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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郊区菜地土壤含钾水平及供钾动态

高小杰 胡霭堂

(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 (南京农业 大学 )

摘 要

南 京郊 区菜地 土壤钾素含量属中等偏低水平
.

其 含钾及供钾状况随成土母质等不同而异
。

菜地土壤的钾素含量及供钾状况与一般粮田土壤相比
,

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

因为蔬菜作物

比粮食作物的需钾量大
,

且根系分布浅
,

吸钾能力相对较弱
。

钾作为
“
品质元素

” ,

不仅能提高蔬

菜的产量
,

更能改善蔬菜的品质
〔 `止。

南京郊 区主要的土壤类型有三种
:

发育于长江冲积物母质的灰潮土
,

分布于沿江地区
;
发

育于秦淮河冲积物母质的水稻土
,

分布于南郊秦淮河沿岸地区
;
发育于下蜀黄土及各种坡积物

母质上的黄棕壤
,

主要分布于东郊一带
。

三种类型的土壤 由粮田改为菜地以后
,

由于改种的年

限及栽培管理措施不同
,

致使各 自的肥力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
。

本文仅就土壤钾素含量

及供钾状况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材料与方法

采集南京市郊区菜地土壤样品 1 71 个
’ ,

取样深度 。一 20 厘米
,

用于研究和评估南京郊区

菜地土壤的供钾概况
。

在此基础上
,

选用能代表三种不同母质的菜地土壤进行盆栽耗竭试验
,

每种上壤设三次重复
,

共计 9 盆
,

轮作叶菜类蔬菜兰茬 (第一茬收获后盆栽土壤放置 了 8 周 )
,

以 比较研究不同母质菜地土壤的供钾状况
。

盆栽用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见表 1
。

土壤基本理化

性状及土壤钾素含量的测定按《土壤农化分析尸
〕
进行

。

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供试土壤总体的钾素含量水平

在测定 了全部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基础上
,

另选部分有代表性的土样测定了土壤

全钾
,

结果见表 2
。

由表 2 看出
,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的全钾含量属中等水平
; 土壤缓效钾和土壤

速效钾含量都属中等偏低水平 (见表 4 分级指标 )
。

土壤全钾含量的变异系数相对较 小
,

而速效

钾含量的变异 系数较大
。

这可能是因为土壤速效钾含量除了土壤 自身的影响因素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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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飞 供 盆 栽 用 土 坡 的 墓 本 理 化 性 状
`

(采样 日期 1 9 9 2
.

2 )

采采 样样 马 群 乡乡 石 门坎 乡乡 沿 江 乡乡 采 样样 马 群 乡乡 石 门坎 乡乡 沿 江 乡乡

地地 点点 青马一 队队 杨 庄 村村 冯 墙 村村 地 点点 青马一队队 杨 庄 村村 冯 墙 村村

母母质类型型 下蜀黄土土 秦淮河冲积物物 长江冲积物物 碱解氮氮 66
.

000 7 4
.

666 6 0
.

333

((((((((((( m g / k g )))))))))

土土壤名称称 黄棕壤 ( I ))) 水稻土 ( I ))) 灰潮土 ( . ))) 速效磷磷 24
.

555 4 5
.

999 5 5
.

666

(((代号 ))))))))) ( m g / k g )))))))))

质质 地地 粘壤 土土 粉壤土土 细砂土土 全 钾钾 11
.

555 11
.

444 1 2
.

000

(((中国制 ))))))))) (g / k g )))))))))

粘粘土矿物物 水云母 高岭石石 水云母 蛙石石 水云母 高岭石石 缓效钾钾 4 4 000 5 1888 33 333

种种类类 蛙 石 绿泥石石 高岭石 蒙托托 蛙石 绿泥石石 ( m g / k g )))))))))

石石石石 绿泥 石石 蒙托石石石石石石

粘粘粒含量量 2 7
.

333 2 4
.

222 10
.

555 速效钾钾 8 9
.

111 93
.

111 3 8
.

111

(((% ))))))))) ( m g / k g )))))))))

有有机质质 1 0
.

111 25
.

555 8
.

2 000 C E CCC 12
.

333 1 5
.

666 6
.

9666

((( g / k g ))))))))) ( e m o l / k g )))))))))

全全 氮氮 0
.

9 444 1
.

4 666 0
.

6777 P HHH 5
.

9 333 7
.

6000 4
.

2 666

((( g / k g )))))))))))))))))

,

黄棕壤和水稻土种植年限 15 年左右
,

灰潮土种植年限为 25 年左右
。

表 2 南 京 市 郊 区 菜 地 土 壤 的 平 均 钾 紊 ( K ) 含 t

项 目 ( n )

全 钾 ( g / k g ) ( 30 )

缓效钾 ( m g / k g ) ( 1 7 1 )

速效钾 ( m g / k g ) ( 1 7 1 )

X 士 S

1 4
.

