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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氮肥的大量使用以及塑料棚种植蔬菜技

术的推广，使得蔬菜硝酸盐的含量大大提高 犤１犦。为了

减少人体摄入过多的硝酸盐，防止其对人体健康造成

危害牞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研究降低蔬菜硝酸盐
的方法，其中大多是采用氮抑制剂，减缓施入土壤的

氨态氮肥的硝化速度，以减少蔬菜对硝酸盐的吸收。

也有资料报道 犤２犦，根外追施钼等微肥，对蔬菜叶片硝

酸还原酶有激活作用，从而可以降低蔬菜体内硝酸盐

的含量。钼是植物的必需元素，它是植物体硝酸还原

酶的组成部分。土壤缺钼容易使硝酸盐在植物体内过

多积累。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华南、华东、京津和东

北大部区域土壤缺钼严重犤５犦。本文就肥料中添加钼对

降低蔬菜硝酸盐的积累作用进行了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和方案设计
利用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网室小区进行

蔬菜的种植试验。蔬菜品种选择对硝酸盐有较强富集

能力的菠菜（东方碧绿）、萝卜（卫青萝卜）。

以不施Ｎ素小区为ＣＫ，Ｎ素使用剂量水平取４５０
ｋｇ·ｈｍ－２。在等Ｎ条件下，试验设①生物肥②平衡肥
③ ＮＨ４Ｃｌ④生物肥 ＋钼⑤平衡肥 ＋钼⑥ ＮＨ４Ｃｌ＋
钼。共６个处理，每种蔬菜各个处理设置３个小区重
复。小区净面积为１ｍ２。基肥Ｎ与追肥Ｎ各占５０％。
平衡肥采用天津农科院土肥所提供的“多元高效复合

肥”，生物肥是天津市国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

“国润牌生物肥”，ＮＨ４Ｃｌ由天津农科院土肥所提供，
钼肥为钼酸铵。

１．２实验方法
蔬菜种植时间：萝卜于１９９９年８月中旬播种，每

个小区播种两行，每行５棵，两行相错而种。菠菜于
１９９９年８月下旬播种，每个小区种植两行。两种蔬菜
的收获时间为１１月上旬。

施肥水平：参照任祖淦等 犤４犦的研究结果，每公顷

Ｎ素施用量４５０ｋｇ，比每公顷３００ｋｇ临界值增加５０％
（高于３００ｋｇ，对蔬菜硝酸盐的累积有超标污染的可
能性）。基肥Ｎ占５０％，第一次追肥Ｎ２５％，第二次追
肥Ｎ２５％。在第二次追肥后７ｄ和１４ｄ采样，检测蔬

钼对降低蔬菜硝酸盐积累的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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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牶采用小区试验方法，研究了不同肥料添加钼肥降低蔬菜硝酸盐积累的作用。结果表明，添加钼肥能够明显降低

蔬菜硝酸盐积累，施肥后两周采收的蔬菜，硝酸盐含量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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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不同收获期萝卜硝酸盐含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３Ｎ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ｒａｄｉｓｈ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处理
第一次（停止施肥后 ７ｄ牘 第二次（停止施肥后 １４ｄ）
块根 ／ｍｇ·ｋｇ－１降低率 ／％ 块根 ／ｍｇ·ｋｇ－１降低率 ／％

ＣＫ １５１６．６ ８２４．６
生物肥 １８９８．２ １３９３．１

生物肥 ＋钼 １７６９．１ ６．８ １０２２．２ ２６．６
平衡肥 ２３１９．３ １５１３．８

平衡肥 ＋钼 １８９９．０ １８．６ １２３２．２ １８．６
ＮＨ４Ｃｌ ２５６５．３ １６３１．７

ＮＨ４Ｃｌ＋钼 ２４６０．３ ４．１ １３５４．２ １７．０

表 ２不同处理菠菜硝酸盐含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２Ｎ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ｐｉｎａｃｈｇｒｏｗｎｉｎ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第一次（停止施肥后 ７ｄ牘 第二次（停止施肥后 １４ｄ）
茎叶 ／ｍｇ·ｋｇ－１降低率 ／％ 茎叶 ／ｍｇ·ｋｇ－１降低率 ／％

ＣＫ ９４８．１ １１６３．３
生物肥 ２２２１．８ １３０４．２

生物肥 ＋钼 １８７５．８ １５．６ １１１１．８ １４．８
平衡肥 ３９７３．１ ３１８４．５

平衡肥 ＋钼 ３７４６．１ ５．７ ３０９０．５ ３．０
ＮＨ４Ｃｌ ５２１８．５ ４３９４．５

ＮＨ４Ｃｌ＋钼 ４０３８．９ ２２．６ ３９７７．５ ９．５

表１不同处理萝卜硝酸盐含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１Ｎ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ｒａｄｉｓｈｇｒｏｗｎｉｎ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菜硝酸盐的含量。钼的添加量为０．５％，复配在基肥
中一次施入。

样品处理与测定：采取蔬菜可食部的鲜样，进行

测定。硝酸盐测定方法选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不同处理降低蔬菜硝酸盐积累的作用
不同处理的蔬菜硝酸盐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１和

表２。

试验结果表明，用生物肥种植的蔬菜硝酸盐积累

最少，单用ＮＨ４Ｃｌ种植的蔬菜硝酸盐积累最多。添加
了钼的处理，蔬菜硝酸盐的积累都有明显的降低。

２．２不同收获期蔬菜硝酸盐含量的变化
不同收获期蔬菜硝酸盐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３和

表４。
试验结果表明，第２周收获的蔬菜，积累的硝酸

盐量明显低于第１周收获的蔬菜。其中施生物肥的蔬
菜降低率最高，ＮＨ４Ｃｌ降低率最低。

３ 结论

小区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蔬菜生长过程中，施

肥中配以０．５％的钼肥，有明显地降低蔬菜硝酸盐积
累的作用。比较生物肥、平衡肥和ＮＨ４Ｃｌ，蔬菜积累硝
酸盐的规律是ＮＨ４Ｃｌ＞平衡肥＞生物肥。在停止施肥
后，第２周收获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均明显低于第１周
收获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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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施肥后 ７ｄ采样 施肥后 １４ｄ采样

降低率 ／％
茎叶 ／ｍｇ·ｋｇ－１ 茎叶 ／ｍｇ·ｋ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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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施肥后 ７ｄ采样 施肥后 １４ｄ采样

降低率 ／％
块根 ｍｇ·ｋｇ－１ 块根 ｍｇ·ｋｇ－１

ＣＫ １５１６．６ ８２４．６ ４５．６
生物肥 １８９８．２ １３９３．１ ２６．６

生物肥 ＋钼 １７６９．１ １０２２．２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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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Ｈ４Ｃｌ ２５２６．３ １６３１．７ ３６．４

ＮＨ４Ｃｌ＋钼 ２４６０．３ １３５４．２ ４５．０

表 ４不同收获期菠菜硝酸盐含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４Ｎ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ｐｉｎａｃｈ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欢迎订阅《中国农业环境保护大事记》

由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和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共同编写的《中国农业环境保护大事记》已于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发行。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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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会议，考察及培训，国际交流，科技成果，典型污染事故等。该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每册２０元，欢迎大家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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