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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秸秆还田不仅可改良土壤和增加土壤有机质，还能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但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

酸积累和微生物固氮，抑制水稻前期生长。在长江流域稻麦两熟地区，当地农户往往通过增加施氮量来解决秸秆

还田的负效应，造成肥料浪费和氮污染。因此，探索研究秸秆还田条件下水稻优化的氮肥运筹措施，阐明水稻产量

形成和氮素吸收与利用对氮素响应特征，对于提高水稻产量和氮素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方法】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以超级粳稻武运粳２４号和宁粳３号为材料，在江苏省兴化市进行大田试验，在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设置常规
施氮３００ｋｇ／ｈｍ２（Ｎ１）、增加施氮量３４５ｋｇ／ｈｍ２（Ｎ２）和常规施氮运筹（ＣＦＰ，基肥∶分蘖肥∶穗肥＝３∶３∶４）、改进施
氮运筹（ＭＦＰ，基肥∶分蘖肥∶穗肥＝４∶３∶３），以无氮处理为对照，研究施氮量和氮肥运筹措施对水稻产量及其产量
构成、干物质积累、氮素积累、氮素吸收速率和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随着氮肥水平提高，水稻穗数显著

增加，每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下降，最终增产不显著。与常规施氮运筹比较，改进氮肥运筹显著增加穗数，显著

提高群体颖花量并增产，在 Ｎ１水平下，改进施氮运筹增产幅度为 ５１８％ ７１０％，高于 Ｎ２水平的 ２７０％
４２９％。随着施氮量增加，水稻分蘖中期、拔节期、移栽期至分蘖中期、分蘖中期至拔节期干物质积累量、氮素积
累量显著增加，最终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和氮素积累量有所增加，但差异不显著，而氮肥农学利用率、氮肥吸收利

用率和氮偏肥生产力显著下降。与常规氮运筹处理相比，改进氮运筹显著增加水稻移栽期至分蘖中期干物质积累

量、氮素积累量和氮素吸收速率，增加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和氮素积累量，提高氮肥农学利用率、氮肥吸收利用

率、氮肥生理利用率和氮偏肥生产力，在Ｎ１水平下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和氮素积累量分别增加６５２％和５５５％，
氮肥农学利用率、氮肥吸收利用率、氮肥生理利用率和氮偏肥生产力分别提高 １３３６％、８５５％、４４４％和
５２９％，差异均达显著水平。【结论】秸秆全量还田条件下，增加氮肥用量水稻增产不显著，且氮肥利用效率低。不
增加氮肥用量，通过适当提高基肥比例（基肥∶分蘖肥∶穗肥＝４∶３∶３），可实现提高水稻产量、干物质积累量、氮素
积累量和氮肥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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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６５２％，５５５％，１３３６％，８５５％，４４４％ ａｎｄ５２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ａｗ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ｒａｔｅｗｉｌｌ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
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ｂｕ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ｉｎｐｕｔ，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ｉｎｐｕｔｏｆｂａｓａｌ∶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ｅａｒ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３∶３∶４ｔｏ４∶３∶３ｗｉｌｌｂｅ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ｙｉｅｌ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ｓｕｐ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ｒｉｃｅｗｉｔｈ
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ｒｅｔｕｒ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牷ｓｕｐ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ｒｉｃｅ牷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牷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牷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中国是水稻生产和稻米消费大国，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氮肥生产和消费国［１－３］。为追求水稻高产，

农民往往增加施氮量。过量施氮不仅造成水稻徒

长，贪青晚熟，易倒伏，籽粒充实度降低，病虫害增

多［４］，还降低氮肥利用率，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５］。据报道，太湖地区单季稻区氮肥用量达３００
３６０ｋｇ／ｈｍ２，氮肥利用率仅为２０％ ３５％，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６］。前人关于施氮量及氮肥运筹对

水稻产量［７－１１］和氮素吸收利用［１２－１４］做了大量研究，

如王秀斌等［１０］研究双季稻低、中和高产田的适宜

施氮量分别为 １２０、１８０和 ２４０ｋｇ／ｈｍ２。王允青
等［１１］研究认为，杂交中籼稻氮肥运筹以基肥∶分蘖
肥∶穗肥＝４∶３∶３为宜。而在秸秆还田后，Ｃ／Ｎ比
值较高，微生物与水稻争氮，造成水稻前期氮素供应

不足，使得分蘖减少，影响水稻群体穗数形成。朱从

海等［１５］研究认为秸秆腐烂需消耗氮素，增施氮肥利

于提高水稻产量。王建明等［１６］研究认为，秸秆还田

明显减少穗数，提高基蘖肥比例能增加穗数。而在

秸秆还田条件下，机插超级粳稻品种如何合理施氮

及氮肥运筹鲜见报道。因此，本试验以当前生产中

面积较大的２个超级稻品种武运粳２４号和宁粳３
号为材料，设置常规施氮量（Ｎ１）、增加施氮量（Ｎ２）
和常规施氮运筹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ＦＰ）、改进施氮运筹（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ＦＰ），探讨秸秆还田条件下氮肥
对水稻产量和氮素吸收利用的影响，以期为秸秆

还田下水稻高产高效栽培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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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地点与材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在扬州大学农学院校外试验基
地江苏省兴化市钓鱼镇（３３°０５′Ｎ，１１９°５８′Ｅ）进行试
验。该区位于江苏里下河腹部，属北亚热带湿润气

候区，年平均温度１５℃左右，年降水量１０２４ｍｍ左
右，全年日照时数２３０５ｈ左右，无霜期２２７ｄ左右。
试验地前茬为小麦（产量约６７ｔ／ｈｍ２），土壤类型
勤泥土，质地黏性。２０１２和 ２０１３年试验地（土层
０—２０ｃｍ）分别含有机质 ２５３７ｇ／ｋｇ和 ２５８６
ｇ／ｋｇ、全氮 １６３ｇ／ｋｇ和 １６８ｇ／ｋｇ、速效磷 １３１
ｍｇ／ｋｇ和 １２５ｍｇ／ｋｇ、速效钾 １４６２ｍｇ／ｋｇ和
１３５２４ｍｇ／ｋｇ。

供试材料为超级稻品种武运粳 ２４号和宁粳
３号。
１２　试验设计

两年试验设计相同，采用“４＋Ｘ”试验，随机区
组设计，重复３次，小区面积为２０ｍ２。设置２个氮
肥水平，分别为常规施氮量３００ｋｇ／ｈｍ２（Ｎ１）、增施
１５％量３４５ｋｇ／ｈｍ２（Ｎ２），每个氮肥水平下设置２个
氮肥分配比例：常规施氮运筹（ＣＦＰ）基肥∶分蘖肥
∶穗肥＝３∶３∶４和改进施氮运筹（ＭＦＰ）基肥∶分蘖
肥∶穗肥＝４∶３∶３，以无氮肥为对照（ＣＫ）。基肥水
稻移栽前２天施用，分蘖肥栽后７天施用，穗肥分倒
４叶和倒 ２叶等量均施。磷肥一次基施 １２０
ｋｇ／ｈｍ２，钾肥施用２４０ｋｇ／ｈｍ２，分基肥和穗肥（倒４
叶）施用。供试氮肥为尿素（４６２％），磷肥为过磷
酸钙（１２％），钾肥为氯化钾（６０％）。

