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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斯美氮肥是一种高浓度的液体肥料，含有

氨态、硝态和酰胺态 3种形态的氮，易于作物吸

收利用，氮肥利用率高达 90%，能显著降低施肥

成本，提高肥料利用率，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为

解决在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过量使用的问题，我

们于 2014年开展了优斯美液体氮肥在制种玉米上

的用量试验，为科学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优斯美液体氮肥（含N 32%）由中国化工集

团公司提供。指示制种玉米品种为垦玉 30。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14年在条山农场进行，共设 7个处

理，顺序排列，不设重复。大区面积87.75 m2（19.50

m×4.50 m）。处理 1为 CK1（不施氮肥）；处理 2为

CK2，施尿素 130.5 kg/hm2；处理 3为施尿素 130.5

kg/hm2+优斯美 90 kg/hm2；处理 4为施尿素 130.5

kg/hm2+优斯美 120 kg/hm2；处理 5为施尿素 130.5

kg/hm2+优斯美 150 kg/hm2；处理 6为施尿素 130.5

kg/hm2+优斯美 180 kg/hm2；处理 7为常规施肥，施

尿素 652.0 kg/hm2。试验于 5 月 4 日播种，保苗

75 000株 /hm2。各处理均施磷（P2O5）120 kg/hm2、钾

（K2O）75 kg/hm2。灌溉定额为 3 300 m3/hm2，全生育

期灌水 7～8次。处理 2～6尿素及磷、钾肥全部于

播前基施，处理 3～6优斯美液体氮肥追施，分配

比例为拔节期 40%、大喇叭口期 40%、抽雄期

20%。处理 7 为 20%尿素、全部磷、钾肥基施，

80%尿素分 3次（拔节期 30%、喇叭口期 30%、抽

雄期 20%）随水滴施。田间管理与当地大田一致。

9月 26—28日成熟，10月 11日收获。

1.3 试验记载及测定指标

记载播种、出苗、拔节、大喇叭口、抽穗、

吐丝、灌浆、成熟、收获等生育期。成熟时按每

个大区取 3个样点（面积为12 m2）测产并考查经济

性状［ 1 - 2］。

2 结果与讨论

2.1 物候期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制种玉米 5 月 16 日出

苗，6月 10日拔节，6月 20日大喇叭口期，7月

15—16日抽雄吐丝期，8月 20—22日灌浆，9月

26—28日成熟，各处理物候期基本同步。

摘要：以垦玉30为指示制种玉米品种，在条山农场进行了优斯美液体氮肥用量试验。结果表明，在基施尿
素130.5 kg/hm2的基础上，膜下滴灌优斯美液体氮肥能显著提高玉米产量，当用量为120 kg/hm2时，产量达5 358.3
kg/hm2，产投比14.7。从经济效益和环境友好的角度考虑，优斯美液体氮肥的适宜用量为120耀180 kg/hm2。建议高
肥力地块和早熟品种用低量，低肥力地块和晚熟品种用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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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玉米物候期
处理

物候期（日 /月）
播种
期

出苗
期

拔节
期

大喇叭
口期

抽雄
期

灌浆
期

成熟
期

1（CK1） 4/5 16/5 10/6 20/6 15/7 20/8 26/9
2（CK2） 4/5 16/5 10/6 20/6 15/7 20/8 26/9

3 4/5 16/5 10/6 20/6 16/7 22/8 27/9
4 4/5 16/5 10/6 20/6 15/7 22/8 27/9
5 4/5 16/5 10/6 20/6 15/7 22/8 27/9
6 4/5 16/5 10/6 20/6 15/7 22/8 28/9
7 4/5 16/5 10/6 20/6 15/7 22/8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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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性状

