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含氯钾肥对西瓜品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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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

人们认为瓜果等糖类作物施用含氯肥料后
,

会使含糖量降低
,

品质变差
。

西

瓜是含糖量较高 (8 一 12 % )的作物
,

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
,

需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钾素
,

(西

瓜吸收的 N : P
Z
O

。 : K
Z

O为 1 : 0
.

22 : 1
.

1 2 )
。

这些钾素除部份由土壤供给外
,

大部分靠施肥补

充
。

但目前市场上 出售的主要是含氯的钾肥
,

为了探索氯化钾对西瓜品质
、

产量的影响
,

及

钾肥在西瓜上的适宜施用 时期
,

我们在西瓜生产重点乡的高塘
、

米粮铺进行了本试验
,

现将

试验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两试验点供试土壤均为发育于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上的黄泥土
,

耕层土壤理 化性 状 见

表 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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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方法参照南京土壤所编《土壤理化分析》 ,
1 9 7 7年

。

试验设六个处理
:

( 1) 对照 ( 不施钾肥 ) ; ( 2) 氯化钾作基肥施 ( 20 公斤 /亩 ) ; ( 3) 氯化钾作

追肥施 ( 20 公斤 /亩 ) ; ( 4) 硫酸钾作基肥施 ( 24 公斤 /亩 ) ; ( 5) 硫酸钾作追肥施 ( 24 公斤 /亩 )
;

( 6) 枯饼作基肥施 ( 2 0 0公斤 /亩 )
。

小区面积 0
.

05 亩
,

重复三次
,

随机区组排列
。

除钾肥外
,

于

移栽前各试验区亩施钙镁磷肥 40 公斤作基肥
,

座果期施尿素 20 公斤作追肥
。

供试品种在高塘

点为宁都马兰
;
米粮铺点为新澄一号

。

整地前
,

取耕层混合土样
,

测定土壤理化性状
。

施用

氛化钾后
,

每隔 15 天在各处理小区采耕层混合土样测定 C l
一

含量
。

西瓜成熟后
,

测定含糖量
,

鉴

定食味
、

验收产量
。

二
、

结果及讨论

(一 )对含糖量的影响

从各处理含糖量测定结果 (表 2 )可 以看出
,

它们施用的 K
Z

O 量虽然相同
,

但由于钾肥品

* 本 文承江西省耕作 栽培所 范业戌所长和 陶其鹦老师 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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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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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测糖计法
。

种和施肥时间不同
,

其含糖量存在一定差异
。

以米粮铺试验点结果为例
,

对含糖量进行的方差

分析表明
,

钾肥对含糖量的影响均达极显著程度
。

为了比较任意两个处理之间含糖量是否存在

差异
,

用新复极差法进行了平均数多重比较 (表 3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施用硫酸钾和枯饼的

表 3 各 处 理 含 糖 量 的 多 重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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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异极显著 * 差异显著

西瓜含糖量明显高于以氯化钾作追施的
,

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也高于以抓化钾作基施的
,

但达

不到显著水平
。

以氯化钾作基肥施用的西瓜
,

其含糖量比作追肥施的要高 0
.

42 %
,

达到了显著

水平
。

施硫酸钾和枯饼之间含糖量虽有差异
,

但均未达显著水平
。

上述情况说明
,

西瓜施用

了氯化钾后
,

由于氯离子同时被吸收到植株体内
,

过多的氯使碳水化合物水解
,

致使含糖量下

降
。

其中
,

作基肥的
,

比作追肥 的影响要小
。

由于在座果期追施氯化钾时
,

西瓜正处于生长

高峰
,

随着养分吸收增加
,

植株从土壤中吸收的氯离子也增多
,

故对西瓜含糖量的影响就大
,

而作基肥施用时
,

西瓜处于苗期
,

氯离子的吸收量相应较少
,

到座果期时土壤中的氛离子大

部分 已被雨水淋失
,

因而影响较小
。

从表 3 还可看 出
,

凡施钾肥的西瓜含糖量均比未施钾肥

的要高
。

除氯化钾作追肥处理达显著水平外
,

其余处理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二 )对食味的影响

为了弄清施用氯化钾对西瓜食味的影响
,

在酉瓜成熟后采集各处理西瓜样品
,

进行食味

滚4 5



品尝
,

从品尝的结果看
,

施用硫酸钾和枯饼的瓜瓤颜色鲜艳
,

肉细汁浓
,

甜味纯正可 口
,

明

显好于其它处理
,

其中又以施用枯饼的最好
。

在其余三 个处理中
,

则以氛化钾作追肥施用的

最差
,

西瓜食味淡且略带酸味
。

(三 )对产量的影响
。

以高塘试验点的产量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平均数多重比较 (表 4 )即可看出
,

施用枯饼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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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显著

