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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
,

抓化钾和硫酸钾对夏甘落的增产作用基本上是等肥等效的
;在常规用量范围内

,

对夏甘落品质无显

著不利影响
;在当前生产条件下

,

夏甘薯 以亩施氛化钾 1 。一 15 k g 较为适宜
。

甘薯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轻工原料
,

其吸收氮磷钾三要素的顺序为钾 > 氮 > 磷
〔̀ , 。

长期以

来
,

不少学者认 为甘薯为
“
忌氯

”

作物
〔 2〕 ,

限制了氯化钾在甘薯上的施用
。

近年来
,

随着复种指数

的提高
,

土壤钾素耗竭加剧
,

增施钾肥 已势在必然
。

我国钾肥资源以氯化钾为主
,

因而
,

研究氯

化钾对甘薯产量
、

质量和土壤性质的影响
,

对于促进甘薯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

一
、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1 9 9 3一 1 9 94 年分别在临沂市白沙埠镇柏家庄和建设村进行
。

供试土壤均为棕壤
,

肥力中等
,

地势平坦
。

分别在施肥前和甘薯收获后采集耕层土壤
,

风干
,

磨细
,

供分析用
。

施肥

前 0一 20
o m 土壤理化性状见表 1

。

衰 1 试 验 地 土 镶 理 化 性 状

地 点 } 土 壤 } 质 地
有机质
( g / k g )

速效氮
m g k g 一 1 )

速效碑
( m g k g 一

1
)

速效钾
( m g k g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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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壤

轻壤 { :

C I一 1

( m g k g 一 1 )

2 3
.

8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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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设计

.1 钾肥品种及用量对 比试验
:

在亩施 N 3
.

75 k g
,

P 2
O

5 1
.

87 k5 g 的基础上
,

设 5 个处理
:
( 1)

不施钾 ( C K ) ; ( 2 ) 亩施 K Z
O ( K C I) 7

.

s k g ; ( 3 ) 亩施 K
Z
O ( K

Z
SO

;
) 7

.

s k g ; ( 4 ) 亩施 K
Z
O ( K C I )

1 5 k g ; ( 5 ) 亩施 K
Z
O ( K

Z
S O

`
) 1 5 k g

。

小区面积 0
.

0 5 亩
,

顺序排列
,

重复 3 次
,

于 1 9 9 3 年实施
。

2
.

氯化钾适宜用量试验
:

在亩施 N S
.

ok g
,

P
2
0

5 4
.

ok g 的基础上
,

共设 6 个处理
:
( 1) 不施

K C I ( C K ) ; ( 2 ) 施 K C l l o k g /亩
; ( 3 ) K C l l s k g /亩

; ( 4 ) K C 12 o k g /亩
; ( 5 ) K C 12 5 k g /亩

; ( 6 )

K C 13 ok g /亩
。

小区面积 0
.

0 5 亩
,

随机排列
,

重复 3 次
。

1 9 9 4 年在柏家庄实施
。

(二 ) 肥料及施用方法

氮肥用尿素 (含 N 4 6 o g / k g )
,

磷肥用过磷酸钙 ( P
Z
O

5 1 z o g / k g )
,

氯化钾为青海产 ( K
Z
O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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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 g)
,

硫酸钾为西欧产 ( K
2
0 5 00 9 k/ g )

。

所用肥料混合均匀后
,

均作基肥
,

在扶垄时一次施入垄

底
。

(三 ) 甘薯品种
、

密度及收获方法
。

供试甘薯品种为青农 2 号
.

长势均匀
,

于 6 月 20 号定植
。

垄距 83 c m
,

株距 25 c m
,

每小区 6

垄
,

定植 1 74 株
,

折合每亩 3 4 8。 株
。

收获时
,

每小区鲜薯全部称重 计产
。

品比试验每小区随机

抽取 5
.

ok g 鲜薯
,

切片晒干
,

计算出干率
。

另取鲜薯 2
.

ok g
,

供品质分析用
。

(四 ) 分析方法

土壤分析按《土壤农化分析 》和 《土壤理化分析 》中的常规方法进行
。

甘薯品质分析
:

淀粉用

酸水解斐林碘量法
,

不溶性糖用斐林试剂容量法
;
粗蛋白用半微量凯氏法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氯化钾对甘薯产量的影响

夏甘薯增施氯化钾或硫酸钾均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表 2 )
。

与不施钾 (C K ) 相比
,

亩增产

鲜薯 3 5 5一 6 2 s k g
,

平均 为 4 7 x
.

s k g
,

增产 1 4
.

7一 2 5
.

8%
,

平均为 1 9
.

3%
,

夏甘薯施用氯化钾对

块根产量及出干率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

亩施 K
Z
O 7

.

sk g 时
,

氯化钾 比硫酸钾平均亩减产鲜薯

2 8 k g
,

减产 1
.

0 % ; 出干率降低 。
.

4 个百分点
,

降低 1
.

16 % ;
亩施 K

2
0 1 5k g 时

,

氯化钾 比硫酸钾

平均亩减产鲜薯 1 1 k4 g
,

减产 3
.

7 %
,

出干率降低 0
.

