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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土壤
氮素和玉米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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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２ ａ 大田随机区组试验ꎬ探究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土壤氮素含量、玉米根叶衰老及产量的影

响机理ꎮ 试验设置不施氮肥(ＣＫ)、普通尿素 １ 次施肥 ＰＵ１ (５~１０ ｃｍ 土层)、普通尿素传统 ２ 次施肥 ＰＵ２ (５~１０ ｃｍ
土层ꎬ６０％种肥＋４０％追肥)、普通尿素 １ 次分层施肥 ＰＵ３ (５~１０ ｃｍ 土层 ２０％Ｎ＋１５~２０ ｃｍ 土层 ３０％Ｎ＋２５~３０ ｃｍ 土

层 ５０％Ｎ)、不同土层深度缓释与普通尿素配施 ＰＣＵ１ ~ＰＣＵ４ [均为 ５~１０ ｃｍ 土层 ２０％Ｎ(普通尿素)＋１５~ ２０ ｃｍ 土

层 ３０％Ｎ(配施)＋２５~３０ ｃｍ 土层 ５０％Ｎ(配施)ꎬ其中 ＰＣＵ１~ＰＣＵ４ 的 １５~２０ ｃｍ 和 ２５~３０ ｃｍ 土层 ＰＣＵ ∶ ＰＵ 分别为

３ ∶ ７、３ ∶ ７ꎬ５ ∶ ５、５ ∶ ５ 和 ３ ∶ ７、５ ∶ ５ꎬ５ ∶ ５、３ ∶ ７]共 ８ 个处理ꎮ 结果表明ꎬ与 ＰＵ１、ＰＵ２、ＰＵ３ 相比ꎬ缓释与普通尿素分

层配施处理在玉米生育后期(吐丝期和灌浆期)土壤中 ＮＯ－
３ －Ｎ 含量提高了 ４.２１％ ~ １３３.４４％ꎬＮＨ＋

４ －Ｎ 含量提高了

１７.０９％~７２.９５％ꎻ叶片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可溶性蛋白分别提高了 ９.２２％ ~ ２６.７５％、７.７２％ ~ ２３.３５％、７.６６％ ~ ２２.９６％、
１１.６７％~３２.９８％ꎬＭＤＡ 降低了 ２. ３４％ ~ ３７. ５３％ꎻ根系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可溶性蛋白分别提高了 ７. ９３％ ~ ２２. ７５％、
１９.０９％~４２.１３％、９.７１％~６０.９８％、１２.４２％~１０３.５７％ꎬＭＤＡ 降低了 ３.０１％~３１.６％ꎮ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玉米产

量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比其它处理分别提高 ２.３２％ ~ ２６.１６％和 １.３２％ ~ ２２.３６％ꎬ经济效益增加 １.６７％ ~ ３１.８４％和

０.３３％~２７.４９％ꎬ各处理中 ＰＣＵ４ 处理产量最高ꎬ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为 １３ ８９９.０８ ｋｇｈｍ－２和 １２ ４３９.３５ ｋｇｈｍ－２ꎬ
经济效益分别为 １７ ０２２.２５ 元ｈｍ－２和 １４ ８３２.６５ 元ｈｍ－２ꎮ 综合来看 ＰＣＵ４ 处理是最佳的缓释尿素施用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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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３ꎬ ｔｈｅ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ＮＯ－

３ －Ｎ ａｎｄ ＮＨ＋
４ －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ｂｙ ４.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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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ＣＵ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ａｉｚ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ｉｚｅꎻ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ꎻ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ｓｏｉｌꎻ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ꎻ ｐｈｙｓ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玉米作为我国第一大粮－经－饲作物在我国粮

