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钾 肥 研 究 的 进 展

廖 兴 其

(湖南省农科院土肥所 )

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
,

轮作复种指数的提高
,

大量施用氮
、

磷肥
,

以及选育和推广耐肥

高产品种
,

作物单产稳步 的提高
,

作物从土壤中带走的钾量越来越多
,

在长年少施或不施含

钾肥料的条件下
,

土壤中有效钾的水平逐年降低
。

据湖南省 19 7 9年14 个土壤普查试点县土壤

化验结果
,

有效钾 > 50 p p m 的占68 %
,

比 1 9 5 8年土壤普查下降31 %
。

目前
,

土坡的供钾水平

已不能适应作物持续高产的需要
。

一
、

钾肥的增产效果

七十年代以来
,

我省钾肥已在大部分水稻生产地区显示明显的肥效 (表 1
,

表2 )
,

并且钾

肥效果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

表 1 不同年份钾肥在水稻上的增产效果 表 2 不同年份钾肥在水稻上的增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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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型机
,

改革了大部分电路
,

增设了
“

调零
” 、 “

倍率
”

等转换装置
,

缩小了体积
,

成为有实

用意义的测定生物急性毒性的仪器
,

可适用于各级环境监测
。

已通过技术鉴定
,

根据需要将安

排批量生产
。

, .
N分析样品高真空气化装置已研制成功

,

是国内光谱和质谱
’ “

N分析较理想的配套 装

!
,

设计合理
,

结构紧凑
,

操作方便
,

有助于推进
` “

N光谱测定法的应用
,

并大大提高工作

效率
。

该装置已通过技术鉴定
,

我们根据定货安排生产
。

在原有 C S
一 3 计算机上

,

将八位机组装成速度快
、

容量大的 C
一 6 8。。。十六位 高 档 微 型

计算机
,

并初步组装了单板机控制的雨童
、

温度数据采集装置
。

在去年工作基础上
,

完成了

用一台微计算机数据台联结两台质谱计的试脸
,

重复测试精度由 1 %提高到。
.

5 %
,

即将投入

恤式使用
。

除此以外
, 1。8 4年还生产了盐分传感器

、

磨土机
、

微量定氮仪
、

六联定氮仪
,

并试制

了 8 2型五位数字式离子活度计
、

袖珍数字式p H / m V计样机
、

多功能电位滴定仪等
。

( 南京土坡研究所科技处 )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5. 02. 001



表 3典型缺钾田氮
、

磷
、

钾肥对水稻的肥效 表 4钾肥在紫云英上的增产 (鲜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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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银子 汉寿县岩咀公社 19 7 4 年试脸
。

试验处理 中 N
、

尸
、

K 及其右下角的致李
,

分 别

为 N
、

尸: 0 6 、

尤 2 0 的施用量 (斤 /亩 )
.

我省某些典型缺钾的土壤
,

施钾效果尤为

突出
,

在这些土壤上
,

单施氮
、

磷肥均表现减

产采用氮
、

磷肥配施的则减产更甚
,

而配施钾

肥的均表现增产 (表 3 )
。

这种典型缺钾土壤
,

在我省为数不少
。

以

上情况说明
,

目前钾肥已成为我省水稻产量继续上升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
。

钾肥在紫云英上的增产效果
,

列于表 4
。

紫云英是一种喜钾的豆科绿肥作物
,

在紫云英上

施用钾肥能起到
“

以钾增氮
”

的效果
,

为钾肥经济有效施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

除化学钾肥外
,

我们还发现稻草还田对水稻的增产效果也越趋明显 (表 5 )
。

在施氮
、

磷肥

基础上施用稻草
,

均达极著显平准
,

而在施化学钾肥的基础上再施用稻草
,

其肥效就不明显
,

这

说明
,

在化学钾肥供应有限时推广稻草还 田
,

是一种缓和土壤供钾不足的有效措施
。

表 5 稻 草 还 田 的 肥 效 (晚 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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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 源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所和湖南 省土肥所合作的长期肥料定位试验 ( 1 9 8 1一 19 8 3年
,

双峰县
,

五星大队 )
。

2
.

肥料用 盆 .

N 24 斤 /亩
,

尸 : O o n 斤 /亩
,

几 0 16 斤 /亩
,

千稻草 3 80 斤 /亩
。

二
、

钾肥的增产原因

钾能调节植株体内的含氮量
,

避免植株体内吸收过多的氮
,

同时钾也能促进植株体内可接

性氮化合物向蛋白质顺利转化
,

加速植株体内蛋白质的合成
,

减轻植株体内可溶性氮化合物积

累过多对植株产生毒害作用
,

有利于增加每穗粒数和千粒重 (表 6
,

表 7 )
。

,

钾可以提高氮肥的利用效率 (表 8 )
。

在目前我省氮肥肥效普遍下降的情况下
,

钾对氮咖大
种作用尤应重视

。

另外
,

钾还能增强作物的抗性
。

施钾能使作物厚角组织加厚
,

茎杆坚韧
,

增强作物抗倒
、

抗

病虫的能力
。

据 1 9 7 0一 1 9了7年常德等地调查
,

施钾可减轻赤枯病发病率 72 %
,

纹枯病 53 %
,

菌



表 6 钾对水稻植株体内氮
,

磷含皿的影响 表 7
.

钾对蛋白质合成及称权性状的肠面求相)

千粒,ǎ克)

一552了8。魂

结实率(%)每扭实较致招娜总粒致孕移 }齐移
期盈 }期蛋
白质 } 白质

N I N
( % ) l (% )

试脸处理

0
自“ .n甘.二n甘八甘nó

.

