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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葵杂2号对氮磷钾平衡吸收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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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陇葵杂2号为指示品种，研究了不同施肥条件下向日葵生育期植株干物质积累量与氮、磷、钾积累
量间的平衡关系，结果表明，向日葵植株干物质的积累量与氮、磷、钾积累量之间，以及氮、磷、钾在植株中的积

累量间均呈极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以施尿素 225 kg/hm2、普通过磷酸钙150 kg/hm2、氯化钾150 kg/hm2处理的氮、
磷、钾施用量配比合理，在该施肥条件下，氮（N）、磷（P2O5）、钾（K2O）平衡施肥比例为4.1颐1颐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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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tudy of Longkuiza 2 on Balance Absorption of N P an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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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experiment，taking sunflower longkuiza 2 as instruction variety，the authors studied the relation of balance
assimilation of N，P and K and accumulation of dry matter under treatments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it was
very obvious linearity correlation among accumulation of N，P and K in plants，between accumulation of N，P and K and
accumulation of dry matter . It was reasonable ratio Use Urea 225 kg/hm2、Superphosphate150 kg/hm2、KCl 150 kg/hm2 .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balance of fertikier ratio of N颐P2O5颐K2O=4.1颐1颐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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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含油率较高，是世界四大油料作物之
一，在俄罗斯、美国、印度、中国、乌克兰等国
家广泛种植［ 1］。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油用向日葵已成为我国东北、西北、华北等
地区主要的油料及经济作物之一［ 2］。提高油用向
日葵的含油率及产量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油用向日葵产量及含油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氮、
磷、钾三要素营养水平的供应及平衡吸收，而这

种平衡吸收关系主要依赖于土壤供肥水平和科学
施肥［ 3］。过去，对甘肃地区土壤供肥能力以“缺
氮、少磷、钾有余”予以概括［ 4］。近年的研究证
明，向日葵属需钾较多作物，增施钾肥对向日葵
具有较大的增产效应。目前关于向日葵氮、磷、
钾合理配施效应及其对该三元素平衡吸收利用的
研究鲜有报道。我们通过氮、磷、钾三元素配合
施肥，研究了油用向日葵陇葵杂2号对氮、磷、钾

有降低，但降低差异未达显著水平（P＜0.05）。
3 结论
应用自然冷源通风库（机械制冷+自然冷源通

风）贮藏苹果189 d期间，苹果的果实硬度、可溶性
固形物含量、可滴定酸含量较完全制冷库贮藏果

实略有降低，分别降低0.3 kg/cm2、0.2百分点、
0.06百分点，但差异不显著。同时可以看出，由于
自然冷源通风库充分利用了自然冷源，节能效果
显著，节能效率达22.5%。

（本文责编：郑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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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吸收动态，以期为该品种丰产栽培提供合理
施肥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氮肥为尿素（含N 46%），中国石油兰州化
学工业公司生产；磷肥为普通过磷酸钙（含P2O5

12%），白银虎豹磷肥厂生产；钾肥为氯化钾（含
K2O 60%），白银丰宝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磷
酸二铵（含N 18%，P2O5 46%），白银丰宝农化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指示向日葵品种为陇葵杂2号。
1.2 方法

1.2.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11年在秦王川引大
灌区玫瑰园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地土壤为沙壤土，
前茬为大麦，耕层0～20 cm土壤含有机质 1.132
mg/kg、碱解氮38.8 mg/kg、速效磷57.6 mg/kg、速
效钾209.28 mg/kg，pH为8.63。
1.2.2 试验方法 试验随机区组设计，设6个施肥
处理，处理1不施肥（CK），处理2施尿素225 kg/hm2，
处理3施普通过磷酸钙150 kg/hm2，处理4施尿素
225 kg/hm2、普通过磷酸钙150 kg/hm2，处理5施尿
素225 kg/hm2、普通过磷酸钙150 kg/hm2、氯化钾
150 kg/hm2，处理6施尿素225 kg/hm2、磷酸二铵225
kg/hm2。小区面积30 m2，3次重复。4月20日播种，
先将所有肥料按试验设计方案在播种行两侧开沟
深施，然后人工开穴点播，株距30 cm，行距50
cm，行长6.0 m。田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收获
时分小区单收计产。
1.2.3 样品处理 分别于苗期、现蕾期、开花期、
成熟期每处理取样5株，按根、茎秆、叶片、花
盘、籽粒5部分分别处理。用蒸馏水冲干净，用滤
纸吸干表面水分后测定鲜重，然后将各部分分别
置于烘箱，在105℃条件下杀青，烘1 h，然后将
温度降至80℃下烘8 h，冷却称重，再置于80℃条
件下烘1 h，直至恒重，称其干重，然后粉碎供分
析测定。
1.2.4 测定分析方法 采用半微量凯氏定氮法测
定全氮含量，钒钼黄比色法测定全磷含量，火焰
光度计法测定全钾含量。测定数据用Logistic曲线
方程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株干物质积累量与氮、磷、钾积累量的平衡关系

