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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型叶面肥对水稻产量与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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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ＲＴ螯合肥（含叶肥与果肥）是一种螯合微量元素的功能型叶面肥。为了确定其适宜的施用方法，２０１５年
于湖南浏阳永安开展了不同施氮水平条件下ＲＴ螯合肥叶面喷施试验。结果表明：孕穗期和抽穗期喷施叶肥、返
青分蘖期喷施叶肥＋抽穗期喷施果肥均能明显提高水稻产量和改善米质；返青期喷施叶肥 ＋孕穗期喷施果肥对
产量的提高效果最显著；秧苗期喷施叶肥＋分蘖期喷施叶肥＋抽穗期喷施果肥对改善米质效果最好；秧苗期喷施
叶肥能显著提高总根数和干物质的积累；在Ｎ肥减量条件下配施叶面肥有显著提高肥效的作用。该叶面肥在孕
穗期和抽穗期喷施，且叶肥混搭果肥喷施后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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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吸收养分的途径有２种：根系吸收和叶面
吸收。绝大多数陆生植物依靠根系吸收养分，但是

植物的叶片也可以吸收外源物质，如气体、营养元

素、农药等，叶片在吸收水分的同时能够像根一样地

将营养物质吸收到植物体中去［１］，对光合过程和植

物体内酶的活动有着同样的影响［２，３］。叶面施肥又

称根外施肥，即通过叶面喷洒来补充植物所需的营

养元素，从而起到调节植物生长、补充所缺元素、防

早衰和增加产量及改善品质的作用［４～８］。

叶面肥作为新型肥料，它具有针对性强、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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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效果好、环境污染风险小、施用方法轻便、经

济［９，１０］等特点。当今叶面肥的发展趋势应为绿色环

保化，而复合多功能化是叶面肥发展的主导方

向［１１，１２］。叶面肥种类较多，主要可分为元素类、调

节型、生物型、氨基酸类、腐殖酸类、甲壳素类、海藻

酸类等７大类［１３］。但当前的叶面肥也存在总体用

量不大、技术到位率低、品种多、质量参差不齐等特

点。ＲＴ螯合肥（含叶肥与果肥）是一种螯合微量元
素的新型功能型叶面肥。螯合营养素适用于叶面施

用，对叶片的效果较好。植物叶片有防止水分流失

的蜡质涂层，它对水和无机物质的排斥使得无机养

分难以渗透到叶片中。然而，有机分子可以穿透蜡，

有机涂层周围的螯合营养允许它渗透蜡层进入叶

中。一旦进入叶片中，螯合物释放养分，以供植物使

用。笔者在大田条件下研究了 ＲＴ螯合肥喷施时期
对秧苗素质、水稻产量和稻米品质的影响，以期为该

叶面肥的生产应用提供优化方案。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地点与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５年晚季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坪
头村（２８°１４′１５３６″Ｎ，１１３°１８′４２１１″Ｅ）进行。供试
土壤为第四纪红土发育的红黄泥，ｐＨ６３０，有机质
１８４ｇ／ｋｇ，总氮１０９ｇ／ｋｇ，有效磷和速效钾分别为
７８１和９８６ｍｇ／ｋｇ。

供试水稻品种为‘五优 ３０８’。供试叶面肥为
‘ＲＴ螯合肥’，由北京绿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源于田丰集团研制的最新螯合技术，精选优质有机

原料，融入高溶解性 Ｆｅ、Ｍｎ、Ｃｕ、Ｍｏ、Ｂ等多种螯合
的离子化微量元素和腐植酸、氨基酸、核苷酸、甲壳

素等植物生理活性因子。主要成分：腐植酸≥
８０％，Ｆｅ＋Ｍｎ＋Ｃｕ＋Ｍｏ＋Ｂ≥６０％，水不溶物≤
５％，螯合核苷酸，甲壳素等。

１２　试验设计

以ＲＴ螯合肥的叶肥和果肥分别设计试验处理。
试验１：ＲＴ螯合肥中叶肥不同喷施时期对水稻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试验按裂区设计，以施氮量为主区，设两个施Ｎ
水平：１６５ｋｇ／ｈｍ２（Ｎ１）和１２０ｋｇ／ｈｍ２（Ｎ２）；以喷施
时期为裂区，设秧苗期喷施（Ｔ１）、返青期喷施（Ｔ２）、
孕穗期喷施（Ｔ３）、抽穗期喷施（Ｔ４）、乳熟期喷施
（Ｔ５），以全生育期不喷施为对照（Ｔ０）。３次重复，