……
J,品̀.口,曰,甘4

J肠
2勺山
的̀肠̀弓̀,山Ò

.

……
口J丹̀,止O甘几01勺.U二U翻08暇

甘.匕目七月̀品O
峨
门吮矛U.1.160J,.舀J吸.口J恤̀哈̀吸

植株体内养分含 t
〔吠

、

)
`

—
】 N : p : K

当
一二 }

一

兰
~

i

—
’ · , 2 1“

·
4 7

}
1

·
7 3

1
峨

·

4 5 : ’
·

“ 9 ` 4
·

0 1

丫州
,

生竺{生竺
~

}二竺{竺望巴l
”

·

“ 3

{
“

·

“ 7
1

1
·
王0

{
“ · ” 3 : ” ·

” 5 : ’
·

“ 3

全当兰些 ! 1
· “ 6 } “ ·

1 1 : ” ·
“ 3 : 1

·

“ 3

注
:

资料来像及肥料用童同素 s `1 9 81 年 )
.

N o K o

N : o K o

从
。

K2
。

Na
o
OK

Ns , K I。

从
。
价

。

叭
。

sK
。

5 1
。

5

5 5
。

1

6 8
。

9

5 6
。

8

5 1
。

5

5 2
。

2

5日
一

9

ùóù勺.0介0QU,一ù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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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00

核病 5 1 %
,

稻瘟病 7 7 %
。

据 1 9 7 a一 1 9 7 9年岳阳

等地调查
,

施钾可减轻赤枯病发病率12 %
、

纹

枯病4
.

3一39 %
、

胡麻叶斑病 18 %和小球菌核

病 7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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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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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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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饭同表 7 。

三
、

判断水稻缺钾的方法

(一 )水鹅缺钾症状

缺钾的植株叶片呈暗绿色
,

全田远望呈火烧状
。

轻度缺钾的植株
,

首先在植株老叶叶尖部

分出现零星芝麻大小的揭色病斑
,

叶尖变成赤揭色
。

严重缺钾的植株
,

顶叶及顶叶下一
、

二叶

也出现揭色病斑
。

因钾离子移动性大
,

新细胞能利用老细胞中的钾
,

新展出的叶片出现揭色病

斑
,

说明植株体内缺钾已达严重的程度
。

严重缺钾的植株
,

病斑呈不规则状
,

病斑具褐色环
,

环

内组织坏死
,

环外有黄色晕圈
,

病斑逐渐扩大相连成片
,

并沿叶尖向基部芡延
,

促使整叶枯死
。

同时发病植株叶片呈畸形发展
,

有的植株新生叶的叶枕低于老叶叶枕
,

或与老叶叶枕并齐
,

新

生叶间或有呈畸形发展的
,

如有的新生叶叶片仅一厘米长
。

识别缺钾
,

最好在水稻分雍期和幼植形成期进行
,

因分莫期植株体内主要以氮代谢为主
,

此

抑植株体内氮含量最多
,

钾
、
氮比最小

,

不但症状易于识别
,

同时测定结果亦较明显
,

并且此期是

浪定桩数的时期
,

对产量的影响极大
。

幼穗形成期是决定稼
、

粒性状关键时刻
,

此期植株体内

描钾较多
,

若以钾肥作为穗肥
,

也能获得一定的增产效果
,

在缺钾田上追施钾肥
,

十天左右即

能看出明显的效果
,

叶片由暗绿变为鲜绿
,

禾苗恢复正常生长
。



试脸数

( ) =土城有效钾* 平与施钾效果的关系

据我省 8 0次钾肥验试结果统计(表 9 )
,

土

壤有效钾水平与施钾效果有较好的相关性
,

因

此可以用土壤有效钾水平的高低
,

作为判断是

否应施用钾肥的依据
。

(三 )钾
、

氮比位与施钾效果的关系

据我所化脸
,

缺钾的植株茎叶中的 K / N比

值通常 < 1 ,

严重缺钾的植株茎叶中的 K / N 比

值通常 < 0
.

5 ,
但在低产条件下

,

植株体内的

表 9 土滚有效钾水平与施钾效果的关系 (水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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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光度计侧

定
。

K / N比值
,

并不能作为到断土壤是否缺钾的指标
,

因为有时无肥处理在产量较低的条件下
,

K / N

比值也会高子谕产的施氮处理
,

但在高产的条件下
,

K / N 比值却能作为判断土壤是否缺钾的一

个指标 (表 10)
。

表 1 0 施钾效果与幻柑比值的关系 (水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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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才民导

中国土壤学会将举办比雄分析化学研讨会
”

,

1
,

卜卜卜报笋会土壤化学专业委员会将于 1 9 8 5 年 10 月 7 日至 2 1日在动北农科院举办
“

土壤分析化学研讨会
”

·

讨论土壤化学分析的原理
、

方法的选择
、

结果的应用以及国内外的现状
。

讲授内容包括矿质全量
、

游离氧化物

有机碳
、

虹
、

磷
、

柳
、 .

徽量元素
、

交换性阳离子
、

p H
、

可溶盐
、

原子吸收 ` 分光光度法
、

离子电极
。

参加人员

须相当大学土化系毕亚的程度
,

在土壤分析方面有实践经验者
。

欲参加者可由单位将学历及工作经历等于 7 月
`

. -
.

’
`

’

气
_

底前奇南京
,

l
’

国土集学会 土 壤化学专业委员会
,
经审查合格后

,

将通知届时参加 (费用自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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