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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旱地玉米秋施肥可有效地蓄积丰富的秋水供春用"改善土壤墒情"为玉米种子的萌动生长创造一个良

好的环境# 秋施肥后"玉米苗全$苗壮"单位穗数$穗粒数和穗粒重增加# 秋施肥较传统施肥水分利用率提高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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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省半湿润偏旱$冬春降水少$春季风大$
春旱频繁$ 秋雨多及秋墒好的特点和该地区生产中

普遍存在的施肥过浅的状况" 造成该地区旱地玉米

水肥利用率低下# (""" 1 (""( 年在原平市崞阳镇石

寺村安排了旱地玉米施肥技术试验" 并进行了一系

列蓄水保墒的抗旱研究"总结出一套高产$高效的旱

地玉米底肥秋施技术#

! 材料与方法

<=< 基本情况及试验材料

试验于原平市崞阳镇石寺村进行" 该地区无霜

期 !-" 1 !)" N"年降水量 )#" 66 左右"主要集中在

b$+$% 月份") 月下旬大气干燥"土壤墒情较差"前茬

玉米# 供试土壤为黄壤"供试品种为沈单 !"#
<=> 试验方法

!"#"! 春!秋施肥效果对比试验 施肥量相同"均为

每公顷施尿素 b#" 23 和过磷酸钙 &"" 23" 小区面积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作者简介! 郑联寿,!%#&$."男"山西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副所长"副

研究员" 主要从事玉米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技 术 研 究 工

作# ^JW!"-#"$+&((&(+ !-&"-#""b((

&&/b 6(#秋施肥是在前一年 !" 月下旬结合秋深耕将

肥料施入 !" 1 (" X6 深的土层中" 春施肥是在 ) 月

下旬即播种前" 结合播种将肥料施入 ) 1 & X6 深的

土层中#
!"#"# 秋 施 肥 不 同 培 肥 方 式 试 验 普 施 尿 素 b#"
23 4 56( 和过磷酸钙 &"" 23 4 56(" 在此基础上设!!
对照%"秸秆直接还田"秸秆量 & """ 23 4 56(%#秸

秆覆盖还田"覆盖量 & """ 23 4 56(%$施骡马粪 )# """
23 4 56(# ) 月下旬播种#

土壤$肥料和植物样品养分含量"采用常规方法

进行分析测定"土壤水分用烘干法测定"玉米生育前

期调查出苗率"测定叶绿素含量$根系伤流量# 按小

区收获"室内考种"计算产量#

( 结果与分析

>=< 秋施肥的增产增收效果

从 - 年试验结果看 ,表 !." 秋施肥与春施肥相

比" 玉米产量提高 #&#/" 1 +b&/" 23 4 56(" 增产幅度

!"/"0 1 !-/b0# 秋施肥"一方面由于玉米产量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秋$春季肥料的季节差价"每公顷增加

收入 #+(/( 1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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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施肥对养分吸收利用的影响 玉米植株地

上部分积累的养分量! 反映了玉米对土壤和肥料养

分的利用效率"由表 ! 可以看出!秋施肥有利于养分

在子粒中的积累!植株地上部分积累增加!其中氮积

累量增加 "#$" %& ’ ()"!磷*+",-.增加 !$/ %& 0 ()"!因

而提高了玉米植株的生物学产量! 经济产量也相应

提高"

秋施 春施 秋施 春施 秋施 春施

"### /!$1 /#$/ !2#3- !-#$/ /1$" /4$/
"##/ /-$2 /2$/ 225$4 2-"$! /2$" /!$/
"##" /5$4 /5$/ 2-4$6 24532 /234 /!3-

*%& 0 ))#()".*)).含水量*7.
水分利用率生育期耗水量播后耕层土壤

年 度

表 ! 春!秋施肥水分利用状况

秋 施 春 施 *%& 0 ()". *7. 玉米收益 肥料差价 总收益

"### 4 6/2$- 4 #!-$# 551$- /"$1 551$- "6$/ 6#5$4
"##/ 4 "/#$# - 42-$# -4-$# /#$# -4-$# /5$" -6"$"
"##" 5 "61$- 4 2/!$- 654$# /!$5 654$# !2$# 1/#$4

秋施比春施增收*元 0 ()".秋施比春施增产产量*%& 0 ()".
年 度

表 " 春!秋施肥效果比较

!#! 秋施肥的增产机制

""!"# 秋施肥对水分利用率的影响 从旱地水分动

态分布看!土壤解冻*! 月下旬.到雨季来临之前为快

速失墒期!这一时期是全年土壤含水量较低的时期!
耕层失水最迅速!此时正值春播季节!大部分土壤耕

层含水量低下!如若进行春播耕翻施肥!加重了耕层

水分的散失$而秋季结合深耕施肥!可起到秋保春

墒的作用!春季如遇干旱!可直接播种!避免翻动耕

层土壤!有利于抗旱保全苗% 经测定!播后耕层土壤

含 水 量 秋 施 肥 春 季 不 耕 翻 比 春 季 耕 翻 施 肥 提 高

#$-7 8 !367" 秋施肥和春施肥比较!生育期耗水差

异不大! 但单位面积上消耗同样水量时玉米子粒产

量明显增加!水分利用率提高 /3/ 8 !3/ %& ’ *))&()".
*表 ".%

%& ’ ()"

9 +",- 9 +",- 9 +",-

"### 秋 !53# /-3" /!/34 "136 /4634 2-3#
春 2"3# /436 1631 "-34 /2#31 2"32

"##/ 秋 !13" /23" /"23" "53- /4!32 2/35
春 2#3/ /-3# /#-3! "236 /2-32 !136

"##" 秋 !63- /23- /!"35 !234 /5/3" 213/
春 2"3/ /-34 //23" "635 /-43! 223!