从表 2 可看出，玉米施氮肥后经济性状较

CK1有显著改善，穗位高增加 3.9～16.0 cm，穗长

增加 1.0～2.0 cm，株粒数增加 73.6～187.2粒，株

粒重增加 21.1～52.7 g，双穗率提高 10～40 百分

点。百粒重下降，降低 2.9～5.3 g，主要是由于

CK1授粉不好，籽粒稀少所致。

在基施氮肥的基础上滴施优斯美液体氮肥

（处理 3、4、5、6），玉米的经济性状较 CK2显著

改善，其中穗位高增加 1.3～12.1 cm，穗长增加

0.2～0.9 cm，株粒数增加 26.9～110.3粒，株粒重

增加 8.7～30.1 g，双穗率提高 10～35百分点。

2.3 产量

从表 3可以看出，在制种玉米上增施氮肥均

较 CK1 增产，施氮各处理折合产量为 3 741.7～

5 541.7 kg/hm2，较 CK1 增产 1 383.4～3 183.4

kg/hm2，增幅 58.7%～135.0%。其中折合产量以处

理 8最高，为 5 541.7 kg/hm2，较 CK1增产 135.0%，

较 CK2 增产 40.6%；其次为处理 7，为 5 508.3

kg/hm2，较 CK1 增 产 133.6% ， 较 CK2 增 产

39.7%；处理 6居第 3，折合产量 5 483.3 kg/hm2，

较 CK1增产 132.5%，较 CK2增产 39.1%。说明优

斯美液体氮肥虽然利用率高，但如果施用量过低，

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基本需要。

2.4 肥料效益分析

从表 4可以看出，各施肥处理的肥料收益为

18 346.5～24 258.5元 /hm2，较 CK1增加 7 395.0～

13 307.0元 /hm2。在施尿素的基础上增施优斯美液

体氮肥（处理 3、4、5、6），肥料收益较 CK2增加

2 170.0～5 908.0元 /hm2，且随优斯美液体氮肥用

量的增加纯收益也随之增加，产投比表现为先增

加后降低，其中处理 4产投比最高，为 14.7。

3 小结与讨论

1）试验结果表明，在基施尿素 130.5 kg/hm2的基

础上，制种玉米上膜下滴施优斯美液体氮肥对玉

米生育期无显著影响，能改善玉米经济性状，且

随着优斯美液体氮肥用量的增加制种玉米产量也

随之增加。当用量为 120 kg/hm2 时，产量达

5 358.3 kg/hm2，产投比 14.7。此条件下施 N相当

于常规施肥量的 33%，减少了氮肥投入，经济又

环保。因此，从经济效益和环境友好的角度考虑，

滴灌条件下在基施 130.5 kg/hm2尿素的基础上优斯

处理 穗位高
（cm）

穗长
（cm）

株粒数
（粒）

株粒重
（g）

百粒重
（g）

双穗率
（%）

1（CK1） 60.6 12.8 89.5 31.5 35.2 0
2（CK2） 64.5 13.8 163.1 52.6 32.3 0

3 70.0 14.5 190.0 61.3 32.3 10.0
4 65.8 14.0 227.0 67.9 29.9 20.0
5 67.7 14.6 237.4 77.2 30.1 35.0
6 76.6 14.7 273.4 82.7 30.2 35.0
7 67.5 14.8 276.7 84.2 30.4 40.0

处理 小区产量
（kg/12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kg/hm2） 增产率（%）
位次

CK1 CK2 CK1 CK2
1（CK1） 2.83 2 358.3 -1 583.4 -40.2 7
2（CK2） 4.73 3 941.7 1 583.4 67.1 6

3 5.51 4 591.7 2 233.4 650.0 94.7 16.5 5
4 6.43 5 358.3 3 000.0 1 416.6 127.2 35.9 4
5 6.58 5 483.3 3 125.0 1 541.6 132.5 39.1 3
6 6.61 5 508.3 3 150.0 1 566.6 133.6 39.7 2
7 6.65 5 541.7 3 183.4 1 600.0 135.0 40.6 1

处理 折合产量
（kg/hm2）

肥料投入（元 /hm2） ① 产值②

（元/hm2）
收入

（元/hm2）
肥料收益增加（元 /hm2）

产投比
氮磷钾肥 优斯美液体氮肥 CK1 CK2

1（CK1） 2 358.3 840.0 0 11 791.5 10 951.5 14.0
2（CK2） 3 941.7 1 101.0 0 19 708.5 18 346.5 7 395.0 17.9

3 4 591.7 1 101.0 540.0 22 958.5 20 516.5 9 565.0 2 170.0 14.0
4 5 358.3 1 101.0 720.0 26 791.5 23 989.0 13 037.5 5 642.5 14.7
5 5 483.3 1 101.0 900.0 27 416.5 24 254.5 13 303.0 5 908.0 13.7
6 5 508.3 1 101.0 1 080.0 27 541.5 24 019.5 13 068.0 5 673.0 12.6
7 5 541.7 2 144.0 0 27 708.5 24 258.5 13 307.0 5 912.0 12.9

淤尿素 2.0元/kg，P2O5 4.0元/kg，K2O 4.8元/kg，优斯美液体氮肥 6.0元/kg。于玉米种子 5元/kg。

表 2 优斯美氮肥对制种玉米经济性状的影响

表 3 优斯美液体氮肥对制种玉米产量的影响

表 4 不同处理肥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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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马铃薯叶片为试验材料，采用改良CTAB法和试剂盒法提取马铃薯叶片基因组DNA。结果表明，2
种方法均可得到满足SSR-PCR扩增要求的DNA，其中试剂盒较改良CTAB法提取的DNA质量高、杂质少，DNA得
率低，操作简单，耗时短，毒害小，但费用较改良CTAB法高。实践中可根据条件选择适宜方法提取马铃薯基因
组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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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tato leaves as test materials，improved CTAB method and plant genomic DNA extraction Kit is used to
extract genomic DNA from leaves of potato in fiel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DNA extacted by the two methods also met
demands for SSR-PCR amplification；The quality of DNA obtained by plant genomic DNA Kit is better but the achievement rate of
DNA is lower. Moreover，the method of plant genomic DNA Kit is much easier，needed shorter time，had lower toxicity，and high
cost than improved CATB method. Suitable method can be choose to genomic DNA of potato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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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液体氮肥的适宜用量为 120～180 kg/hm2。建议

高肥力地块和早熟品种用低量，低肥力地块和晚

熟品种用高量。

2）在施用一定量磷钾肥的基础上，施氮对制种玉

米的综合农艺性状均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决定

其产量的株粒数和株粒重增加明显［ 3 - 4］。优斯美液

态氮肥作为一种高浓度的液体肥料，同时含有硝

态、铵态和酰胺态 3种形态的氮，易于玉米吸收

利用，利用率高达 87.5%。在滴灌水氮一体化合理

运筹条件下，氮肥利用率显著提高。特别是在玉

米拔节、大喇叭口和抽雄等需氮关键期，通过滴

灌系统注入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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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是茄科（Solan-

aceae）茄属（Solanum）马铃薯组（Tuberarium）双子叶

草本植物，可一年一季或一年两季栽培，普通马铃

薯是马铃薯亚组中能形成地下块茎的一年生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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