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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肥用量对盐抗杂１号棉花生物性状和
经济性状的影响

王永和１，孙　进２

（１．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盐城２２４０５１；２．盐城市耕地质量保护站，江苏 盐城２２４００２）

摘要：杂交棉盐抗杂１号具有早熟、丰产、抗病、棉花纤维品质好等特性，是目前江苏沿海地区种植

的主要棉花品种。为筛选盐抗杂１号的氮肥最佳用量，进行了氮肥单因子梯度用量田间小区试验，结果

表明：不施用氮肥仅施用磷、钾、硼肥对盐抗杂１号的增产效果不明显。在氮肥施用量低于４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范围内，棉花单株成铃数和产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但超过４１２．５ｋｇ／ｈｍ２后，其单株成铃数及

产量则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少。氮肥施用量低于３３０ｋｇ／ｈｍ２ 时，产投比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

加，超过３３０ｋｇ／ｈｍ２ 时，产投比则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少。可见，在江苏沿海中等肥力的盐潮土区

种植盐抗杂１号，获取最高产量的氮肥施用量为４１２．５ｋｇ／ｈｍ２，而最佳氮肥施用量为３３０ｋ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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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集大宗

农产品和纺织工业原料于一身的重要物资［１］。虽然

近年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但仍然是江苏沿海地区的

主要农作物之一，盐城市仅２０１２年棉花种植面积就

有８６　０００ｈｍ２ 左 右，占 江 苏 省 棉 花 年 种 植 面 积 的

４５％以上。盐抗杂１号是由江苏省新洋农业试验站

选育的 转 基 因 抗 虫 抗 病 杂 交 棉 新 品 种，该 品 种 于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通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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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有结铃性强、早熟、丰产、高抗枯萎病、耐黄萎

病、对棉铃虫有较强抗性、纤维品质好等优良特性，
已成为目前江苏沿海地区种植的主要棉花品种［２］。
施用氮肥是提高棉花产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但随着氮

肥用量的逐年增加以及多年来的土壤培肥改良，棉花

生产中的氮肥效应报酬递减现象日益突出，而且大量

施用的氮肥成为土壤乃至地下水潜在的污染源［３－５］。
为进一步研究盐抗杂１号的氮素营养特性和需氮规

律，筛选出氮肥最佳用量，于２０１２年对其进行了氮肥

单因子梯度用量田间小区试验，研究不同氮肥用量对

盐抗杂１号棉花生物性状和经济性状的影响，为其在

江苏沿海地区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和供试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２年在江苏省大丰市农业科 学 研 究

所棉花试验场进行，供试土壤类型为盐潮土，质地为

轻壤。０～２０ｃｍ耕层 土 壤 有 机 质２１．４ｇ／ｋｇ、碱 解

氮１０９ ｍｇ／ｋｇ、有 效 磷１５．０ ｍｇ／ｋｇ、速 效 钾１３３
ｍｇ／ｋｇ，ｐＨ值７．６。供试棉花品种为盐抗杂１号。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 设８个 处 理，其 中 ＣＫ 为 无 肥 区；Ｔ１、

Ｔ２、Ｔ３、Ｔ４、Ｔ５、Ｔ６ 处 理 在 施 磷 肥 （Ｐ２Ｏ５）７５
ｋｇ／ｈｍ２、钾肥（Ｋ２Ｏ）１８０ｋｇ／ｈｍ２、硼肥７．５ｋｇ／ｈｍ２

作基 肥 的 条 件 下，氮 肥（纯 Ｎ）用 量 分 别 为０、１６５、

２４７．５、３３０、４１２．５、４９５ｋｇ／ｈｍ２，氮肥选用尿素（含Ｎ
４６％），按基苗肥３０％、第１次花铃肥２０％、第２次花铃

肥４０％、盖顶肥１０％的比例分４次施用，施肥方式均

为行间条施；Ｔ７处 理 为 常 规 施 肥，基 苗 肥 用 复 合 肥

（１５－１５－１５）４５０ｋｇ／ｈｍ２、粪肥１５ｔ／ｈｍ２，花铃肥用复合

肥（１５－１５－１５）２２５ｋｇ／ｈｍ２、碳 酸 氢 铵５２５ｋｇ／ｈｍ２，盖

顶肥用尿素１５０ｋｇ／ｈｍ２，施肥方式均为行间条施。试

验小区面积为３３．３ｍ２（５．００ｍ×６．６６ｍ），每小区移栽

苗质基本一致的棉花７行，每行１０株，行距为１００ｃｍ，
株距为４７．５ｃｍ，移栽密度为２．１万株／ｈｍ２。重复３
次，小区四周设２ｍ保护行。各处理除施肥不同外，其
他生产管理措施均保持一致。为便于成本计算，除粪