食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ꎬ研究表明我国玉米增产潜

力巨大ꎻ施用氮肥是提高玉米产量的有效方式[１－６]ꎬ
但是实际生产中农户过量施氮带来一系列环境污

染问题[７]ꎮ 玉米从拔节期开始进入旺盛生长阶段ꎬ
根系和穗位叶不断发育ꎬ花后叶片和根系的衰老与

产量形成同步进行ꎬ此时保证充足的氮素供应可延

缓根系和叶片衰老ꎬ对于产量形成意义重大[８－９]ꎮ
缓释尿素作为一种长效尿素通过“前控后保”作用

来保证作物整个生育时期对氮素的需求ꎬ现在已经

成为轻简化一次施肥的重要发展方向ꎮ 因此探究

合理高效的缓释尿素施用方式来延缓叶片和根系

衰老ꎬ提高叶片光合特性ꎬ促进光合产物形成是玉

米高产生理的重要课题之一ꎮ 前人研究表明ꎬ植物

生育后期叶片将营养运送到籽粒中时会产生代谢

与营养胁迫的矛盾ꎬ细胞间活性氧产生与清除之间

的平衡遭到破坏ꎬ积累的活性氧对细胞造成伤害ꎬ
促使细胞膜脂过氧化ꎬ进而引起叶片衰老[１０]ꎮ 植物

体内 ＳＯＤ、 ＰＯＤ 和 ＣＡＴ 具有清除氧自由基的作

用[１１－１２]ꎬ是重要的保护酶ꎻＭＤＡ 是膜脂过氧化的主

要产物之一ꎬ其含量高低代表膜脂过氧化水平ꎬ其
含量升高表示植株衰老[１３－１４]ꎻ可溶性蛋白含量也能

反映植株衰老情况[１５]ꎬ所以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ＭＤＡ

和可溶性蛋白可用来作为代表叶片和根系衰老的

生理生化指标ꎮ 耿计彪等[１６] 研究发现缓释与普通

尿素以不同比例配置后一次基施能显著提高叶片

光合速率、ＳＯＤ、ＰＯＤ 活性和可溶性蛋白含量ꎬ降低

ＭＤＡ 含量ꎬ延缓叶片衰老ꎮ 李广浩等[１７－１８] 通过缓

释尿素水氮耦合试验表明缓释尿素水氮耦合能够

提高玉米花后穗位叶功能ꎬ促进光合产物的产生ꎮ
前人主要是将缓释尿素与普通尿素以不同比例配

施一次基施来探究其对玉米生理特性的影响ꎬ关于

分层施肥报道较少ꎬ本研究在不同深度土层将缓释

尿素与普通尿素以不同比例配施作为基肥ꎬ探究其

对玉米生理特性的影响ꎬ以期找到更加适宜、高效

的施肥方式来延缓玉米衰老和促进增产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条件

试验于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现代农业栽培技术与作物种质改良重点实验室试

验基地(１２５°１１′Ｅꎬ４６°３７′Ｎ)进行ꎬ该基地位于松嫩

平原ꎬ全年降水偏少ꎬ属于半干旱区ꎮ 玉米生长期

内多年日平均气温 ４.２℃ꎬ降雨量 ４２７.５ ｍｍꎬ蒸发量

１ ６３５ ｍｍꎮ 供试土壤为盐化草甸土ꎬ基础肥力见表

１ꎮ 供试玉米品种为“庆单 ３ 号”ꎬ供试肥料为树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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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供试土壤基础肥力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ｏｉｌ

土层深度 / ｃｍ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有机质 / (ｇｋ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全氮 /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Ｎ

碱解氮 /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Ｎ

速效磷 /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

速效钾 / (ｍｇｋｇ－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Ｋ ｐＨ

０~１０ ２８.１２ １.１６ １１４.５６ １８.２１ １０６.１６ ８.０９
１０~２０ ２６.４８ １.１４ １１２.４７ １８.０５ １０５.４８ ７.９８
２０~３０ ２６.３５ １.１３ １０５.３３ １７.３７ ９８.７９ ７.９２

膜尿素(ＰＣＵꎬＮ ４５％ꎬ山东茂施生态肥料有限公司

生产)ꎬ普通尿素(ＰＵꎬＮ ４６％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昆仑尿素)ꎬ硫酸钾(Ｋ２Ｏ ５０％ꎬ国投新疆

罗布泊钾盐有限公司)ꎬ过磷酸钙(Ｐ ２Ｏ５ １２％ꎬ中化

化肥有限公司生产)ꎮ
１.２　 试验设计

本研究为大田试验ꎬ采用随机区组设计ꎬ以不

施氮肥为空白对照(ＣＫ)ꎬ设置 ７ 个氮肥处理ꎬ分别

为:ＰＵ１:普通尿素一次性施入ꎬ施肥深度为种子下

方 ５~１０ ｃｍ(当地部分农户的“一炮轰”施肥方式)ꎻ
ＰＵ２:普通尿素分两次施入ꎬ基追比为 ６ ∶ ４ꎬ施肥深

度均为种子下方 ５~ １０ ｃｍ(当地部分农户机械施基

肥加机械追肥施肥方式)ꎻＰＵ３:普通尿素在种子下

方 ５~１０、１５ ~ ２０ ｃｍ 和 ２５ ~ ３０ ｃｍ 分别一次性施纯

氮的 ２０％、３０％和 ５０％ꎻＰＣＵ１~ ＰＣＵ４ 为缓释尿素与

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处理ꎬ种子下方 ５~ １０、１５ ~ ２０、２５
~３０ ｃｍ 分别施纯氮的 ２０％、３０％和 ５０％ꎬ其中 ５~１０
ｃｍ 均施普通尿素ꎬ１５ ~ ２０ ｃｍ 和 ２５ ~ ３０ ｃｍ 土层分

别施用不同配比的缓释尿素和普通尿素ꎬＰＣＵ１ 在

１５~２０ ｃｍ 和 ２５ ~ ３０ ｃｍ 缓释尿素与普通尿素配施

比例均为 ３ ∶ ７ꎻＰＣＵ２ 均为 ５ ∶ ５ꎻＰＣＵ３ 在 １５~２０ ｃｍ
配施比例为 ３ ∶ ７ꎬ２５ ~ ３０ ｃｍ 为 ５ ∶ ５ꎻＰＣＵ４ 在 １５ ~
２５ ｃｍ 配施比例为 ５ ∶ ５ꎬ２５ ~ ３０ ｃｍ 为 ３ ∶ ７ꎬ共 ８ 个