前茬麦秆机械粉碎全量还田（秸秆还田量为

６２００ｋｇ／ｈｍ２），翻耕后灌水泡田２天，再次翻耕，小
区间作埂包膜，保证水浆独立排灌，小区作埂后施基

肥，并进行人工翻耕整平。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５月
２６日和５月２８日采用塑料软盘播种，播种量（干种
质量）为１１０ｇ／盘，６月１３日和６月１５日人工模拟
机插，栽插行株距为３０ｃｍ×１３３ｃｍ，每穴３苗。机
插时寸水移栽活棵，分蘖期稳定的浅水层灌溉；在有

效分蘖临界叶龄的前一个叶龄（Ｎ－ｎ－１），茎蘖数
达到预期穗数的 ８０％时，开始排水搁田，轻搁、多
搁；拔节至成熟期实行湿润灌溉，干干湿湿；收获前

５ ７ｄ断水。病虫草害防治按当地大面积生产统
一实施。

１３　测定内容与方法
１３１干物质测定　分别于分蘖中期（栽后２０天）、

拔节期、抽穗期和成熟期，按小区茎蘖数的平均数

取代表性植株３穴，１０５℃下杀青３０ｍｉｎ，８０℃下烘
干至恒重，测定各器官干物质重。

１３２植株全氮的测定　将分蘖中期、拔节期、抽
穗期、成熟期各器官（茎鞘、叶片和穗）烘干后粉

碎，采用浓 Ｈ２ＳＯ４碳化，Ｈ２Ｏ２高温消煮，以半微量
凯氏定氮法测定各器官含氮量，并计算植株全氮量。

１３３产量的测定　成熟期采用五点法每小区普查
５０穴，计算有效穗数，并根据平均成穗数取５穴调
查每穗粒数、结实率，测定千粒重，计算理论产量，

并实收核产。

１３４数据计算和统计分析　氮素吸收量（ｋｇ／ｈｍ２）
＝该时期地上部干物重×氮含量［１７］

氮素阶段吸收量（ｋｇ／ｈｍ２）＝后一时期氮素吸
收量－前一时期氮素吸收量［１７］

氮肥农学利用率（ｋｇ／ｋｇ）＝（施氮区籽粒产量
－氮空白区籽粒产量）／施氮量［５］

氮肥吸收利用率（％）＝（施氮区水稻吸氮量 －
氮空白区水稻吸氮量）／施氮量×１００［５］。

氮肥生理利用率 （ｋｇ／ｋｇ）＝（施氮区籽粒产量
－氮空白区籽粒产量）／（施氮区水稻吸氮量 －空白
区水稻吸氮量）［１８］

氮肥偏生产力（ｋｇ／ｋｇ）＝水稻产量／施氮量［５］

氮素阶段积累比例（％）＝氮素阶段积累量／成
熟期氮素积累量×１００［１８］

氮素阶段吸收速率［ｋｇ／（ｈｍ２·ｄ）］＝氮素阶段
吸收量／前后两时期间隔天数［１７］

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数据的录入和计
算，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同年同品
种处理间ＬＳＤ多重比较。两年试验结果趋势一致，
本文主要以２０１３年数据作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产量及其构成

对两年两品种不同施氮量和氮肥运筹的产量及

其构成因素方差分析（表１）表明，不同氮肥运筹产
量差异显著，穗数在施氮量间和氮肥运筹间差异显

著，每穗粒数在品种间差异显著，在年度、品种、施

氮量和氮肥运筹间存在互作效应，结实率在品种和

年度互作间差异极显著。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２个超级
粳稻品种Ｎ１和 Ｎ２水平产量平均值显著高于 ＣＫ，
但Ｎ１与Ｎ２水平产量平均值相当，差异不显著（表
２）。与 ＣＦＰ相比，Ｎ１水平下 ＭＦＰ增产 ５１８％
７１０％，差异达显著水平，而 Ｎ２水平下 ＭＦＰ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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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在年度间、品种间、施氮量间及氮肥运筹间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ｍｏｎｇｙｅａｒｓ，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自由度

ｄｆ
产量

Ｙｉｅｌｄ
穗数

Ｐａｎｉｃｌｅ

每穗粒数

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ｒ
ｐａｎｉｃｌｅ

群体颖花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

结实率

Ｆｉｌｌｅｄｇｒａｉ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年度Ｙ １ ０６９ １０６１ ４２６１ ０３５ ０４２ ０１１

品种Ｃ １ ２４６ １１６７９ ３００５３２ １１９７ ０１９ ００３

施氮量ＮＲ １ １５１１３ ２５２２４ １１２３ ４９３４５ １３１６ ３６００

氮肥运筹ＮＡ １ ９７２６７ １５４８６ １１９８７ ３８１７８ １８８ ０１４

品种×施氮量Ｃ×ＮＲ １ ３３２ ３７４ ０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０ ２６７

施氮量×氮肥运筹ＮＲ×ＮＡ １ １６４８ ００７ ４５９ １７４ ０３４ ００１

品种×氮肥运筹Ｃ×ＮＡ １ ００３ ５４６ ０３２ ２６５ ３５５ ２８５

品种×年度Ｃ×Ｙ １ ３４３ ３６０ １０１ ０２４ １１５４８ ２４９

施氮量×年度ＮＲ×Ｙ １ ０１６ ０１４ ４０３ ００７ ６３５ ０３１

氮肥运筹×年度ＮＡ×Ｙ １ ０２１ ０５４ ０９５ ０４２ ５８６ ２６０

品种×施氮量×氮肥运筹Ｃ×ＮＲ×ＮＡ １ ００８ ０２５ ３０１５０ ００４ ０３０ ２６７

施氮量×氮肥运筹×年度ＮＲ×ＮＡ×Ｙ １ ０７０ １５４ １１９６７ ０４８ ０４５ ０９６

品种×施氮量×年度Ｃ×ＮＲ×Ｙ １ ３２１５ ０９２ １０５７３０ ０８９ ０３１ １２４

品种×氮肥运筹×年度Ｃ×ＮＡ×Ｙ １ １９１２ ０３５ １２９８３０ ３９２ ４３８ ０８９

品种×施氮量×氮肥运筹×年度Ｃ×ＮＲ×ＮＡ×Ｙ １ ６５４ ５８２ １０９ １６６ ０３６ ０６３

　　注（Ｎｏｔｅ）：和分别表示在５％和１％水平上差异显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５％ ａｎｄ１％ ｌｅｖｅｌ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Ｙ—年度Ｙｅａｒ；
Ｃ—品种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ＮＲ—施氮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ａｔｅ；ＮＡ—氮肥运筹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７０％ ４２９％，差异不显著。从群体颖花量来看，
Ｎ１水平和Ｎ２水平群体颖花量平均值显著高于ＣＫ，
Ｎ１与Ｎ２水平间差异不显著。与 ＣＦＰ相比，Ｎ１和
Ｎ２水平下ＭＦＰ显著提高群体颖花量。再从产量构
成因素来看，与 ＣＫ相比，２个超级粳稻品种 Ｎ１和
Ｎ２水平穗数和每穗粒数显著增加，结实率显著减
少，千粒重相当。随着氮肥用量增加，超级粳稻穗数

显著增加，每穗粒数和千粒重相当，２０１２年，武运粳
２４号Ｎ２水平结实率显著低于Ｎ１水平，其他品种两
者差异不显著。与ＣＦＰ相比，Ｎ１和Ｎ２水平下ＭＦＰ
穗数显著增加，每穗粒数有所增加，差异不显著，结