5 个百分点
,

降低 1
.

43 %
。

最后反应在薯干

的亩产量上
,

施用氯化钾 比硫酸钾亩减产 2 0
.

9一 54
.

s k g
,

减产 2
.

5一 5
.

1%
。

表 2 氯化钾与硫酸钾对夏甘薯产量的影响

处 理

( k g /亩 )

C K

K 2 5 0 -

小区鲜薯 产量 ( k g 小区 )

}
I } ,

{
- 川鱼羊薯亩产

一 ( k g /亩 )

薯干亩产
( k g 亩 )

:::

相对产量

(% )

1 0 0

K ZO

7
.

5 ( k g /亩 )
K C I

增减

K Z S O
;

1 2 4
.

0

1 3 9
.

0

1 3 7
.

2

一 1
.

8

1 18
.

7

1 4 3
.

0

14 0
.

4

12 3
.

0

14 1
.

6

14 2
.

2

少
.

相 对产量 一出干率

一 {兰二一生_ 竺二
10 0 3 3

.

5

1 1 5
.

8 3 4
.

6

1 14
.

7 3 4
.

2

了
一 0

.

4

1 1 9
.

6

1 1 7
.

1

K ZO

1 5 ( k g /亩 )
K C I

增减

1 5 0
.

0

1 4 5
.

8

一 4
.

2

一 2
.

6

1 5 2
.

3

+ 0
.

6

15 7
.

6

咒
14 8

.

0

一 9
.

6

1 5 3
.

3

1 4 7
.

6

一 5
.

7

2 4 3 8

2 8 2 4

2 7 9 6

一 2 8

3 0 6 6

2 9 5 2

一 1 1 4

12 5
.

8

1 2 1
.

1 ::
1 3 1

.

0

1 2 6
.

1

一 0
.

5

8 16
.

7

9 77
.

1

9 56
.

2

一 20
.

9

1 0 7 0
.

0

1 0 1 5
.

5

一 54
.

5

(二 ) 氮化钾对夏甘薯品质的影响

增 施氯化钾或硫酸钾对甘薯品质都有一定的影响 (表 3 )
。

和对照相 比
,

亩施 K
Z
O 7

.

s k g

时
,

淀粉含量分别平均提高 0
.

78 和 1
.

1 个百分点
,

不溶性糖分别提高 0
.

02 和 。
.

19 个百分点
,

粗蛋 白分别提高 0
.

05 一 。
.

15 个百分点
;
亩施 K

Z
( ) 1 k5 g 时

,

淀粉含量分别 比对照提高 1
.

4 和

2
.

76 个百分点
,

不溶性糖分别提高 0
.

55 和 0
.

38 个百分点
,

粗蛋 白提高 0
.

33 和 0
.

13 个百分

点
。

施氯化钾和硫酸钾相比
,

淀粉含量降低
,

而不溶性糖和粗蛋白反而升高
。

亩施 K
Z
O 7

.

s k g

时
,

淀粉含量降低 0
.

32 个百分点
,

降低 1
.

62 %
,

而不溶性糖和粗蛋白分别升高 。
.

17 和 0
.

14

个百分点
,

分别升高 0
.

32 %和 5
.

9% ; 亩施 K
2
0 1 k5 g 时

,

淀粉含量降低 1
.

36 个百分点
,

降 6
.

2%
,

而不溶性糖和粗蛋白分别升高 0
.

17 和 0
.

2 个百分点
,

分别 卜升 4
.

8%和 8
.

2%
。

(三 ) 氮化钾对土壤氛离子含量的影响

甘薯能否施用氯化钾
,

不仅取决于甘薯对氯离子的反应
,

而且还取决于土壤中氯离子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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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淀 粉 ` g
, `

k g )

。
1

.

氮化钾与硫酸钾对夏甘 , 品质的影响

处 理
不溶性糖 g( /k g )

l } -

9一一了11

又一...232523
6514...232224+19495

六j认̀
`

匕」夕一勺么八̀C K 4 3 0
.

8

X

2 9
.

9

粗 蛋 白 ( g /k g )

.
}

-

K 20

7
.

5 ( k g 亩 )

K 2 5 0
;

K C I

增减

K 2 (S )
4

K C I

增减

1 9 9
.

2

2 0 9
.

9

2 0 6
.

8

一 3
.

1

2 2 0
.

6

2 1 2
.

8

一 7
.

8

2 1 0
.

二

2 2 1
.

8

2 1 8
.

示

一 3
.

3 0

2 3 8
.

8

20 6
.

5

2 1 7
.

5

2 1 4
.

3

一 3
.

2

2 3 9
.

6

2 2 0
.

6

一 1 9
.

0

又

2 0 5
.

2 16
.

2 1 3
.

一 3
.

: {
.

;
3 0

2 + 1
.

8 段7 十 1

co462.29.2831+3
10912930旅+0

月冲9ú

1
.

4

K : O

5 ( k g /亩 ) 巡
.

2 3 3
.

0

2 1 9
.

4

一 13
.

6

3 4
.

7

3 6
.

5

+ 1
.

8

3 2
.

9

3 4
.

