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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界氮浓度的宁夏玉米氮吸收与亏缺模型研究

贾　彪　付江鹏
（宁夏大学农学院，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摘要：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当地玉米主栽品种天赐１９为试验材料，设置６个氮素水平（０、９０、１８０、２７０、３６０、４５０ｋｇ／ｈｍ２），研

究滴灌玉米地上部生物量和氮累积动态变化，构建玉米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氮吸收模型和氮累

积亏缺模型，实现对滴灌玉米氮素营养状况的快速诊断。结果表明，滴灌玉米地上部干物质量增长和氮吸收累积

均受施氮水平的影响，且随生育进程的推进呈上升趋势，氮累积量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产量形成，玉米植株存在氮

奢侈消费现象；滴灌玉米临界氮浓度、最高和最低氮浓度与地上部干物质量之间均可用幂函数方程表示，其平均决

定系数 Ｒ２分别为 ０９７６、０９０３和 ０９４１，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基于临界氮浓度构建的氮吸收模型和氮累积亏缺模型

对滴灌玉米生育期内氮素营养诊断结果一致，综合施氮量与产量的拟合曲线，推荐宁夏引黄灌区滴灌玉米施氮量

以 ２７０～３１１ｋｇ／ｈｍ２为宜。研究结果可为宁夏引黄灌区滴灌玉米实现精准施肥和优化氮素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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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氮肥对玉米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

理施用氮肥可以增加玉米干物质积累量
［１］
，促进植

株对氮素的吸收
［２］
，从而提高产量

［１］
。目前，农业

生产过程中不合理施用氮肥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

益突出
［３］
，与氮肥相关的水体污染

［４］
、土壤污染

［５］

和大气污染
［６］
等成为现代农业研究的热点问题。

因此明确玉米不同生育时期的临界氮浓度，对减少

污染、增加产量、保护环境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精确诊断植株氮素营养状况是合理施肥的基

础。前人针对测土配方施肥
［７］
、ＳＰＡＤ计快速诊

断
［８］
、光谱遥感

［９］
和机器视觉

［１０］
等植株氮素营养精

确诊断方法做了大量研究，但是这些作物氮素营养

诊断技术受成本和普及度的影响，推广存在一定困

难。临界氮浓度 Ｎｃ是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获得最大

生物量增长所需要的最少氮营养
［１１］
，确定临界氮浓

度是进行作物氮素营养诊断的基本方法之一
［１２］
。

近年来，Ｎｃ因其在作物氮诊断中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而受到广泛关注，关于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相继有

