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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多宝缓释尿素在浙江省旱稻生产中的增产效应

姜丽娜   王  强
( 浙江省农科院环境资源与土壤肥料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1 )

2014 年度在浙江省金华市蒋堂农业试验站布置了益

多宝缓释尿素在旱稻生产中的增产效应田间试验。供试土

壤为红壤，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52.5 克 / 公斤，全氮含量

3.0 克 / 公斤，土壤有效磷含量为 5.2 毫克 / 公斤，速效钾

含量为 134.5 毫克 / 公斤。供试的旱稻品种为浙优 18。试

验方案由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武汉办事处统一制定，各

处理益多宝占总施氮量的比例及氮肥施用方式见表 1。其

中 N0 处理不施氮肥，习惯施肥氮肥施用量为 225 公斤 N 

/ 公顷，处理 3–8 氮肥施用量与习惯施肥相等，处理 9–14

氮肥施用量比习惯施肥减少 20%。各处理磷钾肥用量均

为 P2O5 60 公斤 / 公顷，K2O 90 公斤 / 公顷，全部基施。

试验中氮肥用尿素和“益多宝”，磷肥为普钙，钾肥为氯

化钾。

与水稻相比，旱稻分蘖数较少，因此试验产量比当地常规

水稻产量有明显下降。

2  益多宝缓释尿素对旱稻产量构成因子
    的影响

试验各处理考种结果见表2。N0处理旱稻株高、穗长、

每穗总粒数和秕谷率比习惯施肥处理显著降低，千粒重也

有降低的趋势。与习惯施肥处理相比，施用益多宝的各处

理株高、穗长、每穗总粒数都呈降低的趋势。与益多宝一

次性施肥处理相比，益多宝 + 追肥处理旱稻株高、穗长

有增加的趋势。

表 1 各处理益多宝占总施氮量比例及氮肥施用方式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处理

N0

习惯施肥

70% 益多宝

56% 益多宝 + 追肥

60% 益多宝

48% 益多宝 + 追肥

40% 益多宝

32%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70% 益多宝

减氮 –56%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60% 益多宝

减氮 –48%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40% 益多宝

减氮 –32% 益多宝 + 追肥

尿素

0

40

30

24

40

32

60

48

30

22. 5

40

30

60

45

益多宝

0

0

70

56

60

48

40

32

70

52. 5

60

45

40

30

分孽期追肥

尿素

0

30

0

20

0

20

0

20

0

25

0

25

0

25

孕穗期追肥

尿素

0

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备注

与习惯施肥

等施氮量

施氮量比习

惯施肥减

20%

基肥

(%)

1  试验总体情况

2014 年度旱稻试验中旱稻种子采用点播，并在出苗

后适当补苗。从旱稻生长来看，点播方式较好地避免了各

小区出苗数差异较大的缺点。试验期间旱稻长势正常，但

与习惯施肥相比，施用益多宝处理旱稻有效穗、千粒

重呈增加的趋势，秕谷率则显著下降。益多宝不同施用比

例对旱稻有效穗、千粒重和秕谷率没有规律性的影响，但

与益多宝一次性施肥处理相比，益多宝 + 追肥处理旱稻

有效穗和千粒重有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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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益多宝缓释尿素对旱稻产量的影响

3.1  试验总体产量结果

表 3 是田间试验中各处理旱稻产量。统计结果表明，

N0 处理旱稻产量为 4953.7 公斤 / 公顷，比习惯施肥处理

降低了 23.4%，表明氮肥仍是旱稻增产的限制因素。施用

益多宝的 12 个处理中，仅有“减氮 –40% 益多宝”处理

和“减氮 –32% 益多宝 + 追肥”处理旱稻产量显著低于

习惯施肥处理，其余益多宝处理旱稻产量与习惯施肥处理

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此从旱稻产量上衡量，本试验中处

理 3–12 等益多宝施用量及施用方式均能保证旱稻产量与

习惯施肥持平或略增产。

3.2  益多宝施用比例对旱稻产量的影响

由于该试验中包含了不同氮肥施用量，益多宝在总施

表 2  益多宝对旱稻产量构成因子的影响

处理

N0

习惯施肥

70% 益多宝

56% 益多宝 + 追肥

60% 益多宝

48% 益多宝 + 追肥

40% 益多宝

32%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70% 益多宝

减氮 –56%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60% 益多宝

减氮 –48%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40% 益多宝

减氮 –32% 益多宝 + 追肥

株高

( 厘米 )

