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红壤性水田的钾肥施用问题

浙江 农业大学红壤调查研究组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单位面积产量的不断提高
.

钾肥施用在浙江省日益显得重要
,

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鼓舞下
,

不少地方为了在红壤地区新老水田上夺取

高产
,

曾进行了不少钾肥试验
。

多数均获得大幅度增产效果
,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

题
。

为了更好的总结与交流经验
.

现将我们工作中接触的问题与初
一

步休会核理 如下
,

仅供

讨论
。

一
、

红壤性水田上的钾肥效果

1
。

增产作用 文化大革命以来
,

浙江省化肥试验网进 行的大量钾肥试验表明
.

在各

类土壤中
,

第四纪红土母质的水 田属于效果比较显著的类型
。

衡县十里丰农场
, 1 9 7 2一 1 9 7 3年二年中

,

对早晚稻做了全面试验
,

证明化学钾肥无论

做耙面肥或追肥
、

不论根施或根外施
、

不论与有机肥或其他无机肥配施
,

都有良好效果
。

一

般每亩用硫酸钾 15 一20 斤
,

可增产稻谷 15 一25 %
,

二年平均增产 1 9
。

1%
,

特别是在不用有

机肥做基肥的情况下
,

增产率可高达 60 一 80 % (该季早稻亩产为 70 0一80 。斤 )
。

衡县团石农场
,

早在 1 9 6 3一 1 9 6 5 年即发现红城性水田上的缺钾间题
, 19 6 7 年起该场

开始施用窑灰钾肥
,

亩施 60 一 1 00 斤
,

使当季稻谷增产 3 0一 40 %
。

在浙江省红壤性水田较集

中的金华
、

衙县一带
,

这样的增产事例很多
。

2
。

水稠缺钾症状 据我们多次野外调查并结合盆栽观察
,

看到红壤性水 田上的缺钾

症状与国内外已有报导虽大致相似
,

但不尽相符
。

我们看到的情况如下
:

症状大多在分菜盛期以后
,

直至抽穗期间
,

表现最为显明
。

这与水稻生育中期需钾量

较大有关
,

分集期以前常没有明显的异常
。

出现最多的症状是
:

叶片有褐色斑点
,

呈不规

则的碎屑或烟尘状
,

症状先见于老叶叶尖
,

以后逐渐向叶下部及新叶扩展
。

褐色斑点可发

展成斑块
,

它们的边界清晰
,

周围无晕圈
。

这种褐斑症状经常与胡麻叶斑病并发
,

斑点互相

穿插
。

局部可 以互相连接
。

症状进一步发展
,

就使叶片自尖端向下逐渐失绿枯死
。

很多

缺钾植株在抽穗期前后
,

大部叶尖枯焦
.

成为过去常说的
“

早衰
”

现象
。

有时后期会出现大

量褐斑
,

成为一般常说的
“

赤枯
”

现象
。

缺钾植株叶片光泽常消失
,

呈灰绿色
,

以不带紫红色可与缺磷症状相区别
,

必须指出
,

并非所有缺钾植株都有明显的灰绿色
,

有时除病斑外
,

叶色与正常植株差异不大
,

在低氮

肥条件下往往就是这样
。

我们还发现不少缺钾植株的主要表现只是自老叶依次向上
,

其叶尖 发黄
,

不显任何斑

点
,

以后发黄部分逐渐扩至全叶
,

以至枯萎
。

这种情况也是在生育中期表现最为明显
,

其

株形也没有很大变化
。

由于叶片发黄的原因很多
,

还须与其他方面的考查配合
,

方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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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缺钾
。

缺钾植株的另一常见现象是叶片变窄
,

上部节间变短
,

新叶顶端高度与老叶相差不

多
,

甚至较老叶为低
,

这显然是生长点受到一定程度抑制的结果
,

造成所谓
“

矮缩
”

现象
。

由于环境条件及水稻品种等方面的变化
,

缺钾症状各地表现不一
,

还须进一步总结
。

3
.