诸多国内外学者分别在水稻
［１３－１４］

、小麦
［１５－１６］

、马铃

薯
［１７］
、棉花

［１８］
、番茄

［１９］
等作物上进了研究。在玉米

研究中，梁效贵等
［２０］
构建了河北省夏玉米全生育期

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Ｎｃ＝３４９１４Ｄ
－０４１３４
Ｍ ，ＤＭ 为植

株地上部干物质累积量）；银敏华等
［２１］
针对陕西关

中地区夏玉米，构建了施用 ２种肥料时的临界氮稀
释曲线模型（尿素：Ｎｃ＝３３８０６Ｄ

－０３０８
Ｍ ；控释氮肥：Ｎｃ＝

３４３５６Ｄ－０３３９Ｍ ）；安志超等
［２２］
构建了河南省 ２种玉

米品种的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伟科 ７０２：Ｎｃ＝

３５６３８Ｄ－０３４１Ｍ ；中单 ９０９：Ｎｃ＝３０８０１Ｄ
－０３７０
Ｍ ）。这些

研究均表明，不同地区、作物品种、土壤类型、水肥

管理和环境条件等因素间的模型存在一定的差

异。宁夏引黄灌区光温资源充足，年降雨量少，蒸

发量大，以灌溉农业为主，在滴灌水肥一体化条件

下对该地区玉米临界氮稀释模型进行区域化研究

很有必要。

本研究以当地主栽品种天赐 １９为对象，通过
２年田间定位试验，研究滴灌玉米基于临界氮稀释
曲线的氮吸收模型与氮累积亏缺模型，旨在探究临

界氮稀释曲线在宁夏引黄灌区的适用性，以期为水肥

一体化条件下玉米定量和精准施用氮肥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４—９月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农垦平吉堡农场（１０６°１′４７″Ｅ，３８°２５′３０″Ｎ）进行。
该地海拔为 １１００ｍ，多年平均温度、降雨量和蒸发
量分别为８６℃、２７２６ｍｍ和２３２５ｍｍ，其中玉米生
育期气象数据如图 １所示。试验田基础土壤肥力
（０～２０ｃｍ）ｐＨ值７７１，有机质质量比１２５６ｇ／ｋｇ、全氮
质量比０６３ｇ／ｋｇ、全磷质量比 ０５１ｇ／ｋｇ、碱解氮质
量比３４００ｍｇ／ｋｇ、速效磷质量比 １９３７ｍｇ／ｋｇ和速
效钾质量比８４３１ｍｇ／ｋｇ。

图 １　玉米生育期气象数据

Ｆｉｇ．１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ｍａｉｚｅ
　
１２　试验设计

供试玉米品种为天赐 １９。试验设 ６个水平，施
氮量分别为０、９０、１８０、２７０、３６０、４５０ｋｇ／ｈｍ２，以 Ｎ０、
Ｎ９０、Ｎ１８０、Ｎ２７０、Ｎ３６０、Ｎ４５０表示，小区面积６７５ｍ２，重
复３次，随机区组排列。种植密度约９×１０４株／ｈｍ２，采
用宽窄行种植，宽行７０ｃｍ，窄行４０ｃｍ。

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施肥技术，肥料由施肥罐

随水施入，窄行玉米中间布设 １条滴灌带，２行玉米
由１条滴灌带控制，滴灌带滴头间距为 ３０ｃｍ，滴头
流量 ２５Ｌ／ｈ，滴头工作压力 ０１ＭＰａ。灌水量以作
物需水量（ＥＴｃ＝ＫｃＥＴｏ，ＥＴｏ为参考作物蒸发蒸腾
量，Ｋｃ为作物系数）为基础，依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过去
１０年气象数据按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修正公式计
算

［２３］
，然后取平均值。Ｋｃ前期（苗期 拔节期）取

０７，中期（吐丝期 灌浆期）取１２，后期（乳熟期）取
０６［２３］。玉米全生育期灌水总量为 ４００ｍｍ，苗期、
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灌水量分别为 ２０、
１００、１４０、１２０、２０ｍｍ，灌水次数分别为 １、３、２、３、
１次。２年生育期各施肥 ８次，分别于苗期 １次、拔
节期３次、抽雄期 １次、灌浆期 ３次，每次施肥量占
总施肥量的比例分别为苗期 １０％、拔节期 ４５％、抽
雄期２０％，灌浆期２５％。供试氮肥为尿素（总 Ｎ质
量分数大于等于 ４６４％），磷钾肥随水施入（Ｐ２Ｏ５
１３８ｋｇ／ｈｍ２和 Ｋ２ＳＯ４１２０ｋｇ／ｈｍ

２
）。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于４月２６日、４月２８日播种，９月１６日、９月
１８日收获。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　地上部植株生物量

于玉米拔节期、小喇叭口期、大喇叭口期、吐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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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乳熟期、腊熟期和成熟期（播种后 ４５、５５、６５、８５、
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ｄ）共计破坏性取样 ７次，每个小区选取
长势一致的３株，将器官分成为茎、叶和穗 ３部分，
于１０５℃干燥箱中杀青 ３０ｍｉｎ，８０℃干燥至质量恒
定后称量。

