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补钾肥提高土壤肥力

戴志新 徐 茂

(江苏省土肥站 )

根据第二次土壤普查
,

江苏省农用耕地有 8 2 2 4 万亩
,

其中一级占 1
.

5%
,

二级占 15
.

5%
,

三级占 37 %
,

四级占 36 %
,

五级占 10 %
。

实践证明
,

我省农业生产水平每登上一个台阶都与大

面积的改土培肥分不开
。

从五六十年代的沤改早
,

六七十年代的早改水
、

种绿肥
,

七八十年代的

土壤普查
、

因土施肥
,

至八九十年代的配方施肥
,

使我省粮食总产在 1 9 5 9
、

1 9 7 5
、

1 9 8 3 年分别跨

上 2 0 0
、

2 0 0
、

3 0 0 亿公斤的台阶
,

1 9 5 4 年高达 5 3 5 亿公斤
。

但是 1 5 5 4 年以后的 1 1年
,

粮食总产

一直徘徊在 30 。一 3 3 5 亿公斤之间
,

平均每年 3 1 5 亿公斤
。

究其原因
,

除了耕地逐年减少且后备

资源不足
;
中低产田面积大和 自然灾害等因素外

,

比较突 出的问题是耕地地力下降
,

特别是耕

地钾素含量下降明显
。

必须采取措施
,

增肥补钾提高耕地钾素肥力
,

确保
“

九五
”

期末粮棉油单

产在现有基础上增产一成
。

土壤含钾 t 状况

(一 ) 第二次土壤普查时土壤的含钾 t

根据全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统计
,

土壤耕层速效钾平均为 1 18 m g k/ g
,

分别是全钾
、

缓效钾

含 量的 。
.

71 %和 19
.

8%
,

速效 钾含 量大 多数在 50 一 15 Om g k/ g 之 间
,

其中 < 50 m g k/ g 占

1 0%
,

5 0一 l o om g / k g 占 4 0 %
,

1 0 0一 1 5 o m g / k g 占 2 6%
,

> l s o m g / k g 占 2 4%
,

由此看出
,

缺钾

土壤面积较大
。

全省土壤速效钾含量以苏北高于苏南
,

一般高出 SOm g / k g
,

全省 n 个市中以

苏北的连云港市
、

盐城市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
,

分别为 1 88 m g k/ g 和 1 7 6m g / k g
,

苏南平均为

9 2m g / k g
,

其中镇江市只有 7 9m g / k g (表 1 )
。

丧 1 江苏省各市土坡的速效钾 (K )含 t 比较

市 名
总面积

(万亩 )

平 均

含 t

( m g / k g
> 2 0 0 1 5 1一 2 0 0 5 1一 1 0 0 < 50

全 省

徐州市

淮阴市

连 云港

盐城市

南通市

扬州市

南京市

镇江市

常州市

无锡市

苏州市

各级含 t 比例 (环 )

1 0 1一 1 50

( m吕/k g )

2 5
.

63

2 6
.

4 1

3 9
.

9 4

4 1
.

3 5

9
.

50

9
.

54

4
.

0 1

6
.

5 8

8
.

7 5

1 1
.

2 0

1 4
.

5 9

2 6
.

0 0

8
.

7 6

7
.

5 5

5
.

1 8

5
.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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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壤钾含t 变化的特点

1
.

土壤速效钾下降
:

第二次土壤普查 中先后建立起来的土壤监测点
,

国家级 5 个
,

省级

1 32 个
,

市级 2 64 个
,

县级 1 98 个
,

全省一共有 5 94 个土壤监测点
,

覆盖了 86
.

8 %的耕地
,

初步

形成了土壤肥力监测网络
。

自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的十多年的土壤监测结果表明
,

全省土壤速

效钾平均含量仅 84 m g / k g
,

每年平均减少 2
.

