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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白银市黄河灌区适宜量的氮肥在胡麻生产中最佳基肥比追肥例及追肥时期。结果表明：氮肥
用作基肥的比重越大，胡麻产量水平越低，基追比为 3 颐 7，胡麻枞形期、现蕾期和盛花期分 3次按 5 颐 3 颐 2的比
例追肥处理的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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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是甘肃省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 1 - 3］，年种

植面积在 17万 hm2左右，占全省油料作物总面积

的 60%以上［ 4 - 5］。胡麻在白银市辖区均有种植，

常年播种面积约 2.0万 hm2，是白银市农业经济发

展的重要产业。为了掌握胡麻氮肥基施与追施比

例及不同生育期间需肥规律，实现合理施肥、达

到高产高效的目的，笔者对白银市沿黄灌区胡麻

氮肥适宜的基追与追施比例及追施时期进行了研

究。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指示胡麻品种为陇亚杂 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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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白银虎豹

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钾肥为硫酸钾（含K2O 21%），

白银丰宝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 6个处理，试验设计见表 1。处理①全

桃果实MAP气调贮藏最适温度为（-1±0.5）℃。

3 小结与讨论

1） MAP贮藏过程中，气体组成由果实的呼吸作用

与包装材料的通透性来决定，包装材料的厚度对

MAP贮藏效果有很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PVC

袋和 PE袋厚度为 0.05 mm时，MAP贮藏过程中保

鲜袋内 O2含量在 1%～3%，CO2含量 10%～15%，

贮藏 60 d时，果品风味基本正常，口感、色泽、

光洁度与采收时相当，贮藏效果最好。

2）（-1±0.5）℃的温度条件能有效的抑制大樱桃果

实的生理代谢，保鲜袋内气体指标较合理，可贮

藏 80 d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在（-1±0.5）℃温度

下贮藏时，贮藏期虽比在 0℃贮藏延长了 20 d左

右，但耗能很高，大大的增加了贮藏成本，生产

中应根据贮藏期长短选择适宜的贮藏温度。

3）本试验结果证实，大樱桃属于耐低氧、高二氧化

碳环境的果品。在 0℃条件下，氧气浓度为 1%～

6%、CO2的浓度为 8%～15%时，经贮藏 60～80 d，

果实各项外观指标和生理生化指标基本正常，说

明“微型冷库＋专用塑料保鲜袋”MAP（自发气调）

贮藏是西北大樱桃果区最适用的贮藏方式，具有

简便、实用、经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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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总量
（kg/hm2）

基肥
（kg/hm2）

追肥（kg/hm2）
胡麻枞形期胡麻现蕾期胡麻盛花期

① 180.0 180.0 0 0 0
② 180.0 126.0 18.0 18.0 18.0
③ 180.0 126.0 27.0 16.2 10.8
④ 180.0 90.0 30.0 30.0 30.0
⑤ 180.0 90.0 45.0 27.0 18.0
⑥ 180.0 54.0 63.0 37.8 25.2

表 1 纯氮施用量及施肥时期

部基施；处理②70%基施，30%追施，不同时期追

施比例为 1∶1∶1；处理③70%基施，30%追施，

不同时期追施比例为 5∶3∶2；处理④50%基施，

50%追施，不同时期追施比例为 1∶1∶1；处理⑤

50%基施，50%追施，不同时期追施比例为 5∶

3∶2；处理⑥30%基施，70%追施，不同时期追施

比例为 5∶3∶2。设 3次重复，小区面积 12 m2。

在胡麻全生育期施纯氮 180 kg/hm2， P2O5 135

kg/hm2，氧化钾 60 kg/hm2，其中，磷、钾肥播前一

次施入；氮肥按试验设计基施或按比例随水追施。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收获，收获时从中间行连续取

样 20株考种，各小区单收计产。

1.3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靖远县乌兰镇河靖坪村白银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试验场。试验区海拔 1 570 m，年均气