实率和千粒重变化不一。这说明秸秆还田条件下，

较常规施氮运筹，改进施氮运筹显著增加穗数，提高

群体颖花量而增产，而增加施氮量增产效果不显著。

２２　干物质积累

　　由表３可知，秸秆还田条件下，２个超级粳稻品
种关键生育期干物质积累受氮肥影响较大。Ｎ１和
Ｎ２水平分蘖中期、拔节期、抽穗期和成熟期干物质
积累量平均值显著高于ＣＫ。与Ｎ１水平相比，Ｎ２水
平分蘖中期和拔节期干物质积累量平均值显著提

高，而抽穗期和成熟期干物质积累量有所增加，但差

异不显著。由表３还可以看出，分蘖中期，Ｎ１水平
和Ｎ２水平下 ＭＦＰ干物质积累量显著高于 ＣＦＰ，分
别高出９０５％ １２０６％和９５５％ ９８８％；拔节
期，Ｎ２水平下ＭＦＰ干物质积累量显著增加；抽穗期
和成熟期，Ｎ１水平下 ＭＦＰ干物质积累量较 ＣＦＰ显
著提高，分别提高 ６１６％ ６３２％和 ６５２％
６５３％，而Ｎ２水平下 ＭＦＰ干物质积累量增加不显
著。说明秸秆还田条件下改进氮肥运筹利于提高水

稻干物质积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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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氮肥运筹对水稻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ｒｉｃ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穗数

Ｐａｎｉｃｌｅ

（×１０４／ｈｍ２）

每穗粒数

Ｇｒａｉｎｓｐｅｒ
ｐａｎｉｃｌｅ

（Ｎｏ．／ｐａｎｉｃｌｅ）

群体颖花量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

（×１０４／ｈｍ２）

结实率

Ｆｉｌｌｅｄｇｒａｉ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ｇ）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ｈｍ２）

２０１２ 武运粳２４号
Ｗｕｙｕｎｊｉｎｇ２４

Ｎ１＋ＣＦＰ ３３１．２５ｃ １３１．１７ａ ４３４４８．３０ｃ ９４．６８ａ ２７．２５ａ １０８９９．１５ｂ

Ｎ１＋ＭＦＰ ３３８．１２ｂ １３４．９３ａ ４５６２２．１８ａｂ ９４．７０ａ ２７．２９ａ １１４６３．４５ａ

Ｎ２＋ＣＦＰ ３４１．４０ｂ １３０．０４ａ ４４３９５．６６ｂｃ ９３．５２ｂ ２７．２１ａ １１０４４．２０ａｂ

Ｎ２＋ＭＦＰ ３４８．６０ａ １３３．５２ａ ４６５４５．０７ａ ９３．２５ｂ ２７．２３ａ １１５１７．６０ａ

ＣＫ ２３２．０５Ｃ １１４．４５Ｂ ２６５５９．１８Ｂ ９６．３８Ａ ２７．５３Ａ ６５４３．１５Ｂ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３３４．６８Ｂ １３３．０５Ａ ４４５２８．７８Ａ ９４．６９Ｂ ２７．２７Ａ １１１８１．３０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３４５．００Ａ １３１．７８Ａ ４５４６４．１０Ａ ９３．３９Ｃ ２７．２２Ａ １１２８０．９０Ａ

宁粳３号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３

Ｎ１＋ＣＦＰ ３５６．２２ｃ １２１．２０ａ ４３１７３．８６ｃ ９３．１５ａ ２７．２０ａ １０６０２．４９ｂ

Ｎ１＋ＭＦＰ ３６４．４３ｂ １２５．６９ａ ４５８０４．３０ａｂ ９２．８５ａ ２７．２１ａ １１１７５．１５ａ

Ｎ２＋ＣＦＰ ３６７．９８ｂ １２０．１６ａ ４４２１７．２１ｂｃ ９２．５６ａ ２７．０８ａ １０９１３．７０ａｂ

Ｎ２＋ＭＦＰ ３８２．８０ａ １２１．４２ａ ４６４７９．５８ａ ９２．５４ａ ２７．１６ａ １１３０４．６０ａ

ＣＫ ２４０．８２Ｃ １０８．３０Ｂ ２６０８０．８１Ｂ ９５．１６Ａ ２７．３１Ａ ６４５０．１８Ｂ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３６０．３３Ｂ １２３．４４Ａ ４４４７９．８７Ａ ９３．００Ｂ ２７．２１Ａ １０８８８．８２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３７５．３９Ａ １２０．７９Ａ ４５３４３．７３Ａ ９２．５５Ｂ ２７．１２Ａ １１１０９．１５Ａ

２０１３ 武运粳２４号
Ｗｕｙｕｎｊｉｎｇ２４

Ｎ１＋ＣＦＰ ３３７．２５ｃ １２８．１７ａ ４３２２３．５７ｂ ９４．３８ａ ２７．２３ａ １０７７４．３５ｃ

Ｎ１＋ＭＦＰ ３４７．１２ｂ １３０．９３ａ ４５４４８．０６ａ ９４．０２ａ ２７．２１ａ １１３４６．３０ａ

Ｎ２＋ＣＦＰ ３４８．９０ｂ １２６．０４ａ ４３９７５．３６ｂ ９３．８８ａ ２７．２５ａ １０９４３．５５ｂｃ

Ｎ２＋ＭＦＰ ３５６．１０ａ １２７．５２ａ ４５４０９．８７ａ ９３．５８ａ ２７．１２ａ １１２３８．９０ａｂ

ＣＫ ２３８．０５Ｃ １１２．０５Ｂ ２６６７４．５８Ｂ ９５．０６Ａ ２７．４７Ａ ６４５３．４５Ｂ

Ｎ１均值 Ｎ１Ｍｅａｎ３４２．１８Ｂ １２９．５５Ａ ４４３２８．９９Ａ ９４．２０Ｂ ２７．２２Ａ １１０６０．３３Ａ

Ｎ２均值 Ｎ２Ｍｅａｎ３５２．５０Ａ １２６．７８Ａ ４４６８９．９５Ａ ９３．７３Ｂ ２７．１９Ａ １１０９１．２３Ａ

宁粳３号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３

Ｎ１＋ＣＦＰ ３５１．７２ｃ １１８．２０ａ ４１５７３．３０ｃ ９５．０１ａ ２７．５０ａ １０５２１．４５ｂ

Ｎ１＋ＭＦＰ ３７２．４４ｂ １２１．１９ａ ４５１３５．４４ａｂ ９４．４５ａｂ ２７．３２ａ １１２５９．１５ａ

Ｎ２＋ＣＦＰ ３７０．９８ｂ １２０．１６ａ ４４５７７．７０ｂ ９４．５８ａ ２７．１３ａ １１００３．１０ａ

Ｎ２＋ＭＦＰ ３８１．４５ａ １２１．４２ａ ４６３１５．６６ａ ９３．５１ｂ ２７．１０ａ １１３２２．３０ａ

ＣＫ ２４３．２２Ｃ １０６．３０Ｂ ２５８５４．２９Ｂ ９５．８７Ａ ２７．５９Ａ ６５７４．３５Ｂ

Ｎ１均值 Ｎ１Ｍｅａｎ３６２．０８Ｂ １１９．６９Ａ ４３３３８．８９Ａ ９４．７３Ｂ ２７．４１Ａ １０８９０．３０Ａ

Ｎ２均值 Ｎ２Ｍｅａｎ３７６．２２Ａ １２０．７９Ａ ４５４４３．３９Ａ ９４．０６Ｂ ２７．１２Ａ １１１６２．７０Ａ

　　注（Ｎｏｔｅ）：不同大写字母表示ＣＫ、Ｎ１均值和 Ｎ２均值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和
Ｎ２＋ＭＦＰ处理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ＣＫ，ｍｅａｎｏｆＮ１ａｎｄｍｅａｎｏｆＮ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ａｎｄＮ２＋ＭＦ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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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氮肥运筹对水稻干物质积累的影响（ｋｇ／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ｃｅ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分蘖中期