１３２　地上部植株含氮量
将各处理的干样粉碎、研磨、过筛，利用凯氏定

氮法对植株各器官全 Ｎ含量进行测定，最后计算出
植株氮浓度

［１４］
。

１３３　产量
在玉米收获期每小区随机选取植株完整的长方

形地块（１１ｍ×３ｍ）进行样方选择，把样方内的所
有玉米果穗带回实验室，脱粒，玉米籽粒折合 １４％
的含水率进行产量计算。

１４　模型构建
１４１　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

根据 ＪＵＳＴＥＳ等［２４］
提出的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

计算方法，其建模步骤如下：对不同施氮处理下的地

上部干物质积累量进行方差分析，将其分为２类，即
限氮和非限氮。对于玉米生长受氮素限制的施氮水

平，将其地上部干物质积累量与对应的氮浓度进行

曲线拟合。对于玉米生长不受氮素限制的施氮水

平，用其地上部干物质积累量的平均值代表最大生

物量。每次采样日的理论临界氮浓度由上述线性曲线

与以最大生物量为横坐标的垂线的交点纵坐标确定。

按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１２］
提出的临界氮浓度定

义，其模型表达式为

Ｎｃ＝ａＤ
－ｂ
Ｍ （１）

式中　ａ、ｂ———模型参数
１４２　氮吸收模型

滴灌玉米地上部氮吸收量与地上部积累的最大

干物质量之间关系为

Ｎｕｐｔ＝ＮｃＤＭ （２）

式中　Ｎｕｐｔ———玉米地上部氮吸收量，ｋｇ／ｈｍ
２

将式（１）代入式（２）得到玉米临界氮吸收模型
Ｎｕｐｔｃ＝ａＤ

１－ｂ
Ｍ （３）

式中　Ｎｕｐｔｃ———临界氮吸收量，ｋｇ／ｈｍ
２

其中１－ｂ表示生长参数，为氮相对吸收速率与地上
部生物量积累速率之比。

１４３　氮亏缺模型
根据式 （１）可推导出玉米临界氮积累方程

式（３），并可推导出氮积累亏缺方程，其推导过程参
照 ＬＥＭＡＩＲＥ等［２５］

的研究方法，方程为

Ｎａｎｄ＝Ｎｕｐｔｃ－Ｎｎａ （４）

式中　Ｎａｎｄ———氮积累亏缺量，ｋｇ／ｈｍ
２

Ｎｎａ———实际氮积累量，ｋｇ／ｈｍ
２

若 Ｎａｎｄ＝０，表示植株体内氮素积累恰好合适；若
Ｎａｎｄ＞０，表示植株体内的氮积累不足；若 Ｎａｎｄ＜０，表
示植株体内氮积累过剩。

１５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进行数据汇总与计算，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作图，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滴灌玉米地上部干物质量动态变化
如图２（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处理在 ００１

水平差异显著）所示，玉米干物质积累量随生育进

程的推进呈增加的趋势。在播后 ５５ｄ最低，在播后
１１５ｄ升至最高，变幅在 １２４～１６０８ｔ／ｈｍ２之间；在
播后 ６５ｄ不同氮素水平玉米干物质量差异明显增
大。不同年份、同一生育时期，地上部干物质量随着

施氮水平的提高呈增加趋势。由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玉米拔节期各处理地上部干物质量小于 １ｔ／ｈｍ２，故
对拔节期数据予以舍弃。对比分析不同氮素水平下

玉米成熟期干物质量，整体上由小到大依次为：Ｎ０、
Ｎ９０、Ｎ１８０、Ｎ２７０、Ｎ３６０、Ｎ４５０。

图 ２　滴灌玉米地上部生物量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ｚｅ
　
２２　滴灌玉米植株氮积累量动态变化

如图 ３所示，玉米植株氮积累量随着播种后时
间的增加呈上升趋势。不同年份、同一生育时期，玉

米植株氮素积累量随施氮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由于

玉米植株对氮素的吸收积累能力并非无极限，因而

当玉米植株体内的氮积累量达到一定限度时，并不

随着施氮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是趋于一个稳定的

数值范围内，故 Ｎ２７０、Ｎ３６０和 Ｎ４５０的氮积累量较
相近。

２３　滴灌玉米产量效应分析
如图４（图中表示在 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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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滴灌玉米植株氮累积量动态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ｚｅｐｌａｎｔｓ
　
示，滴灌玉米产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但当