温 8.9℃，年均降水量 240 mm，全年无霜期 165

d，≥10℃的有效活动积温 3 100℃。试验地前茬

小麦，地力中等，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18.8 g/kg、

碱解氮 65.00 mg/kg、速效磷 44.21 mg/kg、速效钾

78.00 mg/kg。播前施农家肥 3万 kg/hm2。生育期内

除草、灌水等管理同当地大田。土壤为黄绵土，

土质绵软，土层深厚，质地均匀，平均容重 1.26

g/cm3。

2 结果与分析

2.1 产量

从表 2看出，处理⑥的产量最高，折合平均

产量 2 616.7 kg/hm2；处理⑤居第 2，折合平均产

量 2 225.0 kg/hm2；处理④产量位居第 3，折合平

均产量 2 200.0 kg/hm2；其中处理①、处理②、处

理③的胡麻平均折合产量均在 2 000 kg/hm2 以下，

处理①最低，折合平均产量 1 850.0 kg/hm2。

相关性分析表明，基肥所占比重与平均产量

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908 7，说

明一定量的氮肥用作基肥的比重越大，胡麻产量

就越低。相反，一定量的氮肥用作追肥的量越多，

胡麻产量就越高。3个时期氮肥施入量的多少亦与

产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现蕾期氮肥追入量

与平均产量的相关系数最大，为 0.900 6；枞形期

氮肥追施量与平均产量的相关系数居第 2，为

0.879 5；盛花期氮肥追施量与平均产量的相关系

数居第 3，为 0.776 8。表明现蕾期追施氮肥比枞

形期和盛花期追施更重要，是胡麻最关键的施肥

时期，这个时期施入较多的氮肥有利于提高产量。

2.2 主要性状

从表 3可知，植株高度以追肥量所占比重大

的处理④、处理⑤和处理⑥较高，平均在 75.2～

75.3 cm，追肥比重小的处理②和处理③株高中等，

平均在 72.0～72.3 cm；不追肥的处理①植株最矮，

平均株高 70.5 cm。工艺长度和株高的表现趋势相

似，即追肥比重大的处理④、处理⑤和处理⑥工

艺长度较长，平均在 44.3～44.5 cm；追肥比重小

的处理②、处理③和不追肥的处理①工艺长度较

短，平均在 40.0～41.5 cm。分茎数处理⑤最多，

平均为 0.81 个，处理⑥居第 2，平均为 0.79 个；

处理④的分茎数居第 3位，平均为 0.68个；处理

①、处理②、处理③的分茎数少，平均在 0.34～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kg/12 m2）

折合产量
（kg/hm2）

产量
位次

① 2.22 1 850.0 6
② 2.27 1 891.7 4
③ 2.27 1 891.7 4
④ 2.64 2 200.0 3
⑤ 2.67 2 225.0 2
⑥ 2.78 2 616.7 1

处理 株高
（cm）

工艺长度
（cm）

分茎数
（个）

主茎分枝数
（个）

主茎分枝长
（cm）

果层厚度
（cm）

株果数
（个）

果粒数
（粒）

千粒重
（g）

① 70.5 40.0 0.34 5.23 12.55 10.55 29.5 3.67 5.6
② 72.0 40.8 0.38 6.00 13.18 13.20 30.3 5.05 5.8
③ 72.3 41.5 0.35 5.66 13.05 13.76 32.0 5.16 5.8
④ 75.3 44.3 0.68 5.67 13.66 13.16 31.2 5.15 6.0
⑤ 75.3 44.5 0.81 6.01 13.55 13.22 32.0 5.11 6.0
⑥ 75.2 44.5 0.79 5.89 13.46 13.35 31.5 5.02 6.0

表 2 不同处理的胡麻产量

表 3 不同处理胡麻的主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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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临麦33号为对照，对58个春小麦新品系进行了鉴定试验。结果有32个品系比对照临麦33号增产，
其中07-04-10、06-118-18、97元10-2矮选、06-111-5、08-053-12、08-010-18、06-075-12、03-24-18、08-
009-8、08-099-2、05-53-25、04-39-17、08-59-8平均折合产量为5 950耀6 650 kg/hm2，比对照增产15.09%耀
73.61%，居前10位，且均抗倒伏、较抗病、综合性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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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个春小麦新品系鉴定结果初报
曾有韬，喇晓萍，魏添梅，谭璀榕，李永平，雷红萍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甘肃 临夏 731100）

春小麦是临夏州的主要粮食作物，春小麦产

量决定着临夏州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不

断为生产提供优质、丰产、多抗的春小麦新品种，

临夏州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所对 2013年品鉴试验

中表现突出的优异材料从丰产性、稳定性、抗逆

性、早熟性及其它性状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鉴

定试验［ 1 - 5］，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系）

参试春小麦品种（系）共有 58个（表1），对照

品种为临麦 33号，均由临夏州农业科学院提供。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地设在临夏县曹家村，前茬为蔬菜，地

势平坦，自流灌溉，秋后机耕深翻 1次，立冬后

0.38个。主茎分枝数处理②和处理⑤较多，平均

为 6.00～6.01 个；其它处理的主茎分枝数都少，

平均在 5.23～5.89个。主茎分枝长度除处理①的

最短，为 12.55 cm 外，其它处理平均长度在

13.05～13.66 cm。果层厚度与主茎分枝长度的表

现趋势相似，即不追肥的处理①果层厚度最薄，

为 10.55 cm；其它处理平均在 13.16～13.76 cm。

株果数 6 个处理间差异不明显，平均在 30 个左

右。果粒数除处理①最少，平均为 3.67粒外，其

余处理平均在 5.02～5.16粒。千粒重处理④、处

理⑤和处理⑥无差异且最大，均为 6.0 g；处理②、

处理③居中，平均为 5.8 g；处理①最小，为 5.6 g。

3 小结与讨论

1）在胡麻生产中，施足基肥并配以适量的追肥是

获得高产的重要保证，一定量的氮肥，追肥的比

重占多数时，胡麻产量显著提高，不追肥或少追

肥都不利于形成高产。白银市黄河灌区胡麻全生

育期适宜的氮肥用量一般为 N 180 kg/hm2，其中

30%为基肥，70%为追肥时胡麻产量最高。

2）胡麻全生育期追肥的 3个关键时期是胡麻枞形

期、胡麻现蕾期和胡麻盛花期。在胡麻现蕾期追

施氮肥比在胡麻枞形期和盛花期追施更重要，是

胡麻最关键的施肥时期，该时期施入较多的氮肥

有利于提高胡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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