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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聚天冬氨酸增加玉米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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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天冬氨酸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绿色化学品"在农业中可用作肥料增效剂$ 试验显示"施用聚天冬氨

酸可使玉米水培的生物学产量增加 #*,./"玉米盆栽生物学产量增加 !*,0/$ 施用肥料增效剂聚天冬氨酸对土壤性

质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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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天 冬 氨 酸 ’EKLMG@NGOP8Q GQ8R; E21E-可 生 物 降

解"无毒"不破坏生态环境"被人们誉为%绿色产品&$
聚天冬氨酸在农业上可作为肥料增效剂" 增加作物

对肥料的吸收"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产量"改善

果实品质"减少肥料用量$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肥料作为重要的农业生

产资料之一"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化肥施用量于 !%%0 年居世界首位"但当季化肥

利用率普遍在 *"/左右" 而发达国家 高 达 #"/ [
&"/" 化肥的损失非常严重$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以

外"还有大量使用肥料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

水体富营养化"农田 5 素逸出对大气层特别是臭氧

层的影响等"此外"还常会产生对人畜健康密切相关

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因此"对肥料增效剂的研究有着

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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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施用聚天冬氨酸对玉米生长的影响进行

了试验研究"以确定聚天冬氨酸使用浓度’使用技

术及使用后对土壤的影响"为其推广应用提供科学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盆栽及水培试验肥料!复混肥 5$E(_#$‘(_a!#$
!#$!#$

肥料增效剂聚天冬氨酸! 重均分子量 0*"""实

验室制备$
试验所用土壤为中性土"土壤农化性状为!有机

质 !,%%/’NDb,(’全氮 ",!0/’水解氮 !0",0( UC c SC’
速效磷 !0,%. UC c SC’速效钾 !0#,#& UC c SC$
>?@ 试验设计

对玉米的水培和盆栽分别进行试验$ 试验中所

用肥料增效剂的浓度为!#*’(&# 和 #*" UC c 3$
!"#"! 水培试验

!" U3 水中加 #" U3 聚天冬氨酸溶液" 每盆复

混肥用量为 ",!& C$ 试验于 (""( 年 0 月 !. 日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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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盆中播种 ! 粒露白玉米种子!! 月 "# 日收获并

考种!观察幼苗生长情况" 共设 $ 个处理#!无肥对

照$"复混肥$#无肥%低浓度聚天冬氨酸溶液$$
复混肥%低浓度聚天冬氨酸溶液$%无肥%高浓度聚

天冬氨酸溶液$&复混肥%高浓度聚天冬氨酸溶液"
!"#"# 盆栽试验

试验在上海化工研究院肥效试验场进行! 每盆

装土 & !’( )" 施肥方法#肥料在基肥中一次施入!与

盆中间 " * & 土壤混匀" 肥料用量#常量复混肥处理!
每盆施复混肥 &+, )-相当于 . (/! )0"1’’1 年 $ 月 ",
日播种!每盆播 2 粒露白种子" 共设 3 个处理!& 次

重复"
-"4在基施复混肥基础上!在苗期阶段追施 & 次

聚天冬氨酸溶液"
处理 " 至处理 ! 在施基肥后 -# 月 " 日除对照

外4!各处理均追施 "5尿素溶液 !( 67!并第一次追

施聚天冬氨酸溶液 "’’ 67$# 月 "" 日 按处理每盆

施 "’’ 67 聚天冬氨酸溶液$# 月 1, 日按处理每盆

施 "’’ 67 聚天冬氨酸溶液" 2 月 1, 日收获青苗并

计产量"
处理 "#无肥8中浓度聚天冬氨酸$
处理 1#常量复混肥$
处理 &#常量复混肥8低浓度聚天冬氨酸$
处理 ,#常量复混肥8中浓度聚天冬氨酸$
处理 !#常量复混肥8高浓度聚天冬氨酸"
914部分聚天冬氨酸与复混肥一起作基施!在苗

期阶段再追施 & 次聚天冬氨酸溶液"
处理 $ 至处理 3 在施基肥的同时!每盆各施配

制的低%中%高浓度聚天冬氨酸溶液 !( 67$# 月 "
日除对照外!各处理均追施 "5尿素溶液 !( 67!并

第一次追施聚天冬氨酸溶液 !( 67$# 月 "" 日按处

理每盆施 "(( 67 聚天冬氨酸溶液$# 月 1, 日按处

理每盆施 "(( 67 聚天冬氨酸溶液" 2 月 1, 日收获

青苗并计产"
处理 $#常量复混肥8低浓度聚天冬氨酸$
处理 ##常量复混肥8中浓度聚天冬氨酸$
处理 2#常量复混肥8高浓度聚天冬氨酸$
处理 3#对照-无肥%无聚天冬氨酸4"

1 结果与讨论

!"# 玉米水培试验结果

将水培试验 &( : 的幼苗收获并考种!幼苗生长

情况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施用肥料的各处理-处理 1%

,%$4其生物学产量%株高和叶片数均优于无肥的各

处理-处理 "%&%!4" 仅施用聚天冬氨酸的处理 & 和处

理 !!其生物学产量和叶片数与对照-处理 "4无明显

差异!而株高更矮" 由此可见;在无肥条件下仅施用

聚天冬氨酸!对玉米生长无促进作用"聚天冬氨酸不

是肥料;它不能直接给予植物养分"