小区面积１５ｍ２。
试验２：叶肥和果肥在不同时期搭配喷施对水

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试验按裂区设计，以施氮量为主区，设两个施Ｎ
水平：１６５ｋｇ／ｈｍ２（Ｎ１）和１２０ｋｇ／ｈｍ２（Ｎ２）；以喷施
时期为裂区，设返青期喷施叶肥 ＋孕穗期喷施果肥
（Ｔ６）、抽穗期喷施果肥 ＋乳熟期喷施果肥（Ｔ７）、返
青分蘖期喷施叶肥＋抽穗期喷施果肥（Ｔ８）、秧苗期
喷施叶肥 ＋分蘖期喷施叶肥 ＋抽穗期喷施果肥
（Ｔ９）、返青期喷施叶肥＋孕穗期喷施叶肥 ＋抽穗期
喷施果肥＋乳熟期喷施果肥（Ｔ１０），以全生育期不
喷施为对照（Ｔ０）。３次重复，小区面积１５ｍ２。
６月２２日播种，水育秧；７月２４日移栽，移栽时

每穴２苗，株行距１６７ｃｍ×２６７ｃｍ。叶肥原液按
体积比１∶３４０对水稀释，每公顷喷施２２５Ｌ；果肥原
液按体积比１∶３００对水稀释，每公顷喷施２２５Ｌ。以
小型喷壶喷施。

氮肥按基肥∶蘖肥∶穗肥 ＝５∶２∶３三次施用，钾
肥按基肥∶穗肥＝５∶５分两次施用，磷肥一次性作基
肥施用。除草、病虫害防治、水分管理等按高产栽培

技术进行。除水分敏感期（返青期、孕穗期、抽穗扬

花期）保持水层外，大田灌溉采用干湿交替，苗数达

到计划穗数９０％时晒田控苗。病虫害防治根据当
地测报进行，但在封行前后、破口前５～７ｄ、始穗期
分别喷施了一次高效杀虫杀菌剂预防病虫害。

１３　测定项目

１３１　秧苗素质

秧苗分为正常秧苗和苗期喷施处理秧苗两部

分，处理秧苗于水稻３叶１心期进行叶肥喷施。在
移栽前１～３ｄ对秧苗分别进行苗高、绿叶数、总根
数、叶挺长、分蘖数、地上部鲜质量等项目的考察。

１３２　分蘖动态及成穗率

于返青期开始记录分蘖数，每３ｄ一次，直到分
蘖数稳定。成穗率（％）＝有效穗数／最高苗数 ×
１００。

１３３　产量测定及产量构成调查

成熟期调查有效穗数，每小区取 ５ｍ２测定产
量，并用对角线法取１０蔸考种样进行每穗粒数、结
实率和千粒质量的调查。

１３４　米质外观与食味测定

水稻收获脱粒，晒干，室内贮藏 ３个月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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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７８９１－１９９９测定糙米率、精米率、整精米率、
垩白粒率、垩白度、胶稠度、糊化温度、米粒长、长宽

比等。采用瑞典 ＦＯＳＳＴＥＣＡＴＯＲ公司生产的近红
外谷物分析仪（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１２４１ｇｒ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ｒ）测定精
米的蛋白质含量和直链淀粉含量。采用日本 ＲＣＴＡ
１１Ａ食味计进行大米外观、口感与综合评分的测定。

１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数据处理，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ｘ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秧苗素质

