面积最为显著
。

其它处理玉米植株也比对照生长好
。

说明
,

施极少量的氮肥就能明显的改

善玉米的营养生长
。

2
.

2
.

2 施超低童氮肥的肥效与效益

( 1) 增产效果

从表 3 资料看
,

每 hm
Z

施少量的氮肥在春 玉米上有显著的增 产作用
。

每 h m
,

施 3
.

75
,

7
.

5 0
,

1 5
.

0 0 和 3 0
.

o o k g 处理
,

分 别 比对 照增 产 1 1
.

3%
,

2 9
.

6写
,

2 7
.

3%和 2 6
.

0 %
。

如 果把

3 o k g / h m
Z

作 为 常量 施 肥的最 低 施 肥 量
,

那 么 超 低 量 施 氮 3
.

7 5 k g / hm
, ,

7
.

50 k g / h m
,

和

巧
.

O o k g / h m
,

施肥报酬率可比常量施氮的最大报酬率 ( 54
.

8k g k/ g )高 3
.

5
,

4
.

5 和 2
.

1倍 )
。

表 3 超低量氮肥对春玉米的增产效果与效益

处处 理理 增 产 效 果果 肥 料 效 益益

(((N k g h/ m Z )))))))))))))))))))))))))))))))))))))))))))))))))))))))))))))))))))))))))))))))))))
产产产量量 增产量量 增产率率 施肥报酬酬 增产值值 肥料投资资 利润润 投资效率率

((((( k g / h m Z ))) ( k g /h m , ))) (写 ))) ( k g / k g ))) (元八m Z ))) (元 /h m Z ))) (元 /h m : ))) (元 /元 )))

00000 6 3 0 6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3
.

7 555 7 0 1 7
.

000 7 1 1
.

000 1 1
.

333 1 8 9
.

666 3 5 5
.

555 3 0
.

7 555 3 2 4
.

7 555 1 1
.

6 777

777
.

5 0
...

8 1 7 2
.

000 1 8 6 6
.

000 2 9
.

666 2 4 8
.

888 9 3 3
.

000 3 9
.

4 555 8 9 3
.

5 555 2 3
.

6 555

111 5
.

0 000 8 0 2 5
。

000 1 7 1 9
。

000 2 7
.

333 1 1 4
.

666 8 5 9
.

555 5 6
.

8 555 8 0 2
.

6 555 1 5
.

1 222

333 0
.

0 000 7 9 4 8
.

555 1 6 4 2
。

555 2 6
.

000 5 4
.

888 8 2 2
。

000 9 2
.

111 7 2 9
.

9 000 8
.

9 333

注
: ,

每 k g 玉米按 0
.

5元
,

每 k g 二按 1
.

78 元
,

每 k g 尿素 1
.

0 7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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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施氮效益

超低量施氮
,

对春玉米不但能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

而且可获取很好的经济效益
。

从表 3

计 算结 果看
,

每 h m
,

施 3
.

7 5 k g
,

7
.

s o k g
,

1 5
.

o o k g 和 3 0
.

o o k g 氮
,

每 h m
,

获取 利 润分别为

3 2 4
.

7 5
,

8 9 3
.

55
,

8 0 2
.

6 5 和 7 2 9
.

9 0 元
,

投肥效率分别为 1 1
.

6 7 ,

2 3
.

6 5
,

1 5
.

12 和 8
.

9 3 (元 /元 )
。

同样
,

给春玉米施极少量 O 氮的收益远远 比常量施肥合算
,

但要充分发挥玉米的增产潜力
,

仍

需充分投肥
。

2
.

2
.

3 超低量施氮对玉米品质的影响

施极少量的氮肥
,

就能改善玉米品质
,

提高籽粒蛋白质含量
。

由表 4 知
,

每 h时 施 3
.

7 k5 g
,

7
·

S Ok g
,

1 5
.

o o k g 和 3 0
.

o o k g 氮
,

玉米籽粒蛋 白质含量 比对照提高 3
.

7 6%
,

4
·

7 3%
,

1 0
·

0 6 %和

6
.

