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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氮肥用量、有机无机配合和添加秸秆腐熟剂对秸秆氮当季有效性、后效及去向的影响，

为秸秆还田条件下的氮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运用
15
N 同位素示踪技术，采用盆栽试验连续种植一季冬

小麦和两茬玉米，研究
15
N 标记玉米秸秆（

15
N-秸秆）氮的生物有效性和对土壤氮库的贡献。试验推荐施氮量 210 

kg N·hm-2
，约 0.1 g N·kg-1

土，秸秆粉碎后按 3.0 g·kg-1
土掺入每盆中。设 4 个氮水平：不施氮；100%化肥氮；

80%化肥氮；有机无机配施（80%化肥氮＋20%腐熟猪粪氮）。各施氮水平下设添加和不添加秸秆腐熟剂 2 种情

况，腐熟剂用量为 0.1 g·kg-1
土。【结果】冬小麦吸氮量来自

15
N-秸秆氮的比例（%Ndfs）为 6.30%—14.25%，

施氮比不施氮减少%Ndfs，有机无机配施比单施氮肥提高%Ndfs，添加腐熟剂不影响冬小麦的%Ndfs。第一茬和

第二茬玉米吸收氮的%Ndfs 分别为 1.13%—3.73%和 1.67%—5.97%，不施氮高于施氮处理，施氮处理间无显著

差异，添加腐熟剂降低%Ndfs。冬小麦对
15
N-秸秆氮的当季利用率为 7.14%—10.32%，第一茬玉米和第二茬玉

米对残留
15
N-秸秆的利用率分别为 3.75%—5.51%和 2.28%—3.18%。三茬后作物对

15
N-秸秆氮的利用率为

13.13%—18.60%，土壤残留率 55.63%—69.16%，损失率 17.26%—26.09%。三茬中施氮比不施氮提高
15
N-秸秆

氮的利用率，不同氮肥管理不影响当季利用率和第二茬后效，氮肥减量（80%推荐氮）降低
15
N-秸秆氮第一茬

后效和总利用率，但若配施有机肥则提高利用率。添加腐熟剂提高
15
N-秸秆氮当季、第一茬玉米和三茬总利

用率，降残留率和损失率。冬小麦和两茬玉米收获后土壤矿质氮和微生物量氮含量变化较大，但其来源于
15
N-

秸秆氮的比例都小于 3%，施氮处理的影响不明显，而添加腐熟剂增加冬小麦和第一茬玉米收获后土壤矿质氮

%Ndfs，减少土壤微生物量氮%Ndfs，不影响第二茬玉米收获后土壤矿质氮和微生物量氮%Ndfs。三茬收获后残

留的
15
N-秸秆氮中矿质氮和微生物量氮也小于 3%，说明残留在土壤中的

15
N-秸秆氮主要以有机态氮存在。【结

论】在秸秆还田条件下，采用化肥氮与有机肥氮配施并结合施用秸秆腐熟剂是提高秸秆氮素转化和有效性的

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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