Ｍｉｄ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抽穗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武运粳２４号
Ｗｕｙｕｎｊｉｎｇ２４

Ｎ１＋ＣＦＰ １６５８１０ｃ ３８９０１０ｂ １０９９８６１ｂ １７９２０９０ｂ

Ｎ１＋ＭＦＰ １８５８０５ａｂ ４０６２１４ｂ １１６７６４０ａ １９０８９１３ａ

Ｎ２＋ＣＦＰ １８０４８０ｂ ４０２１８０ｂ １１４４７１０ａｂ １８６６４８０ａｂ

Ｎ２＋ＭＦＰ １９８３１５ａ ４３４１９０ａ １１９８４２５ａ １９５３０３０ａ

ＣＫ １０５７８０Ｃ ２５８６０２Ｃ ６７５２４２Ｂ １０８５４４５Ｂ

Ｎ１均值 Ｎ１Ｍｅａｎ １７５８０８Ｂ ３９７６１２Ｂ １１３３７５１Ａ １８５０５０２Ａ

Ｎ２均值 Ｎ２Ｍｅａｎ １８９３９８Ａ ４１８１８５Ａ １１７１５６８Ａ １９０９７５５Ａ

宁粳３号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３

Ｎ１＋ＣＦＰ １６８３１５ｃ ３８１８３８ｂ １０７１０４４ｂ １７３４７１４ｂ

Ｎ１＋ＭＦＰ １８３５４０ｂ ３９８９１７ｂ １１３８７２９ａ １８４７９５２ａ

Ｎ２＋ＣＦＰ １７７３６０ｂ ３９４６８０ｂ １１２０２６０ａｂ １８２７４８０ａｂ

Ｎ２＋ＭＦＰ １９４２９５ａ ４２７４１０ａ １１６７８１０ａ １９０３８９０ａ

ＣＫ １０５３４５Ｃ ２５３３４９Ｃ ６６７７７２Ｂ １０７４０３９Ｂ

Ｎ１均值 Ｎ１Ｍｅａｎ １７５９２８Ｂ ３９０３７８Ｂ １１０４８８６Ａ １７９１３３３Ａ

Ｎ２均值 Ｎ２Ｍｅａｎ １８５８２８Ａ ４１１０４５Ａ １１４４０３５Ａ １８６５６８５Ａ

　　注（Ｎｏｔｅ）：不同大写字母表示ＣＫ、Ｎ１均值和Ｎ２均值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和
Ｎ２＋ＭＦＰ处理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ＣＫ，ｍｅａｎｏｆＮ１ａｎｄｍｅａｎｏｆＮ２，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ａｎｄＮ２＋ＭＦＰ．

２３　氮素积累
由表４可知，秸秆还田下不同氮肥水平超级粳

稻氮素积累量存在差异。随着氮肥用量增加，２个
超级粳稻品种分蘖中期、拔节期、抽穗期和成熟期

氮素积累量平均值增加，Ｎ２水平分蘖中期和拔节期
氮素积累量较 Ｎ１分别增加 ７０１％ ７２７％和
６１０％ ６５０％，差异达显著水平。与 ＣＦＰ相比，
ＭＦＰ提高超级粳稻分蘖中期、拔节期、抽穗期和成
熟期氮素积累量，Ｎ１水平下 ＭＦＰ分蘖中期和成熟
期显著提高。

２４　氮素阶段积累
由表５可知，Ｎ１水平和 Ｎ２水平各生育阶段氮

素积累量平均值显著高于ＣＫ。随着氮肥水平提高，
移栽期至分蘖中期和分蘖中期至拔节期氮素积累量

显著增加，其氮素积累比例亦高。移栽期至分蘖中

期，Ｎ１和 Ｎ２水平下 ＭＦＰ氮素积累量较 ＣＦＰ高出
１１３８％ １２８６％和１３０２％ １３２３％，差异达显
著水平，其积累比例亦高于 ＣＦＰ；分蘖中期至拔节
期，Ｎ１水平ＭＦＰ和ＣＦＰ氮素积累量相当，而 Ｎ２水
平下ＭＦＰ显著高于ＣＦＰ；拔节至抽穗期和抽穗至成

熟期，Ｎ１和Ｎ２水平 ＭＦＰ和 ＣＦＰ氮素积累量相当，
差异不显著，但拔节至抽穗期 ＭＦＰ氮素积累比例
较低。

２５　氮素阶段吸收速率
由表６可知，Ｎ１和 Ｎ２水平各生育阶段氮素吸

收速率显著高于ＣＫ。随着氮肥水平提高，移栽期至
分蘖中期和分蘖中期至拔节期氮素吸收速率显著增

加；而拔节至抽穗期和抽穗至成熟期氮素吸收速率

２个氮肥水平相当。分析表６可知，移栽至分蘖中
期，ＭＦＰ氮素吸收速率显著高于 ＣＦＰ；分蘖中期至
拔节期，Ｎ２水平下 ＭＦＰ氮素吸收速率显著高于
ＣＦＰ；拔节至抽穗期和抽穗至成熟期，２个氮肥水平
下ＭＦＰ与ＣＦＰ氮素吸收速率相当，差异不显著。
２６　氮肥利用率

由表７可知，随着氮肥水平提高，除宁粳３号氮
生理利用率外，２个超级粳稻品种氮肥农学利用率、
氮肥吸收利用率、氮肥生理利用率和氮偏肥生产力

显著下降。与ＣＦＰ相比较，ＭＦＰ提高了氮肥农学利
用率、氮肥吸收利用率、氮肥生理利用率和氮偏肥

生产力，在Ｎ１水平下两者差异达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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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氮肥运筹对水稻氮素积累量的影响（ｋｇ／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ｃｅ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分蘖中期

Ｍｉｄ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抽穗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武运粳２４号
Ｗｕｙｕｎｊｉｎｇ２４

Ｎ１＋ＣＦＰ ３８４７ｃ ８７１４ｃ １６４９８ｂ １９５３４ｂ

Ｎ１＋ＭＦＰ ４２７９ｂ ９２６２ｂ １７２８１ａｂ ２０６１６ａ

Ｎ２＋ＣＦＰ ４１５３ｂ ９０８９ｂ １７１７１ａｂ ２０３４５ａｂ

Ｎ２＋ＭＦＰ ４６８８ａ ９９８６ａ １７７３７ａ ２１０９３ａ

ＣＫ １４３９Ｃ ３０７７Ｃ ６１４５Ｂ ６８３８Ｂ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４２０２Ｂ ８９８６Ｂ １６８９３Ａ ２００７８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４５０８Ａ ９５３５Ａ １７４５６Ａ ２０７２１Ａ