8士 2
.

8

4 4 0
.

0士 1 14
.

9

6 5
.

3士 23
.

3

变 幅

1 0
.

4一 20
.

0

2 3 5
.

0一 8 7 1
.

2

1 6
.

2一 1 44
.

4

C V %

1 9
.

0 1

占 全 钾 %

黔 黑

动的影响更大 (如种植利用方式
、

种植年限
、

施肥管理措施等 )
。

(二 )不同母质菜地土壤的钾素含量及分布频率

据有关资料
,

土壤钾素含量与成土母质关系密切
〔3 一 5 , 。

在此
,

我们将南京郊区菜地土壤的

钾素含量按三种不同母质类型作了统计比较
,

结果见表 3
。

由表 3 看出
,

三种母质菜地土壤的

全钾含量以长江冲积物的最高
,

下蜀黄土的最低
,

秦淮河冲积物的居中
,

三者两两 比较差异均

达极显著水平
。

而缓效钾含量则是下蜀黄土的最高
,

长江冲积物的最低
,

秦淮河冲积物的居中
。

土壤速效钾含量长江冲积物的与下蜀黄土的差别不大
,

秦淮河冲积物的最低
,

与前两者差异极

显著
。

但无论是哪种形态的钾素含量
,

变异系数大多以下蜀黄土的较低
,

江河冲积物的较高
。

这

是 因为
,

不同时期
,

不同地点冲积物的组成可能不同
。

而下蜀黄土多为坡积物
,

母质组分较为均

一
。

从两种形态的钾占全钾的百分数来看
,

下蜀黄土母质菜地土壤的缓效钾占全钾的百分数最

高 (约 5% )
,

长江冲积物的最低 (约 2% )
,

秦淮河冲积物的居中 (约 4 % )
。

这说明下蜀黄土母质

发育 的土壤
,

其钾的有效度较高
,

长江冲积物的较低
。

原因可能是长江冲积物母质的土壤质地

偏砂 (见表 1 )
,

而砂粒中往往含有较多的长石类含钾矿物
〔3

,

5 , 。

土壤用 l m ol / L H N O
。

溶液煮沸

10 分钟所提取的缓效钾则多半来 自云母类层状硅酸盐矿物
。

土壤速效钾占全钾的百分数也以

下蜀黄土的最高 (约 0
.

7% )
,

同样说明其钾的有效度较高
,

从而供钾状况较好
。

不同母质菜地土壤钾素含量的分布频率见表 4
。

分级指标系依据盆栽试验结果和参考 《土

壤农化常规分析方法 》〔 6 3
制作

。

从表 4 看出
,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的钾素含量属于中
、

低水平的达

80 一 90 %
,

这再次表明南京郊区菜地土壤普遍缺钾
。

2 3 9



表 3南 京 市 郊 区 不 同 母 质 菜 地 土 坡 的 钾 紊 含 t

项项 目目 全 钾 ( g
,
k g ))) 缓 效 钾 ( m g / k g ))) 速 效 钾 ` m g / k g )))

母母母

丫
“ 幅

留赣赣
占 。。 占 。。

质质质质
,了 一 L Q 户 、 尹 Z 、 山份 」忆忆 V 一` Q 户 、 , Z 、 J 分 j卫卫

飞飞飞飞汀 变 幅 丫 亩算煮煮 飞汀 变 幅 女 亩算煮煮
nnnnnnn / 丁上上 D / l口匕匕

/////// OOO / OOO

长长沛沛 1 6
.

3士 2
.

0 1 2
.

2
一

2 0
.

0 1 2
.

10 a AAA 4 1 7
.

1士 8
.

3 2 2 5 1
.

9
一

6 4 5
.

5 1 9
.

9 2
.

6 2 b BBB 6 7
.

8士 2 3
.

6 2 1
.

3
一

11 5
.

5 3 4
,

8 0
.

4 8 a AAA

积积积 ( 19 ))) ( 1 1 5 ))) ( 1 1 5 )))

江江 物物物物物

下下黄黄 1 0
.

5士 0
.

2 10
.

4一 1 0
.

8 1
.

7 0 e CCC 4 9 7
.

5 士 12
.

2 6 2 5 1
.

6
一 7 48

.

0 2 4
.

6 5
.

2 9 a AAA 6 5
.

8士 1 9
.

3 4 2
.

6
一

1 44
.

4 2 9
.

4 0
.

6 8 a AAA

蜀蜀土土 ( 5 ))) ( 38 ))) ( 3 8 )))

一一 一一

}
1 3

.

8 士 1
.