处理ꎮ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ꎬ每个小区面积 ５２ ｍ２(１０
ｍ 行长ꎬ每小区 ８ 行ꎬ行距 ０.６５ ｍ)ꎮ 各处理统一在

种子下方 ５~１０ ｃｍ 基施磷肥(Ｐ ２Ｏ５ １２０ ｋｇｈｍ－２)
和钾肥(Ｋ２Ｏ ９０ ｋｇ ｈｍ－２)ꎬ与此层尿素同时一次施

入ꎮ 各处理氮肥用量均为 ２２０ ｋｇｈｍ－２ꎬ施肥方式

为人工开沟ꎬ每施入一层肥料后人工覆一层土ꎬ最后

播种、覆土和人工踩压ꎮ 播种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种植密度均为 ７５ ０００ 株
ｈｍ－２ꎬ田间管理同当地大田生产ꎮ 由于数据量较大ꎬ
且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数据趋势相同ꎬ因此除产量和经

济效益外其它数据取 ２ ａ 的平均值进行分析计算ꎮ
１.３　 样品采集与测定

１.３.１　 土样采集与测定　 整地前取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

土壤ꎬ按常规法测定土壤基本理化性质[１９－２１]ꎮ 同时

在玉米生育吐丝期和灌浆期用五点取样法取玉米垄

上 ２ 株玉米之间地下 ０~３０ ｃｍ 土样ꎬ带回实验室后冷

藏ꎬ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硝态氮含量[１９]ꎬ
ＫＣｌ 浸提—靛酚蓝比色法测定铵态氮含量[１９]ꎮ
１.３.２　 叶片和根系酶活性的测定　 在玉米拔节期、
吐丝期和灌浆期每个小区选取长势均匀一致的 ３ 株

植株ꎬ剪下穗位叶迅速用塑封袋密封放入冰盒ꎬ带
回实验室放入－８０℃冰柜冷藏以备测定ꎻ砍下地上

部分植株后取 ０~３０ ｃｍ 根系ꎬ迅速用冰盒带回实验

室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后放入－ ８０℃ 冰柜冷藏备

测ꎮ ＳＯＤ 活性采用氮蓝四唑(ＮＢＴ)光还原法[２２] 测

定ꎬＰＯＤ 活性采用愈创木酚法测定[２３]ꎬＣＡＴ 活性采

用紫外吸收法测定[２４]ꎬＭＤＡ 含量测定采用硫代巴

比妥酸比色法[２５]ꎬ可溶性蛋白含量测定采用考马斯

亮蓝法[２６]ꎮ
１.３.３　 穗位叶光合特性的测定　 在玉米拔节期、吐
丝期和灌浆期选取晴天的 ９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使用 Ｌｉ－
６４００ 便携式光合仪(Ｌｉ－Ｃｏｒ.Ｉｎｃꎬ美国)ꎬ在各小区选

取 ３ 株生育进程一致、具有代表性、照光均匀的植株

(穗位叶完全展开前选取顶部第 １ 片完全展开叶ꎬ
穗位叶完全展开后选取穗位叶ꎬ且避开叶脉)循环

测定自然光源下叶片蒸腾速率(Ｔｒ)、净光合速率

(Ｐｎ)、胞间 ＣＯ２浓度(Ｃｉ)、气孔导度(Ｇｓ)ꎮ
１.３.４　 籽粒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测定 　 玉米成熟

期ꎬ收获各小区中间两垄连续 ５ ｍ 长的所有果穗ꎬ统
计有效穗数ꎬ计算平均穗重ꎬ选取具代表性的 ２０ 个

果穗ꎬ进行室内考种ꎬ记录穗粒数及百粒重ꎬ计算

１４％含水率下的玉米产量ꎮ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处理及作图采用软件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ꎬ方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ＤＰＳ ７.０５ꎬ多重比较采

用 ＬＳＤ 检验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土壤氮素含量的影响

如图 １ 所示ꎬ施氮显著提高了吐丝期和灌浆期

土壤的 ＮＯ－
３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含量ꎮ 与普通尿素一次

施肥 ＰＵ１、普通尿素传统施肥 ＰＵ２ 及普通尿素分层

施肥 ＰＵ３ 相比ꎬ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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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３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含量均显著增加ꎬ其中灌浆期和

成熟期的 ＮＯ－
３ －Ｎ 含量分别增加 ４.９１~９.３８ ｍｇｋｇ－１

和０.２７ ~ ３.００ ｍｇｋｇ－１ꎬ提高了 ４５.８６％ ~ １３３.４４％和

４.２１％~５８.２５％ꎻＮＨ＋
４ －Ｎ 含量增加了 ０.３０ ~ ０.５４ ｍｇ

ｋｇ－１ 和 ０. １７ ~ ０. ７２ ｍｇｋｇ－１ꎬ提高了 １９. ７６％ ~
３９.７６％和 １７.０９％ ~ ７２.９５％ꎮ 与 ＰＵ１ 和 ＰＵ２ 相比ꎬ