宁粳３号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３

Ｎ１＋ＣＦＰ ３７０１ｃ ８２８６ｃ １５８５１ｂ １８９０８ｂ

Ｎ１＋ＭＦＰ ４１７０ｂ ８７７６ｂ １６６２５ａｂ １９９５８ａ

Ｎ２＋ＣＦＰ ３９９３ｂｃ ８６４３ｂ １６６９２ａｂ １９７３７ａｂ

Ｎ２＋ＭＦＰ ４５１５ａ ９５３１ａ １７１６７ａ ２０３７２ａ

ＣＫ １３５０Ｃ ２９１４Ｃ ５９４３Ｂ ６６５９Ｂ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４０３８Ｂ ８５３０Ｂ １６２４２Ａ １９４３６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４３２０Ａ ９０８４Ａ １６９３２Ａ ２００５６Ａ

　　注（Ｎｏｔｅ）：不同大写字母表示ＣＫ、Ｎ１均值和Ｎ２均值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和Ｎ２
＋ＭＦＰ处理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ＣＫ，ｍｅａｎｏｆＮ１ａｎｄｍｅａｎｏｆＮ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ａｎｄＮ２＋ＭＦＰ．

３　讨论
３１　改进施氮运筹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报道，秸秆还田提高水稻产量

５％ １０％［１９－２１］。秸秆还田后水稻前期生长受抑

制，具有明显的减穗效应，但抽穗后秸秆分解由吸氮

转为释氮，促进后期群体生长［２２］。没有秸秆还田，

凌启鸿等［２３］研究认为水稻中小苗移栽，氮肥运筹基

蘖、穗肥以６∶４ ５∶５利于获得高产。针对早熟晚
粳水稻品种，张洪程等［２４］阐明水稻氮肥后移机理，

提出氮肥后移（基蘖肥∶穗肥＝５∶５）利于巩固穗数，
攻取大穗，提高水稻产量。本研究结果表明秸秆还

田条件下改进施氮运筹（基蘖肥∶穗肥 ＝７∶３）提高
机插超级粳稻产量，主要是由于生育前期秸秆腐烂

与水稻争氮，抑制或推迟水稻分蘖，增加水稻高位分

蘖数量，而适当提高前期氮肥供应量，弥补水稻分蘖

期氮素不足，促进水稻低位优势分蘖发生，利于协调

形成足量壮秆大穗。秸秆还田条件下，李勇等［２５］研

究认为氮肥优化运筹方案为基蘖肥∶穗肥 ＝６５∶
３５，基肥∶分蘖肥＝８∶２。本试验条件下，氮肥分配
比例改为基肥∶分蘖肥∶穗肥 ＝４∶３∶３，显著增加穗
数而提高机插超级粳稻产量，与李勇等［２５］研究结果

具有相似之处。说明秸秆还田下提高基蘖肥比例利

于增加水稻产量。由于本文氮肥运筹方式较少，其

他氮肥运筹优化方案是否增产有待深入研究。魏海

燕等［２６］研究认为秸秆不还田下机插超级稻适宜的

施氮量为３００ｋｇ／ｈｍ２，能协调穗粒结构，增加群体颖
花量而提高产量。本试验研究表明，秸秆还田条件

下机插超级粳稻高产高效适宜施氮量为 ３００
ｋｇ／ｈｍ２，而提高氮肥水平，机插超级粳稻穗数显著
增加，每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减少，增产效果不

显著。

因此，水稻秸秆还田后需要改进常规施氮运筹

模式，提高基蘖肥施氮比例，缓解水稻前期因秸秆分

解微生物争氮造成氮素供应不足，促进水稻分蘖，提

高水稻有效穗数。而增加施氮量同样提高穗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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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氮
肥
运
筹
对
水
稻
氮
素
阶
段
积
累
量
及
其
积
累
比
例
的
影
响

Ｔａ
ｂｌ
ｅ
５　
Ｅｆ
ｆｅ
ｃｔ
ｏｆ
ｎｉ
ｔｒ
ｏｇ
ｅｎ
ｆｅ
ｒｔ
ｉｌｉ
ｚｅ
ｒ
ｐｒ
ａｃ
ｔｉｃ
ｅｓ
ｏｎ
ｐｅ
ｒｉ
ｏｄ
ｉｃ
ａｌ
Ｎ
ａｃ
ｃｕ
ｍ
ｕｌ
ａｔ
ｉｏ
ｎ
ａｎ
ｄ
ｔｈ
ｅｉ
ｒ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ａ
ｇｅ
ｓ
ｉｎ
ｔｈ
ｅ
ｔｏ
ｔａ
ｌａ
ｃｃ
ｕｍ
ｕｌ
ａｉ
ｏｎ
ｏｆ
ｒｉ
ｃｅ

