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壤茶园施用钾镁硫肥对钾素平衡
和茶叶生产的影响

马 茂 桐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攘研究所 )

张 自 力

( 江西省蚕茶研究所 )

摘 要

1 9 86 一 1 9 8 9年在江西红攘 茶园进行 钾镁硫肥试 验
。

结果表 明
,

不施钾肥
,

土坡年亩亏 s
.

sk g钾 ( K )
,

不足 以

维持土坡钾素的平衡
。

年亩施 18
.

8k g氯化钾
,

约有 5 鲍钾 (K ) 遗留在 土壤里
,

增加 了土壤速效钾的含置
。

施用钾

镁 硫肥
,

年亩增鲜茶叶 103
.

5 k g
。

其 中钾亩增产 38 k g
,

镁 4 9 k g
,

硫 16
.

8 k g
。

钾镁硫肥还能提高春茶的品质
。

红壤高产茶园的施肥
,

一般 以枯饼等有机肥料伴 以尿素为主
,

很少施用钾
、

镁等化学肥

料
。

1 9 8 6年开始
,

我们在江西省蚕茶研究所的茶园进行施用钾镁硫肥 (简称 S P M
,

系美国 国

际矿产及化学制品公司
“

I M C
”
生产

,

为硫酸镁和硫酸钾混合结晶体
,

含 K
。
0 22 g k g一 ` ,

M g O

18 g k g一 ` ,

5 22 g k g一 ’ 。

)试验
,

共历时 4 年
。

现把试验结果介绍如下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材料

1
。

土壤
:

试验地为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早地
,

称红壤土
。

土壤 ( O 一 2G 。 m )的钾
、

镁供

应量较低
。

速效钾 ( 1 m ol L 一 ’

醋酸按提取
,

火焰光度计法测定
,

下同 )含量为 68 m g k梦
’
( K )

,

缓效钾 ( 1 m ol L
一 `

硝酸提取
,

火焰光变计法测定
,

下同 )含量为 1 97 m g k g 一 王
( K )

。

代换性钙和

代换性镁 ( 1 m o 1L
一 ’

醋酸按提取
,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

下同 )含量分 别 为 5 62 m g k g 一 ’
( C a)

和 5 1m g k g
一 ’

( M g )
。

2
。

茶树
:

茶树品种为福鼎大白茶
。

1 9 8 0年双行条播
。

(二 )试验处理和方法

试验共设 5 个处理
:

( x ) N P
,

即每亩施磷按 z 6
.

3 k g ,

尿素 5 8
.

8 k g ; ( 2 ) N P K
,

即每亩

施磷按一6
.

3 k g
,

尿素 s s
.

s k g ,

氯化钾 1 8
.

8 k g ;
( 3 ) N P K S

,

即每亩施磷按 1 6
.

3 k g ,

尿素5 8
.

8 k g ,

氯化钾 18
.

s k g ,

硫磺 1 1
.

3 k g ; (理) N P + ( S P M )
,

即每亩施磷钱 x 6
.

3 k g ,

尿素 5 8
.

8 k g ,

S P M

s o
.

s k g ; ( 5 )
`

i污规施肥法
,

即每亩施枯饼 1 5 o k g ,

尿素 s o k g (磷按含 P : O
。 通6%

,
N 18% )

。

施肥方法
:

磷钱
、

氯化钾
、

S P M
、

硫磺和枯饼等作基肥 ( n 月上旬 )
;
尿素分春

、

夏
、

秋季

3 次施用
,

比例 为 5 : 2
.

:5 2
.

5 ;
在双行之间开沟施入

。

试验小区面积为 0
.

05 亩
,

随机排列
,

重复 3 次
。

试验按大田生产管理
; 小区茶叶由专人

采摘
。

二
、

试验结果

(一 )不同处理对土滚钾素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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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6年试验开始前和每年茶叶采摘后至施用基肥 前( 1 1月上旬 )采取上壤样品 ( 5次 )
,

侧

定土壤的速效钾和缓效钾的含量
。

1
.