由表 " 还可见! 在施用肥料的基础上施用聚天

冬氨酸的处理 ,%$! 其生物学产量分别增加 !(/25
和 !&/25!株高也高于仅施用复混肥的处理 1" 从处

理 ,%$ 来看! 施用高浓度聚天冬氨酸溶液其生物学

产量%株高%叶片数均稍高于施用低浓度聚天冬氨酸

溶液的处理"由此可见!聚天冬氨酸能促进玉米吸收

肥料!明显增加玉米生物学产量"
!"! 玉米盆栽试验结果

将盆栽试验 #( : 后的玉米收获并计产量!结果

见表 1 和表 &"

从表 1%表 & 玉米收获后植株株高情况来看!无

肥条件下中浓度聚天冬氨酸处理-处理 "4比无聚天

冬氨酸处理-处理 34植株略偏高!但明显低于常量复

混肥的各处理-处理 1%&%,%!%$%#%24!说明聚天冬氨

酸无肥效!不能替代肥料$施加常量复混肥处理中!
追施低%中%高浓度聚天冬氨酸的处理-处理 &%,%!%
$%#%24植株高于无聚天冬氨酸处理-处理 14!从聚天

冬氨酸低%中%高浓度来看!中浓度聚天冬氨酸处理

-处理 ,%#4株高稍高于低浓度-处理 &%$4及高浓度-处

处理编号 株高-<64 叶片数 生物学产量-)4 增减产-54

" 1$/! ,/( &/2 =,"/!
1 1$/! ,/$ $/! >
& 1&/$ &/2 &/# =,&/"
, &,/" ,/, 3/2 !(/2
! 1$/( &/2 &/$ =,,/$
$ &!/1 ,/2 "(/( !&/2

表 $ 施用聚天冬氨酸对玉米水培生长的影响

处理编号 株高9<64 生物学产量9)4 增减产954

" $!/$ !$/( =2(/,
1 32/$ 12!/( =
& "(1/3 &""/& 3/1
, "(2/# &11/& "&/"
! "(,/! 1#!/& =&/,
3 !&/1 ,#/( =2&/!

表 ! 施用聚天冬氨酸对盆栽玉米生长的影响

处理编号 株高9<64 生物学产量9)4 增减产954

1 32/$ 12!/( =
$ "(3/& &(2/& 2/1
# """/( &(#/# 2/(
2 "(2/! &1&/& "&/,
3 !&/1 ,#/( =2&/!

表 % 部分基施聚天冬氨酸对盆栽玉米生长的影响

& 期 "("冷一欣等#施用聚天冬氨酸增加玉米产量的研究



理 !!"#聚天冬氨酸处理"
考查玉米收获后生物学产量可见# 各处理的产

量与植株株高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无肥$中量聚天

冬氨酸处理%处理 &’的生物学产量稍优于无肥无聚

天冬氨酸处理%处理 ()$常量复混肥*聚天冬氨酸处

理+处理 ,!-!!!.!/!")#除了处理 ! 偏低外#均优于

常量复混肥无聚天冬氨酸处理 +处理 0)" 由表 , 可

见#聚天冬氨酸全部作追施#中浓度聚天冬氨酸处理

后的生物学产量最高"由表 - 可见#聚天冬氨酸部分

作基施# 其生物学产量随着施用聚天冬氨酸浓度的

增加而升高#高浓度处理+处理 ")所得玉米的生物学

产量最高"在玉米整个生长过程中#基本无明显发病

情况"
从作物长势长相来看+图片略)#施复混肥处理

+处理 0 1 ")相对于无复混肥对照+处理 & 和处理 ()#
叶色浓绿#茎秆粗壮#个体高大#无肥处理植株矮小"
!"# 施用聚天冬氨酸后对土壤的影响

将玉米盆栽试验结束后的土壤晾干# 取样分析

处理编号 水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 &&.2./ &32,! &,-233
0 &3"20" 0-2(/ &3.2"!
, (/2-. ,32!& &&32/!
- &30233 0-20/ &3/2/&
! &,,23( &"2.- (/2((
. &0!2/! 0&20. "02-&
/ &3-23( ,32,! "/2-/
" &3.2!- 0!2(" "!2--
( &3/2(- "2!/ &3,20!

注%聚天冬氨酸部分作基施"

表 $ 玉米盆栽试验后土壤养分情况 45 6 75

各盆中土壤养分情况%表 -#"
由表 - 可见#在无肥条件下#施用聚天冬氨酸试

验后%处理 &##土壤的水解氮!速效磷!速效钾高于无

聚天冬氨酸的土样%处理 (#$在复混肥基础上#施用

低!中!高 浓 度 的 聚 天 冬 氨 酸 %处 理 ,!-!!!.!/!"##
其平均水解氮!速效磷含量高于或接近复混肥处理

%处理 0##其平均速效钾含量稍低于复混肥处理%处
理 0#" 由此可见#施用聚天冬氨酸对土壤性质无明

显影响"

, 结 论

聚天冬氨酸不是肥料8 它不能直接给予植物养

分" 它是一种肥料增效剂#在施用肥料的基础上#基

施和追施聚天冬氨酸对玉米生长均具有较好的促进

作用# 可使玉米水培的生物学产量增加 !,2"9#玉

米盆栽生物学产量增加 &,2-9" 对土壤性质无明显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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