品
种

Ｃｕ
ｌｔｉ
ｖａ
ｒ

处
理

Ｔｒ
ｅａ
ｔｍ
ｅｎ
ｔ

移
栽
期
至
分
蘖
中
期

Ｔｒ
ａｎ
ｓｐ
ｌａ
ｎｔ
ｉｎ
ｇ－
Ｍ
ｉｄ
ｔｉ
ｌｌｅ
ｒｉｎ
ｇ

积
累
量

Ａｃ
ｃｕ
ｍ
ｕｌ
ａｔ
ｉｏ
ｎ

（
ｋｇ
／ｈ
ｍ
２
）

比
例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ａ
ｇｅ

（
％
）

分
蘖
中
期
至
拔
节
期

Ｍ
ｉｄ
ｔｉ
ｌｌｅ
ｒｉｎ
ｇ－
Ｊｏ
ｉｎ
ｔｉｎ
ｇ

积
累
量

Ａｃ
ｃｕ
ｍ
ｕｌ
ａｔ
ｉｏ
ｎ

（
ｋｇ
／ｈ
ｍ
２
）

比
例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ａ
ｇｅ

（
％
）

拔
节
期
至
抽
穗
期

Ｊｏ
ｉｎ
ｔｉｎ
ｇ－
Ｈ
ｅａ
ｄｉ
ｎｇ

积
累
量

Ａｃ
ｃｕ
ｍ
ｕｌ
ａｔ
ｉｏ
ｎ

（
ｋｇ
／ｈ
ｍ
２
）

比
例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ａ
ｇｅ

（
％
）

抽
穗
期
至
成
熟
期

Ｈ
ｅａ
ｄｉ
ｎｇ
－Ｍ
ａｔ
ｕｒ
ｉｔｙ

积
累
量

Ａｃ
ｃｕ
ｍ
ｕｌ
ａｔ
ｉｏ
ｎ

（
ｋｇ
／ｈ
ｍ
２
）

比
例

Ｐｅ
ｒｃ
ｅｎ
ｔａ
ｇｅ

（
％
）

武
运
粳
２４
号

Ｗ
ｕｙ
ｕｎ
ｊｉｎ
ｇ
２４

Ｎ１
＋
ＣＦ
Ｐ

３８
０
０
ｃ

１９
４
５

４８
６
７
ｂ

２４
９
２

７７
８
４
ａ

３９
８
５

３０
３
６
ａ

１５
５
４

Ｎ１
＋
Ｍ
ＦＰ

４２
３
２
ｂ

２０
５
３

４９
８
２
ｂ

２４
１
７

８０
１
９
ａ

３８
９
０

３３
３
５
ａ

１６
１
８

Ｎ２
＋
ＣＦ
Ｐ

４１
０
６
ｂ

２０
１
８

４９
３
６
ｂ

２４
２
６

８０
８
１
ａ

３９
７
２

３１
７
４
ａ

１５
６
０

Ｎ２
＋
Ｍ
ＦＰ

４６
４
１
ａ

２２
０
０

５２
９
９
ａ

２５
１
２

７７
５
０
ａ

３６
７
４

３３
５
６
ａ

１５
９
１

ＣＫ
１３
９
２
Ｃ

２０
３
６

１６
３
８
Ｃ

２３
９
６

３０
６
７
Ｂ

４４
８
６

６
９４
Ｂ

１０
１
４

Ｎ１
均
值
Ｎ１
Ｍ
ｅａ
ｎ

４１
５
５
Ｂ

２０
６
９

４７
８
４
Ｂ

２３
８
３

７９
０
７
Ａ

３９
３
８

３１
８
５
Ａ

１５
８
６

Ｎ２
均
值
Ｎ２
Ｍ
ｅａ
ｎ

４４
６
１
Ａ

２１
５
３

５０
２
７
Ａ

２４
２
６

７９
２
２
Ａ

３８
２
３

３２
６
４
Ａ

１５
７
５

宁
粳
３
号

Ｎｉ
ｎｇ
ｊｉｎ
ｇ
３

Ｎ１
＋
ＣＦ
Ｐ

３６
５
１
ｃ

１９
３
１

４５
８
５
ｂ

２４
２
５

７５
６
６
ａ

４０
０
１

３０
５
７
ａ

１６
１
７

Ｎ１
＋
Ｍ
ＦＰ

４１
２
１
ｂ

２０
６
５

４６
０
６
ｂ

２３
０
８

７８
４
９
ａ

３９
３
３

３３
３
２
ａ

１６
７
０

Ｎ２
＋
ＣＦ
Ｐ

３９
４
３
ｂ

１９
９
８

４６
５
１
ｂ

２３
５
６

８０
４
８
ａ

４０
７
８

３０
４
５
ａ

１５
４
３

Ｎ２
＋
Ｍ
ＦＰ

４４
６
５
ａ

２１
９
２

５０
１
７
ａ

２４
６
３

７６
３
６
ａ

３７
４
８

３２
０
５
ａ

１５
７
３

ＣＫ
１３
０
０
Ｃ

１９
５
３

１５
６
３
Ｃ

２３
４
８

３０
３
０
Ｂ

４５
５
０

７
１６
Ｂ

１０
７
５

Ｎ１
均
值
Ｎ１
Ｍ
ｅａ
ｎ

３９
８
８
Ｂ

２０
５
２

４４
９
２
Ｂ

２３
１
１

７７
１
２
Ａ

３９
６
８

３１
９
４
Ａ

１６
４
３

Ｎ２
均
值
Ｎ２
Ｍ
ｅａ
ｎ

４２
７
１
Ａ

２１
２
９

４７
６
４
Ａ

２３
７
５

７８
４
８
Ａ

３９
１
３

３１
２
４
Ａ

１５
５
８

　
　
注
（
Ｎｏ
ｔｅ
）
：
不
同
大
写
字
母
表
示
ＣＫ
、
Ｎ１
均
值
和
Ｎ２
均
值
在
５％
水
平
上
差
异
显
著
，
不
同
小
写
字
母
表
示
Ｎ１
＋
ＣＦ
Ｐ、
Ｎ１
＋
Ｍ
ＦＰ
、
Ｎ２
＋
ＣＦ
Ｐ
和
Ｎ２
＋
Ｍ
ＦＰ
处
理
在
５％
水
平
上
差
异
显
著
Ｃａ
ｐｉ
ｔａ
ｌ
ｌｅ
ｔｔｅ
ｒｓ
ｍ
ｅａ
ｎ

ｓｉｇ
ｎｉ
ｆｉｃ
ａｎ
ｔｄ
ｉｆｆ
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ａｔ
ｔｈ
ｅ
５％
ｌｅ
ｖｅ
ｌｕ
ｎｄ
ｅｒ
ＣＫ
，
ｍ
ｅａ
ｎ
ｏｆ
Ｎ１
ａｎ
ｄ
ｍ
ｅａ
ｎ
ｏｆ
Ｎ２
，
ａｎ
ｄ
ｌｏ
ｗｅ
ｒｃ
ａｓ
ｅ
ｌｅ
ｔｔｅ
ｒｓ
ｍ
ｅａ
ｎ
ｓｉｇ
ｎｉ
ｆｉｃ
ａｎ
ｔｄ
ｉｆｆ
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ａｔ
ｔｈ
ｅ
５％
ｌｅ
ｖｅ
ｌｕ
ｎｄ
ｅｒ
Ｎ１
＋
ＣＦ
Ｐ，
Ｎ１
＋
Ｍ
ＦＰ
，
Ｎ２
＋
ＣＦ
Ｐ
ａｎ
ｄ
Ｎ２
＋
Ｍ
Ｆ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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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氮肥运筹对水稻氮素阶段吸收速率影响［ｋｇ／（ｈｍ２·ｄ）］
Ｔａｂｌｅ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ｚ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Ｎｕｐｔａｋ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ｒｉｃｅ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移栽期至分蘖中期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ｔｏｍｉｄ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
分蘖中期至拔节期

Ｍｉｄ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ｔｏ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拔节至抽穗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ｔｏｈｅａｄｉｎｇ
抽穗至成熟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武运粳２４号
Ｗｕｙｕｎｊｉｎｇ２４

Ｎ１＋ＣＦＰ １９０ｃ １８７ｂ ２６８ａ ０５２ａ

Ｎ１＋ＭＦＰ ２１２ｂ １９２ｂ ２７７ａ ０５８ａ

Ｎ２＋ＣＦＰ ２０５ｂ １９０ｂ ２７９ａ ０５５ａ

Ｎ２＋ＭＦＰ ２３２ａ ２０４ａ ２６７ａ ０５８ａ

ＣＫ ０７０Ｃ ０６６Ｃ １１４Ｂ ０１２Ｂ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２０８Ｂ １８９Ｂ ２７２Ａ ０５５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２２３Ａ １９７Ａ ２７３Ａ ０５６Ａ

宁粳３号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３

Ｎ１＋ＣＦＰ １８３ｃ １６４ｂ ２５２ｂ ０４９ａ

Ｎ１＋ＭＦＰ ２０６ｂ １６４ｂ ２６２ａｂ ０５３ａ

Ｎ２＋ＣＦＰ １９７ｂ １６６ｂ ２６８ａ ０４８ａ

Ｎ２＋ＭＦＰ ２２３ａ １７９ａ ２５５ａｂ ０５１ａ

ＣＫ ０６５Ｃ ０５８Ｃ １０４Ｂ ０１２Ｂ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１９９Ｂ １６４Ｂ ２５７Ａ ０５１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２１４Ａ １７３Ａ ２６１Ａ ０５０Ａ

　　注（Ｎｏｔｅ）：不同大写字母表示ＣＫ、Ｎ１均值和Ｎ２均值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和Ｎ２
＋ＭＦＰ处理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ＣＫ，ｍｅａｎｏｆＮ１ａｎｄｍｅａｎｏｆＮ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ａｎｄＮ２＋ＭＦＰ．

表７　氮肥运筹对水稻氮肥利用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ｎ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ｉｃｅ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农学利用率（ｋｇ／ｋｇ）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吸收利用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生理利用率（ｋｇ／ｋｇ）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偏生产力（ｋｇ／ｋｇ）
Ｐａｒ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武运粳 ２４号
Ｗｕｙｕｎｊｉｎｇ２４

