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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长效剂!肥隆"在玉米上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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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肥料利用率低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氮肥长效剂肥隆与氮肥配合施

用"变多次施肥为一次基施"提高了肥料利用率"满足玉米整个生育期对氮素的需要"增产增收效果明显"增产幅度

("#/# 0 ! ,&"/" 12 3 45("增产率为 (/(6 0 !#/,6# 肥隆多点大面积应用的结果"为我国缓’控7释肥料的研制提供了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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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在提高我国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肥

料的低利用率严重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据统计"
我国化肥的年消费总量达 ) !"" 万 :’纯养分7"居世

界第一"而氮肥当季利用率仅为 ,"6 0 ,#6"每年通

过淋溶% 挥发等途径损失氮素约 %"" 万 :" 价值约

)"" 亿元"肥料利用率低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降低

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 长期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肥料利用率低下"特

别是氮肥中氮素不能为作物充分利用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现有化学肥料溶解过快"作物来不及吸收"损

失严重#因此"减缓%控制肥料的溶解和释放速度"已

成为提高作物对肥料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由

沈阳生态所研制的氮肥长效剂’肥隆7集脲酶抑制%

硝化抑制%氨稳定剂及植物生长刺激作用为一体"与

氮肥按配比施用"变氮肥多次施用为一次基施"在玉

米整个生育期间可以不追肥"具有延长氮肥肥效期%
提高氮肥利用率%增强作物抗逆性%促进早熟%高产

优质的功效#几年来在玉米上多点大面积应用"均取

得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

! 氮肥长效剂’肥隆7的应用效果

!"! 依兰农场的试验结果

试验为大区对比试验"试验面积为 ( 45("对照

面积为 , 45("选择同块地不设重复"进行生育期调

查"收获时试验和对照分别取有代表性 , 点"每点取

&&/&. 5("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玉米施用肥隆"生育期各项指

处 理 株高 叶片数 干黄叶片 产 量 比对照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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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玉米生育期性状表现及产量结果

标 均 好 于 对 照" 平 均 每 公 顷 增 产 #")/, 12" 增 收

)",/)) 元 -按玉米价 "/+" 元 3 12 计7" 扣除肥隆成本

&" 元-肥隆 # 元 3 127"公顷纯增收 ,),/)) 元#
!"# 新华农场的试验结果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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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为大区对比试验"试验面积为 ," 45("公顷

基施尿素 ("" 12 加肥隆 !( 12" 种肥尿素 +" 12"二

铵 !+" 12"钾肥 #" 12# 对照公顷施种肥二铵 !+" 12"
尿素 +" 12"钾肥 #" 12"苗期公顷追施尿素 ("" 12"
试验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用肥隆拌尿素深施"玉米各项

指标均好于对照"平均公顷产量 & +#" 12"对照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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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产量 ! "#! $%! 增产 "&! $% ’ ()*! 公顷纯收入 +"+,## 元-玉米价 #,.# 元 ’ $%!扣除肥隆 +# 元/"

穗 长 秃尖长 穗粒数 穗粒重 百粒重 产 量 增 收

-0)1 -0)1 -粒1 -%1 -%1 -$% ’ ()*1 -$% ’ ()*1 -21 -元 ’ ()*1

试验 *#,# #,.3 &*!,3 4&!,# 34,5! + .!# "&! 4+ 5!+,##
67 4",! *,4. 3+&,# 4*&,# 3#,5# ! "#!

比对照增产
处 理

表 ! 新华农场肥隆试验结果

"#$ 吉林省通化市的试验结果

通化县快大茂镇和柳河县红石镇的试验采用小

区对比!设 & 个处理#!对照!尿素 453,!! $% ’ ()*8
三元素复合肥$"肥隆8尿素 453,!! $% ’ ()*8三元素

复合肥$#肥隆8尿素 4+4,.* $% ’ ()*9减氮 +,.218三

元 素 复 合 肥 $ $肥 隆8尿 素 4!#,#" $% ’ ()* -减 氮

43,!218三元素复合肥" 小区面积 3# )*!3 次重复!
随机排列!结果见表 3 和表 &"

0)