土壤中速效钾含量的变化
。

测定结果 ( 图 1 )表 明
,

在不施钾肥 ( N P ) 情 况下
,

土 壤

速效钾的含量
,

由试验开始 前的 68 m g k g 一 `

钾 ( K )
,

到 1 98 9年秋时
,

降至 60 m g k g 一 ` 。

年 亩 施

1 5 k0 g枯饼 (含K l l
.

Z g k g 一 `
)的处理

,

则未见明显降低
。

平亩施 1 8
.

8 k g氯化钾 的处理反呈上升

趋势
,

由试验前 68m g k g一 `

钾 ( K )
,

到 19 8 9年秋时升至 1 9 3m g k g 一 ` ,

增加了 1 2 5 m g k g 一 ` 。

2
.

土壤中缓效钾含量的变化
。

从测定结果 ( 图 1 )可 以看出
,

所有处理的土壤缓效钾含量

呈逐年下降趋势
。

下降速度与施用钾量有关
,

不施钾的处理 ( N P )
,

下降最快
,

施用枯饼的处

理 (常规 )
,

下降稍缓 ; 施用钾肥的处理 ( N P K )
,

下降最慢
。

植茶条件下土壤钾素的这种变化

规律与植稻条件下土壤钾素变化规律相似〔 1〕 。

从土壤速效钾减少较少而缓效钾减少较多的情况看
,

在土壤速效钾含量较低而缓效钾含

量较高的条件下
,

不同处理区的茶树对土壤中不同形态钾的利用有所不同 (表 1 )
。

不施钾肥

( N )P 和施用少量钾 (常规施肥法 )的处理
,

茶树吸收的速效钾中有 4 一 8 %为土壤原有 )的 速

效钾
,

有 62 一 66 % 由缓效钾转化而来
;
施用钾肥 ( N P K )的处理

,

茶树吸收的钾 有52 %是 由

缓效钾转化而来的
。

不同处理所以有这样的差别
,

可能是施用钾肥的处理
,

土壤中易被茶树

吸收的钾增多了
,

因而缓效钾转化为速效钾的量则相对减少
。

施入茶园 土 中的 钾肥
,

除部
.

, 分供茶树吸收外
,

另一部分则存留在土壤中

( 图 1 )
。

(二 )土壤钾案的平衡

根据对土壤的施钾量和茶树对土壤钾的

吸收量
,

用差减法计算出植茶条件下土壤钾

素的平衡状况列于表 2 。

从表 2 看出
,

不施钾 ( N P ) 的
,

土壤年亩

亏 3
。

s k g 钾 ( K )
,

相当于该地区水稻土不施

钾的亏失量
’

〔2〕 。

年亩施 1 50 k g 枯饼 (相当于

K l
.

6 8 k g )亏 K 2
.

3 3 k g ,

弥补亏 失 3 8
.

7%
。

相

近于水稻土年亩施 30 Ok g 稻草的弥补率卿
。

也就是说
,

常规施肥法
,

不足 以维持土壤的

钾素平衡
。

年亩施 1 8
.

8 k g 氯化钾或 50
.

5 k g

S P M (相当于 k .9 26 k g )
,

土壤每年约亩增钾

( K ) s k g 。

这与水稻土施钾不能维持平 衡 不

i司〔2〕。

可见
,

年亩产 8 0 0一 l 0 0 0 k g 鲜茶叶
,

约

00
自̀

户幼
目邑民

户ó.通M

试脸前 19日6 1 9 8 7 ! 9吕吕 1 , 8 ,

图 1 试验前后茶园土壤钾素变化 (秋季采样 )

表 1 茶树对土壤不同状态钾的利用情况
*

处理 茶树吸收
(K

,

kg l亩 )
缓效钾提供

( K
,
k g /亩 ) (% )

速效钾提供 植茶条件下土壤钾的平衡状况
( K

,

kg /亩 )( % )

N P 1 5
.