3。%
。

超低量施氮
,

增加产量
,

提高蛋 白质含量
,

势必增加蛋 白质产量
。

从表 4看
,

上述各处

理每 h m
,

分别比对照增加蛋白质产出 5 0
.

4 o k g
,

1 5 5
.

s s k g
,

2 0 5
.

5 0 k g 和 1 7 6
.

8 5k g
,

比对照分别

增产 巧
.

46 %
,

35
.

73 %
,

4 0
.

0 8%和 34
.

00 %
,

蛋白质含量及产量基本随施氮量的增加而提高
。

表 4 各处理玉米籽粒蛋白质含量与产量

月0od洲乙0
月任7
.

00.

…
亡J工̀J04

1几od通,̀曰

处理

( N k g / h m
Z )

0

3
.

7 5

7
.

5 0

1 5
.

0 0

3 0
.

0 0

蛋白质含量

比 C K 增减

0

0
.

3 1

0
.

3 9

0
.

8 3

0
.

5 2

比 C K 提高 (% )

0

3
.

7 6

4
.

7 3

1 0
.

0 6

6
.

3 0

k g / h m 之

5 2 0
.

2 0

6 0 0
.

6 0

7 0 6
.

0 5

7 2 8
.

7 0

6 9 7
.

0 5

蛋白质产量

比 C K 增减 ( k g /h m Z

0

8 0
.

4 0

1 8 5
.

8 5

比 C K 提高 ( % )

0

2 0 8
.

5 0

1 7 6
.

8 5

写一25.5664:08Rù口ùRO曰一匕

2
.

2
.

4 超低黄施氮对玉米 养分吸收的影响

施极少的氮直接影响春玉米的 N
,

P 吸收
。

由表 5 可看出
,

N 处理 O
,

3
.

7 5
,

7
.

50
,

15
.

00
,

3 0
.

o o k g / h m
, ,

玉米 每 h m
,

吸 收 氮 总量 分 别 为 2 3 0
.

4 o k g
,

2 70
.

0 0 k g
,

2 7 3
.

4 5 k g
, 2 9 4

.

1 5 k g
,

3 0 9
.

4 5k g ;吸收磷总量分别为 2 8
.

9 5k g
,

3 6
.

4 5 k g
,

4 1
.

2 5 k g
,

3 6
.

3o k g
,

4 3
·

0 5 k g ;均有随施氮量增

加而增加的趋势
。

就玉米秆
、

籽粒分别吸收氮
、

磷来看
,

这种趋势也十分明显
。

然而从分析结果

看
,

氮磷含量的规律性不是很好
,

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

表 5 各处量茎秆
、

籽粒 N
、

P 含量

处 理 } 茎 秆 } 籽 粒

2020358000
O甘口̀以哎一óé,
.ù.上,目,ùO山Ò

N ( k g / h m , )

0

3
.

7 5

7
.

5 0

1 5
.

0 0

3 0
.

0 0

N %

0
.

7 2 6 6

0
.

6 9 9 7

0
.

6 2 1 0

0
.

8 0 8 2

0
.

8 9 0 8

N k g / h m ,

1 3 2
.

4 5

1 4 3
.

2 5

1 3 5
.

6 0

1 4 9
.

1 0

1 8 0
.

3 0

P 肠

0
.

0 5 3 7

0
.

0 6 9 4

0
.

0 7 2 8

0
.

0 5 6 9

0
.

0 7 9 1

P k g /h m Z N 肠

1
.

4 4 4 6

1
.

5 3 4 6

1
.

5 0 5 6

1
.

6 6 5 6

1
.

5 0 3 5

N k g / h m ,

9 7
.

9 5

1 2 6
.

7 5

1 3 7
.

8 5

1 4 5
.

0 5

1 29
.

1 5

P 环

0
.

2 82 3

0
.

27 1 5

0
.

2 7 7 4

0
.

2 9 6 1

0
.

3 1 4 8

P k g /h m 名

7525905005.914151016

注
:

此表为 1 9 9 2 年试验结果

2
.