由表１可知，秧苗期喷施叶肥之后，总根数、鲜
质量及干质量显著高于不喷施的，苗高、绿叶数、白

根数、叶挺长、分蘖数、茎基宽都比不喷施处理高，但

差异不显著。

表１　秧苗素质考察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ｏｌｉａ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ｏ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处理
苗高

（ｃｍ）
绿叶数 总根数 白根数

叶挺长

（ｃｍ）
分蘖数

茎基宽

（ｃｍ）
鲜质量

（ｇ）
干质量

（ｇ）
喷施 ３２８２ａ ８３６ａ ３０４６ａ ９９５ａ １０８３ａ ２４８ａ ０８９ａ ３８１ａ ０７２ａ
不喷 ３２６３ａ ６９４ａ ２５１９ｂ ７４７ａ １０６１ａ ２１６ａ ０７２ａ ３０４ｂ ０５８ｂ

２２　产量及产量构成

在叶肥不同喷施时期试验中，两个 Ｎ肥处理
（１２０、１６５ｋｇ／ｈｍ２）间没有显著差异，故此将两种 Ｎ
肥模式中同种处理求均值再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

表２。从表２可见，Ｔ３（孕穗期喷施）的产量显著高
于对照Ｔ０（全生育期不喷施）和 Ｔ２（返青期喷施）；
Ｔ１（秧苗期喷施）、Ｔ３、Ｔ４（抽穗期喷施）和 Ｔ５（乳熟
期喷施）的产量与对照相比，分别增加了 １１％、
５６％、１１％和２２％。穗数和每穗粒数的差异是
处理间产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叶肥和果肥配施试验中，两个 Ｎ肥处理间没有
显著差异，故此将两种Ｎ肥模式中同种处理求均值再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３。从表３可见，Ｔ６（返青期
喷施叶肥＋孕穗期喷施果肥）、Ｔ７（抽穗期喷施果肥
＋乳熟期喷施果肥）、Ｔ８（返青分蘖期喷施叶肥 ＋抽
穗期喷施果肥）、Ｔ１０（返青期喷施叶肥＋孕穗期喷施
叶肥＋抽穗期喷施果肥＋乳熟期喷施果肥）的产量都
高于对照Ｔ０（全程不喷施），其中Ｔ６（９５ｔ／ｈｍ２）比对
照Ｔ０（９０ｔ／ｈｍ２）增产５６％，差异达显著水平。穗
数和每穗粒数的差异是处理间产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表２　叶肥不同施用时期的水稻产量和产量构成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ａｔｅｔｏ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处理 产量（ｔ／ｈｍ２） 有效穗数（穗／ｍ２） 穗粒数 结实率（％） 千粒质量（ｇ）
Ｔ０ ９０ｂ ２８０７ｂｃ １６３３ａ ９００ａ ２１８ａ
Ｔ１ ９１ａｂ ２７８５ｃ １５２９ｂ ９０５ａ ２１８ａ
Ｔ２ ９０ｂ ２９４９ａ １５８０ａｂ ９０２ａ ２１７ａ
Ｔ３ ９５ａ ３００２ａ １５４６ｂ ８９７ａ ２１７ａ
Ｔ４ ９１ａｂ ２７４０ｃ １５６７ａｂ ８９５ａ ２１８ａ
Ｔ５ ９２ａｂ ２９３８ａｂ １５９４ａｂ ８６０ｂ ２１８ａ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表３　叶肥和果肥配施处理的水稻产量和产量构成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ｆｏｌｉａ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ｗｉｔｈｆｒｕｉ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ｔｏｒｉｃｅ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处理 产量（ｔ／ｈｍ２） 有效穗数（穗／ｍ２） 穗粒数 结实率（％） 千粒质量（ｇ）
Ｔ０ ９０ｂ ２８０７ｃ １６３３ａ ９００ａｂ ２１８ａ
Ｔ６ ９５ａ ３００９ａｂ １５５８ｂｃ ８７７ｂ ２１６ａｂ
Ｔ７ ９１ａｂ ３０３５ａｂ １５７６ａｂｃ ８９６ａｂ ２１５ｂ
Ｔ８ ９２ａｂ ３０８７ａ １５２８ｃ ８９９ａｂ ２１６ａｂ
Ｔ９ ８９ｂ ２８１８ｂｃ １６１３ａｂ ９１４ａ ２１７ａｂ
Ｔ１０ ９２ａｂ ３１６６ａ １４１６ｄ ８９０ａ ２１６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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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分蘖动态及成穗率