产量明显高于其它五个处理
,

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

由于枯饼属有机肥料
,

除含有钾外
,

还含

有一定数量的氮
、

磷及多种微量元素
,

故有利于西瓜的生长发育
。

未施钾肥的对照区由于土

壤严重缺钾
,

影响了西瓜的正常生长
,

产量明显低于施钾肥处理的
。

氯化钾和硫酸钾对西瓜产

量的影响虽有一定的差异
,

但都不显著
,

说明含氯钾肥对西瓜品质的影响大于对产量的影响
。

( 四 )对土壤中cI
一

含量的影响
。

为了解决施用氛化钾后对土壤中lC
一
含量的影响

,

于西瓜生长期中
,

在瓜蔓周 围取耕层

混合土样测定其 C l一含量
。

从高塘点的测定结果 (表 5 )看
,

施用含氯钾肥使土壤中 lC
一的含量

猛增
。

但由于西瓜的生长季节 (4 一 7月 )正值雨季
,

土壤中大部份 1C
一
随雨水淋失

,

到西瓜座果

期土壤中的 C l一 已明显减少
,

待西瓜进入成熟期
,

土壤中的含 C I
一

量 已接近于对照处理
。

但是
,

氛化钾作追肥的处理区由于施用较晚
,

西瓜虽至成熟期
,

土壤中的 1C
一
还保持较高的含量

。

表 5 氯 化 钾 施 用 方 法 对 土 壤 中 C l
一

含 量 的 影 响
*

侧定 日期 (月 / 日 ) 5 / 5 5 / 2 0 6 / 5 ( 7 / 5

一ó,曰10一05
n甘n甘盆̀几乙

14一05级化 钾荻 施

氛化钾迫施

不 施 钾 肥

4 / 2 0

0
.

0 4 8

0
.

0 4 8

0
.

0 4 8

0
.

0 7 8

0
.

1 3 8

0
.

0 4 2

6 / 2 0

0
.

0 6 9

0
.

1 1 4

0
.

0 4 2

0
.

0 4 8

:::
水 A g N O

3 滴定法
。

三
、

结 语

(一 )施用氯化钾 (尤其是作追肥 )使西瓜含糖量偏低
,

食味变差
,

但对产量的影响不大
。

(下转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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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分支都能围绕某个中心问题进行协同

研究
。

道库恰耶夫土壤所在接受关于
“

全苏土

壤地理 区划
”

研究任务后
,

组织各学科人员进

行了大量区域性的调查和实地研究
,

较好地

完成了任务
,

目前已出版了不少专著
。

苏科科学院土壤和光合作用所大多数研

究课题都是围绕土壤圈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

这一中心进行的
。

不仅注意土壤的性质
,

而

且更重视土壤的状况或过程 的研究
。

在农业物理所
,

不论是田间试验
、

还是

实验室分析测定
,

以至数学建模
,

都围绕研

究
“

土壤一植物一大气体系
”

中的物理过程而

进行的
。

其最终 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良性的

农业 生态系统服务
。

( 三 )重视系统研究 强调 田间试验 我

们参观的几个研究所都有自己固定或半固定

的田间验试点
、

站
,

进行系统的科学资料积

累
。

道库恰耶夫土壤所在各个土壤气候带都

设有野外固定点
、

站
。

该所目前有 6 00 个 职

工
,

其中约有一半在点
、

站工作
。

农科院农

业物理所有一个占地 60 0多公顷 ( 9 0 0 0亩 ) 可

供试验用地的定位试验站
,

在黑土带也有半

定位试验点
。

全苏农科院肥料和农业土壤所

在野外设有科研生产联合基地
,

获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
。

在第 9 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年净

收入 1 5 0 0万卢布产值
,

而在第 10 个五年计划

期间平均年净收入 2 7 0 0万卢布
。

该所有 25 个

点站
,

还参与全国肥料地理试验网
。

点站的

长期试验
,

为积累大量的具有系统性的科研

资料作 出了贡献
,

为出版系列专著提供了条

件
。

目前许多单位都已建立了土壤性质和状

况的数据库和开展土壤过程及土壤肥力的建

模研究
,

而有关点站则为建模工作提供了大

量来 自田间的土壤性质和状况的参数
。

还有不少单位拥有设计能力
,

能按科研

需要设计专门的仪器设备
。

如在 n y以 H H 。
生

物研究中心专门设立生物仪器制造 设 计局
。

农业物理 所设有专门设计仪器和装置的设计

局
,

有力地促进了科学试验
。

但是
,

从苏联土壤研究单位的总体上着
,

仪器陈旧
,

房屋拥挤
,

老单位 的人员老化等

问题仍较突出
。

.

四
、

几点建议

(一 )加强与苏联土壤学界的联系 由于

苏联疆域辽阔
,

土壤类型众多
,

加之曾出现过

一批以道库恰耶夫为代表的著名土 壤 学家
,

是国际土壤学界具有实力 的国家之一
。

有人

认为
,

土壤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

苏联和美

国
,

这是很有道理的
。

加强与苏联土壤学界

的联系
,

不仅对发展我 国土壤学有利
,

而且

对解决我国某些国民经济建设 中的重大土壤

问题也有很多借鉴之处
。

广大苏联土壤学者对中国也很友好
,

表

示欢迎中国派员去短期学习或工作
,

时间长

些 ( 2 一 3 年 )则更好
。

我们希望以这次访问

为开端
,

今后可通过参加国际性会议或定期

举行双边专业学术会议形式
,

以加强两国间

土壤学界的人员交往和学术交流
。

(二 )重视俄语学习 有计划地挑选一些

青年科技人员或研究生学习俄语
,

以适应进

一步开展交往活动的需要
。

,
,

” 尹 、 。 口? 一 ,
听

, 、 p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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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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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一 ,七 〕 护 一 、 。

尹
, ,

r
、 ,
了

、 . 。 口 、 . 。 户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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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用氯化钾虽能暂时提高土壤中lC
一的含量

,

但降雨将会使大部分 lC
一
淋失

。

因此
,

氯
` 化御作基肥施用

,

不致引起 cl 对西瓜的危害
。

( 三 )在西瓜栽培面积大
,

农家肥不足的情况下
,

氯化钾作基肥或苗期追肥用是可以考虑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