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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素对冬小麦产量的亏缺及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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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 杨陵

〔摘 要 〕 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了正常灌水条件下
,

不同生育阶段氮素亏缺对冬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越冬期和拔节期氮素亏缺对冬小麦的产量影响最大
,

后期缺氮对其产量的影响最小
。

总的来看
,

冬小麦对氮素

的亏缺敏感期在越冬期和拔节期
,

尤以拔节期更为迫切 补偿有效期在拔节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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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肥是农业生产系统中
,

在特定作物与生态条

件下影响产量的众多可控因子中最活跃的因子
。

要

解决北方旱农区水资源短缺
、

肥料利用率不高的问

题
,

必须做到水肥藕合
。

而要做到这点
,

必须确定水

分
、

养分藕合的关键期
、

高效期和迟钝期
,

因此必须

首先根据作物的需水
、

需肥规律
,

查明不同作物对水

分
、

养分需求的关键期和亏缺敏感期 一 〕。

关于冬小

麦氮素需求的关键期已有许多研究 一幻 ,

但这些研

究通常是采用等氮量在不同生育时期的分配方案
,

习惯上又称为氮肥运筹试验
,

也有采用氮肥分期叠

增的方法
。

这些方法存在一个共同缺点就是没有人

为控制土壤本身肥力状况
,

氮肥的施用也是将大部

分作基肥
,

剩余小部分在不同生育时期分配
,

因而无

法排除土壤速效氮和基施氮对不同生育时期追氮效

果的干扰
,

确定出的作物对氮素需求关键期也不十

分准确
,

因此
,

结论不尽相同
。

对不同生育阶段氮素

亏缺及亏缺后加倍供应的补偿效应研究报道甚少
。

本试验 旨在通过对正常供水条件下
,

不同阶段氮素

亏缺及亏缺后加倍供应对冬小麦生长发育影响的研

究
,

以期查明冬小麦需氮的关键期
、

氮素亏缺的敏感

期及补偿有效期
,

为进一步研究水肥不同阶段亏缺

对冬小麦的效应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供试材料

供试冬小麦品种为小堰 号
,

供试土壤采 自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西农校 区农作一站。 。 耕层红

油土
,

其 值
,

有机质一
,

全
,

速效
,

速效
,

速效
。

试验方法

试验于 年 月 年 月在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西农校区农作一站玻璃温室内进行
。

采用盆

栽试验
,

塑料盆规格为 巧
,

每盆装干土
,

磷肥用过磷酸钙
,

按 作底肥混人

各盆
,

氮肥 选用尿素
,

按试验方案于冬小麦 个

不同生育阶段闭
,

即苗期
、

越冬期
、

拔节期
、

抽穗期
、

成熟期结合灌水施人
。

试验共设处理 个
,

重复

次
,

具体试验方案见表
。

小麦播种直到收获土壤绝

对含水量始终控制为
。

小麦播种时间为 年 月 日
,

每盆播种

粒
,

于三叶期定苗
,

每盆 株
。

试验于小麦各生育期

毁部分盆子
,

进行有关项 目的测定
,

成熟后分盆收获

计产并考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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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生育阶段氮索亏缺试验方案