从表４可知，在叶肥不同喷施时期试验中，两种
施Ｎ量处理下 Ｔ２的分蘖率都是最高的，Ｎ１和 Ｎ２
处理中 Ｔ２的分蘖率分别比对照 Ｔ０高 １０４％和
２７％，表明在返青期喷施叶面肥能有效促进分蘖；
Ｔ１的成穗率较高，表明在苗期喷施叶面肥能促进成
穗。其余各时期与对照Ｔ０相比都无明显差异。

从表５可知，在Ｎ１模式下，除 Ｔ８和 Ｔ１０外，各
处理的分蘖率均高于对照 Ｔ０，Ｔ６的分蘖率是最高
的，比对照Ｔ０高１３２％；各处理的成穗率均高于对
照，其中以Ｔ１０最高，为８７０４％。在Ｎ２模式下，除
Ｔ８外，各处理的分蘖率均低于对照，但各处理的成
穗率均高于对照。

表４　叶肥不同施用时期的水稻分蘖与成穗情况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ａｔｅ

施氮

模式
处理

基本苗

（苗／ｍ２）
达到最高

苗天数（ｄ）
最高苗

（苗／ｍ２）

有效穗

（穗／ｍ２）
分蘖率

（％）
分蘖势

成穗率

（％）
Ｎ１ Ｔ０ ４５９８ ２５ ４２６３７ ２８２５８ ８２７３８ １５２２ ６６２８

Ｔ１ ４１４９ ２５ ３４８６０ ２６９１２ ７４０２０ １２２８ ７７２０
Ｔ２ ４３７３ ２２ ４４３４３ ２７８１０ ９１３９５ １８１７ ６２７２
Ｔ３ ４４８５ ２２ ４２８３６ ２７５８５ ８５５００ １７４３ ６４４０
Ｔ４ ５２７０ １９ ５０４６０ ２５７９１ ８５７４３ ２３７８ ５１１１
Ｔ５ ５４９５ １９ ５０９０５ ２９３７９ ８２６４５ ２３９０ ５７７１

Ｎ２ Ｔ０ ４８２２ １９ ４６８３８ ２６４６４ ８７１３８ ２２１１ ５６５０
Ｔ１ ４４８５ １９ ３８７８３ ２７５８５ ７６４６５ １８０５ ７１１３
Ｔ２ ４３７３ １９ ４３５２６ ２８４８２ ８９５２８ ２０６１ ６５４４
Ｔ３ ４５９８ １９ ４３０９１ ２８９３１ ８３７２６ ２０２６ ６７１４
Ｔ４ ４３７３ １９ ３９３４２ ２８７０７ ７９９６１ １８４０ ７２９７
Ｔ５ ４８２２ １９ ４７５９７ ２７５８５ ８８７１２ ２２５１ ５７９６

表５　叶肥和果肥配施处理的水稻分蘖与成穗情况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ｔｉｌｌｅｒ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ｌｉａ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ｗｉｔｈｆｒｕｉ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ｐｒａｙ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施氮

模式
处理

基本苗

（苗／ｍ２）
达到最高

苗天数（ｄ）
最高苗

（苗／ｍ２）

有效穗

（穗／ｍ２）
分蘖率

（％）
分蘖势

成穗率

（％）
Ｎ１ Ｔ０ ４５９８ ２５ ４２６３７ ２８２５８ ８２７３８ １５２２ ６６２８

Ｔ６ ４５９８ ２５ ４４９７４ ３２７４４ ８７８２１ １６１５ ７２８１
Ｔ７ ４５９８ １９ ４４２０２ ３３６４１ ８６１４３ ２０８４ ７６１１
Ｔ８ ４５９８ １９ ３９６１６ ３２０７１ ７６１６７ １８４３ ８０９５
Ｔ９ ４４８５ １９ ４２６１１ ２９８２８ ８５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７０００
Ｔ１０ ４３０６ ２５ ３７１０５ ３２２９５ ７６１７１ １３１２ ８７０４