2 0 1 0
.

0 5 6 6
.

1 1
.

2 0 7
.

9

常规 1 6
.

0 4 10
.

0 5 6 2
.

3 0
.

6 0 3
.

7

N P K 1 6
.

3 2 8
.

5 5 5 2
.

4 0 0

表 2

处理 支出 (吸收 ) 收入 (施入 ) 平衡状况

* 表中的数据是根据 4 年茶叶 的产 量 和 含 钾量

(0
.

sm ol L一 1 H CI 提取
,

火焰光度计法侧定 ) 以

及耕层土维 (0 ~ Z Oc m ) 速效 钾和缓效钾减少量

计算得出 的
。

(K
,

掩 /亩
·

年 )

N P 3
.

8 0 0 一 3
.

80

N P K 4
.

8 0 9
.

2 6 + 5
.

18

N P K S 4
,

1 4 9
.

2 6 + 5
,

1 2

N P + S PM 4
.

3 6 9
.

26 + 4
.

9 0

常规 4
.

0 1 1
.

6 8 一 2
.

3 3

3 0 7



亩施 s k g钾 ( K ) 即能维持土壤钾素的平衡
。

当然
,

制定施肥方案时
,

应把土壤固定和流失等因

素考虑在内
。

(三 )茶叶产量

施用 S P M
,

弥补了土壤钾
、

镁和硫的亏损
,

增加了茶树的营养
,

有利于茶叶增产
。

4 年试

验结果 (表 3 )表明
,

施用 S P M
,

平均年亩增鲜茶叶 1 03
.

5 k g ,

约增产 14 % ; 且有逐年增大的

趋势
。

从比较各处理的茶叶产量中可以看出
,

在施用 S P M 的各增产因子中
,

钾年亩增产茶叶

38 k g ,

增产 5 % ;
镁 49 k g

,

增产 5
.

9 % ;
硫增产较小

,

仅 1
.

8%
。

可见施用 S P M
,

主要是镁和

钾的作用
。

表 3 钾 镁 硫 肥 对 茶 叶 (鲜 ) 的 增 产 效 应①
、

N P N P +( sP M )
_

S p M增产
_ _

s p M中各种养处增产 比毯一 _
K 增产

( k g /亩 ) (鳃 /亩 ) (% ) ( k g /亩 ) (% )

一丛旦塑产
( k g /亩 ) (% )

S增产

( k g /亩 ) ( % )

laóit

傀.

介乙9

:

,.t1 o占

1 9 86

19 8 7

1 9 8 8

1 98 9

平均

5 9 6

7 7 6*

1 16 1* *

9 0 0* *

8 5 8
.

3

2 3
.

0 4
.

0

4 9
.

0 6
.

7

1 5 9 1 5
.

9

1 8 5 2 5
.

9

1 0 3
.

5 1 3
_

7

2 3
.

0 4
.

0 0

3 3
.

0 4
.

5 6

4 8 4
.

8 5 9

48 6
.

7 13 2

38 5 0 4 9

0 0

.

8 1 0 1

:
.

:

几舀ō了q一一a
.叮 压口ǹ八ù

, l-O一tat人曰ùō了月才

曰
1

① 以年统计 , 方差 分析 : * *1 %显 著平准 , * 5 %显著平准
。

统计表明
,

钾和镁对夏
、

秋茶增产作用 ( 60 一 80 % )大于春茶 ( 20 一 40 % )
。

这可能是钾
、

镁增强了茶树对红壤地区夏
、

秋季干旱和炎热等不 良环境条件的抗性
。

施用 S P M 的产量稍高于常规施肥法
。

说明养分搭配齐全的化学肥料
,

能代替枯饼等传统

的有机肥料
。

施用钾
、

镁和硫肥能使茶树增高
,

树幅和叶层厚度增加
,

发芽密度增多
;
但百芽重增加

不明显 〔” 〕
。

这表明钾
、

镁和琉肥的增产作用主要是增加茶叶的叶片数
,

而不是增加叶 重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施用 S PM 能显著增加茶树叶绿素总量和提高光合强度〔 3〕 。

相关统计

表明
,

茶树叶绿素总量和鲜叶产量呈正相关 (r = 0
.