8 1 1
.

5
一

1 6
.

7 1 3
.

3。 b BBB 4 6 5
.

1 士 2 0 3
.

2 2 3 5
.

0
一

8 7 1
.

2 4 3
.

7 4
.

1 2 a bbb 4 8
.

0士 2 2
.

4 1 6
.

2
一

1 1 1
.

8 4 6
.

8 0
.

3 9 b BBB

}}}}}}}}}}} ( 6 ))) ( 18 ) A BBB ( 1 8 )))

秦秦 冲 lllllllll
淮淮积积积积积
河河物一一一一一

表 4 南京郊区不同母质发育的菜地

土坡钾紊含 t 分布频率
`

( % )

指 标 } 很 低 } 低 } 中 } 高

( m R 厂k g ) } ( < 3 0 ) } ( 3 0一 70 ) ! ( 7 0 一 1 2 5 ) } ( > 12 5 )

5 3
.

9 } 4 0
.

9 { 0
.

9

7 1
.

0 1 2 6
.

3 } 2
.

6

1 1
.

1 } 7 7
.

8 】 1 1

上一冲积物一秦淮蜀河

指 标
( m g / k g )

气< 3 3 0 ) 1( 3 3 0一 50 0 ) } ( 50 0 一 7 5 0 ) } ( > 7 5 0 )

1 5
.

6 } 7 1
.

3 } 1 3
.

0 1 0

(三 ) 不同母质菜地土壤的供钾动态

盆栽耗竭试验连续 3 茬种植过程中
,

供

试土壤钾素含量的动态变化如下图所示
。

可

见供试土壤经过三茬种植耗竭后
,

速效钾含

量都随种植茬次而降低
。

其中下蜀黄土母质

的菜地 土壤 ( I 一黄棕壤 )降低最多 ( 90 ~

25 m g k g
一 `

)
,

长江冲积物的 ( l 一灰潮土 ) 降

低最少 ( 40 ~ 3 o m g k g
一 `

)
,

秦淮河冲积物 的

( l 一水稻土 )居中 ( 90~ s o m g k g
一 `

)
。

缓效钾

含量只有长江冲积物母质的土壤 ( l )趋于下

降
,

其余两者都比种植之前升高
。

这表明
,

在

供试的三种土壤中
,

下蜀黄土母质的菜地土

壤和秦淮河冲积物母质的菜地土壤
,

均以土

壤速效钾作为蔬菜钾的主要给源
,

对缓效钾

的依赖性小
,

土壤矿物态钾向缓效态钾的释

放速率较快
,

故缓效钾有积累
;而长江冲积物

母质的菜地土壤
,

由于其原有的土壤速效钾

含量 已很低 ( 38
.

0 m g k g
一 `

)
,

蔬菜钾源主要

冲积江长 物

下 黄
效

隆告仁兰华1 口斗立
钾

{膺着】
2 2

·

2

】
4 4

·

`

l
` 6

·

,

}
` 6

·

7

二 测定速效钾和缓效钾 的土壤标本数均为 1 71 个
。

吕oo

7 oo
.

味双二二

第一茬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 口 . . .

护. . 口口 . 口一 .

一
。

一
口口 . 口口口~ .

诩00S
,

们枷助
( ,之-̀派权拼

00804060加

( .月、 ,Eà拱旅侧

第二往 第兰往 飞李
吕

; 泣 , ~
,

策二气在矿一

0 5 15 2 0

种植时向调 )

2 5 加 0 ` 10 1肠 加

种植时阂润 )

肠 翻

州二一
黄棕壤 水稻土

— X—
’ 一

灰潮土

图 1 耗竭种植过程中土攘速效钾含 t 的动态变化 图 2

一忍一 一
·

一 一 X 一
黄棕壤 水稻土 灰潮土

耗竭种植过程中土坡速效钾含 t 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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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缓效钾
,

吸收速率高于释放速率
,

故种植三茬后缓效钾 含量下降
。

耗竭试验的结果充分表明
,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
.

土壤矿物态钾能不断地释放为缓效态

钾
,

由缓效钾来补充被植物消耗了的速效钾
。

从缓效钾与速效钾含量的增减可以判断土壤的供

钾容量与供钾强度
。

三种供试土壤相比
,

在供钾强度上
,

下蜀黄土母质的菜地土壤与秦淮河冲

积物母质的菜地土壤相似
,

前者稍大
,

但容量不如 后者
; 长江冲积物 母质的菜地土壤

,

无论是容

量还是强度上
,

其供钾性能都较差
。

总之
,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的钾素含量不高
,

而蔬菜作物的需钾量却较大
.

要想获得高产
、

优

质
、

高效益的蔬菜生产
,

施用钾肥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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