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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是作物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三要素之一
。

施用钾肥不仅可增加作物的抗逆性
,
提高产

量
,

还可改善作物品质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氮磷用量增加
,

尤其是大量吸钾的杂交水稻

大面积推广之后
,

土壤钾素供不应求的矛盾日趋严重
,
存在以下两大间题

:

一
、

土坡有效钾含 t 下降

据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 80 年代初 )资料表明
,
安徽省土壤全钾含量在 1

.

56 %一 2
.

32 %之

间
,

淮北和江南地区土壤全钾含量基本相近
,
样品统计平均数分别为 1

.

84 %和 1
.

81 % , 而江

淮地区略低
,
为 1

.

70 %左右
。

有效钾的含量是北部高于南部
,

江淮居中
,

淮河以北地区缓效

钾平均含量为 6 85 mg / k g ,

速效钾为 1 52 m以k g
。

江淮丘岗地区
,

缓效钾平均含量为 50 2m g / k g ,

速效钾 9 l m g / k g 。

沿江一带以及长江 以南地区
,

缓效钾平均 含 量 为 5 70 m灯 k g ,
速 效钾 为

80 m g / k g ,

而水田的含 量更低一些
。

如黄山市
、

宣城地区
、

芜湖市
、

安庆市速效钾含量平 均

只有60 m g /k g左右
。

速效钾的含量也呈现北高南低的趋势
。

其原因主要由气候
、

母质
、

生物

和耕作等影响
。

土壤普查后
,

各地都建立了土壤肥力监测点
,

监测资料 (表 1 )表明
:

近几年来土壤钾素的

含量
,

不论皖南还是淮北地区
,

也不管水 田和早地都在 日趋减少
,

且下降的幅度很大
。

全省土壤

速效钾较第二次土壤普查时下降了 19 %左右
,

且从北向南减少的幅度逐步扩大
。

淮北地 区土壤

含钾量下降了9
.

8 %
,

江淮地区下降了肥%
,

沿江江南地区下降了32
.

2 %
。

例如
,

望江县 6个棉地

速效钾由原来的 l o g
.

4 m g / k g ,

降到 41 m g / k g ,

下降了 6 2
.

5 %
。

宁国县在黄泥 田
、

硅质泥田
、

沙泥

田
、

石灰泥田
、

泥质田 5 个主要土壤上监测
,

平均速效钾含量由 19 8 3年的 7 24 m g / k g 下 降 到

1 9 8 9年的 4 7
.

2 m g / k g , 6 年间下降了 35
.

1%
。

又据中部舒城县在沙泥田
、

黄白土田
、

紫泥田
、

硅铝质沙泥田等主要土种上 7 个监测资料表明
,

速效钾由第二次土普时的 8 6
.

3m g / k g ,

下降

到 1 9 9 0年的 5 2
.

9m g / k g ,

减少了 3 3
.

4m g / k g ,

即下降 T s s
.

7 %
。

北部利辛县 1 9 8 2一 1 9 5 4 年土

壤普查时
,

城郊
、

张村等六个区土壤速效钾含量平均为 1 62 m g / k g , 1 9 8 9年在以上地区采集士

样 1 14 个重新分析
,

速效钾含量为 12 9 m g / kg ,

减少了 3 2
.

8 m g / k g ,

下降为 2 0
.

2 %
。

其他各地

监测资料都说明
,

土壤普查 以来土壤速效钾含量在迅速下降
,

应引起足够重视
。

二
、

土壤需要钾素的投入

据有关资料介绍
,

土壤速效钾含量在80 m g / k g时
,

施用钾肥就能获得较好的增产效果
。

事

实上
,

在安徽南部的水稻田一般都低于此数值
,

所以施用钾肥都能获得较好的增产效果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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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安 徽 省 80年 代 土 壤 速 效 钾 含 t变
,

化

地地 点点 监侧 点数数 第二次普含母母 8 0年代末含量量 塔减 ttt 增减减
(((((或样品数 ))) ( m g /gk )))

_

( m g/ gk ))) (哪 /鲍 ))) ( % )))

淮淮淮 宿县县 2 555 1 3 444 1 2 999 一 555 ~ 3
.

了了

JJJ七七 灵 比比 1 888 1 59
.

333 13 999 一 2 0
.

333 一 12
.

777

五五五河河 1 888 1 2 444 1 1 6
.

555 一 7
.

555 ~ 6
.

000

临临临泉泉 2 000 1 5 111 1 4 333 一 8
.

222 一 5
.

444

肖肖肖县县 ( 7 8 ))) 1 1 6
.

888 1 0 888 一 8
.

888 一 7
.

555

利利利辛辛 ( 1 1 4 ))) 1 6 222 1 2 9
.

222 一 3 2
.

888 一 2 0
.

222

XXXXXXX 666 1 4 1
.

222 1 2 7
.

444 一 1 3
.

888 一 9
.

888

江江江 巢湖湖 555 9 9
.

222 7 8
.

444 一 2 0
.

888 一 2 1
.

000

淮淮淮 天长长 3 555 1 0222 9 3
.

666 一 8
.

444 ~ 8
.

222

加加加山山 444 1 3 777 1 1 333 一 2 444 一 1 7
.

555

潜潜潜山山 444 3 222 2 7
.

333 一 4
.

777 一 1 444

舒舒舒城城 777 8 6
.

333 5 2
.

999 一 3 3
.

444 一 5 8
.

777

淮淮淮南南 1 222 1 5 7
.

666 1 1 444 一 3 4
.

666 一 2 7
.

777

XXXXXXX 666 1 0 2
.