Ｎ１＋ＣＦＰ １４５２ｂ ４２３２ｂ ３４３１ｂ ３６３３ｂ

Ｎ１＋ＭＦＰ １６４０ａ ４５９３ａ ３５７１ａ ３８２１ａ

Ｎ２＋ＣＦＰ １３０５ｃ ３９１５ｃ ３３３２ｃ ３２０１ｃ

Ｎ２＋ＭＦＰ １４４２ｂ ４１３２ｂ ３４９０ａｂ ３３３８ｃ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１５４６Ａ ４４１２Ａ ３５０１Ａ ３７２７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１３７３Ｂ ４０２３Ｂ ３４１１Ｂ ３２７０Ｂ

宁粳 ３号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３

Ｎ１＋ＣＦＰ １３８４ｂ ４０８３ｂ ３３９０ｂ ３５３４ｂ

Ｎ１＋ＭＦＰ １５７５ａ ４４３３ａ ３５５３ａ ３７２５ａ

Ｎ２＋ＣＦＰ １２９４ｃ ３７９１ｃ ３４１３ｂ ３１６３ｄ

Ｎ２＋ＭＦＰ １４０７ｂ ３９７５ｂ ３５４０ａ ３２７７ｃ

Ｎ１均值Ｍｅａｎ １４８０Ａ ４２５８Ａ ３４７１Ａ ３６３０Ａ

Ｎ２均值Ｍｅａｎ １３５０Ｂ ３８８３Ｂ ３４７７Ａ ３２２０Ｂ

　　注（Ｎｏｔｅ）：不同大写字母表示Ｎ１均值和Ｎ２均值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和Ｎ２＋ＭＦＰ
处理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ｍｅａｎｏｆＮ１ａｎｄｍｅａｎｏｆＮ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５％ ｌｅｖｅｌｕｎｄｅｒＮ１＋ＣＦＰ，Ｎ１＋ＭＦＰ，Ｎ２＋ＣＦＰａｎｄＮ２＋ＭＦ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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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群体过大，减少每穗粒数和结实率。

３２　改进施氮运筹对水稻氮素吸收利用的影响
前人针对施氮量或氮肥运筹对水稻氮素吸收利

用的影响报道较多，研究结果不一。秸秆不还田条

件下，张耀鸿等［２７］研究认为随着施氮量增加，水稻

总吸氮量和氮素利用率下降。本研究发现，秸秆还

田下增加施氮量，机插超级粳稻各生育期吸氮量有

所增加，氮肥利用率显著下降。万靓军等［２８］研究认

为降低穗肥施氮比例，超级杂交稻氮肥利用效率呈

先升后降，以基蘖肥、穗肥比例为６∶４时，氮素利用
率最高。而吴文革等［１４］研究指出，双季早稻基肥∶
蘖肥∶穗肥 ＝５∶２５∶２５，促进氮素吸收，提高氮肥
利用效率。本研究条件下，秸秆还田后改进施氮运

筹（基蘖肥、穗肥比例为７∶３）提高水稻氮素利用
率。王建明等［１６］也研究认为，秸秆还田条件下水稻

的氮吸收量和氮肥利用率随基蘖肥∶穗肥比例提高
而提高。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秸秆还田降低

水稻前期土壤有效氮含量，减少水稻前期吸氮量，而

提高水稻后期土壤养分含量，促进水稻抽穗后氮素

吸收积累［２９］。因此，秸秆还田条件下适当增加水稻

前期氮素供应量，利于协调水稻全生育期氮素吸收

利用，提高氮素利用率。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与常规施氮运筹相比，改进

施氮运筹提高机插超级粳稻分蘖中期、拔节期、抽

穗期和成熟期吸氮量，显著增加移栽期至分蘖中期

氮素积累量和氮素吸收速率。进一步相关分析表

明，机插超级粳稻产量与分蘖中期吸氮量（ｒ＝
０８４１）、抽穗期吸氮量（ｒ＝０７７６）和成熟期吸
氮量（ｒ＝０８２２）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
移栽期至分蘖中期氮积累量（ｒ＝０８４１）和氮素
吸收速率（ｒ＝０８４２）、抽穗至成熟期氮积累量（ｒ
＝０８０９）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秸秆
还田条件下，改进氮肥运筹，适当提高基蘖肥比例，

显著增加移栽至分蘖中期氮素积累量和氮素吸收速

率，协调生育中、后期物质生产与氮素积累，提高水

稻产量和氮肥利用率。

参 考 文 献：
［１］　朱兆良，金继运．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肥料问题［Ｊ］．植物营

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３，１９（２）：２５９－２７３．
ＺｈｕＺＬ，ＪｉｎＪＹ．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ｕｓｅ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１９（２）：２５９－２７３．

［２］　彭少兵，黄见良，钟旭华，等．提高中国稻田氮肥利用率的研
究策略［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２，３５（９）：１０９５－１１０３
ＰｅｎｇＳＢ，ＨｕａｎｇＪＬ，ＺｈｏｎｇＸＨ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ｒｉ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２，３５（９）：１０９５－１１０３．
［３］　张卫峰，马林，黄高强，等．中国氮肥发展、贡献和挑战［Ｊ］．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６（１５）：３１６１－３１７１．
ＺｈａｎｇＷ Ｆ，ＭａＬ，ＨｕａｎｇＧＱ，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ａｃｅｄ
ｂｙ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４６（１５）：
３１６１－３１７１．

［４］　杨梢娜，俞巧钢，叶静，等．施氮水平对杂交晚粳浙优１２产
量及氮素利用效率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０，
１６（５）：１１２０－１１２５
ＹａｎｇＳＮ，ＹｕＱＧ，Ｙｅ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１６（５）：１１２０－１１２５．

［５］　ＰｅｎｇＳＢ，ＢｕｒｅｓｈＲＪ，ＨｕａｎｇＪＬｅ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ｌｏｗ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ｒ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９６：３７－４７．

［６］　汪军，王德建，张刚．太湖地区稻麦轮作体系下秸秆还田配
施氮肥对水稻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Ｊ］．中国生态农业学
报，２０１１，１９（２）：２６５－２７０
ＷａｎｇＪ，ＷａｎｇＤＪ，Ｚｈａｎｇ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ｒ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ｓｔｒａｗ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ｒｉｃｅ
ｗｈｅａｔ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１９（２）：２６５－２７０．

［７］　张军，董啸波，葛梦婕，等．不同地力水平下超级稻高产高效
适宜施氮量及其机理研究［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２，
１８（２）：２６１－２７２
ＺｈａｎｇＪ，ＤｏｎｇＸＢ，ＧｅＭＪ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ｕｍ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ｓｕｐｅｒ
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ｉ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１８（２）：２６１－２７２．

［８］　张洪程，王秀芹，戴其根，等．施氮量对杂交稻两优培九产
量、品质及吸氮特性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３，３６
（７）：８００－８０６
ＺｈａｎｇＨＣ，ＷａｎｇＸＪ，ＤａｉＱ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ｎｙｉｅｌ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ｏｆｈｙｂｒｉｄ
ｒｉｃｅｖａｒｉｅｔｙＬｉａｎｇｙｏｕｐｅｉｊｉｕ［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
３６（７）：８００－８０６．

［９］　钱银飞，张洪程，李杰，等．施氮量对机插杂交粳稻徐优４０３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０９，１５（３）：
５２２－５２８
ＱｉａｎＹＦ，ＺｈａｎｇＨＱ，Ｌｉ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ｒｉｃｅＸｕｙｏｕ４０３［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１５（３）：５２２－５２８．