3m g / k g
。

全省六大农业区下降顺序是
:

里下河 >

沿江
、

徐淮 > 太湖
、

丘陵 > 沿海 (表 2 )
。

其变化规律
:

一是同一土类土壤耕层速效钾的变化与其

钾素含量密切相关
,

即原来速效钾含量高
,

下降速度快
,

幅度大
; 反之亦然

。

如潮土类型中的淤

表 2 江苏省六大农业区土维速效钾下降状况

(单位
:
m g / k g )

农业 区名 博下和
监测值 8 4

.

3

每年下降值 一 4
.

1

沿海

10 0
.

0

一 0
.

8

全省

8 4
.

0

一 2
.

3

土
,

速效钾含量为 2 23
.

s m g k/ g
,

平均每年下

降 2
.

Zm g / k g ; 两 合土 速效 钾 含量 为 1 09
.

3

m g / k g
,

平均每年下降 1
.

s m g / k g ; 沙土速效

钾含量最低
,

仅为 70
.

Zm g k/ g
,

平均 每年下

降 。
.

gm g k/ g
,

其 减 少 的 量仅为 淤 土 的

40
.

9%
。

二是土壤钾素减少随着时间推移而

减少
,

呈指数相关
,

即随时间推移
,

土壤耕层速效钾逐渐减少
,

而每年下降的速度逐渐降低
。

三

是下降速度与作物种类密切相关
。

形成 1 00 公斤经济学产量需吸收氧化钾
,

棉花为 4 公斤
,

水

稻为 2
.

1一 2
.

3 公斤
,

三麦为 2
.

2一 2
.

5 公斤
,

作物收获前后棉花田速效钾下降速度大于水稻和

三麦田
。

2
.

缺钾土壤面积增加
:

部分市县相继开展地力调查工作
,

也就是在第二次土壤普查主剖

面点上重新采样分析化验
,

并进行 比较
。

盐城市采集主剖面点所在 田块耕层样品 1 3 1 8个
,

速效

钾平均 含量为 12 1m g k/ g
,

比第二次 土壤 普查 1 77 m g / k g 下 降 31
.

6%
,

平均 每年下 降 5
.

6

m g / k g
,

缺钾面积增加
,

由 2 6
.

4%增加到 5 8
.

5%
。

如东县采集 1 0 3 5 个耕层样品
,

全县土壤速效

钾平均 含量为 l o Zm g / k g
,

比第二次土壤普查 时 ( 1 38 m g k/ g ) 下降 3 6m g / k g
,

平均每年下 降
3m g / k g 左右

。

部分富钾地区出现缺钾症状
。

其它市县地力调查的结果
,

土壤速效钾也呈下降

的趋势
。

二
、

土壤含钾量下降的原因

(一 ) 有机肥用 l 减少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

全省肥料工作实行
“

三结合三为主
”

的方针
,

有机肥 (包括农家肥
、

绿肥
、

秸秆还 田和草塘泥 )施用量高达每亩 3 0 0 0 公斤左右
,

增肥改土
,

效果显著
。

由于商品经济

表 3 宜兴市有机肥施用 l 的历年变化

年 份 19 6 5 } 19 7 0 ) 1 98 0 ! 1 9 8 5

有机肥

( k g /亩 )
20 9 3 2 95 6 2 3 8 2 16 0 0

, ” 9 0 }
` 9 94

9 2 7 8 6 2

折合钾
( K ZO

,

k g /亩 )
12

.

5 6 1 7
.

74 1 4
.

2 9 9
.

6 0 5
.

5 6 5
.

1 7

的发展
,

价值规律的影响
,

传统的积造有机肥

受到强烈地 冲击
,

全省有机肥施用量逐年下

降
,

目前每亩耕地仅施用几百公斤有机肥
,

以

致随有机肥进入土壤的钾急剧下降
。

据宜兴

市资料
,

1 9 9 4 年每亩施用有机肥仅为 8 62 公

斤
,

折合钾 ( K
Z
O ) 为 5

.