肥外，各处理用肥（尿素、过磷酸钙、氯化钾、硼肥）均为

施用期在市场以市价购买。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进行棉花移栽，６月９日施基

苗肥，７月２１日施第１次花铃肥，８月６日施第２次

花铃肥，８月２２日施盖顶肥。于成熟期（９月５日）
测产，并进行小区实收计产。

１．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每小区选取中间相同位置行的棉花连续１０株，
测定株高，统计单株平均成铃数（个／株）与单铃质量

（ｇ），计算每公顷测产籽棉产量，即，测产籽棉产量＝
密度（２．１万株／ｈｍ２）×单株平均成铃数×单铃质量

（ｇ）／１　０００，于收获后测定实产籽棉产量。并根据市

场价格计算产值和产投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氮肥用量对棉花株高的影响

从表１可以看出，ＣＫ和Ｔ１处理的棉花吐絮期

株高较低，且这２个处理仅相差０．８ｃｍ，Ｔ７处理棉

花吐絮期株高处于第４位。６个氮肥水平处理棉花

吐絮期株高表现为Ｔ６＞Ｔ５＞Ｔ４＞Ｔ３＞Ｔ２＞ Ｔ１，
表明棉花株高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高。

　 表１　不同施肥处理下棉花各生育时期的株高　ｃｍ

处理 现蕾期 初花期 盛花期 吐絮期

ＣＫ　 ３１．５　 ６８．２　 ８６．６　 ８６．６
Ｔ１　 ３２．０　 ６８．９　 ８５．８　 ８５．８
Ｔ２　 ３２．６　 ７２．２　 ９６．５　 ９６．５
Ｔ３　 ３２．０　 ７１．８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７
Ｔ４　 ３３．３　 ７２．７　 １０４．８　 １０４．８
Ｔ５　 ３２．６　 ７１．８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５
Ｔ６　 ３３．０　 ７４．１　 １１３．６　 １１３．６
Ｔ７　 ２９．５　 ６７．７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９

２．２　氮肥用量对棉花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２．２．１　单株 成 铃 数　从 表２可 以 看 出，ＣＫ和 Ｔ１
处理的棉花单株成铃数较低，且这２个处理的单株

成铃数仅相差０．５个，Ｔ７处理的单株成铃数处于第

３位。６个氮肥水平（Ｔ１—Ｔ６）处理的棉花单株成铃

数表现为Ｔ５＞Ｔ４＞Ｔ３＞Ｔ６＞Ｔ２＞Ｔ１。可 见，棉

花单株成铃数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

增加，但超过一定范围后，则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

少。这与邓忠等［６］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２　不同施肥处理下棉花的产量及产量结构

处理 单株成铃数／个 总铃数／（万个／ｈｍ２） 单铃质量／ｇ 测产籽棉产量／（ｋｇ／ｈｍ２） 实产籽棉产量／（ｋｇ／ｈｍ２）
ＣＫ　 ３０．９　 ６４．８９　 ５．２９　 ３　４３３　 ３　２８０
Ｔ１　 ３１．４　 ６５．９４　 ５．２３　 ３　４４９　 ３　３２５
Ｔ２　 ３５．７　 ７４．９７　 ５．３７　 ４　０２６　 ３　９１３
Ｔ３　 ３９．４　 ８２．７４　 ５．６３　 ４　６５８　 ４　５３７
Ｔ４　 ４２．９　 ９０．０９　 ５．７５　 ５　１８０　 ５　０４６
Ｔ５　 ４４．９　 ９４．２９　 ５．８５　 ５　５１６　 ５　３４９
Ｔ６　 ３８．３　 ８０．４３　 ５．９７　 ４　８０２　 ４　６４２
Ｔ７　 ３９．８　 ８３．５８　 ５．６６　 ４　７３１　 ４　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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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单铃质量　从表２可以看出，ＣＫ和Ｔ１处

