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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垦红壤旱地上钾肥与氮肥不同

配比对芝麻和油菜产量的影响

马 茂 桐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南京 2 10 00 8

摘 要

19 9 1一 1 9 9 3年在江西鹰潭红坡生态站的新垦红城早地上钾肥与氮肥配施试验结果表明
,

芝麻上以每季

亩施 N 1.0 4 k g 配以 K 20 .4 5 k g 的产 t 最离 ; 油菜上以亩施 N 10
.

4一13 .s gk 配以凡 0 9gk 的产t 最高
.

钾一

氮肥配施比单施氮肥
,

芝麻吸收的氮增加 3
.

卜36 .7 % ; 油菜吸收的氮增加 1 .6 7一 .5 8 %
.

不施钾的处理二

土城钾减少 62 m g / gk
; 施用不同t 的钾

,

土坡钾减少成增加的 t 不同
.

关健词 新垦红坡早地 ; 钾一氮配施; 作物产t

我国南方的红壤早地
,

与水田相比
,

产量低
,

效益小
.

其原因之一是不重视肥料的投人

和合理的配比
.

我们在江西鹰潭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站进行了钾一氮合理配比的试验
,

为红

壤早地作物高产
、

高效和优质合理施肥及提高肥效提供依据
.

红壤开垦后
,

先经 3年匀地种

植
.

1” 1 年开始布置试验
,

到 1 9 9 3 年的 3 年间
,

种植 2 季芝麻和 2 季油菜共 4 季作物
.

试

验结果如下
.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L l 土壤

供试土壤的母质系第四纪红色粘土
.

经开垦和匀地种植
,

耕层土壤的主要性质和养分含

量列于表 1
.

该土壤在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开垦不久和肥力较低的早地中颇具代表性
.

表 1 供试土坟主要性质和养分含且

代换t 有机质 全氮 ( l) 全碑( 2) 全钾O ) 速效磷 (2 ) 速效钾 (3 ) 缓效钾 (3 )
P H

—
〔m o l+( ) / k g 〕

—
( g / k g )

—
— ( m g / k g ) —

5
.

52 10
.

9 2 ,
.

8 0
.

5 6 0
.

5 2 12
.

9 8
.

7 10 6 15 8

注
:

( l )指 N : ( 2)为 P 2 0 , ; ( 3 )为 K
Z O

L Z 种植

3年共种植 4 季作物
,

即芝麻一油菜一芝麻一油菜
.

芝麻的品种第 1 季是当地的黑芝麻
,

分枝多
,

草
、

籽比较大 ; 第 3 季是白芝麻
,

草
、

籽 比小于黑芝麻
.

2 季的油菜品种都是
“

胜

利
’

油菜
.

芝麻和油菜种植的密度都为 40 x 1c3 m
.

田间管理方法与 当地的大田生产相同
.

1.3 试验处理和肥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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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处理有 N苏
。 、

N
Z KI 、

N
Z KZ、

N Z K3 、

NI K:和 N
3

K
:

共 6个处理
.

其中 N
:、

N Z、

N
3
分别为每亩施 6

.

9
、

1 0
.

4
、

1 3
.

s k g N : Kl、

x Z
、

K3 分别为每亩施 4
.

5
、

9
、

1 3
.

s k g K
2 0

.

另

外
,

各处理每亩均施 p Z o : g k g
,

M g o 4
.

s k g
,

B o
.

o 7 k g
,

M
o o

.

o 3 k g
,

z n o
.

o 7 k g 和石灰

15 k0 g
.

小区面积 0 .0 4 亩
,

4 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施用的肥料分别是尿素
、

过磷酸钙
、

氯化

钾
、

硫酸镁
、

硼砂
、

钥酸馁和硫酸锌
.

石灰在第 1季芝麻种植前 20 天施人
.

芝麻全部肥料

均用作种肥
.

油菜 2 / 3 氮肥用作种肥
,

1 / 3 用作腊肥追施 ; 其他肥料全部用作种肥
.

每季

施肥量相同
.

2 试验结果
.2 1 钾一氮肥不同配比对产且的影响

,

结果表明 (表 2)
,

在钾一氮肥不同配比的处理中
,

芝麻以 N
Z K :
处理产量最高

,

比不配施

钾 (N
Z K O) 处理增产 巧

.

3一 25
.