17 公斤
,

仅是 1 9 7 0 年

的 2 9 % (表 3 )
。

(二 ) 化肥用 t 增加

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化肥工业的发展
,

化肥用量逐年增加
。

全省 1 9 5 0
、

1 9 5 5
、

1 9 9 0
、

1 9 9 5年

化肥施用总量 (折纯 )分别为 1 1 8
.

2
、

1 5 7
.

8
、

2 2 1
.

8
、

2 4 9
.

7 万吨
,

每亩耕地平均施用 1 6
.

9 7
、

2 0 7



22
.

85
、

3 2
.

44
、

3 8
.

8公斤
,

10 年间化肥施用量翻一番
。

化肥用量虽然逐年增加
,

但问题是氮多
、

磷少
、

钾严重不足
。

全省 1 9 8 7
、

1 9 9 0
、

1 9 9 3 年投入的化肥中 N : P Z
O

: : K Z
O 分别为 1 : 0

.

2 6 :

.0 0 3
、

1 , .0 25
, .0 0 5

、

1 , .0 3 3 , 0
.

09
。

近年来氮磷钾比例较前有所改善
,

但比例失调问题并未

解决
。

(三 ) 复种指数提高

1 9 9 2 年全省复种指数为 1
.

84
,

而南通市 已达 2
.

34
。

种植强度越高
,

每年收获的次数越多
,

从土壤中移走钾的数量就越大
,

三熟制从土壤中移走钾的数量 比二熟制高 46 % (表 4 )
。

表 4 不同种植制度下禾谷类作物移走的养分 t ( k g /亩 )

种值制度

①三熟制

作 物 产 量

②二熟制

早稻

晚稻

大麦
J

总计

单季晚稻

小麦

总计

①减②

3 6 0

3 2 0

1 8 7

8 6 7

3 8 0

2 2 0

6 0 0

2 6 0

N

7
.

8 0

5
.

5 3

4
.

6 0

17
.

9 3

7
.

0 0

5
.

7 3

12
.

7 3

5
.

2 0

地上部移走的养分量
“

P ZO
S

3
.

2 0

2
.

4 7

2
.

1 3

7
.

8 0

3
.

3 3

4
.

0 0

:
.

::

K
Z
O

1 0
.

2 0

8
.

1 3

3
.

3 3

2 1
.

6 6

1 1
.

3 3

3
.

4 7

1 4
.

8 0

6
.

8 6

·

5年平均养分量
。

(四 ) 引进了高产耗钾品种

良种虽可获高产
,

但同时也从土壤中移走了更多的钾
。

1 9 7 9年 引进杂交稻之后
,

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
,

1 9 9 0 年达 1 6 0 5 万亩
,

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44 %
,

亩产比常规稻高 1 00 公斤以上
。

杂交

稻对氮的需求与常规稻相似
,

而对钾的需求比常规稻高 40 %
,

1 0 0 0 公斤杂交稻谷需吸收钾

( K
Z
O ) 3 5一 4 3公斤

,

而常规稻仅 2 5一 2 8 公斤
。

(五 ) 耕作制度的改革

实行少免耕能适时播种
,

省工省力
,

节约能源
,

降低成本
。

但是长期少免耕
,

耕地得不到深

耕晒堡
,

表层 (0 一 sc m )土壤速效钾与常规耕作差异不大
,

而 5一 2 c0 m 土层速效钾明显低于常

规耕作的土壤
。

据在二合土
、

淤土上进行的 8 年免耕试验结果
,

速效钾比常规耕作分别减少

4m g / k g 和 4
.

3m g / k g
。

三
、

增肥补钾工程的实施

为了遏制土壤钾素逐年下降
,

使土壤钾的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
,

从现在起
,

我们在全

省范围内实施了增肥补钾工程
。

(一 ) 方法措施

1
.

宣传发动
:

利用各种宣传媒介
,

积极开展补钾工程的宣传
,

务必使各级领导
、

广大农技

干部和农 民明确这一工程在
“

三高农业
”

中的作用
,

加深对补钾工程重要性
、

紧迫性的认识
,

争

取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

2
.