施氮水平超过一定界限后产量不再增加反而降低。

由拟合曲线得到相应的滴灌玉米理论平均适宜施氮

量为３１１ｋｇ／ｈｍ２，产量为１３９５８ｔ／ｈｍ２。
由图４可以看出，滴灌玉米地上部干物质量和

产量均受到氮素水平的影响，适宜的氮素水平有

利于干物质量和产量的形成。对比不同氮素水平

下滴灌玉米地上部生物量和产量可发现，一定施

氮范围内，干物质量与产量均随施氮水平的提高

而增加，当施氮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再增加施肥

量，生物量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产量却有下降的趋

势，表明只有在适宜施氮量时，产量与生物量才能

达到最高。可见，滴灌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存在一

定的临界需氮量。

２４　滴灌玉米临界氮浓度稀释曲线模型
从图５可知，在相同的干物质量条件下，随着施

氮水平的提高，其氮浓度呈升高趋势。不同年份、不

同氮素水平下玉米地上部植株氮浓度与干物质量间

的关系，均符合幂函数关系，各施氮量处理间滴灌玉

米干物质量与植株氮浓度间幂函数关系见表１。
　　按照 ＪＵＳＴＥＳ等［２４］

对临界氮浓度的计算方法，

利用式（１）构建了不同年份滴灌玉米临界氮稀释曲

图 ４　滴灌玉米产量动态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ｚｅｙｉｅｌｄ
　

图 ５　不同氮素水平下玉米氮浓度与生物量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ｍａｉｚ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ｓ
　
线模型，如图６（图中 Ｎｍａｘ、Ｎｍｉｎ表示最大、最小临界
氮浓度）所示。结果显示 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的拟合
方程决定系数分别为 ０９６９和 ０９８２，均达到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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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滴灌玉米干物质量与氮浓度间幂函数方程

Ｔａｂ．１　Ｐｏｗ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ｚｅ

氮素水平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拟合方程 Ｒ２ 拟合方程 Ｒ２

Ｎ０ Ｎ＝２１９０９Ｄ－０３４７Ｍ ０９６４ Ｎ＝２２０７４Ｄ－０３２８Ｍ ０９２２

Ｎ９０ Ｎ＝２５９８８Ｄ－０３０３Ｍ ０８３４ Ｎ＝２５７３２Ｄ－０２８１Ｍ ０８１２

Ｎ１８０ Ｎ＝３２４４６Ｄ－０３６８Ｍ ０９５３ Ｎ＝２７１０５Ｄ－０２４９Ｍ ０７７９

Ｎ２７０ Ｎ＝３５４４８Ｄ－０３３９Ｍ ０９５３ Ｎ＝３２２１６Ｄ－０２８５Ｍ ０９１３

Ｎ３６０ Ｎ＝３８７８７Ｄ－０３２０Ｍ ０９３７ Ｎ＝３９７５２Ｄ－０３３３Ｍ ０９６８

Ｎ４５０ Ｎ＝４３２１９Ｄ－０３４６Ｍ ０８７８ Ｎ＝４０５６３Ｄ－０３１５Ｍ ０９０４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图 ６　基于地上部干物质量的临界氮浓度稀释曲线

Ｆｉｇ．６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
　
显著水平（表 ２），表明临界氮稀释曲线可以很好
地描述滴灌玉米地上部生物量与植株氮浓度的

关系。

　　采用式（１）、（３）对上述确定的临界氮浓度与对
应的最大干物质量进行拟合，得到滴灌玉米临界氮

浓度模型和氮吸收模型参数，如表２所示。
２５　滴灌玉米氮吸收模型

根据式（３）可得到各取样日玉米临界氮累积
量，将其分别与不同氮素水平下实测氮累积量进行

对比，结果如图 ７所示。不同氮素水平下氮累积量
与临界氮累积量的相对误差（各拟合直线斜率与 １
的相对误差）２０１７年为 ３１２４％、１９６０％、８３８％、
１５４％、２０５％、３７６％，２０１８年分别为 ２２６３％、
１６２７％、１１０２％、３５４％、６５２％、８９１％，说明施
氮量以２７０ｋｇ／ｈｍ２为宜。
２６　滴灌玉米氮亏缺模型

