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7 钾肥不同施用 t 的肥效

计数统点硫酸钾
施用量
斤

/ / 亩
产皿 (斤 / 亩 )

增产率

( % )

每斤肥增

产斤数

点U,ùO八O,召,1SJ任月了RùOU00对照

16

作物一早

::

5
。

6

1 1
。

5

9
。

l

(四 )钾肥肥效与氮肥施用 t 的关系

我国南方一些材料表明
,

钾肥肥效与氮肥施用 t

有关
。

我们于 1 97 7年在含速效性钾 1 5 3 p p m 的土壤上
,

亩

施 3 0及 5 0斤硫酸馁的情况下
,

施用钾肥无效
,

施用 70

斤硫酸钱时
,

亩施 16 斤硫酸钾增产 5
.

8 %
,

30 斤硫酸钾

增产 6
.

4%
,

显出钾肥有一定的效果
,

说明钾肥肥效随

着氮肥施用量增加而提高
。

作物

对烈

l 6

3 0

7 6 8

8 1 3

8 1 7

5
.

8 1 2
.

8 } 2

6
。

4 } 1
.

6 1 2

稻水

钾肥施用量试验
,

结果列于友 7
。

从表 7 看出
,

早作物以中量亩施 23 斤硫酸钾或 20

斤氯化钾为好
,

水稻以低量亩施 16 斤硫酸钾为好
。

(三 )钾肥肥效与土壤速效性钾含 t 的关系

我国南方一些材料表明
,

钾肥肥效与土壤速效性

钾的含量关系密切
,

钾肥效果明显的土壤速效性钾含

量是江西省含 S O p p m 以下
,

湖南省为60 p p m 以下
,

广

东省为 82 p p扭以下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材料为 83

p p m 以下
。

辽宁各地区试验材料汇总表明
,

土壤速效

性钾含量在 g o p p m 以下时
,

施用钾肥增产效果明显
,

9 1一 1 5 0 P P m肥效不稳定
,

1 5 1 p p m 以上 效 果不明 显

(表 8 )
。

表 8 钾肥肥效与土壤速效性钾含量的关系

速效性钾含量 统 计 钾肥效果 (占点数% )

交ǔ
075肠无一

一

一

…
效一( K : O P P m ) 点 数 { 有

平均增
产率
( % )

n户O氏口nUǹ, ,二, 159一 9 0

9 1一 1 5 0

1 5 1一 3 7 3

7

2 1

3 0
…

`

:::

{
”

·

8

四
、

小 结

辽宁省农业土壤钾素含量较为丰富
,

有 90 % 的土

壤全钾含量在 2
.

0% 以上 , 土壤速效性钾含量 也 是 较

高的
,

属于含钾丰富的占52
.

3 %
,

中等的 占 35
.

0 %
,

缺钾的占1 2
.

7%
。

全省以西部地区较为丰富
,

中北部居中
,

东部和

南部地区较低些 , 不同土类比较
,

以黄白土和水稻土

贮量为高
,

石灰性淤土和棕黄土居中
,

淤土较低
。

通过四年试验
,

取得 3 28 份资料
,

其中增产明显的

占47%
,

效果不显著的占53 %
,

说明钾肥有一定效果
,

但不突出
。

不同土类上施用钾肥
,

淤土上肥效明显
,

棕黄土

和水稻土次之
,

黄白土和石灰性淤土差些
。

不 同作物

以小麦
、

土豆
、

花生
、

苹果等增产效果 明显
,

大豆
、

玉米

次之
,

高粱
、

谷子
、

水稻等差些
。

在施钾有效的条件下
,

早作物亩施 20 斤氯化钾或

23 斤硫酸钾适宜
,

水稻亩施 15 斤氛化钾或16 斤硫酸钾

适宜
,

参考土壤速效性钾含量指导施用钾肥
,

一般低

于 g o p p m 施钾有效
。

当前
,

在辽宁省化学氮肥每年亩施35 斤左右
,

复

种指数 10 % 的情况下
。

钾肥肥效不 明显
。

以后随着生

产的发展
,

氮磷化肥用量将不断增加
,

钾肥必将受到

重视
。

小 麦 磷 钾 化 肥 肥 效 试 验 总 结
,

潘遵谱 钱鹤初 吴敬 民 许学前 惠茂新

( 苏 州 地 区 农 科 所 )

