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报
J石喜兔 %定成 )石洛乏二父几减场急今

稻一稻一油三熟对钾
、

镁肥的反应

廖兴其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

镁是叶绿素分子的基本组成分
,

在植物体内充当着许多关键酶的活化剂
。

钾也是油菜的

一种很重要的养分元素
,

有关镁肥肥效及钾
、

镁关系已早有报道〔1一 6 〕 ,

但镁对水稻和油菜的

关系报道不多
。

为此
,

我们于双峰县单家井乡五星大队在进行大量氮
、

磷
、

钾试验的基础上
,

选定该地停施石灰多年 和有种植油菜习惯的地区
,

进行了镁肥在稻一稻一油三熟制中的肥效

及钾
、

镁关系的田间试验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材料和方法

试验田为石灰岩母质发育的灰泥田
,

小区面积 0
.

1亩
,

三次重复
,

四个处理
:

( 1 ) N P ;

( 2 ) N P M g ; ( 3 ) N P K ; ( 4 ) N P K M g ,

随机区组排列
。

试验从 1 9 8。年早稻开始
,

至 1 9 8 3年油菜收割结束
,

共种植六季水稻和三季油菜
。

在不毁

小区田埂
,

其它条件和管理措施一致的条件下
,

各季作物按处理施肥
。

作物品种
:
早稻均选

用湘矮早九号
,

晚稻威优六号和油菜湘油二号
。

施肥标准及施肥时期
:
早

、

晚稻和油菜均按

每亩 2 0斤纯氮 (尿素 )
,

1 2斤 P
:
O

。
(过磷酸钙 )

,
1 6斤 K

Z
O (氛化钾 )和硫酸镁 5 0斤施入

。

除氮

肥外
,

其它均作基肥施用
。

试验土壤基本农化性状列于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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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么O )

有机质

%

全 氮 } 全 磷 …全 钾 {碱 解 氮

1 ( p刃
。 ) 1 匹飞。 ) }

一

…一些一 }一 {缨
-

1
。

·

。 , 3

;
。

·

“ `

}
2 0 0

速 效 钾
( K Z O )

P P m

缓 效 钾
( K ZO )

4
_

2 9 } 0
.

2 3

P Pm

1 7 8

代 换 性 镁

毫 克当及 / 1 0 0克土

0
_

5 1 3

* 分析方法
:

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所编
, “
土壤理化分析 ” ,

1 9 780

二
、

结果和讨论

(一 )钾肥和镁肥的肥效

六季水稻和三季油菜产量统计资料列于表 2
。

试验结果表明
,

不论在 N
、

P或 N
、

P
、

M g

的基础上施用钾肥
,

有五季水稻和三季油菜均分别达到显著和极显著水准
。

不论 在 N
、

P或

N
、

P
、

K基础上施用镁肥
,

镁肥对六季水稻的肥效均未达到显著水准
,

但对三季油菜中的二

. 季分别达到显著和极显著水准
。

在有效钾偏低和土壤化换性镁中等的灰泥田上
,

钾肥对水稻

均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而在这种土壤上
,
土壤代换性镁的含量

, 已能满足水稻正常生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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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镁 肥 和 钾 肥 对 水 稻 和 油 菜 的 增 产 效 应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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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无 需施用镁肥
,

但在同一土壤代换性镁水平下
,

却不能满足油菜正常生育的需要
,

而

需要施用镁肥
,

特别是在施用钾肥的同时配施镁肥效果更好
。

(二 )钾
、

镁肥的增产原因分析

本试验是在钾
、

镁两种养分状 况不同
,

而其它条件相 同的条件下进行的
。

钾
、

镁肥的增

产原因
,

对水稻而言是供试土壤缺钾
;
对油菜而言则供试土壤既缺钾又缺镁

,

而施用了钾
、

镁肥后
,

不仅提高了土壤代换性镁和土壤有效钾及植株体内的钾
、

镁含量 (表 3 和 4 )
,

而且还

表 3 施用钾
、

镁肥对土壤有效

钾
、

镁含量的影响 表 4 镁肥对植株含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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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rǹ九口nJ j` .11口úó,工n乙12公钊妇别̀000ōó“。。。9丹J̀皿内。41牙8 1年 1 9 8 3年

0
.

4 7 5

0
.

5 70

0
.

4 0 0

0 5 1 8

N P

N P M g
.

N P K
.

N P K M g
.