83. 8c

95. 0ab

90. 8ab

92. 4ab

94. 4ab

95. 0ab

93. 5ab

94. 8ab

90. 9ab

96. 7a

92. 1ab

92. 5ab

88. 9bc

91. 9ab

每穗

总粒数

283. 6bc

373. 7a

288. 5bc

274. 8bc

223. 0c

300. 0abc

313. 2ab

282. 8bc

258. 0bc

314. 7ab

284. 5bc

262. 3bc

277. 5bc

305. 1ab

有效穗

( 每株 )

4. 4bc

4. 3c

4. 8abc

4. 9abc

4. 8abc

5. 0abc

5. 3ab

5. 3ab

4. 4c

5. 3a

4. 7abc

5. 2abc

5. 0abc

4. 5abc

秕谷率

(%)

8. 8bc

20. 9a

9. 3bc

13. 3abc

15. 5ab

10. 1bc

11. 4bc

9. 4bc

9. 9bc

6. 5c

10. 4bc

13. 5abc

10. 6bc

11. 0bc

穗长

( 厘米 )

18. 8c

21. 5a

19. 1c

19. 1c

19. 4bc

19. 7bc

19. 6bc

19. 9bc

18. 9c

19. 1c

20. 4ab

18. 9c

19. 0c

19. 2bc

千粒重

( 克 )

24. 1b

24. 9ab

25. 8a

24. 3b

24. 8ab

24. 6ab

24. 8ab

24. 9ab

24. 5ab

25. 0ab

25. 3ab

25. 7a

24. 5ab

24. 9ab

表 3  益多宝试验各处理旱稻产量

处理

N0

习惯施肥

70% 益多宝

56% 益多宝 + 追肥

60% 益多宝

48% 益多宝 + 追肥

40% 益多宝

32%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70% 益多宝

减氮 –56%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60% 益多宝

减氮 –48%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40% 益多宝

减氮 –32% 益多宝 + 追肥

产量

( 公斤 / 公顷 )

4953. 7 e

6469. 8 abc

6688. 0 a

6620. 7 ab

6555. 0 abc

6311. 2 abcd

6506. 3 abc

6113. 8 cd

6251. 0 abcd

6493. 9 abc

6233. 7 bcd

6237. 8 bcd

5982. 5 d

5926. 8 d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比习惯施肥

增产 (%)

–23. 4

–

3. 4

2. 3

1. 3

–2. 5

0. 6

–5. 5

–3. 4

0. 4

–3. 6

–3. 6

–7. 5

–8. 4

图 1 益多宝施用比例对旱稻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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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量中的不同比例，以及不同施肥方式等因素，为了比较

益多宝缓释尿素在旱稻上的增产效应，将试验中旱稻产量

根据不同因素进行了分析比较。

图 1 是不同益多宝施用比例对旱稻产量的影响。除了

“减氮 –40% 益多宝”处理显著降低了旱稻产量外，其余

益多宝处理旱稻产量与习惯施肥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相

等施氮量的 3 个益多宝施用比例处理间，旱稻产量有随着

益多宝施用比例降低而下降的趋势。而在相同的益多宝施

用比例下，与习惯施肥等施氮量的 3 个处理旱稻产量均高

于相同益多宝比例的减氮处理。结果表明增加总施氮量以

及益多宝缓释尿素的施用比例都能促进旱稻的增产。

3.3  追肥对旱稻产量的影响

益多宝 + 追肥的各处理旱稻产量见图 2。除了“减氮

–32% 益多宝 + 追肥”处理显著降低了旱稻产量外，其余

处理旱稻产量与习惯施肥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在相等的施

氮量下，3 个处理间旱稻产量有随着益多宝施用比例降低

而下降的趋势，而在益多宝施用比例相同的处理间，与习

惯施肥等氮量的处理旱稻产量高于减氮的处理。由于等施

氮量的 3 个处理间追肥占总施氮量的比例相同，因此试验

结果表明在施用追肥的情况下，氮肥施用量和益多宝施用

比例仍然是影响旱稻产量的影响因素。

一次性施肥旱稻平均产量比习惯施肥增产了 1.7%，而益

多宝 + 追肥旱稻平均产量比习惯施肥减产了 1.9%。而在

氮肥施用量比习惯施肥减少 20% 时，益多宝一次性施肥

和益多宝 + 追肥分别比习惯施肥减产了 5.1% 和 4.0%。

表明在氮肥施用量较高时，益多宝一次性施肥的增产效应

高于追肥，而在氮肥施用量减少时，益多宝 + 追肥的增

产效应优于益多宝一次性施肥。

表 4  益多宝一次性施肥与追肥间旱稻产量的差异

处理

习惯施肥

益多宝一次性施肥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益多宝一次性施肥

减氮 ( 益多宝 + 追肥 )

平均产量

( 公斤 / 公顷 )

6469. 8

6583. 1

6348. 5

6155. 7

6219. 5

比习惯施肥

增产 (%)