理的棉花单铃质量较低，且这２个处理的单铃质量

仅相差０．０６ｇ，Ｔ７处 理 的 单 铃 质 量 处 于 第４位。

６个氮肥水平（Ｔ１—Ｔ６）处 理 棉 花 的 单 铃 质 量 表 现

为：Ｔ６＞Ｔ５＞Ｔ４＞Ｔ３＞Ｔ２＞Ｔ１，可见，棉花单铃质

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

２．２．３　产量　由表２可见，ＣＫ和Ｔ１处理的棉花

测产产量和实收产量较低，且这２个处理的测产产

量和实收产量 分 别 仅 相 差１６ｋｇ／ｈｍ２、４５ｋｇ／ｈｍ２；

Ｔ７处理的棉花测产产量和实收产量均处于第４位。

６个氮肥水 平（Ｔ１—Ｔ６）处 理 棉 花 测 产 产 量 和 实 收

产量均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依次为Ｔ５＞Ｔ４＞Ｔ６＞
Ｔ３＞Ｔ２＞Ｔ１。其中棉花实收产量Ｔ２处理比Ｔ１处

理增产５８８ｋｇ／ｈｍ２，增产率１７．７％；Ｔ３处理比Ｔ２
处理增 产６２４ｋｇ／ｈｍ２，增 产 率１５．９％；Ｔ４处 理 比

Ｔ３处理增产５０９ｋｇ／ｈｍ２，增产率１１．２％；Ｔ５处理

比Ｔ４处理 增 产３０３ｋｇ／ｈｍ２，增 产 率６．０％；Ｔ６处

理比Ｔ５处理减产７０７ｋｇ／ｈｍ２，减产率１３．２％。由

此可见，棉花产量在氮肥用量低时随着施氮量的增

加而增加，增产幅度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少，当氮

肥施用量超过适宜用量后，籽棉产量则随着施氮量

的增加而减少。这与谢德意等［７］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３　氮肥用量对棉花经济效益的影响

从表３可以看出，６个氮肥水平处理（Ｔ１—Ｔ６）

Ｎ肥投入 产 出 比 表 现 为 Ｔ４＞Ｔ５＞Ｔ３＞Ｔ２＞Ｔ６。
可见，施氮水平≤３３０ｋｇ／ｈｍ２ 时，产投比随着 施 氮

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施氮水平＞３３０ｋｇ／ｈｍ２ 时，产

投比则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减少。因此，从节本增

收 的 角 度 看，以 Ｔ４ 处 理 施 氮 水 平 ３３０ｋｇ／ｈｍ２

最优。

表３　各处理氮肥投入与经济效益分析

处理 实产籽棉产量／（ｋｇ／ｈｍ２） 比Ｔ１增产／（ｋｇ／ｈｍ２） 比Ｔ１增加产值／（元／ｈｍ２） 施Ｎ成本／元 产投比

ＣＫ　 ３　２８０
Ｔ１　 ３　３２５ － － － －
Ｔ２　 ３　９１３　 ５８８　 ４　７０４　 ８６１　 ５．４６
Ｔ３　 ４　５３７　 １　２１２　 ９　６９６　 １　２９１　 ７．５１
Ｔ４　 ５　０４６　 １　７２１　 １３　７６８　 １　７２２　 ８．００
Ｔ５　 ５　３４９　 ２　０２４　 １６　１９２　 ２　１５２　 ７．５２
Ｔ６　 ４　６４２　 １　３１７　 １０　５３６　 ２　５８３　 ４．０８
Ｔ７　 ４　６０８

　注：棉花籽棉以８．００元／ｋｇ计算，尿素以２．４０元／ｋｇ计算。

３　结论与讨论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ＣＫ和Ｔ１处理棉花的吐

絮期株高、单株成铃数、单铃质量、籽棉产量均较低，

Ｔ１处理虽然施用了磷、钾、硼肥，但棉花产量及产量

结构与ＣＫ（无肥区）相差不大。表明在本试验土壤

条件下，棉花不施用氮肥仅施用磷、钾、硼肥增产效

果不明显，氮肥是棉花生产的最关键肥料因子，这与

董合林等［８］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氮肥施用量水平较

低时，棉花单株成铃数、产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

加，但氮肥施用量超过适宜范围后，其单株成铃数、
产量则 会 随 着 施 氮 量 的 增 加 而 减 少，这 与 陈 求 柱

等［９］的研究结果一致。本试验中，Ｔ５处理棉花的单

株成铃数和产量均处于最高水平，Ｔ６处理施氮量高

于Ｔ５处理，产量反而下降，故在中等肥力的盐潮土

上种植棉花，从 单 纯 追 求 棉 花 高 产 的 角 度 出 发，以

Ｔ５处 理 施 纯 Ｎ　４１２．５ｋｇ／ｈｍ２ 为 适。但 从 节 约 生

产资料、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角 度 考 虑，以 施 纯 Ｎ　３３０
ｋｇ／ｈｍ２ 最优，产 投 比 最 高，能 达 到 节 本 增 效 的 目

的，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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