一
、

试 验 情 况

近数年来
,

苏州地区确肥有效范围扩大
,

钾肥也常

有增产表现
。

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报导
,

过

去苏州地区少数土壤缺磷
,

一般都不缺钾
。

19 76年中

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对苏州地 区不同类型土城
,

进行了前季稻盆栽施肥试验
,

结果表明
: “

在离撼水平

下
,

白土
、

青紫泥和砂土等低肥土壤
,

碑肥增产效果显

* 本试脸承无福县新 安公 社甲光大队党支部
、

革委会积极支持
,

特此致谢
。



著 , 黄泥土
、

绪血黄泥土和灰土等高肥力土壤上
,

钾肥

却有较明显的增产效果
,

… …
” 〔”

为了弄清磷钾肥在不同土壤上的肥效
,

1 9 7 7年秋
,

我们在无锡县平田黄泥土地区的新安公社晤光大队不

同肥力的黄泥土和白土上
,

进行了六个小麦磷钾化肥

肥效试验
。

各试脸均设如下处理
: 1

.

C K (对照 )一按

生产队条件施用 (或不施 )有机肥和氮素化肥
,

2
.

P一

在对照的基础上
,

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 (含 P : O 。
14

.

2% )

作基肥 (中层肥 )
,

3
.

K一在对照的基础上
,

亩施氯化

钾2 0斤 (含 K : 0 6 0 % )作基肥 (中层肥 )
,

4
.

P K一在对

表 1

照的基础上
,

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及抓化钾20 斤作基肥

(中层肥 )
。

各试验均设二个重复
,

田间排列方式除试

验一为顺序排列外
,

试验二 至六均为对比法排列
,

小区

面积 0
.

06 一 0
.

1亩
。

各试验田土壤肥力情况见表 1
。

各试验共同的施

肥情况见表 2
。

试验期间
,

考查了农艺性状
,

测定了穗

粒结构
,

分区核实产量
,

分析了试验二
、

四
、

五
、

六成熟

植株的籽粒
、

麦草中氮磷养分含量和当地拐块 田的表

土养分含量
。

各试验的理论产量及各处理与C K 间差异显著性

滚 肥 力 情 况

试 验
队 别 土 质

{ 编 号

P H

有 机 质

!
全 “

( % ) 】 ( N % )
{
水 解 氮

…
全 ’

}(毫克 N八 0。克 土 )
{

( p “ O ” % )

…
“

·

`

…
。

·

,。。

{
’ 4

·

`

}
“

·

0 9 7

1
` , · 6

{
“

·

0 7 8

{
’ 2

·

7
}

“
·

0 8 6

} 一 }
”

·

。 7 6

} 一 {
”

·

“ 8 1

速 效 确

( P
,

P P 宝11 )

试一肥评

2nJ内西ÒOUnJ丹舀的UO山吐口.1月.l一.1口
nóUnl八U八U,自nù月̀,眨山O三,O甘八」

.

…
叮山口̀了上毛 家 拱

何 家 里

农 科 队

张 三 房

沂 斗 上

沂 斗 上

黄 泥土

黄泥土

黄泥土

黄泥土

白 土

白 土

较好

较好

较差

较差

差

差

2
。

1 8

2 。 1 5

l
[
一,工心止吕
,胜,上ǹ

口J工八J
.

一一七月匕ùó几匕品匕no验一
1

11 |川Jl

…三二四五六

注 、 1 。

土样在播种前采集
,

O一 15 厘米
。

2
。

速效礴用 O
。

S M N
a

H C O
3法侧定

。

3
。

养 分含 t 均 以风 干重为基础
。

试 验 编 号

品 种

表 2 各 试 验 基 本
·

情 况

二
_

竺
_

竺 号
{ 下 {

二 , 三 {
四

{
五 屯

_
_

扬麦三号 扬麦二号 扬麦三号 扬麦一号 苏麦一号 苏麦一 号

1 1月 1 1日 1 1月 ! 8 ! l

有 机

肥

(担 /亩 )

期 …
1。月 3。日

…
.