注
:

植株M g%
,

用 I N盐酸提取
,

原子吸收光谱 测定
。

,工几乙,工OénSQé六己行任甫子n舀舀匕N P

N P五江g

N P K

N P K M g

4 4
.

8 5 6
.

6

4 4
.

2 56
.

6

6 0
.

8 6 3
.

3

5 2
`

5 6 9
_

9

. . . 二 . 怡翻 . 二 岛 层` 二 ` 亡。 e , ,

口
1嵋 , 巴 一

一 一
J 苦

一
古 . 曰二口 , ,谷 乙. , . .

一
= J咨 . , . . . . . 口 ~ ~ ` 翻

一

改善了水稻和油菜的经济性状和提高 了干物质重
,

特别是在既缺钾又缺镁的土壤中栽培油菜

时
,

钾肥和镁肥的增产效果则更为突出
。

这是因为钾
、

镁两种养分间存在着拮抗作用
。

植物

体内阳离子 (钾
、

钠
、

钙
、

镁 ) 的总量通常是保持衡定的
。

其中当一种离子的含量增大时
,

势

必会削弱另一种离子的含量
。

此种拮抗作用通常发生在植株体内有效养分不足时
。

其增效或

减效
,

主要取决于植株体内这两种离子间的相对数量是否平衡
。

本试验在土壤代换性镁已能

满足水稻正常生育的需要
,

而钾 (速效钾和缓效钾 )不能满足水稻正常生育的需要时
,

施用镁

肥反而会降低水稻对钾的吸收 (表 5 )
,

从而加剧 了水稻缺钾
。

在土壤代换性镁和钾都不能满

足油菜正常生育的需要 时
,

偏施镁肥也会助长油菜缺钾
,

反之亦然
。

因而对油菜来说
,

在既

缺钾又缺镁的土壤上
,

同时配施钾肥和镁肥
,

就能平衡油菜对钾和镁的吸收
,

消除钾
、

镁离

子间因拮抗作用带来的不利影响
。

另外
,

从表 3还可 以看出
,

在连续三年施用钾
、

镁肥的条件下
,

土壤有效钾似有一定的 .

盈余和后效
。

而镁则没有盈余
,

这可能与镁离子不能象钾离子那样被土壤阳离子交换位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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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附因而很容易随水淋失有关
。

表 5 在 缺 钾 不 缺 镁 土 壤 上 镁 肥 对 水 稻 吸 钾 量 的 影 响 K%

处处 理理 1 891年年 1 892年年 {1 89 3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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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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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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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40
.

8 333

NNNPMg (2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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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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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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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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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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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22 1 8 000 2
.

5 88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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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4

NNNPKMg ( 4))) 1
.

999 3 1
.

5 222 2
.

3 333 2
.

0 222 2
.

9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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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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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66吸吸 } (3)一 (i ) (5 ))) 0
.

8 3333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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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33 1
.

6 666

钾钾 } (` )一 (2 ) (6))) 0
.

700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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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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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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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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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

地形低平的槽平土不宜用此法计算
,

而坡地一台土比较适宜
。

地块选择尽量做到土层

下有平整的隔水岩层
。

2
.

关于 负蒸发的处理问题
。

机械地运用公式计算
,

是会出现蒸散量在某一时段为 负 的

不正常现象
。

只要时段末期土壤含水量大于该时段降雨量与初期土壤含水量之和
,

负值就会

出现
。

在我们实际观测的资料中就不止一次出现过
,

主要集中在秋冬季的槽平土和一 台土
,

当

低温高湿或降雨多的条件下
,

土壤含水量过高时
,

则出现 负蒸发值
,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

这

. 可能是由于外来水补给造成的
;
或者是由于前后两次取样时

,

样本并不是在同一含水量墓础

上而将它们真正的差值掩盖掉造成的 ;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

遇到这种情况时
,

我们只好采取

延长计算时段来消除
。

这也是造成计算蒸散量偏低的又一重要原因
。

如果采取前后 时段蒸散

量的中值或者令其该时段蒸散量为零也许会更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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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本文推荐的根瘤菌选择培养基有抑制真菌和细菌生长
,

便于根瘤菌计数
,

且不影响其回

收量的优点
。

但是
,

不同的根瘤菌菌株对结晶紫的忍耐能力各异
,

此培养基用于耐药根瘤菌

. 计数时
,

结晶紫的浓度应经试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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