调查日期

-月%日1 株 高 茎 粗 株 高 茎 粗 株 高 茎 粗 株 高 茎 粗

+%4# 3&,4 4,& 3.,4 4,! 33," 4,& 3.,# 4,!
+%4! !5,. 4,& +&,. 4,+ +*,& 4,+ +&," 4,5
+%*# 5&,4 4," .#,+ *,# .4,# *,4 .4,. *,4
+%*! "+,4 *,! 4#&,! *,5 4#3,4 *,+ 4#&,* *,5
+%3# 4*5,4 *," 43!,+ 3,4 43!,* 3,# 43&,* 3,4
5%#! 45#,3 3,* 45+,& 3,! 45+," 3,! 45+,4 3,&
5%4# *4*,* 3,& *4&,# 3,+ *4.,& 3,5 *45,! 3,+

处理 &处理 3处理 *处理 4-671

表 $ 生育期株高和茎粗调查结果

+ 月 4# 日到 5 月 4# 日 5 次调查结果表明!肥

隆氮肥区玉米生长繁茂!叶色浓绿!其株高和茎粗均

高于对照区" 从表 & 可以看出! 处理 * 要比对照处

理 4 公顷增产 5+#,# $%!增产率为 .,!32" 在氮肥减

量 +,.2和 43,!2的情况下! 玉米产量不仅没有减

产!反而有增产的趋势" 其中以处理 3-氮肥量比处

理 * 减量 +,.2!其余同处理 *1的产量为最高!与处

理 * 相比!增产 +,*2!比处理 4 增产 4!,*+2"处理 &

小区平均产量 产 量 增 产 增产率

-$% ’ 3# )*1 -$% ’ ()*1 -$% ’ ()*1 -21

4-671 *+,53 . "4# # #,##
* *",#4 " +5# 5+# .,!3
3 3#,.4 4# *5# 4 3+# 4!,*+
& *.,!+ " !*# +4# +,.!

处 理

表 % 通化市玉米测产结果 要比处理 4 增产 +,.!2" 这说明使用肥隆提高了氮

肥利用率!氮肥量过高反而会造成减产"若采用处理

3 的氮肥量! 达到同产量每公顷至少可节省氮肥量

3# $%"
"#% 吉林省东丰县的试验结果

试验分别设在中育乡新合村& 猴石镇猴石村及

和平镇荒营村" 试验采用小区对比!设 & 个处理#!
对照" 底&种肥相结合!每个小区施二铵 #,& $%&尿素

#,* $%&钾肥 #,3 $% 作底肥!二铵 #,* $% 作种肥!尿素

#," $% 作追肥$"二铵 #,+ $%&尿素 4,4 $%&钾肥 #,3
$% 作底肥一次施入$#二铵 #,+ $%&尿素 4,4 $%8#,#.
$% 肥隆作底肥一次施入$$腐殖酸复合肥 *,3 $%8肥

隆 #,#5 $% 作底肥一次施入" 小区面积 3# )*!3 次重

复!随机排列!结果见表 !"

株 高 茎 粗 秃尖长 穗粒数 百粒重 穗粒重 产 量 增减产 比对照增减

-0)1 -0)1 -0)1 -粒1 -%1 -%1 -$% ’ ()*1 -$% ’ ()*1 -21

和平 4 344,! 3,# 4,# 54! 34,5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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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石 4 *+&,* 3,* *,4 5*# 34," **",5 . +44,#
* *+!," 3,4 4,3 +"5 3#,5 *43," " *++,5 ++5,# 5,5
3 *5#,& 3,4 4,4 53. 3*,4 *3+," " *33,3 +3#,# 5,3
& *5*,3 3,3 4,3 5&" 3*,3 *&4," " 35#,# 5!4,# .,.

中育 4 *+3,3 *," *,& 54. 34,+ **+," . +++,#
* *5&,. *,. *," +"& 3#,. *43,. . &++,# :*##,# :*,3
3 *+.," 3,# *,& 5&& 3*,! *&+,5 . "33,# *+5,# 3,4
& *5#,. 3,# *,3 5!" 3*,! *&+,5 " *++,# +##,# +,"

处 理试验地点

表 & 生育性状及产量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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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丰县 ! 个点的生育性状和产量性状都以处理

" 为最好!其次为处理 !!以处理 # 为最差"处理 # 与

对照处理 $ 相比! 由于没有使用肥隆且尿素一次作

底肥!而处理 $ 尿素 %&’作追肥!所以处理 # 各项

指标均低于处理 $" 小区产量也有相同的趋势!! 个

试验点均以处理 " 为最好!与对照处理 $ 相比!! 点

平均公顷增产 ("$)* +,!平均增产率为 -)!!.#其次

为处理 !!虽然使用了肥隆!但由于没有施用钾肥!

