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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以代表性水稻品种为材料，研究了实地氮肥管理模式下水稻的生长发育和养分吸收规律。与农民习惯施肥方法
相比，实地氮肥管理在产量不降低甚至有所提高的前提下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施氮量。实地氮肥管理水稻有效穗数有所下
降，但其分蘖成穗率明显提高。穗分化前实地氮肥管理水稻叶面积指数和根质量低于农民习惯施肥法，抽穗后结果则相反。
实地氮肥管理提高了抽穗期水稻的有效叶面积和高效叶面积的比率、抽穗至成熟的干物质积累、抽穗后根冠比和剑叶的光合
速率以及齐穗期群体透光率。实地氮肥管理水稻对氮、磷、钾的吸收高峰均出现在穗分化至抽穗期，此阶段氮、磷、钾的吸收量
约占最终总吸收量的４５．６％～４６．２％、３９．６％～４３．６％和４４．２％～４５．２％，均明显高于农民习惯施肥方法。对实地氮肥管理
产量提高原因及养分吸收规律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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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稻实地氮肥管理技术（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ＳＮＭ）是以氮肥管理为中心，多元素

配合的水稻优质高产高效的施肥模式。该技术的要

点是：依据土壤养分的有效供给量，结合当地土壤和

气候特征以及品种特性确定水稻的目标产量，采用

施肥决策支持系统确定水稻对氮的需要量和主要生

育阶段施氮比例，在水稻主要生育期用快速叶绿素

测定仪（ＳＰＡＤ）或叶色卡（ＬＣＣ）观测叶片氮素状况

并依此指导施肥，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肥料利用效

率。在东南亚稻区运用这种氮肥管理模式可以使水

稻产量提高１１％，并可较大幅度地提高氮肥吸收利

用率 7�［１-２］ 7�。近年来这项技术在我国江苏、浙江、广东

和湖南等省进行了试验示范，也取得了类似的研究

结果。这为稳定我国的水稻生产以及提高氮肥利用

效率起了积极作用 7�［３-５］ 7�，但是以往关于实地氮肥管

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该项技术对水稻产量和氮肥利

用效率的影响，很少涉及对水稻生长发育和养分吸

收特性的作用方面。本研究以代表性水稻品种（组

合）为材料，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在实地氮肥管理模式

下水稻的生长发育和养分吸收特性，以期为水稻合

理氮肥管理和养分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7�１　材料与方法

7�１．１　材料与试验设计

7�试验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在扬州大学江苏省作物

遗传生理重点实验室农场和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进行。２００４年供试材料为常

7�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８-１５；修改稿收到日期：２００６-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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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ＭＺ）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ＩＲＲＩ）；江苏省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项目（５１１０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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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规粳稻武育粳３号和杂交籼稻汕优６３，２００５年为常

规粳稻扬粳９５３８和杂交籼稻汕优６３。５月１０～１２

日播种，６月１０～１４日移栽，汕优６３单本栽，武育

粳３号和扬粳９５３８双本栽。试验设置２种氮肥处

理，即实地氮肥管理（ＳＳＮＭ）和当地农民习惯施肥

法（ＦＦＰ）。ＳＳＮＭ和ＦＦＰ处理的施氮方法及磷、钾

肥的施用参见前文 7�［５］ 7�。

7�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小区面积３０ｍ 7�２ 7�，行株

距为２０ｃｍ ×２０ｃｍ，重复４次。小区间筑埂并用

地膜包埂隔离。两年结果趋势基本一致，文中重点

报告２００４年的研究结果。

7�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7�１．２．１　茎蘖数与株高

7�每小区定点１０穴，自移栽后１周起每周观察记

录茎蘖数，同时测定株高。

7�１．２．２　干物质量和根系干质量

7�分别于分蘖中期、幼穗分化期、孕穗期（以剑叶

全展为准）、抽穗期和成熟期每小区以每穴根茬为中

心，按长、宽、深分别为２０ｃｍ、１０ｃｍ、２０ｃｍ挖取１２

穴，从分蘖节处剪开分为地上部和地下部。地上部

植株用于测定叶面积和干物质量，保留样本用于植

株氮、磷、钾含量的测定。地下部装入尼龙袋中，用

流水冲净，烘干测定根系干质量。

7�１．２．３　叶面积

7�用ＬＩＣＯＲ-３０００Ａ型叶面积仪测定叶面积。抽

穗期按凌启鸿等方法 7�［６］ 7�测定有效叶面积和高效叶

面积，计算有效叶面积和高效叶面积比率。

7�１．２．４　叶片光合速率

7�于抽穗期、抽穗后１０ｄ和抽穗后３０ｄ用 ＬＩ-

ＣＯＲ-６４００光合仪测定剑叶的光合速率，每小区测

定５张叶片，以平均值表示。

7�１．２．５　群体透光率

7�在齐穗期用ＬＩＣＯＲ-２５０光度计测定距地面３０

ｃｍ、６０ｃｍ和高于冠层２０ｃｍ处的光照强度，以前两

7�者与后者的比值分别表示３０ｃｍ和６０ｃｍ处的群体

7�透光率，每小区测定３个点，以平均值表示。

7�１．２．６　氮、磷、钾含量的测定

7�分别采用凯氏定氮法 7�［７］ 7�、钒钼黄比色法和火焰

分光光度计法 7�［８］ 7�测定植株氮、磷、钾含量。

7�１．２．７　产量及其构成

7�成熟期每小区取样１２穴考种，实收５ｍ 7�２ 7�计产。

7�２　结果与分析

7�２．１　实地氮肥管理水稻的施氮量和产量

7�汕优６３两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实地氮肥管

理（ＳＳＮＭ）的施氮量均为１１０ｋｇ／ｈｍ 7�２ 7�，而两常规粳

稻品种为１００～１４０ｋｇ／ｈｍ 7�２ 7�，分别较农民习惯施肥

法（ＦＦＰ）少了１３０ｋｇ／ｈｍ 7�２ 7�和１３０～１７０ｋｇ／ｈｍ 7�２ 7�，减

幅分别达５４．２％和４８．１％～６３．０％。ＳＳＮＭ 的施

肥次数也比ＦＦＰ少了１次（表１）。

7�表１　实地氮肥管理水稻施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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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 7�［１５］ 7�。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水稻产量，另

7�一方面对提高水稻养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起了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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