ＰＵ３ 处理的 ＮＯ－
３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含量也显著增加(吐
丝期的 ＮＨ＋

４ －Ｎ 除外)ꎬＮＯ－
３ －Ｎ 含量在吐丝期和灌浆

期增加 ２.６５~３.６８ ｍｇｋｇ－１ꎬ提高 ３２.９１％~５２.２６％ꎻ
ＮＨ＋

４ －Ｎ 含量灌浆期增加 ０.２７ ~ ０.３９ ｍｇｋｇ－１ꎬ提高

３５.４８％~ ５９.０５％ꎮ 灌浆期和成熟期 ＰＣＵ２ 的 ＮＯ－
３ －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均最高ꎬ分别为 ８.１５ 和 １.３９ ｍｇｋｇ－１ꎮ

　 　 注:不同小、大写字母分别表示 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水平下差异显著ꎬ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ｊｕｓｃｕｌ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Ｐ<０.０１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土壤氮素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２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根系及叶片

衰老的影响

２.２.１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根系及叶

片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如图 ２ 所示ꎬ施肥显著影响

玉米根系和穗位叶的 ３ 种保护酶(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活性ꎮ 整体来看ꎬ同一生育时期穗位叶的保护酶活

性均高于根系ꎬ随着生育时期的推进穗位叶和根系

保护酶活性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ꎬ在吐

丝期活性最高ꎮ 拔节期ꎬ除 ＣＫ 处理的穗位叶和根

系活性显著低于其它处理外ꎬ各施氮处理间无显著

差异ꎮ 吐丝期和灌浆期ꎬ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

处理之间 ＳＯＤ、ＰＯＤ 和 ＣＡＴ 活性无明显差异ꎬ各处

理中 ＰＣＵ４ 的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活性均最高ꎻ吐丝期ꎬ
ＰＣＵ４ 处理穗位叶和根系的 ＳＯＤ 活性较 ＰＵ１、ＰＵ２
和 ＰＵ３ 提高了 ９.２２％ ~ １８.６８％和 ７.９３％ ~ １６.１４％ꎬ
ＰＯＤ 提高了７.７２％ ~ １７. ９１％和 １９. ０９％ ~ ３７. ４４％ꎬ
ＣＡＴ 提高了７.６６％~１９.９９％和 ９.７１％~３２.７６％ꎻ灌浆

期ꎬＰＣＵ４ 处理穗位叶和根系 ＳＯＤ 活性较 ＰＵ１、ＰＵ２
和 ＰＵ３ 提 高 了 １４. ８５％ ~ ２６. ７５％ 和 １１. ３９％ ~
２２.７５％ꎬＰＯＤ 提高了 ９. ９５％ ~ ２３.３５％和 ２２. １６％ ~
４２.１３％ꎬＣＡＴ 提高了 １０.０２％ ~ ２２.９６％和 ２６.５９％ ~
６０.９８％ꎮ

２.２.２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根系及叶

片可溶性蛋白的影响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在生育期

内叶片的可溶性蛋白含量高于根系ꎬ叶片可溶性蛋

白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ꎬ根系可溶性蛋白含量

则不断减少ꎮ 拔节期除 ＣＫ 外各处理间可溶性蛋白

含量无显著差异ꎻ吐丝期和灌浆期 ＰＣＵ１ ~ ＰＣＵ４ 间

可溶性蛋白含量无显著差异但是均高于其它施氮

处理ꎬ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较 ＰＵ１、ＰＵ２、ＰＵ３ 在吐

丝期和灌浆期分别提高了 １６.２５％ ~ ３０. ８３％ 和

１１.６７％~３２.９８％ꎬ根系可溶性蛋白含量分别提高了

１２.４２％~４５.９７％和 ４０.５４％~１０３.５７％ꎮ
２.２.３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根系及叶

片 ＭＤＡ 含量的影响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随着生育时

期推进ꎬ叶片和根系的 ＭＤＡ 含量不断增加且叶片

高于根系ꎮ 拔节期ꎬ叶片 ＣＫ 处理 ＭＤＡ 含量显著高

于其它处理ꎬ根系所有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ꎻ吐丝期

和灌浆期施氮处理的 ＭＤＡ 含量低于对照 ＣＫꎬＰＣＵ１
~ ＰＣＵ４ 处理的 ＭＤＡ 含量低于 ＰＵ１、ＰＵ２、ＰＵ３ 处

理ꎬ叶片 ＭＤＡ 含量在吐丝期和灌浆期分别降低了

２.３７％~１７.３０％和 ８.２３％~３７.５３％ꎬ根系分别降低了

３.０１％~２２.７３％和 ６.６６％~３１.６０％ꎮ 叶片和根系中ꎬ
ＰＣＵ４ 处理的 ＭＤＡ 含量均是所有处理中最低且显

著低于 ＰＵ１、ＰＵ２、ＰＵ３ 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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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Ｖ６:拔节期ꎻ Ｒ１:吐丝期ꎻ Ｒ３:灌浆期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Ｖ６: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Ｒ１:Ｓｉｌｋ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Ｒ３: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２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根系及叶片 ＳＯＤ、ＰＯＤ 和 ＣＡＴ 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ｎ ＳＯＤꎬ
ＰＯＤ ａｎｄ Ｃ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图 ３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根系