9 %
,

也高于其他配 比的处理 ; 油菜产量则以 N苏
:
处理最高

,

比不配施钾处理增产 73 一 1 80 %
,

比其他配比 (N
ZK :

、

N界
3 和 N

I K :
等 )处理增产 15 % 以上

.

若把 2 季芝麻和 2 季油菜共 4 季作物相同处理的产量相加
,

则以 N Z K :
处理的产量最高

,

比

不配施钾处理增产 “ .2 %
.

从此可以看出
,

在新垦红壤早地上
,

N ZK :
处理的配比

,

更具广

泛性
.

表 3 和表 4 的结果表明
,

适宜的钾一氮配 比
,

不仅有利于芝麻和油菜的营养生长 (例如

株高和叶片数等 )
,

也有利于生殖生长 (例如英数
、

粒数和千粒重等 )
,

从而增加了产量
.

表 2 钾一氮肥不同配比对芝麻和油菜产蛋的影晌

第一季芝麻 第二季油菜 第三季芝麻

处理 产童 增产 产童 增产 产 t 增产

k( g / 亩 ) k( 名 / 亩 ) ( o,. ) (k g /亩 ) (k g / 亩 ) (% ) (k名 /旬 (k g / 亩 ) (% )

N
Z

丸 3 3
.

3 b 一 一 44
.

7 e

一 一 s l
.

s b 一 一
N

Z
K
一 3 8

.

4 a 5
.

1 1 5
.

3 韶
.

2 b 2 3
.

5
,

5 2
.

6 6 5
.

2 a 1 3
.

4 2 5
.

9

N
Z
K

Z 3 4
.

6 b 1
.

3 3
.

9 7 7
.

5 a 3 2
、

8 7 3
.

4 6 3 4 a 1 1
.

6 22
.

4

N
Z
K

3 3 3
.

8 b 0
.

5 1
.

5 7 1
.

o b 2 6
.

3 5 8
.

8 6 2
.

l a 1 0
.

3 19
.

9

N
:

K
Z 3 5

.

6 b 67
.

4 b 5 5
.

8 b

N , K
Z 3 6

.

1 b 7 8
.

5 a 6 1
.

6 a

第四季油菜 四季总和

N Z

丸 3 3
.

8 e
一 一 一6 3

.

6 b 一 一
N

Z
x

l 7 8名 b 4 5
,

0 13 3一 2 5 0
.

6 b 8 7
.

0 5 3
.

2

N Z K Z 9 4 7 a 6 0
.

9 18 0 2 2 7 0
.

2 a 10 6
.

6 6 5
.

2

N Z
K

, 8 1
·

1 b 4 7
·

3 1 3 9
.

9 2 4 8
.

0贬 8 4鸿 5 1:6

N 一K 2
64

·

4 b 2 2 3 2 b

N , K Z 9 5
.

7 a 2 7 1
.

9 a

注 : 新复全距法 ; 同一列标有不同小英文字母表示差异达 5% 显著水平
.

从试验结果 (表 2) 还可见
,

在相同氮量 (N公的条件下
,

芝麻产量随配施钾肥量增加而降

低 ; 油菜由 K ,
提高到 K Z

增产
,

K :
的产量反低于 K 2

.

我们在熟化红壤早地上的试验
,

也

获得类 似结果
,

在 相 同氮
、

磷肥条件 下
,

油 菜亩 施 K Zo g k g
,

增 产 10 .3 %
,

亩施

K Zo 1 s k g
,

增产 1 5
.

9 % 〔 ’ 〕 .

在相同钾量 ( K Z)的条件下
,

配施不同量的氮困
;

、

N
: 和 N 3 )

,

芝麻 由 N ,
提高到 N :

时增产
,

N 3 的产量低于 N Z ; 油菜则随施氮量的提高而增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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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钾一氮不同配比对芝麻生长和产 t构成因子的影晌

始英期 成熟期

处理
叶片数 英数 / 株 粒数 / 英

千粒重

恤)

2
.

6

英数 x粒数
x千较重伙 g)

1 1
.

9

1 6
.

0

1 4
.

8

1 2
.

9

13
.

8

1 4
.

0

.4.6

… 4
22222

株高

c (m )

6 2
.

8

8 6
.

2

8 0
.

0

7 8
.

2

5 8
.