钾对水稻生育的影晌 钾对水稻生育
,

几乎各方面都有良好作用
,

但看来促使发

根
,

形成良好的根系是较重要的方面
。

据调查
,

在耕种六
、

七年后较老的红壤性水田上
,

钾

肥促进根部生长的作用
,

较磷肥更好
。

据我们盆钵试验
,

红壤淹水并在表层施入较强的还原物质时
,

可使稻根受伤
,

且迫使

根系向下部氧化性较好的土层生长
。

在这种情况下
,

施用钾肥
,

对促进稻根再发的作用
,

也是十分明显的 (表 1 )
。

表 1 钾 对 水 稻 根 系 再 生 的 作 用

大 量

不 施

下几万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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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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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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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们还初步看到
,

钾有改善土壤还原性环境的作用
,

表现在各有钾处理的土壤
,

还原

性物质的积累量略少
,

这可能是钾促使水稻生长健壮
,

加强了对根的输氧功能的结果
,

这

样又使根生长更好
,

形成了良性循环
。

据各地反映
:

钾对水稻可提早发棵
,

增加分萦率 (据金华农科所调查
,

钾肥不促进分

萦
,

但能巩固已有分萦
,

增加有效穗数 )
,

捉早孕穗和抽穗期
;
钾对水稻株高

、

成穗率
、

每植

粒数
、

千粒重以及减少批谷率等均有较好的作用
。

钾对提高水稻抗病力方面尤为突出
,

这

些在红壤性水田上所见与其他 上区是一致的
。

4
.

红旅特性与钾肥效果的关系 浙江省大部红壤性水田属于含钾较低的 类 型
。

浙

江农科院曾对浙江省 4 55 个土样的全钾量进行统计
,

`

其中位于丘陵台地区的红壤性水稻土

(黄土泥与黄泥砂土等 )的全钾量最低
,

大多在 2
.

0% 以下
;
而河谷平原与滨海平原的水稻

土
,

.

多在 2
。

O一 2
。

5 %之间
;
水网平原的水稻土更高达 2

.

5一 3
.

0%
。

红壤性水田还由于土壤物理性质不良影响钾素的吸收
,

因为红壤土质粘
,

缺少盐基物

质
,

有机质又少
,

泡水以后
,

土粒易分散悬浮
,

水田经常会出现土壤过糊的现象
。

据大量调

查
:

在土性糊烂
、

通气不 良的情况下
,

可能因根系活力较弱
,

吸收不 良
,

会加剧缺钾症的发

展
,

追施钾肥的效果也更加显明
。

这项有时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

例如据嗓县农科所调

查
,

植株缺钾与不缺钾的田块
,

其土壤速效钾含量同属于较低的一级
。

但排水差 通气不 良

的田块
,

水稻一般表现缺钾
.

而通气良好的田块
,

水稻却无缺钾征象
。

此外
,

凡绿肥田 由于

耕作较细较糊
,

尤其是绿肥用量大
,

在分解过程中使表土呈强烈还原性
.

水稻表现缺钾也

更突出
。

类似的情况
,

我们在金华
、

衡县一带的红壤性水田里也有时发现
。

二
、

影响红坡性水田钾肥效果的因素

1
.

农业生产水平与氮案
、

磷紊肥料的配施情况 当水稻生产水平较低时
,

一般不表

现缺钾
,

但随着生产水平提高
,

施用大量氮
、

磷素化肥后
,

缺钾现象会逐渐显示出来
。

十里丰农场农科所的试验 (表 2 )说明
,

在施用有机肥的情况下
,

钾肥仍然随着产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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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年 份

红 滚 性 水 田 历 年 施 用 钾 肥 对 水 稻 增 产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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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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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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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据十里丰农 科所 资科

