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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曙光大队对于磷肥的施用 已较重视
,

结合该

大队近数年来科学实验和丰产经验来看
,

施用磷肥应

当按照土质
、

茬口
、

作物
、

天气等不同情况明确重点
,

合

理安排
。

并积极采用各种经济施碑措施
,

扩大施磷面

积
,

做到工本低
,

增产多
,

收益大
。

冬作物在全年中需

礴面最广
,

礴肥应优先用于白土上
,

黄泥土应按肥力差

到好来安排
。

紫云英是重要的有机肥源
,

以磷增氮潜

力很大
,

关系到大面积水稻增产
,

在施磷方法上可提倡

拌种
。

水稻
、

油菜应强调秧田施礴
。

大田有条件施磷时
,

应以低肥土壤和早茬口水稻为重点
。

看来土壤供钾能力与增产需钾之间的矛盾正在发

展
,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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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壤的供钾能力与钾肥的施用
*

陆申年

(广西农学院 )

随着产童和复种指数的提高
,

作物从土壤所摄取

的养分也随之增加
。

同时
,

由于氮磷肥料施用较多
,

而钾肥施用较少
,

土壤所含钾已不能满足作物高产的

擂要而逐渐成为高产的限制因素
,

缺钾所引起的生理

病害也逐渐增加
,

钾肥的研究和施用日益受到重视
。

我们在 1 973一 74 年
,

结合全区钾肥试验网
,

对我区土

坡的供钾能力及钾肥的施用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

现将

有关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钾肥的增产效果和增产原因的分析

1 9 7 3一 1 9 7 4年试验结果说明钾肥对我区
,

增产效

果是显著的
,

如在我院农场两块 田上所进行的试验都

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 表 1 )
。

又如两年来我区六个

地区 59 个点的试验材料 ( 表 2 )
,

除 4 个点不增产或

略有减产之外
,

其余55 个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

增

产的占 9 3
.

3%
,

其中增产超过 10 % 的占大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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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我院的钾肥 田间试脸和室内分析主要由陈美华
、

蔡如棠
、

柳友庄 同志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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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7 9 3一74 年 钾 肥 试 验 统 计 表 (钾肥用 t1 5一2 0斤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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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钾 肥 对 水 稻 抗 胡 麻 叶 斑 病 能 力 的 影 响 (德保县荣胜生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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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认为在我区施用御P肥
,

绝大多数都获得

增产效果
,

且效果相当显著
,

其中有些试验表现出钾

肥已成为产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

施用钾肥
,

除了对产量的作用极为明显之外
,

对

作物的经济性状及抗病能力也有良好的影响
,

如我院

1 9 73一 74 年晚稻钾肥试验中
,

不施钾者发病极严重
,

而施钾肥者发病轻甚至没有发病
。

我区其他试验单位

的材料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 ( 表 3 )
。

从以上材料可 以认为我区土壤钾的供应能 力 低
,

钾肥在我区施用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

为了农业的稳产

高产
,
必须对钾肥的施用给以足够的重视

。

我区施用钾肥的试验
,

虽然绝大多数都获得增产
,

但各处的增产效果并不一样
,

高低差别较大
,

这是什

么原因引起的呢?