5

十 1
.

6 + 1
.

7

25
.

2

25
.

2

O + 1
.

9 0

2 3
.

1

2 3
.

6

2 4
.

9

+ 1
.

3

2 4
.

4

2 8
.

5

4
.

1 0

2 4
.

5

2 6
.

5

+ 2
.

0

232533353335

77

月了月吐`O一O
.

…
内jg一少é,J9一n自,ùO乙

n乙J任j口O白少目9目,上ù .111

010巧即2530

留积累
。

收获后在各小区 O一 20 c m 取土测定

lC
一 ,

结果 (表 4) 表 明
,

除亩 施 K Z
O 1 5k g 的

K CI 处理略有升高外
,

其余均 比对照略有下

降
。

证 明 氯 化 钾 在 亩 用 量 不 超 过 2 5 k g

( K
Z
O 1 5k g )时

,

不会在土壤中迅速积累
。

(四 ) 氮化钾在夏甘薯上的适宜用量

为了摸清氯化钾在夏甘 薯上的适宜 用

量
,

1 9 9 4 年安排了氯化钾用量试验
,

结 果见

表 5
。

由表 5 知
,

在其他试验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
,

当亩施 氯 化钾 3 Ok g 时
,

已 出现 毒害 作

用
,

产量下降
。

对试验结果进一步作方差分析

(表 6) 得知
,

处理间 F 值为 14
.

69
,

大于 OF
.

。 l

一 5
.

64
,

达极显著水平
,

说明施用氯化钾有极

好的增产效果
。

对产量进一步作多重 比较 (表

7) 得知
,

施氯化钾的所有处理与对照间产量

差异均达到极显著程度
,

而氯化钾不 同用量

处理间的产量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

表明

氯化钾对夏甘薯的增产作用主要是在低用量

时实现的
。

山东临沂地区甘薯主要分布在山

地丘 陵区的棕壤和褐土上
,

土地痔薄
,

养分匾

表 4 氮化钾与硫酸钾对土壤 lC
-

含 t 的影响

处 理 C K
K ZO

K C I

7
.

5 ( k g /亩 ) }K
z O

K : 5 0 。
K C I

2 5
.

4

1 5 ( k g /亩 )

} K
Z s o

;

C l一 l

( m g k g 一
l
) -

又

比 C K 增减

22
.

9 2 2
.

0

2 1
.

6 2 0
.

9

22
.

1 2 1
.

3

22
.

2 2 1
.

4

一 0
.

8 一 1
.

6

::
.

;
2 4

.

+ 1

2 1
.

1

2 0
.

0

20
.

4

2 0
.

5

一 2
.

5

表 5 氮化钾用 t 对甘薯产 t 的影响

用 量
小区鲜薯产量 k( 创

一 } -

忿飞
K C I

( k g 亩 )

1 2 3
.

9

9 8
.

2 5

1 19
.

5

12 6
.

4

12 9
.

3

1 2 6
.

0

1 1 7
.

3

1 02
.

9

1 15
.

4

1 25
.

3

1 25
.

1

1 30
.

5

1 19
.

7

又

9 3
.

55

1 1 6
.

8

1 2 4
.

7

1 2 6
.

3

1 2 6
。

9

1 2 0
.

3

矛亩 产

( k g )

1 8 7 1

2 3 3 6

2 4 9 4

2 5 2 6

2 5 3 8

2 4 0 6

表 7 撅化钾不同用 t 的甘 , 产 t 差异比较

( L S D法 )

表 6 抓化钾不同用 t 的产 t 方差分析

小小区产量量 X 2 555 X 2 000 X 1 555 X 3 000

((( k g /亩 )))))))))))

}自由度 i均方 ! F值 } 0F F
。 。 -

以ù油

盯一33变异来源

处理间

重复间

误差

总变异

平方和

2 36 8
.

7 9

85
.

7 9

32 2
.

5

贯
’

8 ] 4
.

6 9
“ 晚

3

3 3 4
.

10 7

10 3 2
.

2 5

2 77 7
.

10 1 7

2 5 1 2 6
.

9

2 0 ] 2 6
.

3 0
.

6

15 1 2 4
.

7 2
.

2 l
.

if

3 0 1 2 0
.

3 6
.

6 6
.

0 4
.

4

10 ] 1 6
.

8 10
.

1 9
.

5 7
.

9 3
.

5

0 9 3
.

6 3 3
.

4
“ .

3 2
.

8
香 份

3 1
.

2
. ’

2 6
.

8
餐 .

2 3
.

3
份 .

乏
,

其速效钾含量大体为 30 一 7 5m g k g
一

` ,

平均为 51
.

l m g k g
一 l ,

为中等偏低的水平
。

根据这一实

际生产状况
,

氯化钾亩施用量以 10 一 1k5 g 较 为适宜
。

综上所述
,

施用氯化钾或硫酸钾 ( K
:
0 7

.

5一 1 5 k g /亩 )鲜薯可增产 15 一 2 6% ;施用氯化钾

对甘薯的品质无显著影响
;
在山东临沂地区山地丘陵区的棕壤和褐土上

,

氯化 (下转第 20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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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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