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农学报 200 4 一9(5 1): 29 一 3 1

A e ta A gr ie u llu 一a e B o re a li一Sin ia

玉米施用硅肥的肥效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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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包头市土壤肥料工作站通过对玉米施用硅肥的肥效试验
,

验证硅肥的增产作用
,

结果表明
,

在

同一试验条件下施 3 5 ~ 50k 洒67 1112 硅肥作基肥
,

其增产率为 6. 7 % 一19
.

1% ;施人 4 0k 岁667 而 作追肥
,

其增产率为 17. 4 % 一21
.

4%
。

从而为硅肥在玉米上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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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来
,

硅作为植物生长的基本元素
,

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

随着人们对硅认识的

深化
,

对缺硅地区进行补硅
,

对喜硅作物增施硅肥
,

也日益被农业工作者认可
。

硅肥是 日本人最

先研究成功并广泛使用的
,

继 日本之后
,

韩国
、

泰国
、

菲律宾及欧洲多数农业发达国家
、

美国等

也对硅进行了大量研究
,

并大面积使用硅肥
,

硅肥的使用为其农业带来了较高效益
。

中国的硅

研究与应用起步较晚
,

且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
,

在华北
、

东北地区基本上是空白
。

研究结

果表明
,

硅对作物的作用是肯定的
,

硅对禾本科作物作用尤为明显
,

以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而言
,

玉米在全国是占第三位
。

同时
,

玉米在饲料工业和化工工业方面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对玉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

因此
,

开发硅肥新肥源
,

开展硅肥在玉米上的

增产效果试验
,

就显得非常重要
。

国内外有关硅肥在禾本科作物如水稻
、

小麦上的研究报道相

当多
,

但是在玉米上的研究报道却比较少
。

2 004 年包头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在达茂旗良种繁育

基地进行了玉米施用硅肥的肥效试验研究
,

探讨玉米施用硅肥的增产效应
,

拓宽硅肥的应用领

域
,

为硅肥在玉米上的推广与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供试硅肥

白云矿区富钾板岩提钾后的矿渣
。

1
.

2 供试地点

包头市达茂旗良种繁育基地
。

栗钙土
,

质地为壤土
。

1
.

3 供试玉米品种
:
哲单 37 号

。

1
.

4 试验设计

l
,

4
.

1 硅肥作基肥不同施用量的试验 试验采用 5 个处理
,

3 次重复
,

小区面积加时
,

随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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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试验区为长方形
,

东西走向
,

周围设保护行
。

小区间设 30c m 宽
,

20c m 高的畦埂
。
5 月 巧 日

播种
,

所有农技措施与田间管理均一致
。

处理 l :
传统施肥 ;处理 2 :

传统施肥+ 硅肥 20k 岁6 67 m 2 ;

处理 3 :

传统施肥十硅肥 35k 洒67 m 2 ;处理 4 :

传统施肥十硅肥 50k 脚67 m 2 ;处理 5: 传统施肥十硅肥

6 5k脚67 m 2。

1
.

4. 2 硅肥作追肥不同生育期的追肥试验 试验采用 3 个处理(表 2)
,

3 次重复
,

每个供试小

区面积 20 时
,

田间随机排列
,

试验区为长方形
,

东西走向
,

周围设保护行
。

小区间设 30c m 宽
,

20
c m 高的畦埂

。

玉米播种日期为 5 月 巧 日
,

7 月 10 日玉米的大喇叭 口期采用深施覆土第一

次追肥
,

在 8 月 5 日玉米抽雄期采用深施覆土进行第二次追肥
。

所有农技措施与田间管理均

一致(表 l)
。

表 l 施硅肥的各处理与传统施肥相比 (k 洒67 m 2

)

项日
处理 I 处理 2 处理 3

传统施肥 传统施肥 传统施肥

大喇叭 口期

抽雄期

4 0

0

4 0

4 0

2 结果与讨论

2
.

1 硅肥作基肥对玉米产且的影响

在采收期
,

对所有供试小区的产量按处理分别进行统计
,

取其平均值
,

详细结果见表 2
。

由表 2 可知
,

施用硅肥的各处理与传统施肥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

尤以施人硅肥 50k 留

“7而增产的效果最显著
。

说明该地区土壤中施人硅肥可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

从对玉米的综

合性状分析
,

玉米吸硅后
,

茎叶挺拔
、

深绿
,

叶片变厚
、

变硬
,

提高了叶面的光合作用
,

有利于有

机物质的积累
,

最终提高了产量
。

表 2 硅肥作基肥对玉米产且的影响

处理 小I戒产1.全(kg ) 产 J1七(k创66 7 m , ) 增产 (k以66 7 m , ) 增产率(% )

处理 1 10 ) 3 50
.

0

处理 2 10
.

7 3 56
.

7 6 7 1
.

9

处理 3 1 1
.

2 3 7 3
.

4 2 3
.

4 6
.

7

处理 4 12 5 4 16
.

7 66 7 19
.

1

处理 5 10 7 3 56
.

7 6
.

7 1 9

2
.

2 硅肥作追肥对玉米产皿的影响

在采收期
,

对所有供试小区的产量按处理分别进行统计
,

取其平均值
,

详细结果见表 3
。

由表 3 可知
,

追施一定量的硅肥对玉米均有增产作用
,

追施两次的与追施 1 次的增产效果相

表 3 硅肥作追肥对玉米产且的影响

1 理 小区产址(崛)
一

产旅压砂丽 7 m 2

) 增产(k以66 7I n
勺

川

冶产率(% )

处理 1 9
.

8 3 2 6
.

7

处理 2 1 1
.

5 3 8 3 4 5 6
.

7 17
.

4

处理 3 1 1
.

9 3 96
.

7 7 0
.

0 2 1
.

4

近
,

说明硅素养分的施用应早施
,

施用量与增产量并不成正比
。

在实际运用中
,

硅肥施用量不是

越多越好
,

应经过科学的试验研究
,

合理施用
,

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

对玉米植株的综合性状分

析
,

施硅肥各处理间差异不太明显
。

但是
,

均优于传统施肥的玉米
,

玉米吸硅后茎叶挺立
,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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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叶面的光合作用
,

有利于有机物的积累
,

最终增加了产量
,

这就是硅肥在该地区对玉米显著

增产作用的综合机理
。

3 结论

从以上试验结果看
,

在本试验条件下
,

无论用硅肥作基肥
,

还是作追肥
,

对玉米的增产效

果都十分显著
,

生产上应大力提倡使用硅肥
。

施 3 5 ~ 5 0 k留667 时 作基肥
,

其增产率为 6. 7% -

19
.

1%; 施 4Okg / 667 时 作追肥
,

其增产率为 17
.

4% 一21
.

4 %
。

同时
,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该地区土壤

溶液中的硅素养分已不能满足玉米丰产
、

高产的需求
,

已成为制约作物增产的限制因子
。

建议在现有的农作条件下
,

应对硅肥应用作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

确定其合理的施用方法

及施用量
,

加快硅肥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

促使这一利国利民的新技术为农业发展做出应有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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