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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调控对寒地玉米氮素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文 / 刘宝库

本文就氮素调控对提高玉米产量及

品质做一 阐述
,

供参考
。

【关键词】氮素调控 玉米干物质 影响

1 研究目的
氮元素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元素

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 其产量和质量都会和

氮素的含量相联系 从买践中来寻找氮肥的

最合适用量 以及使用时间 以此来提高玉米

产量并且提升 玉米的品质 合理施用氮肥

将对提高玉 米干物质积 累起到决定性作用

本文对春玉 米氮素及干 物质积 累影响万 面做

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2 1 1 供试土壤

试验散点式取土测定其基础肥力

试验试验地供试土壤均为黑土 经测定有

机质3匕 3 9 仗g 一1
、

全氮 1 5 9 9 火g一 1
、

全磷0 8 6

g 电一 1
、

速效钾20 7 5 叫 电一 1
、

尸川直日62

2 1 2 供试玉米品种

德美亚一号

2 1 3 施用肥料种类

普通尿素 重过磷酸钙 硫酸钾
2 2 试验万法

试验设计

小区设计
:

试验设为13 个处理 三次重复 随机区

组排列

行长6 m 行距 70田
,

五行区 株距3阮m

即面积为2 1耐 过道lm 东西保护行分别为一行

和俩行 南北各sm 17株厂行
因为品种的不同所以其种植密度有所差

别 要对其株距进行调整 在小区的周边设

置 了保护行 具体的施肥万案如下
:

3 测试项目及方法

川 土壤基础肥力
:

采用常规分析方法

(2 ) 即A 。值的测定
:

玉米处于生育期间

时 在一个天 晴非阴雨天气 时间定为白天

的g 点到 1 2点之间 借助即A 。分析仪来对玉

米叶片的叶绿素量进行检测 苗期到抽雄前
测定上位叶即最新完全展开叶 抽雄后测定

穗位叶 这个阶段测量 玉米叶片长度的4 。%

到 7。% 通常为 4 5%
、

助%
、

7。% 不要选

用叶脉处 从各小区当中抽长势均匀的5株进

行测量 记好即八。值
¹ 叶龄时期的标记

:

对各小区中的长势
差不多的玉米随 即抽取 在它们的第六片叶
上做好标记 湘十期即生理第闪片叶片完全展

开的时期 在测定叶绿素即A 口值时要对不

同时期的玉米进行检测 玉米的成长进入八

叶
、

十叶
、

十二叶
、

十四叶时

º取样
:

在不同时期测量的即A。值时 也
要对各小区内的玉米株进行取样 采用从中间三

行随即挑选三株的万法 采集的样品在 1。叮c 杀

青加 m
旧
后 于既℃烘至恒重并称重 将样片绞

碎后混合均匀让回妥善的封存好 等待测定

(3) 分别对各时期取回样品测定干物质
重 茎

、

叶
、

籽粒
(4) 玉米茎

、

叶和籽粒中全氮的测定
:

采用日2弓0 4一日20 2消煮 全自动流动分析仪分

析全氮含量
(别 玉米茎

、

叶和籽粒中全磷和全钾的

测定
:

采用日2吕0 4一日20 2消煮 磷钥兰 比色法

和火焰光度法

(6) 收获后测百粒重
、

产量

( 7 ) 玉 米籽粒品质分析
:

近红外谷物分

析仪分析籽粒品质

加 呈
‘

V
”

字型 籽粒中氮素含量呈先减后

增趋势并在完熟后达到最大含量 其中 氮

含量以处理 7为最高
4 3 不同时期氮素调控对玉米干物质的影响

处理

川 玉 米茎叶干 物质 之 间的变 化规律

差别不大 可 以说是几乎相同的 拔节期到

抽雄期是玉米获取营养的生长阶段 茎 叶干

物质会慢 }曼的增加 一直会增加到抽雄期完

成 这一过程 中都是玉 米营养的积累过程

之 后转变到 生殖 生长阶段 这时茎 叶中的

营养会转移到籽粒里 面 去 干 物质会逐渐

减少 并且 以处理 7 即施氮量为 15。吻/
h耐 十叶期追肥的处理最高

(2 ) 籽粒干 物质的增加是覆盖 了整个生

殖生长阶段的 对于接受了施氮处理的作物

比起没有施放的作物来说 所有阶段其干物
质的积累 都会比较高 到完熟期两个品种玉

米处理7干 物质均最高 且处理5与其他施氮

处理相比差异从蜡熟期到完熟期达最大 也

就是说当施氮量为 15。电/ h耐 在十叶期的时

候追加肥料 能够显著地提高籽粒的干物质

积累量 也就是说能够提高产量

表1 施肥方案

氮肥总 用

量 基肥用量 追肥用量

冈也一0:;曝 嚣聪 塌肥时

不追肥

八叶

八叶

八叶

+ 叶

+ 叶

+ 叶
+ 二叶

十 二叶

+ 二叶

+ 四叶

+ 四叶

+ 四叶

4 结果与分析
4 1 不同时期氮素调控对玉米含氮量的影响

(1) 在玉米的整个生育期内 叶片中氮素

含量呈现递减趋势 而茎中氮素含量在进入灌浆

期后有明显增加 进入蜡熟期后有所下降 但进

入完熟期后氮素再一次增加 籽粒中氮素含量呈

先减后增趋势并在完熟后达到最大含量

(2 ) 玉米生育早期叶片氮素含量较高 到

达 12叶期含氮量最高 玉米营养生长达到最旺

盛 随后下降 其原因是玉米的生长过程中 伴

随拔节期和抽穗期的到来 玉米内部的氮素会开

始从叶片流向籽粒里面 以满足玉米生殖生长的

各项需要 也就是说营养物质开始转移 因此会

阳氏 要在该时期追肥
( 3) 收获干 物质中 各部位含氮量 由多

到少的顺序为
:

粒> 茎 > 叶
4 2 不同时期氮素调控对玉 米各器官氮含量

变化的影响

从测定值可 以看 出
:

在玉米 的整个生

育期内 生育早期叶片氮素含量 较高 叶片

中氮素含量呈现递减趋势 茎中氮素含量在

进入灌浆期后有 明显 下降 进入蜡熟期后下

降速度减慢 但进入完熟期后氮素再一次增

5 结论
5 1 氮素调控对氮素在茎

、

叶
、

籽粒氮素积

累的影响规律

不管是籽粒的氮素积累量还是从植株的总

氮素积累量这两个万面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

以处理 7即氮量为 15抛 / 腼
2

十叶期追肥处理最

高 此外接受施氮处理的作物其干物质量都要比

没有接受施氮处理的作物要高出一部分 尽管有

些植株的总氮素积累量不会比处理 7少多少 但是

它的籽粒氮素积累量肯定是要少于处理7的 而且

这个差距还比较大 并且 玉米在八叶和十叶这
两个阶段 籽粒对于氮素的积累不足 氮素就会

积累在茎叶里面 对于提高产量是没有益处的
5 2 氮素调控对干 物质积 累的影响

玉 米干 物质积累 总 量 均以 处理 7 居 最

高 且所有施氮处理总 干物质量 都显著高于

对照处理 处理 7 的茎叶
、

籽粒以及总量 在所

有处理中居最高 但苞轴却相对较低 而其

他处理则相反 这也决定了处理 7 即氮量 为

1朋魂/ 腼
2

十叶期追肥处理的高产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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