及叶片可溶性蛋白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ｗ￣ｒｅｌ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ｒｅａ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ｎ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ｉｚｅ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２.３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穗位叶光合

特性的影响

２.３.１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穗位叶净

光合速率的影响　 各处理叶片的 Ｐｎ 均表现为先升

高后降低(表 ２)ꎬ吐丝期达到峰值ꎮ 拔节期除 ＣＫ
外其它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其中 ＰＵ１ 处理 Ｐｎ 最高

为 ３８.６４ μｍｏｌ ＣＯ２(ｍ２ｓ) －１ꎻ吐丝期、灌浆期、成
熟期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基施处理 Ｐｎ 均高于

其它处理ꎬ分别较 ＰＵ１、ＰＵ２ 和 ＰＵ３ 提高 ５.１０％ ~
８.７３％ꎬ７.３５％ ~ ３６.３７％和 １２.９２％ ~ ４０. ６３％ꎬＰＣＵ４
最高分别为 ４４.９７、６.８１ μｍｏｌ(ｍ２ｓ) －１和 １５.６８
μｍｏｌ(ｍ２ｓ) －１ꎮ

随生育时期推进玉米叶片 Ｔｒ 呈先升高后降低

变化ꎬ各处理叶片 Ｔｒ 在吐丝期达到峰值ꎮ 拔节期处

理 ＰＵ１、ＰＵ２ 和 ＰＵ３ 间无显著差异ꎬ但比 ＰＣＵ１、
ＰＣＵ２、ＰＣＵ３、ＰＣＵ４ 高 ９.３７％~２０.５１％ꎬ其中 ＰＵ１ 最

高为 ５.６４ ｍｍｏｌ(ｍ２ｓ) －１ꎻ吐丝期除 ＰＵ１ 外其它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ＰＣＵ１、ＰＣＵ２、ＰＣＵ３ 和 ＰＣＵ４ 比

ＰＵ１、ＰＵ２、ＰＵ３ 处理提高 １４.２９％~２４.７２％ꎻ灌浆期和

２２１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第 ３８ 卷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
,
-)

*-
.
%/
0'
1
$2
2&
/*
$+
/-
0
-)

,&-
34
5'
&'
$,
'
3/
+6

*-
.
.
-0

75
'$

$+
1/
))'
5'
0+

1'
2+
6,

-0
+6
'
26
-+
-,
80
+6
'+
/*

*6
$5
$*
+'
5/,
+/*
,
-)

'$
5
&'
$)

/0
.
$/
9'

!
"

#5
'$
+.
'0
+

#
$

%
&

'
:'

+2
6-
+-
,8
0+
6'
+/*

5$
+'

!"
;!
!.

-&
"

.
< !
"

,<
=
#

(
)

*
>-
/0
+/0

?
,+$

?'

+
,

*
@/
&A
/0
?

,+$
?'

-
.

*
B/
&&/
0?

,+$
?'

/
0

*
C
$+
75
/+8

,+$
?'

1
2

&
'

#5
$0
,2
/5$

+/-
0
5$
+'

#$
;!
.
.
-&
"

.
< !
"

,<
=
#

(
)

*
>-
/0
+/0

?
,+$

?'

+
,

*
@/
&A
/0
?

,+$
?'

-
.

*
B/
&&/
0?

,+$
?'

/
0

*
C
$+
75
/+8

,+$
?'

3
4

5
6

@+
-.

$+
$&

*-
01
7*
+$
0*
'

%&
;!
.
-&
"

.
< !
"

,<
=
#

(
)

*
>-
/0
+/0

?
,+$

?'

+
,

*
@/
&A
/0
?

,+$
?'

-
.

*
B/
&&/
0?

,+$
?'

/
0

*
C
$+
75
/+8

,+$
?'

7
8

DE
!
9

6
F0
+'
5*
'&
&7
&$
5
DE

!
*-
0*
'0
+5$

+/-
0

'(
;!
!.

-&
"

.
-&

< =
#

(
)

*
>-
/0
+/0

?
,+$

?'

+
,

*
@/
&A
/0
?

,+$
?'

-
.

*
B/
&&/
0?

,+$
?'

/
0

*
C
$+
75
/+8

,+$
?'

DG
H!

IH
J%

HK
IK
L%

=L
IL
J*

MI
LL

*
KI
!N

'
LI
=K

*
HI
=L

*
!I
!K

*
OI
!=

%
OI
HN

%
OI
!O

*
OI
=O

'
=P
!I
=N

$
M=

IJ
H$

=H
NI
!P

$
=J
KI
!M

$

QR
=

HN
IP
K$

K=
IH
P$

=M
IP
P%

*
==

I=
J%

*
JI
PK

$
LI
MH

*
HI
PJ

*
!I
H=

*
OI
!J

$
OI
N%

OI
!=

%*
OI
=!

