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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玉米微肥试验示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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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两年在富平东新试区, 不同土地类型、不同施用方式的多点玉米施锌、小麦施锰试验, 证

明对于玉米和小麦具有明显的增产作用。指出在冬小麦、夏玉米种植区,小麦以锰肥喷施为佳, 玉米

以锌肥拌种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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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Micro-fertilizer Applicated

in Winter Wheat and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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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 fect o f Zn-fert ilizer applicated in co rn and M n-fert il izer applicated in w inter

w heat w ere studied under field condit ions w ith dif ferent soil type and applicat ion w ay . Result

indicated that appl ication of Zn-fer tilizer and Mn-fert ilizer increase crop yield obviously , spray

applicat ion of M n-fert ilizer in w inter wheat and dressing seed of Zn-fert ilier in co rn can obtain

the best benef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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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县东新村位于县城北王寮塬的西端南侧,为渭北旱塬地带。限制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除

水源不足外, 土壤施肥与耕作问题也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因地制宜的制订各种作物的

优质高产栽培措施,全面提高农作物产量, 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前提下,以节水为中心,平衡施

肥为基础,开展了综合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工作, 小麦、玉米微肥试验示范研究,则是其中农作物增

产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锰肥:硫酸锰,湖南省长沙县化工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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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肥:硫酸锌,湖南省长沙县化工厂生产。

供试品种:小麦为小偃 22号、德国吨、8727、陕- 160、陕- 354、9042。玉米为农大 11号。

供试土地类型: 黄土正常新成土(黄土善土)旱平地, 黄土正常新成土(黄土善土)水浇地,台塬土

垫旱耕人为土( 土娄土)水浇地。

1. 2　试验方法

采用大田对比,每一对比区面积 0. 03～0. 07 hm
2 ,重复 2～3次, 以及小区试验,每小区 0. 07

hm
2
,重复 3次。

( 1)喷施。选择在小麦拔节期、抽穗期、扬花期,利用手压式喷雾器,各喷一次 0. 1%硫酸锰水

溶液 75 kg ,对照同时同法喷等量清水。

( 2)拌种。每公斤小麦种子用 3 g 硫酸锰,加水少许溶解,与种子拌匀,晾干播种。每公斤玉米

种子用 6 g 硫酸锌, 加水少许,拌匀,晾干播种。

2　试验结果分析

2. 1　小麦施用锰肥的增产作用

1996～1998年两年来, 我们在东新村及老庙乡的不同土类及肥力条件下, 在旱地和水浇地

上,通过大田对比试验与小区试验及喷施与拌种的不同试验方式及施用方法,进行了多点试验,

均取得了明显增产效果:

( 1)锰肥喷施对小麦增产效果。从表 2可见,给不同品种小麦在锰缺乏的不同类型土壤上,在

拔节、孕穗、扬花期分次喷施硫酸锰, 对其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结实均有明显促进作用,无论是生物

量,还是籽粒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收获指数及千粒重均有所提高, 生物量增加 10. 3%～

17. 8% ,籽粒产量增加 11. 9%～22. 7% ,因此小麦喷施锰肥, 同时促进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但

对生殖生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使其穗大、籽多、粒饱、产高。

表 1　　小麦喷施锰肥试验结果

试验时间

(年)
试验地点 试验地类型 处理

产量/ kg·h m- 2

生物产量 经济产量

收获

指数

千粒重

/ g

比对照增产率/ %

经济产量

1997

富平东

新二队

梯田黄土善

土水浇地

喷锰

对照

12801

11533. 5

6433. 5

5601. 0

0. 50

0. 49

38. 2

36. 3
14. 9

富平东

新二队

梯田黄土善

土水浇地

喷锰

对照

16201. 5

14500. 5

6600. 0

5901. 0

0. 41

0. 41

45. 9

45. 6
11. 9

富平东

新二队

台塬土娄

土水浇地

喷锰

对照

16101. 0

14601. 0

6000. 3

5100. 3

0. 37

0. 35

42. 6

42. 0
17. 7

1998
富平东

新二队

梯田黄土善

土水浇地

喷锰

对照

17200. 5

14601. 0

6400. 5

5215. 5

0. 37

0. 36

36. 2

36. 2
22. 7

( 2)小麦锰肥拌种增产效果。在喷施锰肥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锰肥拌种试验, 以便寻求简

单、易行的补锰方式,其结果见表 2。

从试验结果看,在未灌水或旱地土壤条件下, 小麦锰肥拌种均有增产作用, 增产率为 7. 1%

～12. 8%,与表 2结果相比,可以初步认为旱地小麦锰肥拌种,不如水浇地喷施增产效果好,但这

种差异究竟是水分造成的, 还是两种施用方法所致? 下面利用 1998年在东新二队黄土善土水浇地

喷施锰肥与黄土善土旱地小麦锰肥拌种试验结果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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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麦锰肥拌种试验结果