竺竺巨一:

}腊 肥 ! 稀人龚尿 30

草 塘 泥 8 3

随子泥肥 5 2

猪 粪 尿 35

1,月 ’ 5 日 } ” 月 ’ 3日 } ” 月 ’ 7东,

鹦
4

…
一 `_ 鱼州:

稀人粪尿 53

化 肥 品 种
1 5 / 1 1碳校 3 0

1 4 / 3尿素 1 5

2 0 / 2碳按 3 3

1 4 / 3尿 素 1 5

7 / 2 2碳馁 2 0

1 6 / 1 2碳铰 3 0

1 8 / 2 硫按 2 0

凌 / 3 尿素 1 5

基肥 (中层肥 )尿素 10

及施用 日期

(斤 /亩
,
日 /月 )

1 6 / 12碳恢 3 0

2 7 / 2碳彼 3 2
.

5

1 4 / 3尿素 1 5

] 3 /了2碳按 3 0

2 0 / 2 碳按 4 0

1 3 / 3 尿素 1 5

] 9/ 1竺 ,
炭钱为

2 0 / 2 不义钱 4 0

1 3 / 3 尿素 15

注
:

随子 泥肥 由细碎泥土
、

草皮
、

垃圾为主加上一些猪 屁肥堆制而 成
。

( t值
,

配对法 )见表 3 〔 1 , 2 〕。

二
、

磷 肥 试 验

各试验中磷肥表现了较普遍和显著的肥效
,

并随

土肥条件情况由好变差而提高 (表 4 )
。

在白土和较差

的黄泥土上
,

磷肥普遍能显著增产 (试撞三 P处理
,

t值

较低
,

主要因栽培管理有误差 )
。

其中白土上磷肥效果

最大
。

这种土城含速效礴仅约 3 p p m
,

C K (对照 )处

理 (亩施化肥折硫按 100 余斤 )
,

亩产 15 5
.

6斤
,

远低于其

它土质
。

增施磷肥后
,

产量翻了一 番
,

说明严亚缺磷是

共主要矛盾
,

单施氮肥不能稳产
。

在肥力较低的黄泥

土上
,

尤其在无有机化肥时
,

磷肥效果仍较大
。

在白土上
,

施磷的和 C K (对照 )相比
,

从幼苗期起

叶色青绿与紫黄就差别分明
,

分萦期间
,

体内硝态氮较

高 (一月上旬
,

叶梢汁液中分别含 30 0 p p m与 4 o p p m )
,

因而苗情较好 (表 5 )
,

并提前抽穆 2 一 3 天
,

改善了秘

粒结构 (表 6 )
。

在较差黄泥土
.

七
,

磷肥促进生长的情况和白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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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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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一 按算术平 均数计算
。

t o
。

0 1 = 6 3
。

65 7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水习里“
* ” t 0

.

0 5 = 1 2
.

7 0 6

表 4

试 验 编 号

切 产

土曾 〕
。二

幅 度 ( 兮石)

量 ( 斤 / 亩 )

俘斤磷肥增产 斤数

姆 J矛P
Z
O

S 增产斤数

222 8 。
555 3 7

。

222

1110 1
。

000 10 8
。

000

222
。

5 333 2
。

7 000

111 7
。

999 19
。

000

表 5 磷 肥 促 进 麦 苗 生 长 的 作 用

…
一

七二价
似

,

也能较全面地提高穗粒结构 (表6)
。

较好的黄撼王
, -

施磷的生长优势在苗期较明显
,

开春以后
,

直观差异渐

小
。

而在德粒结构上
,

粒重 的增加较为明显
。

在较差的黄泥土上
,

追施磷肥也有增产作用 (表

7 )
。

冬季追磷的效果和基施磷肥的接近
,

由于能较早

地促进生长
,

因此仍能较全面地提高移粒结构
。

早春

迫磷的效果较小
,

可见施磷的时间宜早
。

三
、

钾 肥 试 验

各试验中施用钾肥都有增产效果
,

增产幅度为 6一

37%
,

每亩增产 34
.