［１０］　王秀斌，徐新朋，孙刚，等．氮肥用量对双季稻产量和氮素
利用率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２０１３，１９（６）：
１２７９－１２８６
ＷａｎｇＸＢ，ＸｕＸＰ，Ｓｕ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ｒｉｃ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２０１３，１９（６）：
１２７９－１２８６．

［１１］　王允青，郭熙盛，戴明伏．氮肥运筹方式对杂交水稻干物质
积累和产量的影响［Ｊ］．中国土壤与肥料，２００８，２：３１－３４
ＷａｎｇＹＱ，ＧｕｏＸＳ，ＤａｉＭ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
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Ｊ］．Ｓｏｉｌ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２：３１－３４．

［１２］　ＺｅｎｇＸ Ｍ，ＨａｎＢＪ，ＸｕＦ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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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ｉｄｓｅａｓｏｎｒｉｃｅ［Ｊ］．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
１３７：２０３－２１２．

［１３］　江立庚，曹卫星，甘秀芹，等．不同施氮水平对南方早稻氮
素吸收利用及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
２００４，３７（４）：４９０－４９６
ＪｉａｎｇＬＧ，ＣａｏＷ Ｘ，ＧａｎＸＱｅ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ｒｉ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４，３７（４）：４９０－４９６．

［１４］　吴文革，张四海，赵决建，等．氮肥运筹模式对双季稻北缘
水稻氮素吸收利用及产量的影响［Ｊ］．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报，２００７，１３（５）：７５７－７６４
ＷｕＷ Ｇ，ＺｈａｎｇＳＨ，ＺｈａｏＪＪｅ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ｒｉｍｌａｎｄ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ｒｉ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３（５）：７５７
－７６４．

［１５］　朱从海，蔡爱琴，严军 等．小麦秸秆还田后施氮量对机插水
稻产量的影响［Ｊ］．中国稻米，２０１１，１７（４）：３２－３４
ＺｈｕＣＨ，ＣａｉＡＱ，Ｙａｎ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ｒａｔｅｏｎｙｉｅｌｄ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ｒｉｃｅｗｉｔｈｗｈｅａｔｒｅｓｉｄｕｅｒｅｔｕｒｎ［Ｊ］．
ＣｈｉｎａＲｉｃｅ，２０１１，１７（４）：３２－３４．

［１６］　王建明，杨建忠，何晓艳，等．小麦秸秆还田条件下氮肥运
筹对水稻产量、品质和氮素利用的影响［Ｊ］．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０，６：１２４－１２６
ＷａｎｇＪＭ，ＹａｎｇＪＺ，ＨｅＸ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ｙｉｅｌ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ｗｈｅａｔｒｅｓｉｄｕｅｒｅｔｕｒ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０１０，６：１２４－１２６．

［１７］　殷春渊，魏海燕，张庆，等．不同氮肥水平下中熟籼稻和粳
稻产量、氮素吸收利用差异及相互关系［Ｊ］．作物学报，
２００９，３５（２）：３４８－３５５
ＹｉｎＣＹ，ＷｅｉＨＹ，Ｚｈ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ｄｉｕｍ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ａｎｄ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Ｊ］．
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３５（２）：３４８－３５５．

［１８］　李敏，张洪程，马群，等．不同氮肥群体最高生产力类型粳
稻品种的氮素吸收利用特性［Ｊ］．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１２，２６
（２）：１９７－２０４
ＬｉＭ，ＺｈａｎｇＨ Ｃ，ＭａＱ ｅ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ｒ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ｉｒｏｐｔｉｍｕ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ｉ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６（２）：１９７－２０４．

［１９］　袁玲，张宣，杨静，等．不同栽培方式和秸秆还田对水稻产
量和营养品质的影响［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３，３９（２）：３５０
－３５９．
ＹｕａｎＬ，ＺｈａｎｇＸ，Ｙ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ｗ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ｒｉｃ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９（２）：３５０
－３５９．

［２０］　叶文培，谢小立，王凯荣，等．不同时期秸秆还田对水稻生
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Ｊ］．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０８，２２（１）：６５
－７０．
ＹｅＷ Ｐ，ＸｉｅＸＬ，ＷａｎｇＫＲ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ｉｃｅｓｔｒａｗ
ｍａｎ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ｏｆｒｉｃ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ｉ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２（１）：６５－７０．
［２１］　ＸｕＹＺ，ＮｉｅＬＸ，ＢｕｒｅｓｈＲＪｅｔａｌ．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ｌａｔｅｓｅａｓｏｎｒ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ｒａｗ，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Ｆｉｅｌｄ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１１５：７９－８４．

［２２］　陈新红，韩正光，叶玉秀，等．麦草全量机械还田对机插水
稻产量和生长特性的影响［Ｊ］．西北农业学报，２０１３，２２
（８）：３８－４１
ＣｈｅｎＸＨ，ＨａｎＺＧ，ＹｅＹＸ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ｈｅａｔｒｅｓｉｄｕ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ｒｉｃ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Ｂｏｒｅａｌｉ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２２（８）：３８－４１．

［２３］　凌启鸿，张洪程，戴其根，等．水稻精确定量施氮研究［Ｊ］．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５，３８（１２）：２４５７－２４６７．
ＬｉｎｇＱＨ，ＺｈａｎｇＨＣ，ＤａｉＱ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ｅ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３８（１２）：２４５７－２４６７．

［２４］　张洪程，吴桂成，戴其根，等．水稻氮肥精确后移及其机理
［Ｊ］．作物学报，２０１１，３７（１０）：１－１５．
ＺｈａｎｇＨＣ，ＷｕＨＣ，ＤａｉＱＧ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ｓｔｐｏｎｉｎｇ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ｒｉｃ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７（１０）：１－１５．

［２５］　李勇，曹红娣，邓九胜，等．小麦秸秆全量还田对土壤速效
氮及水稻产量的影响［Ｊ］．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０９，２５
（４）：４６－５１．
ＬｉＹ，ＣａｏＨＤ，ＤｅｎｇＪ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ｏｎｓｏｉ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５（４）：４６
－５１．

［２６］　魏海燕，王亚江，孟天瑶，等．机插超级粳稻产量、品质及氮肥
利用率对氮肥的响应［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４，２５（２）：４８８
－４９６．
ＷｅｉＨＹ，ＷａｎｇＹＪ，ＭｅｎｇＴＹ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ｙｉｅｌ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ｆｒｏ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ｒｉｃ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５（２）：４８８－４９６．

［２７］　张耀鸿，张亚丽，黄启为，等．不同氮肥水平下水稻产量以
及氮素吸收、利用的基因型差异比较［Ｊ］．植物营养与肥料
学报，２００６，１２（５）：６１６－６２１．
ＺｈａｎｇＹＨ，ＺｈａｎｇＹＬ，ＨｕａｎｇＱＷ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１２（５）：６１６－６２１．

［２８］　万靓军，张洪程，霍中洋，等．氮肥运筹对超级杂交稻产量、
品质及氮素利用率的影响［Ｊ］．作物学报，２００７，３３（２）：１７５
－１８２
ＷａｎｇＬＪ，ＺｈａｎｇＨＣ，ＨｕｏＺ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ｓｏｎｙｉｅｌ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ｓｕｐ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７，３３（２）：１７５－１８２．

［２９］　徐国伟，吴长付，刘辉，等．秸秆还田与氮肥管理对水稻养
分吸收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７）：１９１－１９５
ＸｕＧＷ，ＷｕＣＦ，Ｌｉｕ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ｗｒｅｓｉｄｕｅｒｅｔｕ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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