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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氮营养快速诊断方法的应用 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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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合理施用氮肥是实现粮食高产
、

优质
、

高效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
。

植株体内硝态氮可以很

好地反映作物氮素营养状况
,

通过硝态氮的分析即可诊断作物的氮素营养
,

同时
一

的分

析为氮营养快速诊断提供了可能
。

等人利用改良的二苯胺法测定小麦茎基部的
一

含量作为氮肥施用的参数
,

该法简便
、

快速准确
。

我国原北京农业大学植物营养系的研

究人员在北京
、

河北和内蒙古等地的田间小区试验中对该方法进行了研究
,

认为它是适用于大

田生产中诊断禾本科作物小麦和玉米氮营养状况的一项最佳技术
,

但尚未见该技术在我国大

面积生产中应用的报道
。

本文的目的在于 ①评价二苯胺法在四川盆地农业生产中的适用性
,

②采用二苯胺法进行田间速测
,

了解四川盆地不同土壤上小麦的氮素营养状况
,

以指导生产中

氮肥的合理施用
。

在四川省温江县天府乡灰潮土上进行了氮肥用量的田间小区试验
,

供试小麦品种为

和
。

采用裂区设计
,

主处理为 用量
,

设 。, , , , · 一
个水平

,

副处理为

小麦品种
。

重复 次
。

小区面积
, 。

肥底为过磷酸钙
· 一 、 · 一

与

氮肥一起作底肥一次施入
。

在 年 月下旬采样进行茎基部
一

的测定
。

在温江县天府乡
、

崇州市观胜乡
、

锦江乡
、

郸县红光乡
、

广汉市金鱼乡
、

新都县桂湖乡
、

眉山

县松江乡
、

峨眉市桂花桥镇
、

符溪镇
、

成都市锦江区胜利乡和简阳市贾家镇等 个乡
、

镇调查

冬小麦苗期到拔节期生长及营养状况
,

并进行取样分析
。

每个田块随机采取了 株小麦作为

分析样品
。

剪取小麦茎基部 用二苯胺法测定
一

含量
。

具体方法是 将剪下的样本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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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板上
,

每段茎节滴上 滴硫酸二苯胺 溶液
,

压上另一块玻璃板
,

反复挤压

出汁
,

参照 比色板得出
一

含量级别
。

无色 。级
,

浅蓝色 级
,

蓝色 级
,

深蓝色 级
。

个样本色级的加权平均值即为该样品
一

含量级别
。

在 田间小区试验中观察到不同施氮处理小麦植株叶片颜色在分菜初期无 明显差异
,

进

入分莫后期
一

拔节期对照处理小麦叶色明显变黄
,

而高 处理的叶色浓绿
。

小区试验结果表

明
,

个小麦品种拔节期茎基部
一

含量级别与 肥用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

表明用

二苯胺法进行茎基部
一

的测定可以很好反映小麦的 素营养状况
,

这与李志宏等结

果一致
。

另外
,

本研究对照处理
一

测试值接近于
,

而李志宏等的最低测值在 以

上
,

说明本研究供试土壤氮素肥力很低
。

施用氮肥明显增加植株干重
,

从另一侧面表明供试

土壤缺氮非常严重
。

于小麦拔节期在四川省 个县 市
、

区 个乡 镇 种土壤上进行调查和 田间速测
,

测

定结果表明
,

除再积黄泥和黄红紫泥土外
,

其余土壤上小麦缺氮均非常严重
,

许多样品茎基

部
一

级别测定值为 。
。

例如在温江县天府乡调查发现有近 田块表现明显缺氮黄化

症状
,

有的田块的缺氮症状甚至较上述田间小区试验不施氮处理的症状严重
。

调查表明生产

中普遍表现的缺氮现象一方面与化肥较高
、

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

不愿多投资购肥外
,

也与

施肥不合理有关
。

调查地区农民的不合理施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肥料施用不均匀

②在实行免耕的麦田中将肥料撤施到土表 ③在提前整地的麦田中没有在整地时将肥料施

入土中
,

而在小麦播种时才撒施到土表 ④丘陵地 区的农民认为水旱轮作 田土壤 比旱地肥

沃
,

在施肥上重旱地 黄红紫泥土 轻水旱轮作 田 黄红紫泥 田
,

致使水旱轮作田氮素供应明

显不足
。

因此
,

增加氮肥投入
,

改变生产中的不合理习惯
,

提高氮肥利用率在当前尤为重要
。

本研究通过快速诊断了解到四川盆地小麦缺氮现象普遍存在的同时
,

也将诊断结果告

诉调查区农民
,

建议他们尽快追施氮肥
,

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

例如在崇州市锦江乡利河

村小麦缺氮黄化现象非常普遍
,

许多农民不明原因
,

询问当地农技人员
,

农技人员却误诊为

缺锰
,

农民喷施锰肥后症状未见好转
,

我们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带上二苯胺到 田间速测
,

很快

便确诊为缺氮
,

通过补施氮肥后小麦迅速恢复正常生长
。

在田间进行的一个简单对比试验也

表明追施尿素一周后小麦茎基部
一

级别明显上升
。

因而说明二苯胺法是诊断小麦氮营

养的非常简单有效的手段
,

值得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

经过 田间试验证实植株体内
一

的二苯胺速测法可以快速
、

准确地诊断小麦氮素营

养状况
,

值得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

同时采用二苯胺法在四川盆地不同土壤上于小麦拔节期进

行 田间速测
,

发现在四川盆地许多土壤上小麦缺氮现象普遍严重
,

此问题值得农技推广部门

重视和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