影响钾肥肥效的大小是许多因素所决定
,

如土旗

的供钾能力
、

土壤质地
、

土壤母质种类
、

施用时期
、

土

壤肥力高低及作物特性等等
,

但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

素则是土壤的供钾能力
。

供钾能力强的土壤
,

已能满

足作物对钾的需要
,

施用钾肥与否
,

对作物的钾素背

养都不发生影响或影响很少
,

因此施用钾肥的效果自

然不显著
,

反之
,

土壤供钾能力不足时
,

单靠土壤不

能解决作物对钾的需要时
,

施用钾肥就能调节土壤的

供钾能力
,

满足作物正常生长的需要
,

增产效果也就

比较显著
。

如表 2 中三个减产的试验点
,

土壤代换性

钾为每亩4 6一 62 斤
。

土壤代换性钾超过 30 斤时
,

钾肥

一般不增产或增产不显著
。

含钾量在 10 斤左右时
,

钾

肥的效果极显著
,

增产率一般在 5。% 以上
,
因而认为

这类土壤是极为缺钾的土壤
。

但由于取样时间不同
,

代换性钾含量差异较大而且影响土壤钾素的有效性因

素很多
,

因此目前还难得出极为明确的指标
。

同时土

壤的供钾能力不能单看代换性钾
,

还应兼顾全钾中可

以逐渐转化
,

释放的那部分钾的含量
。

除了土壤供钾能力的影响外
,

母质种类的影响也

相当大
,

这一方面是质地的影响
,

另一方面则是与其

他矿质营养元素的关系
,

如在石灰岩地区
,

钙的含倪

多
,

影响到钾钙比
,

加之土质又较粘
,

通气性较差
,

对根系吸收钾的能力有影响
,

因此即使土坡含钾较多
,

施用钾肥的效果仍是比较显著的
。

此外
,

气候条件
、

作物特性也都有一定影响
。

如

阴雨天气多时
,

由于它影响到土壤氧化还原状况
,
和

作物对钾素的吸收
,

因此钾肥的效果也就大些
。

二
、

植物体含钾皿与发病的关系

缺钾的植株容易遭受赤枯病
,

胡麻叶斑病及其他

病害
,

凡是施用钾肥后发病均较轻或不发病
,

一般认

为
,

K : 0 : N对水稻发生赤枯病的关系很大
,

但 钾 的

含量低到什么程度就会发病呢 ?有人认为 K : O : N小于

0
.

5时就会引起发病
,

根据我们的试验 (表 4)
,

K Z O : N

对赤枯病的发病确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
。

当 K : O : N在

0
.

67 左右时
,

就会发生赤枯病
。

表 4 的材料还表 明
,

用K
: 0 : N 的数值来衡量植株是否缺钾及是否会发病

,

要比单纯用含钾量来得合适
,

这也说明了
,

植株体内

各养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平衡关系
,

当平衡遭到破坏

时
,

就会引起生理失调而导致感病或发病
。

这种情况



表 4 植 株 K :
O : N 与 赤 枯 病 发 病 的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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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植株全钾 t 的比例能反映之外

,
植株汁液的速测

也能有所反映
,

如我们进行的速测表 明
,

当 汁 液 含

K : O低于 10 0 o p p m时
,

植株就很可能患赤枯病及胡麻

叶斑病 ( 表 5 )
。

以上材料都说明
,

钾的含量对植株的抗病能力有

很大关系
,

因此在高产栽培
、

氮肥用量较高的时候
,

就更应重视钾肥的施用
,

以保持植株体内养分的平衡
,

保证水稻的壮健生长而获得理想的结果
。

表 5 植株汁液含 K :
O 量与发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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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农业土壤钾素含量及施用钾肥效果

郭 有

( 辽宁省农科院土肥所 )

钾素是农作物的主要营养元素之一
,

国内外对钾

素营养和钾肥的应用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

辽宁省钾肥肥效体验始于 1 9 3 5年
,

相继于 19 39一
1 94 4年

,

以及 195 3一 1 95 6年
、

1 9 5 5和 19 61年在氮磷钾

三要素的肥效试验中
,

断续进行 27 年
,

取得 46 次试验

资料
,

证明钾肥眸对个别作物外
,

一般没 有 明 显 效

果
。

近年来
,

随着农 田基本建设的口益完善
,

作物复

种指数的不断提高
,

高产喜肥品种的大量选用及氮磷

化肥用量的逐年递增
,

单位面积产量不断增加
,

我国

南方陆续出现作物缺钾
,

甚至有些地 区已成为影响产

量上升的重要因子
。

辽宁省自1 9了4年至 1 9 7 7年在较大

范围内开展了钾肥肥效试验
,

同时采集土样
,

测定了土

壤钾素
,

为当前推广使用钾肥提供一定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