Ｎ２ Ｔ０ ４８２２ １９ ４６８３８ ２６４６４ ８７１３８ ２２１１ ５６５０
Ｔ６ ４５９８ ２５ ４２７６８ ３０７２５ ８３０２４ １５２７ ７１８４
Ｔ７ ５１５８ ２２ ４６２５７ ３２５１９ ７９６７６ １８６８ ７０３０
Ｔ８ ４７１０ ２２ ４７６２１ ３２５１９ ９１１１４ １９５１ ６８２９
Ｔ９ ４２６１ １９ ３８７９９ ２７１３７ ８１０５３ １８１８ ６９９４
Ｔ１０ ４０３７ ２２ ３５１５７ ３３０８９ ７７０９０ １４１５ ８４１２

２４　稻米品质

２４１　稻米外观品质

从表６可知，在Ｎ１模式下，除 Ｔ５外，各处理的
糙米率、精米率均高于对照 Ｔ０，而垩白粒率和垩白
度均低于对照 Ｔ０；在 Ｎ２模式中，Ｔ１、Ｔ３、Ｔ５的糙米

率和精米率略高于 Ｔ０，除 Ｔ４和 Ｔ５外，其余各处理
的垩白粒率和垩白度都低于Ｔ０。

从表７中可知，Ｎ１模式下Ｔ８、Ｔ９、Ｔ１０的糙米率
和精米率均高于对照，而垩白粒率和垩白度都低于

对照；在Ｎ２模式中，Ｔ６、Ｔ８和Ｔ９的精米率都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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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Ｔ０。在两种施氮模式中，米粒长和长宽比这两个 指标与对照之间差别不大。

表６　叶肥不同施用时期处理的稻米外观品质比较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ａｔｅ

施Ｎ模式 处理 糙米率（％） 精米率（％） 垩白粒率（％） 垩白度（％） 米粒长（ｍｍ） 长宽比

Ｎ１ Ｔ０ ８１０ ７２９ ４４０ ７８ ６６ ２９

Ｔ１ ８１７ ７３９ ３６０ ５８ ６４ ２８

Ｔ２ ８１４ ７３４ ３７０ ６７ ６６ ２９

Ｔ３ ８１６ ７３６ ３９０ ６２ ６５ ２８

Ｔ４ ８１５ ７３３ ３４０ ５９ ６４ ２８

Ｔ５ ８０８ ７３０ ４２０ ８４ ６４ ２９

Ｎ２ Ｔ０ ８０５ ７２５ ２５０ ５４ ６４ ２８

Ｔ１ ８０６ ７２７ １８０ ２２ ６６ ３０

Ｔ２ ７８８ ７０６ ２７０ ５４ ６５ ３０

Ｔ３ ８１２ ７３０ １７０ ２４ ６５ ３０

Ｔ４ ８０４ ７２７ ３２０ ６７ ６６ ２９

Ｔ５ ８０７ ７２９ ４１０ ８２ ６６ ２９

表７　叶肥和果肥配施处理的稻米外观品质比较
Ｔａｂｌｅ７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ｅｎｆｏｌｉａ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ｗｉｔｈｆｒｕｉ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ｐｒａｙ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施Ｎ模式 处理 糙米率（％） 精米率（％） 垩白粒率（％） 垩白度（％） 米粒长（ｍｍ） 长宽比

