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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211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在水稻上 

的施用效应研究 

杨本国 胡荣华 

(建湖县冈西镇农业办公室，江苏 建湖 224700) 

天达21l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是山东大学生 

命科学研究院与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开 

发的一种高效、多功能的高科技植保产品，是从海 

洋甲壳类生物体中提取的一种以复合氨基低聚糖为 

主的活性物质，是一种广谱、高效、增强作物对抗 

逆因子抗性的植物生长营养液，同时也是生产无公 

害和有机农产品的理想制剂。从 2003年起，本地 

在小麦、大豆、棉花、蔬菜等农作物上施用，有明 

显的增产效果。为了解天达 2116(粮食专用型) 

在水稻生产上的施用效果 ，我们于 2008年做了严 

格的对比试验，为水稻生产的大面积施用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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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天达211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 (粮食专用型)， 

由山东天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1．2 供试品种 

徐稻3号，由建湖县种子公司提供，于5月5 

日播种，6月 16日人工移栽，每667 m 2．5万穴， 

穴插3～4苗，l0月 6日收割，全生育期为 151 d。 

1．3 供试地点 

试验点设在建湖县冈西镇西吉村，土壤为粘性 

土，含 有 机质 2．05％、全 氮 0．148％、速 效磷 

10 mg／kg、速效钾 237 mg／kg、有效锌 0．4 mg／ 

， 前茬小麦，产量 482．6 kg／667 m 。 

1．4 试验设计 

本试验共设 4个处理，三次重复。处理 A为： 

4 讨论 

4．1 对施肥参数的讨论 

研究表明，基础地力产量与土壤肥力密切相 

关，其它因子影响较小；百公斤籽粒需肥量与施肥 

量密切相关，其它因子影响较小；肥料利用率与许 

多因素有关，与施肥量、施肥方法、土壤养分含 

量、土壤水分含量以及作物品种、肥料种类、气候 

条件等等因素有关，其值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幅较 

大，需进一步研究。 

4．2 对肥料效应模型的讨论 

由于肥料利用率的变异较大，由施肥量产生的 

模型适用范围窄。因此，避开肥料利用率，采用除 

施肥量之外，随其它条件变化变异较小作物百公斤 

籽粒需肥量为自变数进行回归模拟，得出籽粒产量 

(Y，kg／667 m )与大麦百公斤籽粒需氮 (N)量 

(x ，kg)和大麦 百公 斤籽粒需 磷 (P2O )量 

(x：， )之间回归模型为： 

Y = 一 4 439．18 — 34．25X1 + l0 515．34X2 — 

196．01X1 一 6 958．30X2 + 1 099．98XlX2， R = 

0．955 8．n=8 

最高产量 574．27 kg／667 m 时，百公斤籽粒 

需 N量 为 2．6l kg，百公 斤籽 粒需 P O 量 为 

0．96 kg。 

4．3 推荐施肥 

作物施肥量 (kg／667 m ) ： (目标产量 ×单 

位目标产量需肥量 一无肥基础地力产量×单位无肥 

基础地力产量需肥量)／肥料当季利用率。根据田 

块土壤养分含量测定结果，划分土壤养分含量等级 

表4；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划分基础地力产量等 

级，并划分相应的目标产量等级 (表 5)；根据经 

验和以前的研究，确定当地大麦的氮肥 (尿素) 

的利用率约为 55％。根据肥料效应试验结果和上 

述施肥量公式，计算不同基础地力和产量目标的施 

肥量及施肥比例列于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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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节期单喷；处理 B为：拔节期 +抽穗期各喷施 
一 次；处理 C为：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期各喷 

施一次；处理 D为：喷施清水作对照。小区面积 

为 66．7 m ，小区随机排列，小区间留有隔离带， 

各小区喷施剂量折算每667 m 用天达2116(粮食 

专用型：下同)制剂 5O m1，对水3O kg，采用手 

动喷雾器均匀喷雾。对照区 (CK)喷清水量与处 

理区等同。 

1．5 考苗记载方法 

在喷施制剂前调查水稻植株的生长发育动态， 

收割前测定各小区穗数，以平均穗作为计算产量的 

穗数；每小区取样30穗，测定每穗粒数，以平均 

粒数作为计算产量的粒数，样本晒干后测定千粒 

重，计算理论产量，试验田其他农艺措施与大田面 

积相同。 

2 试验分析 

2．1 增产效果 

在水稻拔节、抽穗、灌浆三个生长时期喷施天 

达2116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作用 (见表 1)，但各 

处理之间的增幅差异较大，在 5．9l％ ～11．38％之 

间，增幅最大的处理是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三 

次喷施处理，理论产量为 641．43 kg／667 m ，比 

对照 (CK)处理增 65．54 ，增幅达 11．38％。 

其次是拔节期+抽穗期两次喷施处理，理论产量为 

622．24 kg，较对照 (CK)处理增46．35 kg，增幅 

达8．04％。拔节期单喷一次处理增产幅度为最低， 

产量为 609．93 kg／667 m ，较对照 (CK)处理增 

34．O4 kg，增幅为5．91％。 

2．2 增产效应 

水稻拔节后采用天达21 l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 

其增产效应主要反映在增加有效穗数、提高结实率 

和千粒重上。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期处理每 

667 m 有效穗数较对照 (CK)处理增 0．9万穗； 

拔节期喷施处理每667 m 有效穗数较对照 (CK) 

处理增0．7万穗；而拔节期+抽穗期处理与拔节期+ 

抽穗期+灌浆期处理有效穗数基本等同。拔节期+ 

抽穗期+灌浆期处理的平均每穗实粒数为 112．8 

粒，较对照 (CK)处理增 3．4粒；拔节期 +抽穗 

期处理平均每穗实粒数为112．6粒，较对照 (CK) 

处理增 3．2粒；拔节期单喷处理平均每穗粒数为 

111．9粒，较对照 (CK)处理增 2．5粒；而拔节 

期 +抽穗期 +灌浆期处理与拔节期 +抽穗期处理之 

间平均每穗实粒数差异较小。拔节期+抽穗期+灌 

浆期喷施处理千粒重最高为 26．95 g，较对照 

(CK)增0．89 g；其次为拔节期 +抽穗期处理千 

粒重为 26．19 g，较对照 (CK)处理增 0．13 g， 

拔节期单喷处理较对照 (CK)处理千粒重差异不 

明显 

表 1 各处理产量结构及经济效益比较统计 

3 小结与讨论 4 注意事项 

在水稻生长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喷施天达 

21l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对水稻中、后期生长有 
一 定的促进作用，可延缓植株的衰老，提高光合效 

率，增加光合产物的积累，改善群体结构，增强水 

稻植株的抗逆性能，提高水稻抗倒伏、涝灾及抗病 

能力，达到增穗、增粒、增重和优化水稻品质的效 

果。 

1)天达211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宜于上午 10 

时以前或下午4时以后喷施，不宜在阳光直射下施 

用 。 

2)天达211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不宜与碱性物 

质混用。 

3)如喷施天达 2l1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后在 

4 h内遇雨需补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