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指出
,

碳按或尿素粒肥深施时
,

大约可比粉肥分

次施用或表施时减少三分之一的用量〔8 ,
9〕①

。

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有机肥料的种类和质量有很

大的差别
,
而且有机肥料抓的当季利用率还受到水热

条件的显著影响
,

同时还考虑到盆肥的利用率也受到

土城性质
、

气候条件
、

施用技术和田间管理等许多因子

的影响
,

因此
,

针对本地区的情况取得田间条件下用差

值法计得的有机肥料和掘肥的平均氮素利用率
,

将有

助于更准确地估算盆肥的适宜用 t
。

但是
,

也应当指

出
,

如果测得的氮肥利用率显著低于应该达到的数值

(例如 50 % )
,

则表明在提高笼肥利用率方面还有相当

大的潜力
,
因而描要对所采取的施肥和田间管理技术

加以研究和改进
,

以使盆肥的效果得到更好的发挥
。

至

于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提高氮肥利用率的问题
,

则不

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

① 陈荣业
,

1 9 7 9
,

未刊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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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钾素营养对土壤氛化还原状况的影响

陈际型 杜承林 马茂桐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当土坡钾素供应能力不同时
,

水稻生长和施钾肥

效果各异
。

在缺钾的土坡上
,

水稻生长受到影响
,

施

钾效果明显
,

这 是 土坡钾素水平对水稻影响的一面
。

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傲得很多
。

另一方面
,

在不同供钾水

平下
,

土坡本身所受水稻的影响程度
,

则研究得很少
。

水培试验已经证实
,

矿质营养对水稻根际氧化还

原过程是有影响的
,

完全营养液可以防止需氧微生物

的过分繁殖 , 缺钾时则培养液中的氧化还原电位显著

下降〔 1
,

幻
。

T a n a k a 等曾报导
,

泥炭土种植水稻后
,

施

钾的土坡溶液 E h较对照为高〔3〕
。

在生产实践中各地

普遍反映
,

在低
、

湿
、

冷
、

烂条件下
,

钾肥效果较好
,

这

可能与施钾后改善了土城载化还原条件有关
。

因此我

们在 197 8 与 1 9 8。 年进行了盆栽和大田试验及有关侧

定
。

以探讨供钾潜力不间的土城上
,

种稻施钾后对土

城氧化还原状况的影响程度及其原因
。

是很不 同的
。

每盆用土量为 1
.

5公斤
,

在氮
、

磷肥充足

的基础上设对照和施钾两个处理
。

每个处理重复八次
。

选择水稻生长均匀并具有代表性的盆钵进行测定
。

分别测定了土坡氧化还原电位 ( E h )
、

亚铁
、

活性

还原物质总量 〔4〕 、

根系氧化力 ( a 一

蔡胺法 〔5 〕 )
。

根系组

织中的 E h 系采用自制的微铂电极直接插入离根冠约

一寸处进行多点测定
,

测定时铂电极先在待测样中
,

预

平衡半小时
,

以后每测一点平衡 2 分钟读数
。

细根 (指

直径 0
.

4毫米的盐桥不能擂入的一部分根系 )的结果则

为捣碎混匀后测得
。

植株含铁量采用湿灰化磷啡罗林

比色法 〔 6〕 。

大田试验在白土上进行
,

小区面积为 O
。
5

分
,

设对照和施钾两处理
,

重复三次
,

测定方法与盆栽

相同
。

供试水稻品种
:

盆栽试验为杂优 2 号和 6 号 ,大

田试验为松梗 6号
。

一
、

材料与方法

试脸包括大田与室内二部分
,

室内盆栽试验供试

土坡有黑泥土
、

黄泥土及楼土等
,

这些土坡的供钾能力

1 4 0

二
、

结果与讨论

1
。

钾素营养对土滚氧化还原状况的影响

表 1 结果表明
,

钾素营养对土坡 E h 的影响随土壤

钾素潜力不同而异
。

在潜力低的黑泥土和黄泥土上
,

钾



肥效果很明显
,

施钾与对照相比
,

土壤活性还原物质

总 t 与亚铁都明显降低
,

而土城 E b则增高
。

供试的三

种土城积水后 p H
“

异途同归
. ,

施 钾 者 p H 分 别 为

6
.

6 2 , 6
.

4 2 , 6
.

80而对照 PH分别为 6
.

遵3
,

6
.