2.1.1 干物质积累量与氮、磷、钾积累量的关系
由图1可知，在各施肥处理条件下，陇葵杂2号不
同生育时期植株干物质的积累与氮、磷、钾素的
积累是同步的，随着植株个体干物质量的积累，
植株中氮、磷、钾的量也随之增加。植株干物质

积累量与氮、磷、钾积累量间呈极显著的线性正
相关，线性相关方程分别为 y=0.001 6x+1.367 8
（R2=0.863 9）、y=0.000 2x+0.241 8（R2=0.869 4）、
y=0.002 7x+2.152 9（R2=0.895 5），即每形成1 g干
物质，相应吸收氮、磷、钾素分别为0.001 6、
0.000 2、0.002 7 g。
2.1.2 植株氮、磷、钾积累量间的相互关系 由
图2看出，在各施肥处理条件下，陇葵杂2号不同
生育时期植株中氮、磷、钾素积累量间均呈极显
著线性相关，且植株对钾素的需求量最大。氮素
与磷素、氮素与钾素、磷素与钾素积累量间线性
相关方程分别为y=0.122x+0.079 4（R2=0.801 9）、
y=0.431 8x+0.2611（R2=0.779 8）、y=10.909x+0.436 3
（R2=0.84），即植株每积累1 g氮素，相应协调吸收
积累磷素0.122 g、钾素1.431 8 g；每吸收积累1 g磷
素，相应协调吸收积累钾素10.909 g。
2.2 不同生育时期植株中氮、磷、钾的比例关系

由表1可见，在各施肥处理条件下，随着生育
期的推进，陇葵杂2号植株对氮、磷、钾各元素吸

a 干物质与氮素积累量的关系

图1 干物质与氮、磷、钾积累量的关系

b 干物质与磷素积累量的关系

c 干物质与钾素积累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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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植株中氮、磷、钾积累量的关系

c磷素与钾素积累量的关系
磷素（P2O5）的积累量（g/株）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y= 10.909x - 0.436 3
R2=0.84

0.22 0.24 0.26 0.28 0.30 0.32 0.34

b 氮素与钾素积累量的关系
氮素（N）的积累量（g/株）

3.4
3.2
3.0
2.8
2.6
2.4
2.2
2.0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y = 1.431 8x + 0.261 1
R2=0.779 8

a 氮素与磷素积累量的关系

y = 0.122x + 0.079 4
R2=0.801 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氮素（N）的积累量(g/株)

3.4
3.2
3.0
2.8
2.6
2.4
2.2

收积累比例发生明显变化，从苗期到成熟期总体
呈上升趋势，以成熟期氮、磷、钾比例最高。且
各处理的植株在不同生育期对钾素与磷素吸收量
的比值大于氮素与磷素吸收量的比值，即植株生
育期间对氮、磷、钾的吸收量从高到低依次为钾、
氮、磷。
2.3 陇葵杂 2号籽粒单位养分吸收量及产量
由表2可知，在各施肥处理条件下，每形成

100 kg陇葵杂2号籽粒，氮的吸收量为4.27～7.32

kg，磷的吸收量为1.40～1.69 kg，钾的吸收量为
12.72～15.52 kg。籽粒产量以处理5最高，折合产
量为3 809.85 kg/hm2。对产量进行显著性分析结果
表明，处理5与处理6之间差异不显著，与其它处
理间达极显著水平。可见，氮、磷、钾三要素配
合施用不仅促进向日葵植株对氮、磷、钾营养元
素的平衡吸收，而且显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处
理5氮、磷、钾施用量配比合理，产量达最高值，
其它处理氮、磷、钾施用量配比不合理，影响油
葵植株对氮、磷、钾各元素的平衡吸收以及代谢，
进而导致其产量下降。因此，处理5施肥条件下，
形成100 kg陇葵杂2号籽粒所吸收的氮、磷、钾量
及其比例可作为计划产量指标需肥量的参考依据，
即每形成100 kg陇葵杂2号籽粒，需N 6.79 kg、P2O5

1.65 kg、K2O 15.52 kg，氮、磷、钾平衡施肥比例
为4.1∶1∶9.4。
3 结论与讨论
1）陇葵杂2号植株在全生育过程中，干物质量的
积累与氮、磷、钾素积累量间之间，以及氮、磷、
钾在植株中的积累量间均呈极显著的线性正相关，
即每形成1 g干物质，相应吸收氮、磷、钾素分别
为0.001 6、0.000 2、0.002 7 g；植株每积累1 g氮
素，相应协调吸收积累0.122 g的磷素、1.431 8 g的
钾素；每吸收积累1 g磷素，相应协调吸收积累
10.505 g钾素。陇葵杂2号对氮、磷、钾的这种定
量平衡吸收比例关系可作为其平衡施肥的理论依
据。
2）陇葵杂2号植株对氮、磷、钾素吸收积累比例
变化明显，从苗期到成熟期各元素间比例总体呈
上升趋势，植株对钾素与磷素吸收量的比值大于
氮素与磷素吸收量的比值，即植株生育期间对氮、