总计 秋 //235 2!31 !663- 1/31 -#!3" /!-36
春 /"23! 2532 !/632 513/ 22"34 /"43-

平均 秋 !63" /234 /"13- !#34 /4535 2-3!
春 2/32 /-36 /#43/ "432 /253- 2"3"

植株养分积累量子粒养分积累量秸秆养分积累量
施肥时期年 度

表 $ 不同施肥方式植株养分积累状况

!"!"$ 秋施肥对玉米生长状况及产量的影响 尿素

秋季深施到 /# 8 "# :) 的土层! 而玉米播种深度为

2 8 4 :)!保证玉米种子与化肥间不相互接触!不会

引起’烧苗(现象%秋施肥后春季不再耕翻!耕层土壤

水分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从而减少了土壤水分散失%
玉米子粒在适宜的条件下萌动)出苗)生长!显著提

高了出苗率% 另外!底肥在较深的土层施用!促进了

玉米根系的生长% 根系发达!植株叶绿素含量)伤流

量增加!表现为苗全苗壮%秋施肥还能充分利用土壤

中的有效养分和水分!改善玉米植株的营养代谢!促

进光合产物向穗部的运输和积累! 使单位穗数)穗

粒数)千粒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玉米单位面积

产量提高! 经试验底肥秋施较春施肥增产 2!"$# 8
/ ##!$- %& 0 ()"% %下转第 && 页’

出苗率

*7. 根长*:). 叶绿素含量*)& 0 &&;<. 伤流量 穗数*穗 0 ()". 穗粒数*粒. 穗粒重*&.

"### 秋 1"$! -6$- "$5- /$2" -# /2# -1# "24$-
春 6/$4 -#$2 "$46 #$11 24 "1# -2# "!5$6

"##/ 秋 1-$4 5#$4 "$26 /$5# 25 16# -6# "54$-
春 1-$- 46$- "$!/ /$!4 24 /#- -!4 "-/$4

"##" 秋 1!$# /#2$# !$#6 "$/2 21 #2# 42# !42$-
春 61$# 1#$# "$14 /$11 25 "/# 4"- !"2$5

产量构成苗 期
施肥时期年 度

表 % 春!秋施肥对玉米幼苗生长状况及产量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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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 讨 论

秋施肥和春施肥比较! 玉米产量提高 "!#$% &
’ %%!$( )* + ,-#!增 产 ’%$%. & ’!$/.!增 加 纯 收 入

!"0$1 & 2!($! 元 + ,-#" 秋施肥减少了田间作业!改

善了耕层土壤状况!有利于种子萌发" 由于肥料深

施!促进了根系生长!减少氮素的挥发损失"秋施肥

有抗旱蓄水的作用!提高了土壤含水量!确保苗全

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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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单项指标分析" 根据上图所示!在试验范围

内依照各自的曲线变化情况!可得出#
菌丝生长速率#碳$氮源不同浓度对菌丝生长速

率的影响都很小" 在碳源为 % 水平条件下!氮源在

:’ & %$’%# 2 水平内! 菌丝生长速率随氮量的增加

略有上升! 而在 %$’%# 2 水平以上! 又慢慢降低!而

在:%$( & %$( 水平范围内! 速率变化受氮量影响很

小" 在氮源为 % 水平条件下!碳源在:’ & %$#0 水平

范围内! 菌丝生长速率随碳量的增加略有降低!在

%$#0 水平以上略有上升! 而在 % & %$( 水平范围内!
菌丝生长速率变化受碳量影响很小"

菌核粒数# 氮源对菌核粒数的影响明显大于碳

源"在碳源为 % 水平条件下!菌核粒数随氮源浓度的

增大几乎呈直线上升" 在氮源为 % 水平条件下!碳

源在:’ & %$(" 水平范围内!菌核粒数随碳源浓度的

增大上升较明显! 而在 %$(" 水平以上略有下降!其

中 %$( & %$1 水平范围内变化微小"
菌核干重# 氮源和碳源对菌核干重的影响都很

大!在一定范围内随其浓度的增大菌核干重增加"在

碳源为 % 水平条件下!氮源在:’ & %$! 水平范围内!
菌核干重明显随之加重! 在 %$! & %$2!0 水平范围

内!加重幅度减慢!而在 %$2!0 水平以上略有降低"
在氮源为 % 水平条件下! 碳源在:’ & %$( 水平范围

内!菌核干重明显加大!%$( & %$0 水平范围内加重缓

慢!而在 %$0 水平以上有所降低"
7#8综合指标分析" 根据图 ’ 及单项指标分析知

道!碳量和氮量对菌丝生长速率影响很微小!所以在

选择最佳浓度范围时!以菌核粒数$菌核干重为主要

考虑因素" 在碳源为 %$" & %$( 水平%"%$% & "#$( * + ;&
范围!菌丝生长速率$菌核干重$菌核粒数的数值较

大而且在此范围变化很小" 在氮源为 %$! & %$" 水平

%#$(0( & #$/0% * + ;&范围! 菌丝生长速率$菌核干重$
菌核粒数的数值较大而且基本稳定" 因此!碳$氮源

浓度在上述范围内!较适宜玉米纹枯病菌生长!其菌

丝生长速率$菌核粒数$菌核干重的数值都较高"

! 小 结

本试验结果是#培养基中不同碳$氮源浓度对玉

米纹枯病菌生长有明显影响!并以碳源$氮源含量分

别为 "%$% & "#$( * + ;$#$(0( & #$/0% * + ; 时为较理想

的浓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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