6 1 (埃土

未侧 )
,
这说明施钾和对照间土城p H差异 是 不 明 显

的
。

施钾处理与对照相比
,

土城颜色显著不同
。

施钾

者土色较浅
,

对照土色发黑
,

土色发黑出现的时间黄

泥土早于黑泥土
。

土色发黑可能反映了被还原的铁的

积聚
.

这说明施钾对土壤氧化还原状况以及水稻根系

的健康有着强烈的影响
。

在供钾潜力高的楼土上
,

施

钾与对照处理相比
,

还原物质
、

E h及土色则无差异
。

为了了解植稻对土坡氧化还原条 件 的 影 响
,

在
19 8 0年盆栽试验中

,

我们增加了植稻和不植稻 处 理
。

结果表明
,

对于肥力较低的土城
,

当不施钾时植稻处理

较不植稻处理的土城活性还原物质和亚铁都有增加的

趋势 (表 2 )
。

但当施钾后土城活性还原物质和亚铁含

t 降低
。

植稻处理更为明显
。

表 1 水稻钾素曹养对土壤氧化还原状况的影响 (盆级试脸
,

分萦一拔节期 )

土土 城城 母 质质 地 点点 全 钾钾 级 效 钾钾 速 效 钾钾 处 理理 } 土坎活 性性性 2 一 10 厘米米
(((((((((% ))))))) 对 照照 } 还原物质质质 土搜 E l l ( m v )))

000000000
。

1 9999999999999999999 施 钾钾钾钾钾钾钾钾钾钾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4 9999999999999999999 对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黑黑 泥 土土 石 灰岩岩 广西来宾宾 2
。

1 666 2
。

3 222 2
。

555 施 钾钾 4
。

6 000 2
。

6 111 一 6 , ___

风风风化 物物物物物物物 1
。

9 222 0
。

6 999 + 1 4 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0 77777777777777777黄黄 泥 土土 湖积物物 江苏无拐拐拐 3 9
。

999 10
。

77777 5
。

6 888 0
。

4 555 一 13
___

11111111111111111
。

7 222 1
。

5 333 + 2 5888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名000 1
。

6 66666666666666666埃埃 土土 黄 土土 映西武功功功 1 3 2
。

999 1 8
。
555 对 照照 2

。

3 44444 一 1 888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钾钾钾钾 + 1 111

注 : 每盆施 K cl O
。
7克

。

表 2 植摺与不植稻对土堆还原状况的影响
*

(单位
:

班克当皿 / 1 0 0克土 )

处处理理 种 稻稻

土土土坡活性性 土城 F+e
于于

土城活性性 土坡 eF
今+++

还还还原物质质质 还原物质质 2
。

1888

3333333333333333333
。

6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I
。

9 555燕燕泥土土 对照照 2
。

7 999 2 。 6 777 3
。
2 88888

施施施钾钾钾 1
.

8 111 3
。

099999

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亏
。
0 888888888888888黄黄泥土土 对照照 1 0

。

666 8 。 1333 8
。

0 666

;:;:::施施施钾钾 3
。

4 666 2
。

37777777

2222222222222222222
。

0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势势 土土

}
对 ,, 1

。

6 222

::::::
,

二
`̀

::::::
}}}}}施钾钾钾钾钾钾

2
.

钾素营养对水稻根系妞化还原状况的形呐

表 4 结果表明
,

施钾后无论白根与细根的 E h都较

对照为高
。

说明土城氧化还原状况的改变也影响到水

稻植株体内E h的变化
。

水稻根中的氧化还原电位主要决定于根内抗坏血

表 3 施钾肥对土堆氧化还原状况的影晌
( 1 9 8 0年大田 试验 )

. 1 9 8 0年盆栽试脸
,

每盆施 K C I O
.

5克
。

在江苏宜兴白土上进行的大田试验 (表 3) 表明
,

大

田施用钾肥后对土城载化还原状况的影响程度
,

虽不

及盆栽试验那样明显
,

但趋势则是一致的
。

在浙江金

华绍四纪红色枯土发育的水稻土上进行的试验
,

也获

得了类似的结果
。

施用钾肥与对照者相比
,

亚铁和还

原性较强的有机物 (用伏安法侧定
,

阳极极化电压为

O
。

3 5 V )
,

拔节期分别为 0
.

37 和 0
.

76 微安 , 孕称期分别

为。
.

46 和 1
.