升而愈益显得不足
,

这表现在钾肥增产率不断提高
,

这种情况各地都有
,

一般一季稻谷亩

产达 8 00 斤以上的
,

如不用多量有机肥
,

缺钾现象大多比较突出
。

又从浙江农科院与该农

科所的合作试验来看
,

等量钾肥对水稻的增产效果随着氮肥用量增加而增加
,

但当不用

钾时
,

稻谷产量则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下降
,

这说明在开垦7一 8年的红城性水田上
,

钾

素营养已成为限制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

钾的效果
,

显然还需磷的配合
,

但红壤地区由于连年大量施用磷肥
,

土壤中磷的积存

较多
,

所以一般不易觉察磷的影响
,

十里丰农场农科所接连在 1 9 7 2一 1 9 7 3年对早
、

晚稻各

季进行了磷
、

氮化肥的配施试验
,

磷肥均不显增产作用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磷

、

氮肥基础

上
,

增施适量钾肥时
,

则磷肥又有增产效果
,

实际上这也是钾肥的效果
,

这充分说明三要素

之间的作用是相互促进的
。

2
.

土坡差异 浙江省低丘红壤区常见的土壤类型有紫砂土 (紫色砂岩或页 岩 上 形

成 )
、

红砂王 (红色砂岩上形成 )及低丘黄筋泥 (第四纪红土上形成 )等几种
。

紫砂土含全钾

达 3 %或更高
,

速效钾高的可在 1 6 o p p m 以上
,

常被用做改土材料
,

显然受这种母质影响的

土壤
,

钾肥效果必然较低
。

与此相反
,

红砂土与黄筋泥一般全钾都不超过 1
.

5一 2
.

0 %
,

速

效钾多半只 40 一 SOp p m或更低
,

钾肥效果就好
。

同一母质上形成的土壤
,

各层次上的含钾也不相同
,

如黄筋泥下部的网纹层或某些受

侧流水作用的白色漂洗层
,

常含速效钾极微
,

如果这些土层暴露于地表
.

其缺钾现象就较

严重
。

此外
,

我们在盆钵试验里还看到
:

红壤种稻
,

配施石灰
,

可 以大大促进钾肥的效果
。

钙

素营养、与钾肥效果也有一定的关系
。

3
.

作物种类 红壤性水稻土轮种早作时
,

它们对钾肥的反应
,

常有差别
。

据 1 9 7 4年

全国化肥试验网的统计资料
,

钾肥对豆科绿肥的增产效果最大
,

约 44 一 1 35 % ; 其次为花生

( 1 9
.

8% )
、

甘蔗 ( 1 7
.

9% )
、

甘薯 ( 1 1
.

7 % )等
;
粮食作物中水稻的增产幅度较小

,

为 9
.

6%
,

只

有大麦例外
,

可高达 32 %
。

这些增产次序在浙江红壤上所见
,

基本上是符合的
。

但据目前

已有的试验结果来看
,

钾肥在红壤上增产的幅度似乎较全国各土壤
_

L 的平均数为高
,

例如

水稻一般增产可达 20 %以上
;
甘蔗据我们在义乌县红壤上的初步试验

,

可增产近 50 %
。

钾肥对绿肥作物的增产是十分显著的
。

据我们在金华
、

衙县一带田间观察
,

红壤上历

来不施钾肥的
,

紫云英产量多数均不到一千斤 (鲜草 )
,

根瘤很少
,

病害也多
,

与施钾肥的相

比
,

产量可差 1一 2 倍以上
。

甘蔗在义乌
、

东阳一带的红壤上种植很多
,

据反映
:

在新垦红

坡上容易种植
,

但连种 2 一 3 年后
,

产量便逐渐下降
,

看来与缺钾有一定关系
,

因甘蔗需

钾量大
,

随甘蔗的收获自土中移走的有效钾也多
。

因此对这些作物似应优先考虑增施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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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
。

4
.

有机肥的作用 据十里丰农场农科所 9 7 1 5年早稻钾肥试验
:

处理有每亩 6 0斤硫

按
,

35 担厩肥和 35 担绿肥三个试验区 (均作基肥施入 )
,

每区施足量磷肥
,

每区内均分为

施钾 (硫酸钾 20 斤 /亩 )与不施钾 (对照 )两小区
,

施钾肥的三小区分别较各自的对照区增产

20
.