试验时间

(年)
试验地点 试验地类型 处　理

产量/

kg·h m- 2

比对照

增产率/ %
备　注

1998

富平老庙
梯田黄土善

土旱地

拌种

对照

6603. 0

5851. 5
12. 8 地膜小麦

富平老庙
梯田黄土善

土旱地

拌种

对照

3750. 0

3499. 5
7. 1

1998
富平东

新二队

梯田黄土善

土旱平地

拌种

对照

7000. 5

6429. 0
8. 9

1987～1988年小麦全生育期内,播种时下了一场透雨, 冬季和早春少雨, 1988年 4月份后雨

水充沛。冬季和早春干旱给一般旱地小麦生长造成很大危害。在干旱期间,东新村进行了一次冬

灌,老庙虽为旱地,但却为地膜小麦, 由于地膜的保墒作用,麦苗生长健壮,并未受到干旱影响,从

两块地的产量看不仅相当, 且旱地还略高于水浇地也说明这一点。据此,可以初步确定造成上述

增产率的差异,主要是施用方法引起的,也可以进一步说,小麦喷施锰肥效果比拌种好。

2. 2　玉米施用锌肥的增产效果

由于土壤缺锌及玉米对锌肥十分敏感,我们在进行小麦施用锰肥试验示范的同时,开展了玉

米施用锌肥试验与示范。考虑到玉米为夏播中耕作物,播种量少,生长期短,生育期内农活十分繁

忙,喷施费工费时,往往难以如期如愿实行,所以重点选择了锌肥拌种试验示范研究。并在锌肥拌

种的基础上, 增设了拌种加喷施处理,以测验单纯锌肥拌种对玉米生长满足的程度,其结见表 3。

表 3　　玉米锌肥施用结果

试验地点 试验地类型 处理

考种结果单株平均

株高/
cm

秆粗/
cm

穗位/
cm

穗长/
cm
含水率/

%

产量/ kg·hm - 2

生物

产量
产量

收获

指数
备　注

富平东新

4队

台塬土娄土

水浇地

锌拌种

对照

181. 9

181. 6

6. 9

6. 6

71. 7

72. 3

21. 35

19. 77

25. 7

38. 0

16368. 0

11160. 0

7255. 0

6138. 0

0. 44

0. 55
等距种植

富平东新

4队
台塬土娄土水浇地

锌拌种+
喷施

锌拌种

182. 5

190. 0

6. 6

6. 5

70. 1

75. 6

20. 22

19. 84

38. 7

40. 0

11484. 0

10788. 0

5742. 0

5707. 5

0. 50

0. 53

宽窄行,间

套黄豆

　注:由于干旱,玉米出苗不好,锌肥拌种田播种穴数 46 500株/ h m2,实成株数为 37 500株/ hm2,宽窄行间套田成株数实为 38

400株/ hm2。

从表 3试验结果可见: ( 1)锌肥拌种改善了玉米生物性状, 株高、秆粗和穗长均有增加, 但穗

位有所降低。( 2)以收获时全植株的含水率看, 增施锌肥的均较低,说明成熟度较好,锌肥有增强

物质代谢, 促进成熟作用。( 3)锌肥拌种有明显增产作用,生物量增加 46. 7%, 籽粒产量增加

18. 2%。

在拌种的前提下, 再进行叶面喷施,增产不明显。因此,可以初步确定,实行玉米锌肥拌种,基

本可以满足玉米对锌素的需求, 无需再进行叶面喷施。

3　结　论

( 1)通过试验和示范证明,在土壤锰素和锌素缺乏的富平县,小麦施锰、玉米施锌均有明显增

产效果。在该区全面推广这一施肥技术是十分必要的。

( 2)从施用技术看,喷施和拌种均可,效果喷施高于拌种。但对生长期长的密植作物小麦,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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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喷施为佳, 生长期短、生长期农活忙的中耕作物玉米,建议以拌种为好。

( 3)锰肥对小麦和锌肥对玉米均有较好增产效果,但锰肥更多的增加小麦籽实产量,而锌肥

更多的增加玉米秸秆产量。

( 4)施用微肥是一项投入少,效益高, 简便易行的施肥技术, 一般一季小麦每公顷用肥 2. 25

～3. 0 kg ,价值 13. 5～18. 0元, 增产小麦 600～1 200 kg; 一季玉米一般每公顷用肥 300～375 g ,

价值 1. 2～1. 5元,增产玉米 1 125 kg ,经济效益可观。是目前解决黄土高原区粮食增产和降低成

本的必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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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新村的经济,是以个体经营为主体, 村集体经济薄弱,很难进一步开拓经济,村民集体福利

事业也会受到影响。该村的经济收入以种植业为主体,企业和运输业为两翼, 构成三大支柱产业。

而在种植业中又以蔬菜为主,因此,蔬菜收入是东新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蔬菜的种植面

积,产量水平,经营管理技术水平,市场销售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由于种蔬菜牵涉到每家

每户,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会得到较大的经济效益。

种植业中的粮食作物, 平均单产 3 444 kg/ hm
2 (复种在内) , 复种指数为 1. 4。但就东新村的

生产条件而言,尚有较大潜力可挖。由于种植蔬菜,对劳力有较多的要求,使劳动力主要投入在种

菜和销售菜上,而对粮食作物的精细管理不够, 这是今后应加以改进的。

东新村的养殖业, 目前仍处于家庭传统式经营方式, 基本无规模生产。看来在东新村发展奶

牛等养殖业必须走合作化规模生产,采用现代化技术和设备才可; 同时应对其饲料来源及加工,

产品销售及加工等一系列问题作统一考虑,并培养一批专业人员, 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东新村的果业,在今后将会产生重要的经济收入,但目前急需提高管理水平。

综观东新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大致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先进地区尚有很大差距。既有文化

素质较高、经济基础较好、生产条件较优的一面, 又存在着科学技术应用不够,劳动力紧张, 经营

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 尤其在自然降水和地表、地下水资源的利用及劳动力方面, 已成为经济发

展的制约因素,急待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本村建立以节水为

中心的农业综合发展试验、示范基点,既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也是客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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