1'
=H
KI
HH

%
NO

IK
P$
%

=H
OI
OK

$%
=K
PI
!N

$%

QR
!

HL
IJ
=$
%

K=
IP
!$

!O
I=
M%

*
==

IN
H$
%*

JI
KH

$%
NI
=N

*
HI
MH

%*
!I
KP

%*
OI
!J

$
OI
KO

%
OI
!!

$%
*

OI
=K

*1
'

=K
OI
P!

%
LN

IL
!$
%

=!
NI
M!

$%
=K
!I
PK

$%
*

QR
H

HP
IN
K$
%

K!
IH
N$

!H
IJ
K$
%

=!
IJ
K$
%*

JI
HL

$%
*

NI
HH

%*
KI
ON

$%
*

!I
J!

%*
OI
!K

$
OI
K=

%
OI
!!

$%
*

OI
=K

*1
=K
PI
J!

$%
LP

I=
M$
%

==
PI
PJ

%*
=K
OI
=H

$%
*

QD
R=

HJ
IM
H$
%

KK
IJ
K$

!J
I!
L$

=K
I=
P$
%

KI
M=

%*
1

MI
NM

$
KI
P!

$%
HI
==

$%
OI
!K

$
OI
KK

$
OI
!H

$%
*

OI
=P

%*
=K
JI
HH

$%
PJ

IK
!%

==
OI
PK

*
=H
NI
J!

%*

QD
R!

HJ
I=
N$
%

KK
IN
H$

!J
IM
!$

=K
IM
!$
%

KI
LJ

1'
MI
J!

$%
KI
N=

$%
HI
P!

$
OI
!K
K$

OI
KK

$
OI
!K

$%
OI
=M

$%
=K

PI
OM

$%
PK

I=
M%

=O
PI
JK

*
=H
HI
!P

%*

QD
RH

HJ
IK
P$
%

KK
IP
!$

!J
IJ
K$

=K
IJ
K$
%

KI
PN

1'
MI
P=

$
KI
LH

$%
HI
!M

$
OI
!K

$
OI
KJ

$
OI
!H

$%
OI
=N

$%
=J
OI
==

$%
PP

IN
K%

=O
MI
PK

*
=H
PI
J=

%*

QD
RK

HJ
IH
L$
%

KK
IM
L$

!P
IN
=$

=J
IP
N$

KI
NK

*1
'

MI
LP

$
KI
MP

$
HI
NK

$
OI
!K

$
OI
KJ

$
OI
!K

$
OI
!O

$
=K
NI
L!

$%
PL

IK
=%

=O
KI
!K

*
=H
OI
KP

*

"
"

:
$ ;

<
=

;
>

?
@

A
B

C
!

"
8

D
E

F
G

!!
SO

IO
J#

%

:-
+'
$
T/
))'
5'
0+

,.
$&
&&
'+
+'
5,

/0
+6
'
,$
.
'
*-
&7
.
0
,6
-3

'1
,/?

0/
)/*
$0
+1

/))
'5
'0
*'

$.
-0
?
+5'

$+
.
'0
+!

!S
OI
OJ

#I

３２１第 ３ 期　 　 　 　 　 　 王玉凤等: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土壤氮素和玉米生长的影响



成熟期 ＰＣＵ１、ＰＣＵ２、ＰＣＵ３、ＰＣＵ４ 较 ＰＵ１、ＰＵ２、ＰＵ３
叶片 Ｔｒ 分别提高 １３. ２４５ ~ ３５. ８９％ 和 ２３. ４１％ ~
６６.２３％ꎬＰＣＵ４ 的 Ｔｒ 最高ꎬ分别为 ４.９６ ｍｍｏｌ(ｍ２

ｓ) －１和 ３.８４ ｍｍｏｌ(ｍ２ｓ) －１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施氮可以提高叶片 Ｇｓ 且随着

玉米生育时期推进 Ｇｓ 先升高后降低ꎮ 拔节期除 ＣＫ
外其它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ꎬ其中 ＰＵ１ 叶片气孔导

度最大为 ０. ２５ ｍｏｌ(ｍ２ ｓ) －１ꎻ吐丝期 ＰＣＵ１、
ＰＣＵ２、ＰＣＵ３、ＰＣＵ４ 间无显著差异但较 ＰＵ１、ＰＵ２、
ＰＵ３ 提高 １. ５６％ ~ １５. １１％ꎬＰＣＵ４ 叶片 Ｇｓ 最大为

０.４５ ｍｏｌ  ( ｍ２  ｓ) －１ꎻ灌浆期和成熟期 ＰＣＵ１、
ＰＣＵ２、ＰＣＵ３、ＰＣＵ４ 较 ＰＵ１、ＰＵ２、ＰＵ３ 提高 Ｇｓ ２.５０％
~１４.５３％和 １６.３３％~５６.３０％ꎬ其中 ＰＣＵ４ 最大为 ０.２４
ｍｏｌ(ｍ２ｓ) －１和 ０.２０ ｍｏｌ(ｍ２ｓ) －１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随着生育时期推进ꎬ不同处理