Ｎ１ Ｔ０ ８１０ ７２９ ４４０ ７８ ６６ ２９

Ｔ６ ８１０ ７２５ ４３０ ８３ ６５ ３０

Ｔ７ ８１３ ７２８ ３００ ６１ ６５ ３０

Ｔ８ ８２１ ７３６ ４２０ ７５ ６５ ３０

Ｔ９ ８１５ ７３８ ３９０ ７７ ６５ ３０

Ｔ１０ ８１５ ７３７ ３４０ ７０ ６５ ３０

Ｎ２ Ｔ０ ８０５ ７２５ ２５０ ５４ ６４ ２８

Ｔ６ ８０４ ７２７ ３５０ ７４ ６７ ２９

Ｔ７ ８０６ ７２５ ２３０ ４５ ６６ ２９

Ｔ８ ８０７ ７３０ ３６０ ５９ ６６ ２９

Ｔ９ ８１９ ７３６ ３６０ ５９ ６５ ２８

Ｔ１０ ８００ ７１８ ３３０ ６１ ６５ ２８

２４２　稻米营养品质

从表８中可知，在 Ｎ１模式下，喷施叶肥对蒸煮
品质中的综合评分影响最大，除 Ｔ５外，其余各处理
的综合评分都高于对照；Ｔ１、Ｔ５的直链淀粉含量高
于对照Ｔ０（２３３％），且都为２３８％；除 Ｔ１外，各处
理的蛋白质含量都高于对照，其中 Ｔ４和 Ｔ５的蛋白
质含量最高，都为 ８５％。在 Ｎ２模式下，Ｔ１和 Ｔ５
的直链淀粉含量都高于对照 Ｔ０（２３８％），Ｔ１为
２３９％，Ｔ５为２４４％；各处理间蛋白质含量都略低
于对照，但差异不明显；除 Ｔ１外，各处理的胶稠度

也变化不明显。

从表９中可知，在 Ｎ１模式下，Ｔ８、Ｔ９、Ｔ１０的直
链淀粉含量都高于对照 Ｔ０，其中 Ｔ８和 Ｔ９最高；各
处理的糊化温度、胶稠度都低于对照 Ｔ０，而蛋白质
含量均高于对照；各处理的外观、口感和综合评分均

略高于对照。在 Ｎ２模式下，Ｔ９和 Ｔ１０的直链淀粉
含量高于对照 Ｔ０，而蛋白质含量差别不大；在蒸煮
品质评价中，各处理的口感评分均高于对照，Ｔ７最
高；Ｔ７和Ｔ１０的外观和综合评分高于对照，其余处
理间变化不大。

３０４２０１７年 第３１卷 第４期　　　　　　　　　　　　　　　作 物 研 究　　　　　　　　　　　　　　　



表８　叶肥不同喷施时期的稻米营养品质比较
Ｔａｂｌｅ８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ｉｃ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ｅ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ｐｒａｙ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ｅ

施Ｎ模式 处理
直链淀粉

（％）
胶稠度

（ｍｍ）
糊化温度

（级）

蛋白质

（％）
外观分 口感分 综合评分

Ｎ１ Ｔ０ ２３３ １２００ ６３ ７８ ６５ ６８ ７１０
Ｔ１ ２３８ ９５５ ６６ ７７ ６８ ７１ ７３０
Ｔ２ ２３１ １２００ ５９ ８４ ６６ ６８ ７１９
Ｔ３ ２２０ １２００ ６３ ８２ ６６ ６８ ７１５
Ｔ４ ２２６ １２００ ６３ ８５ ６６ ６８ ７１６
Ｔ５ ２３８ ９１０ ５５ ８５ ６５ ６９ ７０５

Ｎ２ Ｔ０ ２３８ １１７５ ３３ ８９ ６７ ６８ ７２０
Ｔ１ ２３９ ８２０ ３８ ８６ ６６ ６８ ７１５
Ｔ２ ２３６ １２００ ７０ ８７ ６６ ６８ ７１５
Ｔ３ ２３８ １１００ ６９ ８７ ６６ ６９ ７１０
Ｔ４ ２３０ １１９０ ５４ ８４ ６６ ６９ ７１１
Ｔ５ ２４４ １１４０ ６５ ８８ ６６ ６９ ７１０