7%
、

1 1
.

5%
、

1 5
.

1%
,

后两者的增产率较低
,

可以认为有机肥含有钾素是其重要原 因之

一
。

其中厩肥含钾更多
,

因而增产率也更小
。

1 9 7 5年我们就在这块试验田里
,

接着做晚稻继续施用厩肥与化学钾肥的比较试验
,

结

果是
:

尽管已连续两季施用厩肥
,

再增施化学钾肥
,

仍然可 以较不施化学钾肥 的增产
。

当

然有机肥施用越多
,

化学钾肥的增产效果就愈小
,

这种趋势也是十分清楚的
。

5
.

钾肥品种 硫酸钾与抓化钾同为速效性钾肥
,

在各地
:

主产与试验中大都有良好表

现
。

据全国化肥试验网的大量统计
,

对水稻的增产作用
,

抓化钾略差于硫酸钾
。

浙江省红

集性水田上
,

也有类似反映
。

但也有少数地方认为氯化钾的效果很差
,

例如 1 9 6 5年金华平

水段农场对紫云英试验就是这样
。

浙江江山水泥厂生产的窑灰钾肥
,

含钾 10 % `其中水溶钾占全钾肋%以上
,

拘溶钾占

全钾 80 %以上 )
, 1 9 6 7年在衡县团石农场等地的红壤性水旧试用

,

普遍有良好效果
,

增产幅

度高的达 40 %左右
。

浙江兰溪试产的钾钙肥
,

含有效钾 3一 5 %
,

氧化钙 35 一切%
, 1 9 7 d年经金华地区农

科所等处在红壤性水田上试用
,

亩施 1 00 斤做基肥
,

一般每亩可增产稻谷别一 80 斤
,

多的

在 1 00 斤以上
。

据试验
,

钾钙肥的肥效比硫酸钾迟缓
,

初期并不显著
,

不过水稻的始穗期观

察
,

它的作用已能赶上等钾量的硫酸钾处理
,

稻谷产量也高于硫酸钾
。

又据试验
,

钾钙肥

在早作上的效果较水稻更好
。

通过肥因试验证明
,

窑灰钾肥与钾钙肥的增产作用主要是其中的钾素
,

但氧化钙也有

作用
。

从红壤酸性缺钙的角度来看
,

这两种肥料应该更为适合
。

广泛分布于浙江省低丘红壤区的石灰性紫砂土
,

含全钾 3 %左右
,

施入红壤性水田

中
,

通常可增产20 %以上
,

但用量一般应在每亩 100 担以
_

L
。

此外
,

近年来浙江省在开始认

用钾矿石粉
,

但效果并不稳定
,

技术上尚须改进
。

影响钾肥效果 的因素还有耕作制度
、

施用技术
、

田间水分伴理等等
,

这些在红壤上都

有不 同于其他土壤的特点
,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三
、

其他问且的讨论

1
.

析且红滚
,

钾肥是否有效 ? 据早些年的试验表明
:

对新垦红壤施用钾肥
,

效果常

不很显著
,

所以一般认为它并不缺钾
。

然而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
,

这一问题现在应予重新

估价
。

据衡县农科所 1 9 7 4年试验
,

在新造红壤水田上
,

早晚稻各施氧化钾 3 0斤 (耙面肥与拔

节肥各半 )
,

早稻亩产 56 1
.

9斤
,

比不施钾的增产 2 8
.

2% , 晚稻亩产 5 5 0
.

0斤
,

增产 3 2
.

