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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 1 0年来
,

江苏 滨海盐 谈土速效钾含量 明显下降
,

部分砂质土壤 已呈现缺钾的势态
。

研究了导致 土笑 速效钾下降的

因子及 施用 钾肥 的效果
。

:jJ 前
,

有关滨海盐渍土钾素的研究报道较少〔 1 , “ 〕。

通常认为
,

滨海盐渍土的速效钾含量

较高
,

从而忽视了钾肥的施用
。

本文对滨海盐渍土钾素状况及其变化进行 了研究
,

认为施用

钾肥是提高盐渍土生产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

一
、

供 试 土 壤

试验是在江苏盐城垦区所属 8个国营农场内进行的
。

土壤为盐债土
,

其基本性质列于表 1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土坡速效钾变化状况

测定结果表明
,

供试的 8 个国营农场的土壤
,

其速效钾平均含量 14 3 m g / k g
,

较 10 年前

( 1 9 8 0年 )下降了 3 9
·

3 m g / k g ,

平均每年降低 3
.

9 3 m g / k go 目前
,

速效钾含量大于 Z o o m g / k g的

土壤仅 占耕地的 5
.

5%
,

比原来减少了 3 2
.

2% ; 而含量在 100 一 2 0 i0 gn k/ g的土壤比原来增加 了

2 8
.

6% ; 含量在 100 m g / k g以下的土壤增加了 3
.

6%
。

其中尤以黄海农场下降幅度最 大
,

十年

表 1 供试土壤 (滨海盐土 )的基本性质 降低了 1 03 m g / k g ,

平均每年下降 10 m g / k g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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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常规分析法

上 ; 淮海
、

新洋农场次之
,

比 1 9 8 0年减少了70

多 m g / k g
。

除临海农场外
,

其它各场均有 不

同程度的降低 (表 2 )
。

目前垦区中的黄海
、

滨淮
、

临海
、

新洋

4 个农场的土壤速效钾仍较高
,

平均含量在

1 60 一 1 80 m g / k g 左右 , 淮海
、

东坝头两农场

居中等水平
,

平均含 量 为 1 30 一 14 5 m g / k g
。

目前垦区已有 80 % 以上土壤
,

其速效钾含量

在 100 m g / k g 以下
,

处于缺钾临界状态
。

特别

是有 1 / 3的土壤速效钾含量低于50 m g / k g
,
已

* 田间试验 由新曹农场 陈永听
、

王明军
、

成尔敬等同志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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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近0 1年 来 全 垦 区 及 各 农 场 土 壤 速 效 钾 合 量 变 化( mg / kg )

年 份

9 10 9 年

1马色马年

增 减变化

全垦区 弦 港 一 新 曹 一 东坝头 一 新 洋 临 海 淮 海 滨 淮 黄 海

1 43

1色3

一0 4

118

1佑 4

一6 4

1 71 4 5

1 16
气 1石0

一 4 5一 5

16 8
一 18 1

3 29 1 23

一 71一+8 5

10 3

么0 2

一 2 7

1 738 1 5

2勺 526 1

一3 2一0 3 1

表3 全垦区及各农场土壤速效钾含量及其分布
( 19 马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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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严重缺钾状态( 表3 )
。

土壤缺钾 己对作

物生长和农业生产产生了一 定 影 响
。

近 年

来
,

新曹农场棉花红叶茎枯病十分普遍
,

薄

荷叶片脱落数也增多
,

其出油率和薄荷油品

质也趋下降
,

在济经上造成了很大损失
。

(二 )导致土壤速效钾含量下降的因素

1
.

土壤质地 土壤质地的砂粘程度
,

一

方面直接决定着土壤本身含钾量的高低 〔 3〕 。

通常粘土含钾量高于壤土
,

壤土高于 砂 土
;

另一方面
,

质地状况影响到土壤 的 固 钾 能

力
,

质地愈粘重
,

固钾能力愈大
,

土壤中钾

素不易发生淋失 , 反之
,

砂土固钾能 力 小
,

土壤中钾素较易流失
。

测定结果表明
,

盐城

垦区砂质滨海盐渍土区速效钾含量明显低于

粘
、

壤质土区
。

口
一

前
,

缺钾土壤主要分布于砂质盐渍土区的新曹
、

弦港等农场
。

2
。

土壤脱盐 钾素是盐分组成的 8 大离子之一
。

滨海盐渍土钾素含量的高低和土壤盐分

含量状况密切相关
。

随着土壤脱盐进程的发展
,

脱盐土壤的面积逐步增多
。

据调查
, 1 9 9 0年

脱盐土壤的面积 已达 78
.