处理 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成熟期
处理1（CK） 4.91∶1∶8.53 5.94∶1∶8.15 5.31∶1∶9.87 5.97∶1∶9.96
处理2 5.70∶1∶9.54 6.19∶1∶9.73 5.72∶1∶9.78 6.70∶1∶9.90
处理3 5.32∶1∶8.98 4.92∶1∶7.88 5.64∶1∶9.89 5.93∶1∶10.00
处理4 5.27∶1∶9.58 5.59∶1∶8.63 6.33∶1∶9.43 6.45∶1∶9.79
处理5 5.37∶1∶9.37 6.24∶1∶9.80 6.13∶1∶9.81 6.39∶1∶9.86
处理6 5.75∶1∶8.94 5.67∶1∶8.04 5.92∶1∶9.34 6.21∶1∶9.69

表1 陇葵杂2号不同生育时期氮、磷、钾的比例

表2 陇葵杂2号籽粒单位养分吸收量及产量
处理

形成100 kg籽粒所吸收的养分（kg） 折合产量
（kg/hm2）N P2O5 K2O

处理1（CK） 4.27 1.41 13.72 3 223.50 c D
处理2 6.43 1.47 14.03 3 492.90 b BC
处理3 3.99 1.42 12.72 3 320.70 bc CD
处理4 6.65 1.40 13.95 3 444.30 b CD
处理5 6.79 1.65 15.52 3 809.85 a A
处理6 7.32 1.69 15.37 3 740.85 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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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钾的吸收量从高到低依次为钾、氮、磷。
3）在各施肥处理条件下，每形成100 kg陇葵杂2号
油葵籽粒，从土壤中吸收氮、磷、钾的量有所不
同，以施尿素225 kg/hm2、普通过磷酸钙150 kg/hm2、
氯化钾150 kg/hm2处理的氮、磷、钾施用量配比合
理，籽粒产量达最高值3 809.85 kg/hm2。该施肥条
件下形成100 kg陇葵杂2号籽粒所吸收的氮、磷、
钾量及其比例，可作为陇葵杂2号计划产量指标需
肥量的参考依据，即每形成100 kg陇葵杂2号籽粒，
需N 6.79 kg、P2O5 1.65 kg、K2O 15.52 kg，氮、磷、
钾平衡施肥比例为4.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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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引进的13个节水专用型春小麦新品种（系）在古浪县沿祁连山一次水不保灌冷凉灌区节水胁迫条件
下进行了试种。结果表明，参试品种（系）总体表现为抗耐旱能力强，适宜节水栽培。品系9801、中红-6、中红
f5-4株高适宜，穗粒数和千粒重高，折合产量9 000 kg/hm2以上，较对照品种宁春4号增产2 000 kg/hm2以上，增产
率27%以上，在干旱和节水胁迫栽培条件下，产量潜力大，建议在古浪县冷凉灌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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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专用型春小麦新品种（系）引种试验初报
刘英梅 1，张 忠 1，邱玉萍 1，张俊儒 2

（1. 甘肃省古浪县种子技术推广服务站，甘肃 古浪 733100；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春小麦是古浪县传统主栽作物，年均种植面
积3.2万hm2。水资源严重不足是制约古浪县农业生
产发展的关键因子，春小麦实施节水栽培对古浪
县建设节水型社会有重大意义。为进一步推动春
小麦节水栽培，2013年我们与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小麦研究所合作，对部分节水专用型春小麦新品
种（系）在古浪县泗水镇春小麦一次水不保灌区进
行了引种试验，现将结果初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材料

参试春小麦新品种（系）为9809、9801、9486、
9482、9771、 9078、 9396、中红 f5-4、中红-6、
中红-110、中红-115、9711、HYJDP68，对照品

种为当地主栽品种宁春4号，均由甘肃省农业科学
院小麦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古浪县泗水镇双塔村。海拔1 800 m，
土壤为灌淤土，肥力中等，前茬春小麦。试验随
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区面积7.5 m2。播前结
合旋耕整地施磷酸二铵 450 kg/hm2、尿素 300
kg/hm2。3月18日采用手锄开沟播种，每小区10行，
行距15 cm，播种量675万粒/hm2。5月30日灌水1
次，灌溉量约1 650 m3/hm2。其余管理措施同当地
大田。全生育期观察田间长势和抗旱性表现。收
获前每小区随机取样30株进行常规考种，考察单
株及籽粒表现。7月9日收获，各小区单收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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