–

1. 7

–1. 9

–5. 1

–4. 0

图 2 益多宝 + 追肥对旱稻产量的影响

3.4  益多宝一次性施肥与追肥间旱稻产量的差异

试验中设置了益多宝一次性施肥和益多宝 + 追肥处

理之间的对比。表 4 中将施氮量相同的 3 个益多宝不同施

用比例的处理以及 3 个益多宝 + 追肥的处理旱稻产量分

别平均，得出益多宝一次性施肥和益多宝 + 追肥对旱稻

产量的差异。结果表明，与习惯施肥等施氮量下，益多宝

3.5  施肥产投比分析

根据当地肥料零售价格、稻谷收购价和劳动力成本，

计算了各处理的施肥产投比 ( 表 5 )。结果表明，N0 处理

施肥产投比为 7.7，在各处理中最高，但是 N0 处理显著

降低了旱稻产量。习惯施肥处理施肥产投比仅为 3.8，在

各处理中处于最低，主要是习惯施肥处理 2 次追肥增加了

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说明劳动力成本在水稻生产中占的比

重越来越大。施用益多宝的各处理中，一次性施肥处理由

于减少了追肥的劳动力支出，施肥产投比明显高于追肥处

理。益多宝一次性施肥的处理中，不同氮肥施用量和不同

益多宝施用比例的处理间施肥产投比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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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益多宝田间施用产投比分析

处理

N0

习惯施肥

70% 益多宝

56% 益多宝 + 追肥

60% 益多宝

48% 益多宝 + 追肥

40% 益多宝

32%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70% 益多宝

减氮 –56%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60% 益多宝

减氮 –48% 益多宝 + 追肥

减氮 –40% 益多宝

减氮 –32% 益多宝 + 追肥

注 : 稻谷收购价按 2. 86 元 / 公斤。尿素按 1. 8 元 / 公斤，过磷酸钙按 0. 6 元 / 公斤，氯化钾按 3. 3 元 / 公斤，益多宝按 2. 16 元 / 公斤。

施肥人工成本按 0. 5 天 / 亩，140 元 / 天。

稻谷收益

14167. 5

18503. 7

19127. 7

18935. 1

18747. 3

18049. 9

18608. 1

17485. 3

17877. 9

18572. 6

17828. 3

17840. 2

17110. 0

16950. 7

肥料投入

795. 0

1674. 3

1832. 0

1801. 7

1810. 0

1783. 4

1765. 0

1747. 6

1625. 3

1594. 2

1607. 0

1580. 3

1571. 2

1252. 8

总投入

1845. 0

4824. 3

2882. 0

3901. 7

2860. 0

3883. 4

2815. 0

3847. 6

2675. 3

3694. 2

2657. 0

3680. 3

2621. 2

3352. 8

施肥成本

人工

1050

3150

1050

2100

1050

2100

1050

2100

1050

2100

1050

2100

1050

2100

施肥

产投比

7. 7

3. 8

6. 6

4. 9

6. 6

4. 6

6. 6

4. 5

6. 7

5. 0

6. 7

4. 8

6. 5

5. 1

4  结论与建议

1、与习惯施肥相比，施用益多宝的各处理株高、穗长、

每穗总粒数都呈降低的趋势。有效穗、千粒重呈增加的趋

势，秕谷率则显著下降。

2、无论是益多宝一次性施肥和益多宝 + 追肥，旱稻

产量都有随着总施氮量和益多宝施用比例增加而增加的趋

势。在氮肥施用量为 225 公斤 / 公顷时，益多宝一次性施

肥增产效应优于益多宝 + 追肥的处理。但在氮肥施用量

减少 20% 时，益多宝 + 追肥处理比益多宝一次性施肥具

有更好的增产效应。

3、与习惯施肥等施氮量时，施用益多宝的各处理旱

稻产量都与习惯施肥持平或略增产，氮肥施用量比习惯

施肥减少 20% 时，旱稻产量有降低趋势，仅“减氮 –56%

益多宝 + 追肥”处理旱稻产量略高于习惯施肥。由于施

用追肥明显降低产投比，因此考虑施肥成本和产量等因素，

氮肥施用量为 225 公斤 / 公顷，益多宝施用比例 40%，不

施追肥是目前旱稻生产中适宜的施肥量和施肥方式。

4、在现有的土壤肥力下，通过合理施肥增加旱稻产

量具有较高的难度。试验中减氮 20% 的部分处理旱稻产

量与习惯施肥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且追肥的劳动力已成

为旱稻生产中重要的支出成本。因此缓释肥在旱稻上施用

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在减少总施肥量，或者减少追肥的情况

下，维持现有的旱稻产量，从而达到节本增效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