由图８可知，各生育期 Ｎａｎｄ均随施氮水平的提

高而减小，甚至有负值出现。各施氮处理植株 Ｎａｎｄ
均随播种后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 Ｎ０、Ｎ９０和 Ｎ１８０
施氮水平时，Ｎａｎｄ均大于 ０，表明植株体内氮素积累
量不足；在 Ｎ３６０和 Ｎ４５０处理施氮水平时，Ｎａｎｄ小于
０，表明植株体内氮积累量过剩；在 Ｎ２７０施氮水平
时，Ｎａｎｄ在０上下波动，表明施氮量在 ２７０ｋｇ／ｈｍ

２
时

植株体内氮素积累较为适宜。

３　讨论

３１　施氮对滴灌玉米干物质量、氮累积和产量的影响
作物氮素吸收是作物光合产物的基础，与作物

　　
表 ２　滴灌玉米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和氮吸收模型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ｏｆ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ｍａｉｚｅ

模型 参数
Ｎｃ、Ｎｕｐｔｃ Ｎｍａｘ、Ｎｕｐｔｍａｘ Ｎｍｉｎ、Ｎｕｐｔｍｉｎ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均值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均值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均值

ａ ３４３９０ ３５５０４ ３４９４７ ４２４２４ ４０５１６ ４１４７０ ２１９０９ ２２１０８ ２２００９

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 ｂ ０３０１ ０３１２ ０３０６５ ０３３８ ０３１４ ０３２６ ０３４７ ０３３２ ０３３９

Ｒ２ ０９６９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６ ０８９９ ０９０７ ０９０３ ０９６４ ０９１８ ０９４１

ａ ３４３９ ３５５０４ ３４９４７ ４２４２４ ４０５１６ ４１４７ ２１９０９ ２２１０８ ２２００９

氮吸收模型 １－ｂ ０６９９ ０６８８ ０６９３５ ０６６２ ０６８６ ０６７４ ０６５３ ０６６８ ０６６１

Ｒ２ ０９５７ ０９６１ ０９５９ ０９１１ ０８９４ ０９０３ ０９２７ ０９０３ ０９１５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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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滴灌玉米氮吸收量与临界氮累积量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ｐｔａｋｅ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ｚｅ
　

图 ８　滴灌玉米氮累积亏缺量动态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ｎｄｒｉｐ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ｚｅ
　
产量密切相关

［２６］
。ＷＯＯＤ等［２７］

研究表明，植株氮

吸收累积与干物质量累积密切相关。本研究表明，

滴灌玉米植株对氮的容纳有一定的限度，地上部干

物质量增长和氮吸收累积均受施氮水平的影响，且

其随生育进程的推进呈上升趋势（图 ２和图 ３），
Ｎ２７０施氮水平下各特征值较为协调，对生物量和氮
累积较为有利，尽管 Ｎ３６０和 Ｎ４５０施氮水平的干物
质量较高，但其氮累积量过高，过多的氮储存在植株

中，造成氮奢侈消耗，导致产量下降（图４）。本研究
进一步表明，产量并非与施氮水平和氮累积量呈正

相关，过多施氮将导致产量下降
［２８］
。可以推测玉米

存在氮奢侈消费现象，因而根据动态变化可判定有

临界氮浓度稀释曲线存在。

３２　玉米临界氮浓度稀释模型比较
本研究以２年田间定位试验构建了宁夏引黄灌

区不同年份玉米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图 ６），通过
比较不同年份临界氮稀释曲线模型，其对应的模型

中，参数 ａ和 ｂ均存在一定差异。由于 ２年玉米生
育期降雨量不同造成生长之间存在差异（图 １），
２０１８年玉米干物质量较高于 ２０１７年，这主要由于
２０１７年降雨量少，从而水热资源供应不足，最终导
致干物质量低于２０１８年。此外，随着干物质量的增
加，氮含量曲线均呈现下降趋势，参数 ｂ值 ２０１８年
大于２０１７年。参数ａ的９５％的置信区间２０１７年介
于 ３３７５３～３４９９１之间，２０１８年介于 ３２８６２～
３５９１１之间，可以看出两者差异不大，平均值为
３４９４７。由此可见，降雨量不会改变模型 ａ值。