2

7 2
.

8

2 4
.

0

5 3
.

8

3 6
.

0

3 8
.

8

4 2
.

4

3 0
.

2

株高

《恤)

9 2
.

3

】《用
.

3

1 0 8
.

3

1 0 2
.

3

1 05
.

7

1 0 2
.

3

83
.

0

97 .0

】 0 4
.

0

88
.

0

】 043 .

9 8
.

3

5 5
.

9

“ 9 .

5 8
.

7

6 2
.

0

5 5
.

2

“ .2

K 20内K 22丙 NNNN

N一K z

N
, K Z

表 4 钾一氮不同配比对油菜生长和产一构成因子的影响

处理

越冬前 成熟期

卿一.45.43.44

株高

c( m )

2 3
.

4

3 3
.

6

3 1
.

2

30
.

9

3 0
.

8

3 4
.

2

.

冲片致 分枝数 英数 / 株 较数 / 英
千粒重

07.0.077..7710.7凡10N Z K o

N苏
,

N KZ
Z

N
Z
K

,

N 一K Z

N 3
K

z

8
一

5

9
.

9

9
.

6

9
,

l

9
.

4

1 0
.

5

株高

《恤 )

, 2
.

3

1 3 2
.

3

14 1

1 4 9
.

9

1 3 8 1

1 4 6
一

8

1 9 2
.

0

2 6 6
.

7

30 7
.

3

2 8 0
.

0

2 4 1
.

3

2 9 2
.

0

14
.

4

16
.

8

1 7
.

6

1 8
.

2

1 6 4

1 8
.

9

4
一

0

3
.

9

4
.

3

2 .2 钾一氮肥配比对作物吸收氮的影晌

表 5 是用差减法计算的钾一氮肥不同配 比时芝麻和油菜利用氮素的情况
.

结果说明 (表

习
,

相 同氮量条件下钾一氮肥配施比单施氮肥
,

2 季芝麻吸收的氮增加 3
.

6一 36
.

7 % ; 油菜增

加 16
.

7一 19
.

5 %
.

在新垦红壤早地另一些试验结果① 表明
,

配施钾肥芝麻增产近 1
.

5 倍
,

利

表 5 钾一氮不同配比对作物吸收氮的影晌

第 1季伐麻) 第 3 季戊麻 )

处理

建 霉
吸收 ” 吸收 N增” 籽粒

产 t

稿秆

产t
吸收 N 吸收 N增加

(gk / 甸 (k g / 亩 ) ( % ) ( k g / 亩 ) (k g / 亩 ) (% )

7
.

1

10
.

7

3
.

6

2飞
ù.且

…
000

00几U
`.10矛夕02

……
2
几、ú.J221
ù

5 1
.

8

6 5
.

2

6 3
.

4

6 2
.

1

5 3
.

8

6 1
.

6

10 8
.

3

1 18
.

4

13 2
.

8

12 7
.

0

12 2
.

2

13 8
.

9

月奋
.

,
口
,J矛06

. .
J内J221

.

1

0
.

名

0
.

7

0
..t00印才比」

..

…
几、ùJ,1ù舟J飞ù

N
一
K

Z

N
3
K

Z

3 3
.

3

3名
.

7

3 4
.

6

3 3
.

8

3 5
.

6

3 6
.

1

1 6
.

3 6

1 8 9
.

4

1 7 4
.

5

1 7 3
.

5

1 7 7
.

8

1 7 7
.

5

0
` ..

2妞
工KKKKNNNN

第 2 季 (油莱) 第 4 季 (油菜 )

N沐
。

N声
,

N声
2

N ZK 3

N
一
K

Z

N , K Z

44 .7

6 8
.

2

7 7
.

5

7 1
.

0

6 7
.

4

7 8
.

5

12 1 0

17 8
.

3

18 4
.

9

17 6
.

3

16 3
.

6

18 5
.

7

3
.

0

3
.

5

3
.

9

3 7

0
.

5

0
.

9

0
.

7

1 6
.

7

3 0
.

0

2 3
.

3

3 3
.

8

7 8
.

9

9 4
.

7

8 1
.

1

6 4
.

4

9 5
.

7

7 1
.

2

15 2
.

5

1 7 3
.

0

17 0 0

1 3 2
.

1

1 8 7
.

6

2
.

4

4
一

2

4
.