叶片 Ｃｉ 呈 Ｕ 型变化ꎬ吐丝期各处理叶片 Ｃｉ 最低ꎮ
除 ＣＫ 外各处理间胞间 ＣＯ２浓度在拔节期无显著差

异ꎻ吐丝期、灌浆期和成熟期 ＰＣＵ１、ＰＣＵ２、ＰＣＵ３、
ＰＣＵ４ 比 ＰＵ１、 ＰＵ２、 ＰＵ３ 降低 １１. ５２％ ~ ２０. ２２％、
５.１５％~１９.８４％和 １.１５％~１０.８２％ꎬ吐丝期 ＰＣＵ２ 叶

片 Ｃｉ 最低为 ６４.１９ μｍｏｌｍｏｌ－１ꎬ灌浆期和成熟期

ＰＣＵ４ 叶片 Ｃｉ 最低分别为 １０４. ２４ μｍｏｌｍｏｌ－１ 和
１３０.４６ μｍｏｌｍｏｌ－１ꎮ
２.４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产量及经济

效益的影响

　 　 从图 ５ 可以看出ꎬ施氮显著增加玉米产量和经

济效益ꎬ２０１７ 年产量和经济效益均高于 ２０１８ 年ꎮ
与普通尿素一次性施肥、普通尿素传统施肥相比ꎬ
分层施肥产量分别提高了 ０.０４％ ~２６.１６％和 ２.３７％
~２２.３６％ꎻＰＣＵ１~ ＰＣＵ４ 处理产量较其它处理提高

２.３２％~ ２６. １６％和１.３２％ ~ ２２. ３６％ꎬ经济效益增加

１.６７％~３１.８４％和０.３３％ ~ ２７.４９％ꎮ ２ ａ 中 ＰＣＵ４ 处

理产量最高ꎬ分别为 １３ ８９９.０８ ｋｇｈｍ－２和 １２ ４３９.３５
ｋｇｈｍ－２ꎬ经济效益分别为 １７ ０２２.２５ 元ｈｍ－２ 和

１４ ８３２.６５元ｈｍ－２ꎮ

３　 讨　 论

施用氮肥可以提高农田氮素水平ꎬ满足农作物

对于养分的吸收ꎬ适宜的氮肥运筹方式有利于玉米

养分转运效率的提高[２７－２９]ꎮ 由于试验地区为东北

半干旱区松嫩平原地带ꎬ当地降雨主要集中于 ６—８
月份ꎬ尤其以 ８ 月份降雨较多ꎬ本试验中 ８ 月份为玉

米吐丝期ꎬ此时过多降雨容易造成土壤中氮素的淋

溶损失ꎬ试验结果表明ꎬ与普通尿素 １ 次施肥及普通

尿素传统 ２ 次施肥相比ꎬ分层施肥显著增加吐丝期

图 ４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根系

及叶片 ＭＤＡ 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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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经济效益＝玉米产值－氮肥成本－其它成本ꎮ 玉米价格

为 １ ５００ 元ｔ－１ꎬ缓释尿素价格为 ３ ５００ 元ｔ－１ꎬ普通尿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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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对玉米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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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灌浆期土壤中 ＮＯ－
３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含量ꎬ其中缓释

与普通尿素分层 １ 次施肥氮素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尿

素分层 １ 次施肥ꎮ 这可能是普通尿素前期释放较

快ꎬ增加了氮素淋溶ꎬ所以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氮素含量

较低ꎬＰＵ３ 处理由于分层施入土壤所以氮素含量高

于 ＰＵ１ 和 ＰＵ２ꎬ而缓释尿素由于物理包膜材质的原

因其释放速度较慢ꎬ在一定程度上阻滞其氮素淋

溶ꎬ保证了土层中的氮素含量ꎬ说明通过分层施肥

方式把尿素施入不同土层有利于提高玉米生育后

期土壤中的氮素含量ꎬ同时缓释尿素和普通尿素不

同比例配施效果优于普通尿素ꎬ这是缓释尿素发挥

了“前控后保”的作用ꎮ
玉米花后籽粒形成和根系及叶片衰老并进ꎬ延

缓根系衰老吸收养分来延长绿叶持续期进而延长

籽粒有效灌浆是玉米获得高产的基础[３０－３１]ꎮ 叶片

和根系不断衰老ꎬ植株体内用来表征衰老程度的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活性不断下降ꎬ可溶性蛋白含量降