2%
。

这说明在生产水平提高后
,

甚至在两季连续施钾的情况下
,

仍可发挥较大的作用
。

此外
,

我们 1 9 7 5年的盆钵试验里
,

虽采用了含一定量钾素的母质 (含云母稍多的砂岩 )上形成的

红壤种稻
,

然而在高量氮肥的情况下
,

钾肥仍有效果
,

尤其是经强还原性物质处理的土壤
,

钾肥效果更加明显
。

看来
,

钾的作用不决定于开垦年限
,

而决定于土地利用及其生产水平
。

2
。

化学钾肥有无后效 ? 钾肥在红壤性水田上有一定的后效
,

这已为多次 田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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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证明
。

衡县团石农场1 9 6 7年对早稻施窑灰钾肥
,

增产明显
,

晚稻期间在试验田里观察后

效
,

增产率仍与钾肥各级用量相一致
,

达到 1 5一25 %以上
。

早稻因增施氮肥造成缺钾减产

的一区
,

其连作晚稻仍然减产
。

又如十里丰农场农科所 74 年对早稻进行氮肥与钾肥配合

施用试验
,

晚稻期间观察后效
,

也得到与上述相似的结果
。

1 9 7 5年我们在十里丰农场又进

行了钾肥后效观察
,

还看到在不同基肥 (绿肥
、

厩肥
、

氮素化肥 )的影响下
,

化学钾肥都有后

效
,

而后效的明显程度则与前作基肥内的含钾量有关
,

即以含钾较多的厩肥为基肥的
.

后

效最小
。

看来
,

钾肥后效的明显与否和土壤的保肥性
、

土城的缺钾情况
、

耕作与施肥历史及肥

料种类等因素有关
,

不能一概而论
。

例如
, 1 9 7 4年春我们曾在团石农场的红壤新造田上侧

定双季稻后作绿肥植株内的含钾情况 (表 3 )
,

说明化学钾肥 的后效并不明显
,

紫云英生长

表 3

前 作 施 钾 情 况

钾 肥 后 效 对 紫 云 英 生 长 的 影 响

植 株 高 度 ( 皿 米 ) { 植 株 组 织 液 含钾 p p二 } 根

早 晚 稻 两 乎 均 施 化 学 钾 肥 3 5

3 0

5 5

7 0 0一 10 0 9

3 0 0

2 0 0 0

少
,

较小

极少
、

极小

多
,

颜色大小正常

肥壳

谷

钾杆

稻t

施

过 大

未施

* 1 9 7 5 年 一月 1 6 日侧
。

仍然很差
,

这可能与该土壤 ( 网纹红土 )瘦瘩
、

保肥力差
、

以及新造田肥水易于漏失有关
。

可是在 同样条件下
,

含钾较丰富的有机肥的后效
,

却十分明显
,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

它启示

我们
:

为了提高钾的肥效
,

应配施有机肥
,

提高土壤保肥性
。

3
. “

以钾增氮
”

问题 种好绿肥是改 良红壤的一项有效措施
,

六十年代以后
,

各地采

取
“

以磷增氮
”

的方法
,

增施磷肥
,

取得了绿肥高产
。

可是近年来各地反映
,

绿肥病害增多
,

植株矮小
,

后期多黄叶
,

产量下降
。

据调查
,

这与土壤缺钾有关
。

据金华地区农科所在金

华县开化公社红壤性老水 田上的试验结果 (表 4 )表明
,

在不施钾肥 的情况下
,

30 斤磷肥

表 4 磷
,

钾肥 对 紫 云 英 产 t 的 影 响
*

丽 而犷一士r 一一井万亨一一下一一一
草 产 t 《斤 /亩 )

6 0

3 0

6 0

3 0

8 03 0

G3 2 0

3 9 50

3 50 0

151500

* 1 9 7 5年 4月 6日浏
。

( 自3 0斤增至 60 斤少只可使紫云英增产 4 50 斤
,

有 15 斤钾肥配合时
,

也只能增产 1 7 10斤
。

但

15 斤钾肥同 30 斤及 60 斤磷肥的联合效应很大
,

其增产量分别达 2 8 2。斤及 4 0 8。斤
。

值得提

出的是
:

该试验中最好的一区
,

经我们取样测定其植株含钾量
,

只在 70 0P p m左右
,

也还未

达到丰富的程度
,

说明这类土壤缺钾严重
,

钾肥用量还应增多
。

所以我们认为红壤地区
,

特

别是一向施磷但很少施钾的田块
,

目前应该考虑在种绿肥时采用
“

以钾增氮
”

措施
。

当然

这要根据土壤类型与培肥历史来决定的
,

同时也并不排斥增施礴肥
,

相反的
,

应在施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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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七增施钾肥
。

4
.