从构建的模型角度来看，其形式上与文献［２０－
２２］针对华北地区、陕西关中地区和豫中地区建立
的玉米临界氮稀释模型一致，其取样时间（播种后

４５ｄ）与银敏华等［２１］
（种植后 ４５ｄ）相同，这说明临

界氮浓度稀释模型的建立与玉米的生育期无明显的

关系，所得模型 ｂ均值为０３０７，与梁效贵等［２０］
构建

模型ｂ值（０４１３４）、安志超等［２２］
所建立的模型ｂ值

（０３７０和０３４１）、银敏华等［２１］
施用控释氮肥构建

模型 ｂ值（０３３９）差异较大；与银敏华等［２１］
施用尿

素构建模型 ｂ值（０３０８）极为接近。但模型 ａ值
（３４９４７）与梁效贵等［２０］

（３４９１４）极为接近；与银
敏华 等

［２１］
（３３８０６和 ３４３５６）和 安 志 超 等［２２］

（３５６３８和 ３０８０１）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说明宁
夏引黄灌区滴灌玉米的氮吸收能力比华北地区、陕

西关中地区和豫中地区的玉米（中单９０９）氮吸收能
力强，但是低于豫中地区玉米（伟科 ７０２）的氮吸收
能力。其原因可能是宁夏引黄灌区玉米采用水肥一

体化滴灌施肥模式，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这与

梁效贵等
［２０］
分基施 ４０％和大喇叭口期追施 ６０％ ２

次施入、银敏华等
［２１］
施用尿素时基追比为 ２∶３施入

和施用控释氮肥时作基肥一次施入、安志超等
［２２］
分

基施 １／３和大喇叭口期开沟追施 ２／３不同，说明玉
米氮素吸收能力可能受施肥方式的影响，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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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玉米品种、土壤类型和气候条件等不同所导致，

或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影响，但究竟是何种因

素影响较大，仍需设计试验进一步探讨。

３３　滴灌玉米氮素营养诊断评价
氮亏缺量可精确地诊断、衡量植株氮素营养状

况，对定量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施肥量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若 Ｎａｎｄ等于 ０，表示植株体内氮素积
累恰好合适；若 Ｎａｎｄ大于 ０，表示植株体内的氮积累
不足；若 Ｎａｎｄ小于 ０，表示植株体内氮积累过剩。银

敏华等
［２１］
利用氮累积亏缺模型对玉米不同生长阶

段的氮素营养状况进行诊断，结果发现施用２种肥料
（尿素和控释肥）的最佳施氮量分别为 １６０ｋｇ／ｈｍ２和
１２０ｋｇ／ｈｍ２左右。本研究结果表明，供试玉米品种
的施氮水平为 ２７０ｋｇ／ｈｍ２时，Ｎａｎｄ在 ０附近波动

（图８），表明施氮量在 ２７０ｋｇ／ｈｍ２时植株体内氮素
积累较为适宜。利用 Ｎａｎｄ确定的最佳施氮量与张富

仓等
［２９］
基于最小二乘法推荐的宁夏滴灌玉米适宜

施氮量（２１０～３２５ｋｇ／ｈｍ２）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进一步表明氮亏缺量可以很好地评估玉米的

氮素营养状况。

４　结束语

利用 ２年 ６个氮素水平的定位试验数据，建立
了宁夏引黄灌区滴灌玉米临界氮浓度稀释曲线模

型，结果表明，滴灌玉米地上部干物质量增长和氮吸

收累积均受施氮水平的影响，且其随生育进程的推

进呈上升趋势，氮累积量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产量

形成，玉米植株存在氮奢侈消费现象；滴灌玉米临界

氮浓度（Ｎｃ）、最高（Ｎｍａｘ）和最低（Ｎｍｉｎ）氮浓度与地
上部干物质量之间均可用幂函数方程来表示，其平

均决定系数 Ｒ２分别为 ０９７６、０９０３、０９４１，均达到
极显著水平；基于临界氮浓度构建的氮吸收模型和

氮积累亏缺模型对滴灌玉米生育期内氮素营养诊断

结果一致，综合施氮量与产量的拟合曲线，推荐宁

夏引黄灌区滴灌玉米施氮量以 ２７０～３１１ｋｇ／ｈｍ２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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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ｄｒｉｐ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ｍａｉｚｅ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Ｅ，２０１８，３４（２２）：１１１－１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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