16 微安
。

扩散电流减小
,

表明施钾后土坡

还原物质含t 降低
。

一一 ,, }}} 土坡级级 土城速速 处理理 土坡活性 }土城城 土城城

土土 `

……
母质质 效 钾钾 效 钾钾钾 还原物质 } eF

令 夺夺

Ehhh

(((((((((((((((((((((((((((珑克当 t /// ( m
v )))

((((((( K老克八 0 0克土 ))))) 1 0 0克土 )))))

白白土土湖积物物 1 8
。 000 6

。
0 666 对照照

::::::
2

。

5 555

::
。。

施施施施施施钾钾钾 2 。 0 00000

表 4 钾素营养对稻根 E h 的影响

E h ( m
v )

施 钾

, .ō才ó洲OU咋山月吸J性月兮月曰

一O介匕Oō J咭`

今,山根根

一相白黄细

侧定时期 : 双季晚稻分雍一拔节期

14 1



酸和谷脸甘肤的还原型与还原型 +氧化型的比率〔 7〕

施钾后使此比率降低
,

所以能提高稻根的 E h值
。

而由

于根系权化还原电位提 高
,

增 加 了水 稻 的
“

排铁

力
’ 〔 2〕 ,

因此植株体内含铁 t 相应减少 (表 5 )
。

苏
。

水祖钾素曾并对土族氛化还尿状况影晌的旅

因分析

植稻条件下的土城氧化还原状况决定于水稻的泌

权作用与根际徽生物的耗载作用的相对大小
,

尤其在

相根密集的盆栽条件下
。

水稻根系虽处于淹水的还原

性吸的耕作层中
,

但一般不受还原物质的毒害
,

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水稻根系具有乙醉酸途径
,

将沿叶
、

茎
、

根气腔来的载变成过载化红
,
又在过氛化氢醉的作用

下
,
生成新生态载而释放于根的周围

,

形成氧化圈所

致〔 8〕
,

但稻根氧化力的大小与根系活力有关
,

并受矿

质养分的制约
。

在矿质养分中钾素营养的影响是很大

的
。

表 5 钾素营养对水稻植株含 F e t 的影响

其他原因
,

所以施钾后对土坡氧化还原状况的影晌较

为明显
。

钾肥对土城长化还原条件的影响是一个较复

杂的间题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但由于钾肥的施用改普

了土城还原状况
,

无贬对水稻生长是有利的
。

钾 t 曹养对稻根氧化力与根 , 的影响

(黑泥上 )

载化力 (徽克 /克
·

小时 ) ! 鲜根宜 (克 /盆 )

三 j 工〔 二巨…二
-

2 0
{

` 8
{

’
·
, 7

!
’ · 3 0

4 2 } 8 4 】5 2
·
5 1

, 1 · 5

电民一生期一

一稻一一水,一

分策期

抽抽期

土 城 l 处 理 I F e ( p p m ) K (% )

小 结

两年盆栽和大田试验结果表明
,

在缺钾土城上施

用钾史能降低土城活性还原物质量
,

提高土壤氧化还

原电位并使水稻根系的 E五提高
,

植株的含铁盆降低
。

钾肥影晌土城氧化还原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可能

主要与施钾后根系氧化力增强有关
。

水稻钾素营养的

这种良好作用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

ōó, .一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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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搜

结果表明 (表 6 )
,

在缺钾的土城上不施钾肥时
,

稻

根的氧化力是较低的
。

另一方面在缺钾土城中
,

水稻根

系分泌物增多〔的
,

为根际徽生物的萦殖提供了养分
,

使徽生物数目增多
,

所以在缺钾的土城上植稻较不植

稻的处理 (表 2 )土城活性还原物质和亚铁含 t 都有增

加
。

但当施用钾肥后
,

一是因能增加水稻的鲜根重量
、

根内的含盆t 和水稻根的再生能力
,
从而增强了稻根

活力
,

提高了稻根氧化力 .二是由于稻根分泌物减少
,

限制了徽生物的生长
,

故耗氧作用减弱〔 9〕
。

由于这二

个原因使得土集还原物质和亚铁含里降低
,

土镶 E h增

高
。

当然盆栽与大田条件相比
,

因前者根系较密集和

_ _ _

_
~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一
一

弋宁 , 叮 , 吮兮于汽叮少二 汽丫于万
.

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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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中第三项
“

显浊剂 p H
, ,

其中
“

19
”
应改为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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