5一 1 13 斤 (表 8 )
。

t值均未达到差

异显著水平
,

这可能受重复次数较少的影响
。

初步看

来
,

施钾有增产趋势
。

和磷肥相似
,

其效果也随土质变

差而增大
。

白土不仅缺磷而且需钾
,

但增产数量则以

较差黄泥土上为多
。

在较好黄泥土上
,

施钾较施磷肥

的有略高的趋势
。

钾肥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

不同土壤上也有不同
。

在

黄泥土上
,

特别是较好的黄泥土
,

苗期就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

但还不及礴肥
,

开春以后
,

则日益明显
,

尤其叶色

深
、

功能期长较为突出
。

在穗粒结构上
,

每穗粒数和

千粒重都有增加的表现 (表 6 )
。

在白土上
,

出苗后天

气尚和暖时
,

施钾的叶色较淡
,

12 月下旬以后
,

气温降

低
,

叶色与对照相似渐转紫黄
,

且发紫的程度与日俱

增
,

没有促进生长的表现
。

但开春以后
,

又和黄泥土上



礴 钾 肥 提 高 稼 拉 结 构 的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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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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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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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K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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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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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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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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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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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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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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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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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钾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试 脸 编 号 四 五 六

增 产 幅 度 ( % )

增产数 t 《斤 /亩 )

每斤 钾肥 幼产斤 数

每斤 K 么O增产斤数

6
。

0

3 4
。

5

1
。

7

8
。

8

5 0 。
7

2
。

5

3 0
。

9

1 1 3

5
.

7

9
。

4

::::

2
。

9 4
。

2

1 7
。

7

6 8
。

9

3
。

4

5
。

7 :::

l

…
:

…
:

…
表 9 磷 钾 肥 配 合 的 增 产 效 果

试 验 编 号 四 五

增 产 幅 度 ( % )

增产数 t (斤 /亩 )

8
。

3 1 5
。

2 5 3
。

8

48
。

0 3 7
。

5 19 7

1
“ 6

· 5

2 2。 { 16 4
2 4 0

有相似的表砚
,

不过农艺性状和穗粒结构都始终赶不

上P处理
。

在较差黄泥土上
,

不施有机肥时
,

情况与白

土类同
。

钾肥对中后期生长的较大影响
,

值得重视 和

研究
。

四
、

确钾肥配合试脸

P K处理
,

在不同土城上均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在

BS

试验三中
,

t值接近而略小于 P = O
,

05 的显著水平
,

也

是 由于如前所述的误 差所致 )
。

不同条件下磷钾 肥配 f幸

施用的增产幅度为 8
.

3一 1 54 %
,

增产数量为 4 8
.

。一 21 0

斤 /亩 (表 g )
。

土壤和有机肥质量愈差
.

增产幅度和 数

量愈大
。

在白土和较差黄泥土上
,

不施有机肥时
,

梅亩

增产量均高达 200 斤 以上
。

在这些肥力较低的」: 嫂
_

L

施用有机肥后 (试验三
、

五 )
,

增施磷钾化肥
,

仍有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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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对中后期生长的较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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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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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土城上均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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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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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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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的增产幅度为 8
.

3一 1 54 %
,

增产数量为 4 8
.

。一 21 0

斤 /亩 (表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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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幅度和 数

量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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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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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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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磷钾肥对植株氮磷养分吸收积累的影响

注 : 试脸二为较好的黄泥土
,

施用有机肥 . 试脸四为较差的黄泥土
,

不施用有机肥 . 试脸五为 白土
,

施用有机肥 ,

拭脸六为白土
, 不 施有机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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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磷钾肥对麦株利用氮素的形响 表 4 1小麦对磷的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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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氮 素 麦 粒 生 产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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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ǹ,é`红J任咋习no

KPPKCK

六
、

体 会

白土是苏州地区 的低产土壤之一
,

物理性质较差
.

