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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氮肥后移是将施用氮肥的时期和施用量重点放在了大豆关键生育中期,以满足大豆对氮素的需求,本试验在大豆总氮量用量相同的前

提下,对氮肥施用时期及施用量进行试验,筛选出最佳施肥方法为深施普通尿素30%+缓释尿素60%+结荚期叶面追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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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地设在科技园区,前茬玉米、秋整地、秋起垄,土壤为草甸黑土。 

2 试验材料 

尿素(N-46%)；缓释尿素(N-37%)；重过磷酸钙(P2O5-43%)；硫酸钾

(K2O-50%)。 

3 试验设计及处理 

本试验共设6个处理,每处理4垄、垄距1.1米、行长10米,试验面积264

平方米。 

表1  试验处理 

处理
尿素施用方法

叶面追氮
深施肥 开花期根系追肥

1(ck) 深施普通尿素 100% － －

2 － 开花期追施普通尿素100% －

3 深施普通尿素30% 开花期追施普通尿素 70% －

4 深施普通尿素30% 开花期追施普通尿素 60% 结荚期叶面追氮 10%

5 深施普通尿素30%+缓释尿素 70% － －

6 深施普通尿素30%+缓释尿素 60% － 结荚期叶面追氮 10%  

注：对照处理施肥量为N3.5P4.5K2。 

4 栽培措施 

播种前肥料定量分包,机械施肥,施肥深度12厘米,机械播种,栽培密

度42万株/公顷,5月25日进行深松作业,6月12日、6月24日进行趟地作业,6

月28日进行人工追肥,追肥深度8厘米,生育期除草为化学除草。 

5 调查结果与分析 

表5—1  大豆综合性状调查表 

单位：厘米、克 

试验处理 株高 主茎节数 底荚高 单株荚数 单株粒数 粒荚比% 瘪荚数 百粒重

1(ck) 101 13 16.3 29 51 176 1 20.5

2 100 13 15.1 25 48 192 2 19.8

3 99.5 13 17.5 30 52 173 2 21.3

4 96.5 13 14.1 28 52 186 2 20.0

5 98.5 13 16.8 27 54 200 1 20.7

6 103 13 14.0 30 55 183 1 21.1

极差 6.5 0 3.5 5 7 27 1 1.7
 

由表5—1可见,处理间株高、主茎节数及底荚高度无明显差异,说明在

氮肥总量相同的情况下,底肥增施缓释尿素及施氮时期对大豆长势无影

响。从室内考种结果看,各处理的单株荚数、粒数及百粒重之间存在一定

差异,本试验各处理间大豆单株荚数及粒数两指标除处理2外,其他五个处

理之间差异相对较小,说明今年试验采用的底肥增施缓释尿素及施氮时期

对大豆单株荚数的提升作用较小,对单株粒数的提升作用较为明显。 

本试验大豆百粒重处理之间 大相差1.7克,其中处理3百粒重为21.3

克,较对照处理高0.8克；处理6百粒重为21.1克,较对照处理高0.6克；处理

5百粒重为20.7克,较对照处理高0.2克,其他两处理百粒重低于对照处理。 

5.1氮肥后移对大豆产量性状的影响 

表5—2  大豆产量结果表 

单位：公斤 

试验处理 小区产量 折合亩产 公顷产量 公顷增产 增产%

1(ck) 11.8 179 2685 0 0.0

2 11.1 168 2520 -165 -6.1

3 12.5 190 2850 165 6.1

4 12.6 191 2865 180 6.7

5 12.9 196 2940 255 9.5

6 13.1 198 2970 285 10.6  

由表5—2可见,对照处理产量居第5位,除处理2外,其他处理产量均高

于对照处理,其中处理6产量位居第一,较对照处理增产10.6%,处理3位居

第四,较对照处理增产6.1%,说明通过底肥增施缓释尿素及施氮时期的改

变,大豆产量有上升趋势。 

在开花期追肥的三个处理中,处理2产量较对照处理减产6.1%,处理3

较对照增产6.1%,处理3比处理2增产12.2%,说明底肥施30%尿素,开花期施

70%尿素的处理方法明显好于底肥不施尿素在开花期追施普通尿素100%的

处理方法；处理4较对照增产6.7%,比处理3增产0.5%,说明处理4在处理3

基础上,开花期留取10%的尿素用于结荚期叶面追氮的处理方式中,结荚期

叶面追氮的技术措施对大豆增产效果不明显。 

在底肥增施缓释尿素的两个处理中,处理5采用深施普通尿素30%+缓

释尿素70%的处理方法较对照增产9.5%,处理6在处理5的基础上,减少10%

缓释尿素的用量用于结荚期叶面追施普通尿素10%,其产量较对照增产

10.6,较处理5增产1.1%,说明处理6采用的结荚期叶面追氮的技术措施对

大豆增产效果不明显。 

6 结论 

底肥增施缓释尿素及不同施氮时期对大豆长势无影响；试验采用的处理

方法对大豆单株荚数的提升作用较小,对单株粒数的提升作用较为明显,试验

处理高于对照处理1—4粒/株；降低底肥施入量在开花期进行追施的处理对大

豆百粒重提升效果不显著,底肥增施缓释尿素对大豆百粒重提升有促进作用。 

对照处理深施普通尿素100%的产量居第5位,除处理2外,其他处理产量

均高于对照处理,其中处理6采用深施普通尿素30%+缓释尿素60%+结荚期叶

面追氮10%的处理方法产量位居第一,较对照处理增产10.6%；处理5采用深施

普通尿素30%+缓释尿素70%的处理方法产量位居第二,较对照处理增产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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