营养不均衡!产量与处理 " 相比差异较大"与生育性

状和产量性状相同!处理 # 小区产量为最低/其中猴

石村处理 # 的产量较高!可能有误差0!与对照处理

$ 相比公顷减产 #$-)& +, /和平与中育两试验点1!减

产 #2"*."
!"# 沈阳市多点试验结果

肥隆在沈阳市 $& 个乡镇玉米上试验应用!均取

得明显的增产效果"

序号 试验地点 玉米品种 处理 穗粒数/粒1 百粒重/,1 产量/+, 3 45#1 增产/+, 3 45#1 增产率/.1

$ 新城子区清水 掖单 $! 肥隆 ((%)& !$)$ 6 "%*2% "(62! *2#
对照 ("&2& !&2! 6 &$(2*

# 苏家屯区陈相 沈试 #6 肥隆 *-#2& "&2$ 6 6**2& $ &"62* $$2%
对照 *!#2& "&2& % 6&*2*

! 东陵区高坎镇 6-$! 肥隆 (#*2& !(2& 6 $$#2" (!*2( -2*
对照 (#%2& !(2& % "-(2%

" 东陵区王滨乡 沈试 #6 肥隆 *&"2& !%2& % &6(2& %#(2$ $$2"
对照 "(&2& !-2* - #(626

* 东陵区桃仙镇 辽 6"$& 肥隆 ("&2& !*26 6 #*62" -$&2- %2!
对照 (#%2& !"2* % *"%2-

( 东陵区桃仙镇 辽 6*$& 肥隆 (-&2& !!2& 6 ""(2% --*2$ %26
对照 (!*2& !!2& % (-$2-

- 东陵区祝家镇 京引 % 肥隆 "6%2& "$2* % %6*2$ %-%2( $&26
对照 "-"2& "&2$ % &$(2*

% 东陵区李相镇 京引 ( 肥隆 -6&2& !&2& 6 6"62& -((2$ %2!
对照 -%&2& !&2# 6 $%#26

6 东陵区李相镇 新铁 $& 肥隆 *(%2& !-2* 6 !"!2! -*#2( %2%
对照 *(*2& !(2# % *6&2-

$& 康平县两家子 沈试 #6 肥隆 (##2& !(2& 6 !#*2! **&2# (2!
对照 (&#2& !*2& % --*2$

平均 肥隆 ($*2- !*2" 6 #%(2% -"$2" -2*
对照 *6"2" !"2% % *"*2"

注$磷%钾肥为当地传统施肥量"

表 $ 玉米上用!肥隆"采用氮肥基施多点试验的产量结果

从表 ( 可以看出! 施用肥隆玉米各项产量指标

均有所提高! 不同品种之间有差异" 平均公顷增产

-"$2" +,!平均增产率为 -2*’!公顷增加收入 *6!2$&
元7玉米按 &)%& 元 3 +,1!扣除肥隆成本 (&)&& 元!每公

顷增加纯收入 *!!)$& 元"

# 结 论

/$1综上所述!氮肥长效剂肥隆在玉米上多点试

验应用! 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增产幅度为 #&*)* 8
$ !(&2& +, 3 45#!增产率为 #2#. 8 $*2!." 根据小区

定点定期调查!玉米施用肥隆!植株在苗期%中期%成

熟期长势都好于对照!株高和茎粗均高于对照"
/#1施用肥隆可使氮肥肥效期延长!提高了肥料

利用率"变氮肥多次施用为一次基施!作物整个生育

期不用追肥!降低了生产成本"肥隆也可使各种含氮

的专用肥%复混肥及生物有机复合肥增效!并适用于

各种不同类型土壤"
/!1缓 /控 1释 肥 料 代 表 了 世 界 肥 料 发 展 的 总 趋

势!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此!许多

发达国家正致力于应用现代技术!促进生产%研究和

施用相结合!发展高浓度优质专用复合肥和缓释%控

释型肥料" 在我国!随着化肥用量的不断增加!在农

产品追求产量与质量并重! 以及减少环境污染的多

重目标要求下!开发缓/控1释肥料!提高肥料利用率

显得更为重要"肥隆在玉米上的多点大面积试用!为

缓/控1释肥料的研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我国缓

/控1释肥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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