养分含量 也低 (表 1 5)
,

速效磷极低
,

成为稳产的限制 因

* P K 及 P 处理分别 以 K 及 C K 处 理为对 服
,

用差

减法计算
。

表 15 曙 光 大 队 不 同 土 含 t *3

} 样 } l
质 } 本 } p H } 有机质 ( % )半 `

} 数 】 }

水 解 笼 *l 速 效 礴 * 生

土 个笼
了

N % ) * l

壤 养 分

全 礴

( P 2 0 0 9̀ )* 1 毫克 N / 10 0克土 ( P P Pm )

较好黄泥 上

较差 黄泥 」二

。

6 9 士 0
。

1 9

。

4 0 士 0
.

16

0
.

] 5 5 士 C
.

0 15 0
。

1 0 4 士 0
。

0 1 2 1 2
。

9 士 1
。

2 1 7 ( 4一 ] 4 )

0
。

] 3 6 土 0
.

0 0 9 0
,

0 8 6 士 0
。

0 1 1 12
。

2 士 l
。

2 4 3
。

4 ( l一 9
。

3 )

2
。

2 2 士 0
.

1 3
,

1 2 8 士 O
。

0 1 1 0
。

0 78 士 0
。

0 0 5 1 1
。

9 士 1
。

2 0 2 ( !一 3 )

|川I州|叫
.

:
一a一ód

叮口11ē抖

n心11

白 土

* 1 平均数及标准差
* 2 平均数及变动范围 * 3 养分 含 显均以风 干重为 墓础

气

素
,

土壤供钾能力也差
。

导致白土低产的原因较多
,

历

年来少施有机肥料是重要方面
。

稻麦产量尤其是麦低

而不稳
。

试验五及试验六的结果 (条件很接近
,

产量可

大体互 比 )表明
,

白土上小麦对肥料特别敏感
,

从表玮

的施肥增产趋势中可 以看出
,

有了一定数 t 的化学氮

肥
: (1 )抵磷结合

,

产量立即可以成倍上升 , 氮磷钾配

合
,

可增产 一倍半 以上
。

(2 )施用有机肥料与化学氮肥

结合
,

可增产八
、

九成 ,有机肥与化学据磷钾肥配合
,

则

增产接近二倍
,

潜力十分 巨大
。

从当前看
,

增施磷肥可

立即改变低产面貌 ,从长远看
,

立足 自力更生
,

增施有

机肥料
,

既能促使当季增产
,

又能提高地力
,

逐步减少

对礴肥的依赖程度
。

如果有条件增施钾肥
,

则低产变

商产更能及早实现
。

(下转 60 页 )

表 16 白 土 上 施 肥 效 果

%处 理 { 产 带 叹

N

N P

N K

N P K

有 机 肥

有机肥 + N

有 机肥 + N P

有机肥 十 N K

有机肥 +
N P K

} 产 扭

10 0

2 0 0

1 37

2 5 4

1 0 0

1 8 7

2 5 6

2 2 8

2 9 2

61



(上接6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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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这

年年 分分 处 理理 亩产 ( 斤 ))) {{{

增增增增增产 (斤 j/ 勒 {
增 产 ,̀̀

111 9 7 3年晚稻稻 对 照照 1 9 00000 1 9 5
。

666

钾钾钾作迫肥肥 3 7 1
。

88888 Za o
。

555

钾钾钾作基肥肥 5 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119 7 4年早稻稻 对 照照 5 5 7
。

333

1119 74年晚稻稻 钾 作 基 肥肥 6 3 333

钾钾钾蚤作基肥
,

蚤 前 期 迫 肥肥 6 4 444

钾钾钾蚤作基肥
,

于 后 期 追 肥肥 6 1 000

钾钾钾香前期作迫肥
,

蚤后期追肥肥 6 0 444

对对对 照照 44 555 壬2 555

钾钾钾 作 基 肥肥 5 7000 1 0七七

钾钾钾奋作基肥
,

奋 前 期 迫 肥肥 5 4 555 9 000

钾钾钾蚤作基肥
,

于后 期 迫 肥肥 5 3 555 1 1 888

钾钾钾蚤前期作迫肥
,

于后 期迫肥肥 5 6 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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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