2
.

5 对低用童氮肥效应 曲线的新认识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超低量氮肥一产量效应曲线的变化趋势
,

我们在试验安排时
,

还布设了

60
.

o o k g / hm
Z

的氮处理
,

同样重复 3 次
,

2年籽粒平均产量为 9 60 0
.

Ok g / hm
Z

如果不考虑氮肥低用量点 3
.

7 5
,

7
.

50
,

15
.

。。 ( k g / h m
Z
)

。

传统法绘制的氮肥效应曲线见附



第 6期 党廷辉等
:

长武旱源春玉米氮肥效应试验研究

图中实线部分
。

考虑上述氮肥低用量点氮肥效应曲线见图中虚线部分
。

从附图看出
,

低用量氮肥效应曲线
,

本试验结果 l

与传统看法是不一致的
。

在 。~ 30
.

0 0 N k g / h m ,
范

围内
,

春玉米氮肥效应 曲线不是平缓上升
,

而是表现

为 O一 7
.

5 0 N k g / h m
,

段急剧上升
,

7
.

5 0一 3 0
.

o o N

k g / h耐 段低微回落或相对稳定
。

这可能与玉米属氮

素敏感且为 C
;

作物有关
。

真正原因
,

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

1 0 5 0 0
一 一 一 一本试验结果

—
传统结果

厂 、 一一少矛

卜l|
J
lll,扮卜000500000

(. qE\的̀à啊礼

3 小 结 ..l
0 15 3 0 4 5 6 0

l( )氮肥对春玉米的增产潜 力很大
。

正常降水年 N ( k g /h m
Z )

份
,

玉米产量每 h m
,

实现 15 t 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附图 本试验与传统氮肥效应曲线比较

用一元二次方程模拟结果得知
,

正常降水年份
,

氮的

最高产量施肥量约为 40 3k g / hm
, 。

( 2) 施极少量的氮肥
,

不但能够促进玉米的生长发育
,

增加产量
,

而且能够改善品质
,

取得

显著的经济效益
。

( 3) 氮用量在 O一 30
.

OOk又 / h m
Z

范围内
,

产量曲线有一个峰值出现
,

与传统看法有所不同
。

参 考 文 献

彭琳
.

黄土旱源粮食高产记录及其启示
.

国土开发与整治
,
1 9 9 3

,

( l)

张锡梅等
.

黄土高原主要粮食作物高产农艺措施最佳组合方案的研究
.

《土地资源及生产力研究》
,

北京
:

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1 9 9 1

,
6 9~ 7 7

陈伦寿
,

李仁岗主编
.

农田施肥原理与实践
.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
1 984

,

29 一 34

播瑞炽
,

董愚得编
.

植物生理学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8 4
,

10 2~ 10 5
,

10 7~ I n

(上接 第 5 页 )

3
.

4 适时播种

根据多年播种期试验
,

常态年适宜播 期为 9 月 15 日 ~ 22 日
,

当夏 季降雨增加或 减少

80 m m 时
,

播期相应提前或推后 2一 3 天
。

干早年份推迟播期
,

并减少播量
,

以 22 5一 2 40 万基本

苗 h/ m
,

为宜
,

控制群体
,

减少无效率对水分
、

养分的消耗
;
丰水年提前播期

,

减小播量
,

保持合

理的群体越冬
。

4 几点建议

( D 在不同降水年型选用小麦丰产抗灾技术措施
,

可使常态年丰收
,

干旱年少减产
。

( 2) 除采用相 同旱作丰产措施外
,

不同降水年型小麦丰产抗灾措施差异主要在品种选择
、

控制播期和播量以及氮磷化肥配比及施用量上
,

丰水年份在满足磷肥用量基础上加大氮肥投

入量
,

常态年份氮磷化肥最佳量配合施用
,

播种期采用适宜播期
,

播量采用适宜播量
。

干旱年份

推迟播期
,

减少播量 加大磷肥用量
,

适当减少氮肥用量
,

氮磷比以 1 : 1较为适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