3%
,

比 19 9 0年增加 63 %
。

但在土壤脱盐的同时
,

土壤中钾索也随之

流失
,

从而使
: L壤速效钾含量显著下降

。

可见土壤脱盐是导致滨海盐渍土钾素下降的一个重

要因子
。

3
.

复种指数高 实践表明
,

随作物复种指数及作物单产的提高
,

必将引起土壤有效钾含

量的下降
,

因为它增加 了土壤有效钾 的消耗量
。

若不及时补给
,

上壤有效钾的降低将是不可

避免的
。

4
。

施肥不均衡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垦区内基本上不施用钾肥
。

据统计
,

盐城垦区

1 9 8 0一 19 8 9年的 10 年间钾肥总用量仅为 1 9 12吨
,

折纯钾 ( K
Z
O ) 4 2 8 吨

,

平均每年每亩施用钾

肥仅 0
.

18 公斤
,

钾肥的投入明显不足
。

致使有效钾肥含量原本丰富的滨海盐渍土钾素 日趋亏

缺
。

(三 )施用钾肥的效果

从 1 9 9 0年开始
,

我们在新曹和掠港两农场对小麦和薄荷进行 了钾肥试验
。

结果表明
,

钾

肥对小麦产量的形成有十分重要作用
,

对千粒重
、

实粒数与产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施用

钾肥对小麦增产幅度为 7
.

41 一 56
.

。%
,

平均为 36
.

1%
,

每亩增产 78 公斤
。

钾肥对提高薄荷的鲜

草量
、

含油量及得油率也有良好的作用
。

试验表 明
,

薄荷施用钾肥后
,

可使其含油量增加 13 一

49 %
,

平均为 26 %
,

每亩净增产薄荷油 0
.

8公斤
。

新曹农场仅此一项
,

就增产薄荷油 1
.

67 万

公斤
,

增加产值 8 3
.

5万元
,

净增收 5 6
.

2万元
。

表现出明显 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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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直接施用钾肥外
,

实行秸秆还 田对增加土壤有效钾含量也有明显的效果
。

据统计
,

全

垦区各农场土壤速效钾含量 ( y )与秸秆还田的面积 ( x : )及还田数量 ( x :
)有显著的相关

。

其 回

归方程分别为
:

y = 2 5
.

3 4 6 + 2
.

2 2 4 x ;
( r z = 0

.

7 2 5 3 *
) ,

y = 1 9
.

4 4 7 + 0
.

4 2 8 x 2
( r : = 0

。

8 0 0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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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表 2 中古一 13 号剖面采自中昆仑山阿什库勒盆地的阿什库勒湖畔
,

系湖面迅速下

降后形成的腐泥沼泽土
。

湖面的海拔高程 4 7 0。余米
,

湖岸高出水面 1米
。

地表干燥
,

呈浅棕

灰色
,

不长植物
,

散布有长 1 一 1
.

2厘米
,

外径 2 一 3 毫米圆形中孔的小管状石灰结核体
,

显

然是碳酸钙淀积在眼子菜周围而成
,

测得其碳酸钙含量高达 99 4克 /千克
。

土体中碳酸钙含量

也在 38 2一42 7克 /千克之间
,

富集十分明显
,

地表至 57 厘米为腐泥层
,

眼子菜残体略呈 层 状

间布
,

土体千燥
。

57 一 100 厘米为潜育层
, 7 月初在 80 厘米处仍见有冰屑

,

季节性冻土尚未全

部融化
。

有机质含量比 K N一 9 号剖面高
,

自上而下为 43
.

7 克 /千克
, 6 7

.

8 克 /千克和 5 3
.

3

克 /千克
,

C / N高达 20 左右
。

土壤质地粘重
,

粘粒含量为 2 13 一 33 4克 /千克
,

全盐含量与 K N

一 16 号剖面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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