编 号 代 号 处 理
司

众 。心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全生育期不施氮 一

每个生育期施氮
,

每个生育期施氮

苗期亏缺
,

越冬期正常供应
,

苗期亏缺
,

越冬期加倍供应
,

越冬期亏缺
,

拔节期正常供应
,

越冬期亏缺
,

拔节期加倍供应
,

,

拔节期亏缺
,

抽穗期正常供应
,

拔节期亏缺
,

抽穆期加倍供应
,

抽穆期亏缺
,

成熟期正常供应
,

抽毯期亏缺
,

成熟期加倍供应
,

成熟期亏缺

注 处理 其余阶段施氮量为。 ,

施氮量是指每公斤干土施用的纯 量

魂一 ,

结果与分析

氮素亏缺对冬小麦产且的影响

小麦成熟后
,

分盆收获
,

测定生物学产量和籽粒

产量
,

结果见表
。

经方差分析得 生物靶 一 。

, 籽位旭
。 ,

说明各处理

生物学产量和籽粒产量均达极显著水平
。

进一步对

其分别进行 多重比较可知
,

无论是生物学产量

还是籽粒产量
,

各处理之间相 比
,

以全生育期不施氮

处理
。

产量最低
,

以成熟期氮素亏缺处理 处理

产量最高
,

其次为每个生育期施氮 的

处理 处理
,

说明后期施氮不会提高产量
,

反而引

起减产
,

这主要是因为后期施氮会引起小麦贪青晚

熟
,

不利于灌浆困
。

另外
,

由表 可知
,

就氮素亏缺时

期看
,

前期 越冬期
、

拔节期 氮素亏缺对冬小麦产量

的影响很大
,

而后期 抽穗期
、

成熟期 氮素亏缺不但

不会影响产量
,

而且还能提高产量 处理
。

在前

期
,

以越冬期和拔节期氮素亏缺对产量的影响最大
,

就生物学产量而言
,

越冬期氮素亏缺造成的损失更

大
。

由此可见
,

冬小麦氮素亏缺敏感期是越冬期和拔

节期
。

表 不同生育阶段氮素亏缺对冬小麦产 的影晌

处理代号

亏

一

认

生物学产量

士

士

士

士

士
,

士

籽粒产量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编号 处理代号

一 。

一 肠

咭
,

一。

月 肠

一 ‘

生物学产量

士
·

,

士

士

士

士

士

盆

籽粒产量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由表 还可看出
,

氮素的补偿有效期在拔节期
。

因为处理 和处理 都是在越冬期氮素亏缺
,

但前者

在拔节期为正常供应氮素
,

后者则是加倍供应
,

从籽

粒产量看两者差异不显著
,

从生物学产量看
,

后者远

大于前者
,

达极显著水平
,

说明具有补偿效应
。

后期

抽穗期和成熟期 加倍供应
,

没有表现出补偿效应
,

甚至还导致减产 处理
, ,

这进一步证实了卓明

贵闭
,

唐玉霞等图的研究结果
。

氮素亏缺对冬小麦产里构成因素的影响

小麦收获后
,

除分盆统计生物学产量和籽粒产

量外
,

还进行考种
,

结果见表
。

有效穗数 由表 可以看出
,

所有施氮处理

的有效穗数均 比处理
。
多

,

在施氮处理中不同

生育阶段氮素亏缺处理比每个阶段均匀供氮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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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有效穗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且以苗期亏缺 分萦的关键时期
,

分粟数对后来的成穗数及有效穗

后越冬期正常和加倍供应氮素的处理增加最多
,

而 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且表现出补偿效应 越冬期亏缺的处理增加最少
。

以 千拉重 经方差分析 千位 , 一

上分析说明
,

氮素对冬小麦有效穗数影响的亏缺敏
。 ,

说明各处理千粒重的差异达极显著水

感期和补偿有效期在越冬期
,

因为越冬期是冬小麦 平
,

对其进行多重 比较
,

结果见表
。

表 不同生育阶段氮素亏缺对冬小麦产 构成因紊的影晌

处理代号
有效称数 个

·

盆一 ’

· 一

穆较数 千粒重 稼长

合‘丹材

⋯
,月七,︸

一 认 。

一 。

肠

,

礴 肠

‘ 肠

毛 一。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士
,

士

士

士
,

士

士
,

士
,

士

土

士

士

士
,

士

士

士
。

士

士
‘

士

土
,

士

士

,

。

。

,

盛匕月了甘

表 各处理千粒盆的多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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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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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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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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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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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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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士
,

’ ”, ‘ 。
·

, 。 “
·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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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

由表 可以看出
,

拔节期氮素亏缺对千粒重的影

响最大
,

因为这个时期正是冬小麦穗分化的关键时

期
,

氮素供应与否对这一时期的生长乃至下一阶段

的生长发育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

处理 千粒重

最小
,

其原因主要是在越冬期的补偿效应导致了分

雍数和有效穗数过多
,

从而影响了干物质向籽粒的

迁移和积累
。

穗拉数和穗长 由表 看出
,

不同生育阶段

氮素亏缺对穗长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

对穗粒

数
,

所有施氮处理的穗粒数都明显多于不施氮处理
。

幼苗期和越冬期不施氮同各生育期均施氮的处理

和处理 比
,

对穗粒数影响不大 拔节期不施氮抽穗

期常量或加倍施氮和抽穗期不施氮成熟期常量或加

倍施氮都能增加穗粒数
,

这说明后期供氮能显著增

加冬小麦的穗粒数
。

结 论

从生物学产量和籽粒产量结果看
,

冬小麦对

氮素的亏缺敏感期在越冬期和拔节期
,

补偿有效期

在拔节期
。

不同阶段氮素亏缺对冬小麦有效穗

数
、

穗粒数和千粒重的影响比较大
。

氮素对冬小麦有

效穗数影响的亏缺敏感期和补偿有效期在越冬期

对千粒重影响的亏缺敏感期在拔节期 对穗粒数的

亏缺敏感期和补偿有效期则 在抽穗期和成熟期
。

在试验条件下
,

不同阶段氮素亏缺对冬小麦穗长

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规律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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