钾肥的施用时期与施用最 据金华蒋堂农场
、

衡县十里丰农场两农科所在红壤性

水田上的多次试验钾肥以作水稻耙面肥的增产效果为最大
,

作追肥时
,

则随着施用期的推

迟而效果逐渐降低
,

尤其是水稻抽穗以后效果更差
,

然而也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

例如祈

县团石农场近年来红壤新造田较多
,

他们认为在水田底隔还未形成时
.

水的渗漏量大
,

速

效钾肥不应全作基肥施用
,

至少应将部分钾肥留待拔节至抽穗期间追施为宜
。

所以钾肥

的施用期还应根据土壤的熟化程度
、

保肥能力及渗水情况等来考虑
。

在容易流失的情况

下
,

不仅部分肥料宜追施
,

而且要分次施用
。

十里丰农场农科所 7 4年根据几年来大田试验结果
,

提出在目前该场一般已垦种七
、

八

年的水田上
,

化学钾肥以亩施 10 一 15 斤较好
。

75 年晚稻期间在我们与该场的合作试验里
,

又看到有些缺钾的田里
,

亩施化学钾肥 5 斤
,

效果竟与20 斤化学钾肥相接近
,

而 且在早稻

期间不同基肥 (厩肥
、

绿肥
、

氮素化肥 )的影响下 趋势都是一样
。

所以在不同条件下钾肥

的合理用量还可进一步研究
。

根外追肥是用肥量最省的方法
,

十里丰农场农科所曾将 1 %硫酸钾溶液于早稻分孽

始期及幼穗分化期二次根外喷施
,

每亩用肥只有 3一 5 斤
,

增产9
。

3%
。

对植株抗病性及

经济性状都有明显的改善
,

这方面值得继续试验与推广
。

硼 肥 试 验 和 使 用 效 果

北京市朝阳化工厂

硼是农作物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

我厂的主要产品硼砂的下脚料一
一 “

硼泥
”

能否用

于农业是关系到广开肥源
、

支援农业的大事
,

也是硼砂厂综合利用的大事
。

所 以
,

也是全

国硼砂工业共同关心的问题
。

我们拜贫下中农为师
,

与生产队共同进行试验
,

并在兄弟

厂
、

特别是在西安沪河化工厂和上海硼砂厂的指导下
,

证明了棚泥是硼肥的好原料
。

“

路线是个纲
,

纲举 目张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
,

我们对三废治理
、

综合利用没有足

够的认识
,

对支援农业的自觉性不高
。

所以
,

虽然也做了一些试验
,

但是进展很慢
,

文化大

革命运动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
。

遵照毛主席教导
: “

综合利用大有文康可做
。 ”

的教导
,

改

变了过去那种只靠少数人
,

只管做不管用的简单片面的做法
,

到农村去
,

当贫下 中农的小

学生
,

很快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

1 9 7 4年开始大面积试验
,

仅仅两年的时间
,

使用我厂硼泥

制取各种含硼复合肥料的单位就有四个省市的近百个公社
,

施用面积达六十多万亩 贫下

中农说
: “

硼肥好
,

增产又增收
。 ” “

制作简单
,

使用方便
,

肥效好
, 。

硼泥可直接使用
.

或者用

酸处理制成
“

硼镁肥
” ,

或者与过磷酸钙混合制成
“

硼镁磷肥
” 。

为了更好地发展硼肥
,

使硼肥为农业学大寨
、

普及大寨县作出应有的贡献
,

现归纳一

些资料
,

供大家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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