7

3
,

9

2
.

名

5
.

4

1
.

8

2
.

3

1
.

5

7 5 0

9 5
.

8

6 2
.

5

①马茂桐等
,

新垦红壤早地的肥力特征与需肥规律
.

红坡国阮衬寸论会论文集
.

南 昌
.

1 9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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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氮增加 53 % ;油菜配施钾肥增 声 4。一 17 0%
,

利用的氮增加 21 一 1 16 % ; ` SN 标记尿素微

区试验
,

油菜施钾 比不施钾 吸收的氮量增加 9
.

5 %
.

因此在新垦红壤早地上
,

钾一氮肥配施

比氮肥单施能够增加作物对氮素的利用
.

在不同配比的处理中
,

以最佳配比产量高的处理
,

利用的氮多
.

芝麻 (白芝麻例外 )的

N Z K I
处理 (吸收 的氮

,

比不施钾处理增加 36 .7 % )
,

油菜 的 N ZK :
处理 (比不施钾处理增加

30 % )吸收的氮都为最多
.

表 5 还表明
,

在钾肥用量还没达到适合比例时
,

增加钾肥用量

伏
;
~ K

Z
)

,

氮的利用增多
,

钾肥用量超过适合比例时
,

增加钾肥用量 ( K
Z
一K 3)

,

氮的利用减

少
.

第 4 季的油菜比第 2 季的油菜
,

不施钾处理利用的氮减少
,

施钾处理利用的氮则增加
.

这是由于随着种植次数增加
,

不施钾处理钾一氮比失调
,

不利于作物对氮的吸收所致
.

对氮

素的利用
,

还因作物种类和品种而不同
,

油菜利用的氮多于芝麻 ; 黑芝麻利用的氮多于白芝

麻
.

.2 3 钾一氮肥不同配比对土壤氮和钾含 t 的影晌

钾 一氮肥不同配比的处理
,

经过 3 年 4 表 ` 钾一氮不同配比对土滚氮和钾含蛋的影晌

季作物种植后
,

土壤氮和钾的含量也不同 全盆 速效钾 缓效钾

(表 6)
.

在施用相同钾量仪公的条件下
,

土

壤含氮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提高
,

N :
处

理土壤含氮量基本与试验前 (0
.

5 6 9 / k g )持

平 ; N
Z、

N 3 处理则比试验前提高 .0 0“ 和

.0 09 5 9 / k g
.

在施用相 同氮量困公的条件

下
,

随施钾量的增加
,

土壤含氮量有下降的

趋势
.

土壤钾素的含量情 况
,

不施钾处理
,

处理
毯 / k g ) 一一代K夕

,

( m g / k g )一
一

试验前
N Z

丸
N 沐

:

N声
2

N声
,

N 一K Z

N
3 K Z

土壤速效钾 由试验前 的 106 m g / k g
,

降至

58 m g / k g, 缓效钾由 1 58 m g / k g 降至 14 4 m g / k g
,

二者共减少 62 m g / k g
.

同为新垦红壤

旱地相邻的牧草试验
,

不施钾处理 4 年共消耗 K Z o 12
.

7k g / 亩① .

可见
,

在不施钾肥的情

况下
,

土壤钾素肥力显著下降
.

配施钾肥
,

则能缓和或提高土壤钾素肥力
.

土壤含钾量的高

低
,

主要决定钾肥施用量
.

K ;
处理的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分别为 % 和 15 6 m g / gk

,

略低

于试验前 ; 而 K Z 、

K 3
处理的土壤含钾量 (速效钾 + 缓效钾 )

,

比试 验前分别提高 60 和

14 4 m g / k g
.

综上所述
,

在新垦红壤早地上钾一氮肥配施 3 年 4 季作物的试验
,

钾一氮最佳配比
,

芝

麻是 N 苏
;
处理 ; 油菜为 N ZK : 和 N 3N :

处理
,

比不施钾处理分别增产 15 一 25 .9 % 和

73 一 1 80 ;00/ 4 季作物 的产量和
,

N
ZK Z
处理产量最高

,

增产 “ .2 %
.

最佳配比的处理
,

芝麻

吸收氮量增加 36
.

3 % ; 油菜吸氮量增加 30 和 95
.

8 %
.

说明
,

钾一氮配施还能提高土壤氮和

钾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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