表９　叶肥和果肥配施处理的稻米营养品质比较
Ｔａｂｌｅ９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ｉｃ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ｈｅｎｆｏｌｉａ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ａｎｄｆｒｕｉ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ｐｒａｙ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施Ｎ模式 处理
直链淀粉

（％）
胶稠度

（ｍｍ）
糊化温度

（级）

蛋白质

（％）
外观分 口感分 综合评分

Ｎ１ Ｔ０ ２３３ １２００ ６３ ７８ ６５ ６８ ７１０
Ｔ６ ２３２ ８４５ ５７ ８６ ６７ ６９ ７２０
Ｔ７ ２３０ ８３０ ６２ ８８ ６７ ６９ ７２０
Ｔ８ ２３６ ９６５ ６３ ９１ ６６ ６８ ７１５
Ｔ９ ２３６ １０４０ ６０ ９２ ６７ ７０ ７２５
Ｔ１０ ２３５ ９６０ ５３ ９３ ６７ ７１ ７２５

Ｎ２ Ｔ０ ２３８ １１７５ ３３ ８９ ６７ ６８ ７２０
Ｔ６ ２３４ １１８５ ６５ ８６ ６６ ７０ ７１０
Ｔ７ ２３６ １１６０ ６０ ８９ ６８ ７２ ７３０
Ｔ８ ２３７ １１７５ ６３ ８８ ６５ ６９ ７１０
Ｔ９ ２３９ １１７５ ５１ ８７ ６７ ７０ ７２０
Ｔ１０ ２４０ １０３０ ６３ ８９ ６８ ７１ ７３０

３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秧苗期喷施叶肥能显著提高总

根数和干物质的积累；不同时期喷施叶肥对水稻的

产量与米质都有影响，两种施Ｎ模式下都是Ｔ１、Ｔ３、
Ｔ４时期喷施对产量的提高与米质的改善较为显著；
在叶肥和果肥配施试验中，Ｔ８和Ｔ１０处理对产量的
提高与米质的改善尤为显著。一般研究表明，在一

定范围内，高 Ｎ模式的产量较低 Ｎ模式下的产量
高。比较本试验两个施Ｎ模式下的产量，说明喷施
叶面肥有显著的减 Ｎ增产作用。但本试验只设置
了一个浓度的叶面肥在不同时期喷施的效果，没有

设置浓度梯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同喷施浓度对

水稻产量与品质的影响。

两个试验中，Ｎ１模式下的水稻产量与 Ｎ２模式
相比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叶面肥在 Ｎ肥减量条件下
能显著提高Ｎ肥利用率。同一处理下，低Ｎ模式的
直链淀粉、蛋白质含量及综合评分都略高于高 Ｎ模
式，表明在低Ｎ模式下喷施此种叶面肥对米质的改
善效果更明显。不同时期喷施叶面肥试验中，喷施

叶肥后对单位面积穗数和穗粒数的影响最大；两种

施Ｎ模式下都是处理Ｔ３与对照相比产量增加最显
著；Ｔ１、Ｔ３、Ｔ４、Ｔ５的外观品质、营养品质、蒸煮品质
都明显优于对照，这说明在这几个时期喷施叶肥能

明显改善米质。

（下转第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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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土壤中 Ｃｄ的释放量进行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
８０软件优化，得到的最优参数为：ｐＨ＝２６２４，黄腐
酸浓度００５０ｇ，反应时间 １８３７３８ｈ，污染物浓度
１５３９ｇ，胡敏酸浓度０２２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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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肥和果肥在不同时期配施试验中，Ｔ６处理对

供试品种‘五优３０８’的增产效果最显著，其次是 Ｔ８
和Ｔ１０，导致产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单位面积穗数
增加。在两种施 Ｎ模式中，Ｔ７、Ｔ８、Ｔ９、Ｔ１０的外观
品质、营养品质、蒸煮品质都略优于对照，说明在这

几个时期喷施叶面肥能明显改善米质。综合产量与

米质之间的影响，秧苗期喷施叶肥搭配水稻后几个

生长发育关键期喷施果肥对产量的提高和米质的改

善均具有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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