分区划片
,

制定计划
:

各地要在第二次土壤普查的基础上
,

结合近几年来的配方施肥
、

地力调查和土壤监测等情况
,

进一步摸清缺钾土壤的分布
、

面积
,

首先完成严重缺钾区
、

一般缺

钾区
、

潜在缺钾区的划定工作
,

明确区分重点补钾区和一般补钾区
,

重点补钾作物和一般补钾

作物
,

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

实行分类指导
。

2 0 8



3
.

以点代面
,

三 田配套
:

各地要在补钾工程实施区域 内
,

建立试验 田
、

示范 田和对 比田
。

要

重点抓好常熟
、

漂阳
、

姜堰
、

东台
、

淮安和邢州等 6 个省级补钾工程示范市 (县 ) ;
每币抓好一个

重点县
,

每个县抓好 2一 3 个重点乡镇
。

(二 ) 具体要求

我省 目前每年使用钾肥 20 万吨
,

占化肥总量的 2
.

2%
,

其中我省生产的钾肥仅 0
.

29 万

吨
,

国产青海钾肥 1 万吨
,

其余全部依靠进 口
。

要增加土壤钾的投入
,

必须继续实行
“

有机无机

相结合
,

以有机肥为主
” 的方针

。

增补钾肥要求做到
“

三增一深
” 。

即
:

1
.

增加有机肥的投入
:

每亩耕地增施 1 吨有机肥
。

目前土壤钾素的补充近 90 %要依靠有

机肥
,

化学钾肥仅占 10 %左右
,

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

增补钾肥除了正常的积造肥外
,

重点抓二

条
:

一是秸秆还田确保 5 0 0 0 万亩次
,

特别要多层次
、

多形式推广秸杆还田
,

这是补充土壤钾素
,

提高土壤钾素肥力极为有效的途径
。

苏南发展机械化秸杆还 田
,

苏北重点发展 留高茬
、

秸杆覆

盖和过腹还 田
,

确保在现有还草量基础上
,

每亩再增加 50 公斤还草量
。

二是积用河泥
,

实行人

莆机吸相结合
,

不断扩大吸喷河泥肥面积
。

2
.

增加配方专用肥的投入
:

三分之一耕地每亩施用 50 一 80 公斤配方专用肥
,

大力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
,

根据土壤钾素含量
,

计划产量
,

确定肥料配方
,

由配肥站生产配方专用肥
。

做

到
“
测土

、

定产
、

配方
、

生产
、

供肥
、

施用
”
一条龙

。

3
.

增加单质钾肥的投入
:

重点补钾作物每亩施用钾肥 10 一 20 公斤
。

目前
,

要扩大进 口
,

每

年增加进 口 10 一 15 万吨
,

增加钾肥施用量
。

当土壤速效钾含量 < 50 m g k/ g
,

每亩施 20 公斤钾

肥为宜
,
若速效钾含量为 50 一 I Oo m g k/ g 时

,

每亩施 15 公斤钾肥
;
若速效钾含量 为 1 00 一

15 0m
g k/ g 时

,

每亩施用 10 公斤钾肥
。

确保棉花
、

杂交稻等重点补钾作物每亩至少施用 10 公

斤钾肥
。

4
.

深施钾肥 (9 一 1 c5 m 土层 )
:

当季效果和后效都好
。

大力推广化肥深施器
,

提高钾肥利用

率
。

力争经过 3一 5年增肥补钾及合理轮作
、

耕作 (尽量避免连年重茬
,

深
、

浅
、

少
、

免耕相结合 )
,

耕地钾含量一定会得到恢复和提高
。

(上接 第 2 1 5 页 )

钾用量不超过 2 5 k g /亩 ( K
Z
O 1 5 k g /亩 ) 时

,

土壤中 lC
一

没有明显增加
,

但长期施用
,

是否会引起

lC
一

的积累
,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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