99
, n 二 5 )

。

这也是增产的一个原因
。

(四 )茶叶质量

对春茶而 言
,

其水浸出物
、

氨基酸
、

茶多酚和咖啡碱的含量 (表 4 )均因施钾
、

镁和硫而

明显提高
,

但夏茶却不明显
。

表明钾
、

镁和硫能提高春茶的品质
,

对夏茶不明显
。

表 4 还表明
,

施用 S P M 的茶树的茶叶生化指标与常规施肥下的茶叶很接近
。

可 见
,

均

衡施用化学肥料所生产的茶叶
,

其品质与施用有机肥料的茶叶十分相近
。

对茶叶中无机营养元素的测定结果表明
,

茶叶含 N (硒粉一硫酸铜一硫酸消化法 ) 45 一

s o k g一 ` ,

p : O
。 1 0一 1 2 g k g一 ` ,

K : 0 2 2一 2 4 g k g一 ` ,

M g O 4
.

0一 6
.

o g kg 一 `
(三酸消化

,

P : O
。

铂

表 4 钾 镁 硫 肥 对 茶 叶 生 化 成 份 的 影 响 ( 198了年 )

水浸出物 氨基酸

( 9 k g 一 l )

茶多酚 咖啡 碱

处理

春茶 夏茶 春茶 夏茶 春 茶 夏茶 春茶 夏茶

舟b几一9
一匕3

..

…
几bo吕7RS

曰孟̀1一,上,1,二100ù6óno
..

…
的J九Dt了OUS

. .止1人,人,二,上N P

N P K

N P K S

N P + S P入4

常规

4 0 0
.

0

4 0 3 3

3 8 2
.

6

4 19
.

3

4 12 0

5 4
.

2 2 1
.

逸

5 5
.

8 2 1
.

2

5 9
.

7 2 1
.

4

5 8
.

0 2 1
.

7

5 8 2 2 2
_

0

1 5 6
.

8 2 9 0
.

7

1 8 0
.

9 2 7 9
.

5

1 8 0
.

0 2 8 1
.

4

2 0 0
.

0 2 9 9
.

5

2 0 5
.

0 3 0 0
.

0

ó
Ul工,上nù,二

.

…
.土九06幼lij舀n口10ùa月D比D介060六J的0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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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抚比色法侧定 , K :
O火焰光度法

; M g O原子吸收光谱法
。

)差异不显著
,

这说明茶叶中的无

机营养元素并不因施肥不同而变化
;
春

、

夏茶之间变化也小
。

因而可以认为
,

茶叶中的无机

营养元素含量比较稳定
,

这与禾谷类作物种子相类似
;
茶叶所以能保持特有的风味和 品 质

,

含有比较稳定的
,

有一定比例的无机营养元素
,

当是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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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分析仪器》一书将出版

由方建安
、

夏权编著的《 电化学分析仪器》一书将于 19 9 2年 n 月 由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出

版
。

全书约 36 万字
,

计分 5 章
:

电位测量仪器
、

电位滴定仪
、

电导法测量仪器
、

极谱法分析

仪器和库伦法分析仪器
。

详细地论述了常规电化学分析方法 (电位法
、

滴定法
、

电导法
、

极谱

法和库伦法 )的分析技术
,

以及相应的电化学分析仪器的基本要求
,

基本电路和具有代表性的

仪器等
,

同时还编入了作者自己研制的各种微机化电化学分析仪器
,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可

供分析工作者
、

分析仪器设计制造人员
、

电化学研究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
。

需购者请与方建安联系
。

通信地址
:

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邮政编码
:

Z x 0 0 0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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