333 7 9
.

999 一 2 2
.

555 一 2 2
.

000

沿沿沿 宁 国国 555 7 2
.

444 4 7 222 一 2 5
.

444 一 3 5
.

111

扛扛扛 南 陵陵 444 6 4
.

111 4 8
.

111 一 1 666 一 2 555

江江江 铜 隆隆 111 3 777 4 444 + 777 + 1 8
.

999

南南南 望江 (棉 地 ))) 666 1 0 9 444 4 111 一 6 8
.

444 一 62
.

555

(((((安庆市水稻 ))) 5 888 6 7
.

666 5 7
.

222 一 1 0
.

444 一 1 5
.

444

XXXXXXX 555 7 0
.

111 4 7 4
...

一 2 2
.

666 一 3 2
.

222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省省省省 3 ( 片 ))) 1 0 4
.

666 8 4
.

999 一 1 9
.

777 一 1 8
.

888

践也证明
:

即使在过去认为不缺钾的淮北地区
,

施钾也有十分明显的增产作用
。

如怀远县

1匀8 4一 1 9 9。年 15 个钾肥试验点有 13 个点增产
,

其增产幅度在 12 一87 公斤 /亩稻谷
,

平均每亩增

产45 公斤
,

增产率达 20 %
。

稻麦轮作田中每公斤K
:

O增产 9
.

8公斤小麦
。

又场山县在砂质棉地

上施用 20 公斤氯化钾
,

增产率为 3 1
.

7 %
,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

安徽省化学钾肥的使用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
,

逐渐推开
, 19 8 0年全省推广 1

.

27 万吨 ( K : O )
,

`” ” ”年全省推广化学钾肥`”
·

“ 8万吨 ( K : 。 )o 因`” ” `年遭灾
,

现以 ` ” ” 。年的投入和产出资料作
为估算土壤钾素平衡状态的依据

。 1 9 9 0年全省粮食
、

棉花
、

油菜这三项主要作物从土壤中带

出的钾 ( K : 0 )约为 7 1
.

04 万吨
,

而该年有机
、

无机肥投入的钾素之和为 4 5
.

8万吨
,

钾肥利用

率按 50 %计
,

与主要作物带出的钾素相差 48
.

64 万吨
,

也就是说还有 68
.

5 % 的钾素要靠土城

钾素供给
。

事实上
,

每年作物从土壤中带出的钾素远大于粮棉
、

油带出的钾素
,

可见土壤钾

素的亏损十分严重
。

根据国内外平衡施肥 (配方施肥 )的配比
,

要求 N : P : O
。

: K
:

O一般应为 1 : 0
.

5 : 1 ,

而安

徽化肥
、

有机肥之和也只有 1 : 。
.

44 : 0
.

38
,

与上面要求相差甚远
,

也说明土壤钾素极需补充
。

但我 国是一个钾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
,

大量进 口也无可能
,

因此光靠化学钾肥来弥补土壤的

消耗是不可能的
。

只有在积极开发国内钾资源
,

适当进 口钾肥的同时大力发展有机肥
,

尤其

是应重视多种形式的秸秆还田
。

秸秆不仅可以归还大量钾素
,

更新土壤有机质
,

还能改善土

壤理化性质
,

提高土壤的产出能力
,

既有当季效益
,

又能增加农业后劲
。

安徽省 1 9 9 1年秸秆

还田面积 3 6 0。万亩
,

比 19 9。年 2 6 8 0万亩增加了 35 %
。

今后要进一步宣传重视这一工作
,

要推

广节柴灶
、

沼气等
,

帮助农民解决燃料问题
,
争取更多秸秆还田

。

要逐步解决还田机械
,

为



秸秆就地还田创造条件
。

为了提高钾素的回收率
,

应尽量用杂交稻草还田
,

提倡燃料用梗稻

草
,

因杂交稻草含钾里比粳稻草高60 %
。

此外
,

还应制定奖励措施和鼓励政策
,
为秸秆多还

田
、

扩大有机肥使用量创造更好的条件
。

总之
,

安徽省土壤钾素供需矛盾已十分突出
,

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

千方百计多施钾肥
,

使土城养分保持平衡
,

以求持续高产稳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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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钾肥用 , 与施用方法对稻谷产 t 的影响

在一定范围内
,
钾肥用量增加

,

稻谷产量也相应提高
,

但增产幅度下降
。

19 8 5年在泽泉

乡竹岭村的灰绪泥田上
,

对早稻杂优进行了钾肥用量与施用方法的试验
,

该田速 效 钾 含公

为 67 m g kg
_ ’ ,

钾肥品种为氯化钾
, 4 种施用量

, 3 种施用方法 (表 4 )
。

经 新 复极 差 法 测

定
,

施钾处理与对照比
,

增产均达极显著水准
。

亩施氛化钾 4 公斤
,

每公斤氧化钾增产稻谷

2 4公斤 , 随着钾肥用量增加
,

每公斤氧化钾增产的稻谷分别下降到 18 公斤和 4
.

2公斤
。

亩施抓

化钾 12 公斤的D处理与施 8公斤的 C处理比
,

产量虽高
,

但未达显著水准
。

因此
,

在该田以亩

施 8 公斤氯化钾为宜
。

目琢在施肥数量相等
,

施用方法不 同的 C
、

E
、

F 3 个处理之间
,

产量差异均 未达显著标准
。

说明水稻施用钾肥的方法并不重要
,

也就是说早杂对钾肥的施用时期要求不严
,

只要将需补

施的钾肥在第一次耘禾前全部施入
,

增产效果基本接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