低ꎬＭＤＡ 含量增加ꎬ引起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

降解和生物膜脂过氧化ꎬ导致叶片和根系生理功能

衰退ꎬ所以延缓叶片和根系衰老是提高玉米产量的

有效措施ꎮ 研究表明不同的氮肥种类和用量对叶

片和根系衰老影响显著[３２]ꎬ ＳＯＤ、ＰＯＤ 和 ＣＡＴ 含量

与玉米产量达显著水平[３３]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施氮

处理能够延缓吐丝后叶片和根系的衰老ꎬ在氮素施

用量相同情况下ꎬ不同种类尿素的施用方式对叶片

和根系保护酶活性影响显著ꎬ其中缓释与普通尿素

分层配施基施ꎬ在吐丝期和灌浆期通过保证充足的

氮素供应来为保护酶的合成提供充足的氮源ꎬ使保

护酶体系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ꎬ显著提高根系和

叶片中 ＳＯＤ、ＰＯＤ、ＣＡＴ 活性和可溶性蛋白含量ꎬ降
低 ＭＤＡ 含量ꎬ说明缓释尿素的施用更有利于花后

叶片和根系衰老的延缓ꎬ这与邵国庆[３４] 的研究结果

一致ꎮ 普通尿素的施用在前期氮素释放很快ꎬ到了

生育后期造成氮素供应不足ꎬ而缓释尿素与普通尿

素配施在前期较慢释放氮素来满足作物前期生长

对氮素的需求ꎬ生育后期其不断释放来满足后期需

求ꎬ进而保证整个生育时期的需求ꎻ充足的氮素供

应有利于改善细胞内活性氧产生与清除之间的平

衡关系ꎬ更好满足源库关系ꎬ促进根系细胞分裂素

向地上运输ꎬ进而保证生育后期叶片和根系的活力

较强ꎬ延缓衰老[３５－３６]ꎮ
有研究表明缓释尿素能够继续维持玉米生育

后期叶片光合特性[３７－３９]ꎬ本试验结果与其一致ꎬ缓
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基施处理叶片在吐丝期和

灌浆期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蒸腾速率都保持较

高水平ꎬ胞间 ＣＯ２浓度显著降低ꎬ主要是由于光合速

率影响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吸收的 ＣＯ２量ꎬ从而影响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所转化的同化物质ꎬ为玉米产

量增加奠定基础ꎻ同时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经由气

孔吸收 ＣＯ２ꎬ气孔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来调节开度

而使植物在损失水分较少的条件下获取最多的

ＣＯ２ꎬ光合作用时在胞内大量消耗利用 ＣＯ２ꎬ需要胞

间 ＣＯ２来补充ꎬ因此降低了其浓度ꎬ最终显著增加作

物产量[４０]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在吐丝期和灌浆期各缓释尿

素施肥处理中以 ＰＣＵ４ 处理的 ＮＯ－
３ －Ｎ 和 ＮＨ＋

４ －Ｎ 含

量较高ꎮ 吐丝期是玉米生长关键时期ꎬ此时对氮素

需求较高ꎬＰＣＵ４ 处理在种子下方 １５~２０ ｃｍ 施入总

氮的 ５０％ꎬ缓释与普通尿素以 ５ ∶ ５ 的比例配施能够

满足其在吐丝期等生长关键时期对氮素的大量需

求ꎮ 吐丝期后虽然对氮素需求仍然较高ꎬ但是较吐

丝期有所下降ꎬ因此在种子下方 ２５ ~ ３０ ｃｍ 施入总

氮的 ３０％来满足需求ꎬ缓释与普通尿素以 ３ ∶ ７ 的比

例配施即能满足需求ꎮ ＰＣＵ４ 处理较高的氮素保证

了玉米生育关键时期的氮素供应ꎬ增加了同时期根

系和叶片中 ＳＯＤ、ＰＯＤ 和 ＣＡＴ 等保护酶活性及可溶

性蛋白含量ꎬ降低了 ＭＤＡ 含量ꎬ延缓了根系和叶片

的衰老ꎬ增加了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

度ꎬ降低了胞间 ＣＯ２浓度ꎬ保证了穗位叶良好的光

合性能ꎬ增加了干物质和籽粒的积累ꎬ最终提高

产量ꎮ
玉米产量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ꎬ花后氮素

是否供应充足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因素ꎬ本研究中施

用缓释尿素延缓玉米生育后期叶片和根系的衰老ꎬ
保证后期光合作用的持续进行ꎬ使更多的太阳能转

化成有机物质ꎬ提高玉米产量ꎮ 据报道已研制出分

层施肥器械[４１－４２]ꎬ将来应用该项技术时可一次将肥

料施入土层中ꎬ省去了后期追肥的机械投入和机械

进地过程ꎬ可不用机械压实土壤ꎬ达到一次施肥且

减少成本的目的ꎮ 因此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施

在生产实践中具有应用前景ꎬ本研究为其提供了部

分理论参考依据ꎮ

４　 结　 论

普通尿素分层施肥和缓释与普通尿素分层配

施能增加玉米生育后期氮素含量ꎬ延缓根叶衰老ꎬ
提升叶片光合特性ꎬ增加玉米产量ꎮ 各处理中以缓

释与普通尿素在种子下方 １５ ~ ２０ ｃｍ 和 ２５ ~ ３０ ｃｍ
处分别以 ５ ∶ ５ 和 ３ ∶ ７ 比例配施处理效果最佳ꎬ可
为当地缓释尿素的推广提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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