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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地区耕地土壤
含钾状况及施肥建议

亢青选 王贵当 史俊民 减延生

( 山西省运城地区土肥站 运城 04 4 0 0) 0

郭平福

摘 要

介绍了运城地区土壤含
.

钾状况
,

分析了土壤速效钾含盆逐年下降的原因
,

并提出了改善土壤钾素状况的

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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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国内外已有不少资料报道
,

在富钾土壤上施用钾肥
,

对作物有明显增产作用
,

运城地区在钾肥试验示范
、

推广应用过程中
,

也有同样结果
。

1 耕地土壤速效钾含量状况

运城地区位于山西省西南部
,

属于黄河流域中部
,

黄土高原第一台阶
。

耕地土壤多由黄

土母质发育而成
,

自然耕作条件优越
,

适宜多种作物生长
。

由于地处半湿润半干早的自然气

候带
,

土壤风化和淋溶强度较弱
,

一般含钾量较高
。

据 1 9 8 6 年土壤普查资料
,

耕地土壤全

钾含量多在 13
.

0一 29
.

5 9 / k g 之间
,

平均值为 22
.

7岁k ;g 速效钾平均为 147
.

3m g / k g
。

分级

统计表明
,

全区耕地土壤速效钾 > 150 m g / k g 面积占 28 %
,

.

50 一 150 xgn k/ g 占 64
.

7 %
,

<

50 m岁k g 占 7
.

1 %
。

近 6 年来土壤肥力定位监测结果表明
,

土壤速效钾含量有下降趋势
。

从

19 9 0 年到 19 9 5 年 31 0 个点位的观测结果表明
,

速效钾降低 13
.

7m g / k g
,

下降 6
.

8%
。

其中
,

水浇地 212 个点测值
,

平均下降 17
.

3gm / k g ; 早地 98 个点测值
,

平均下降 6
.

7gm / k g
,

分别

下降了 9
.

2% 和 3
.

7 %
。

2 速效钾下降原因

根据运城地区生产特点和施肥方式分析
,

造成土壤速效钾下降有以下 4 个原因
。

2
.

1 施肥结构不合理

50 至 60 年代
,

运城地区基本上是单一施用氮肥
,

平均每公顷用量大体为 12
.

6k g (折标

N
,

下同)
。

70 年代部分地区开始推广应用磷肥
,

平均每公顷用氮 42
.

3 k g
,

磷 ( P ZOS ,

下

同) 3k g
,

N : P ZO S
约为 1 二0

.

07
。

80 年代初开始大量施用磷肥
,

平均每公顷氮用量 54
.

45 k g,

磷用量达到 14
.

kI g
,

N “ P : O :
为 1 : 0

.

26
。

在长达 40 多年施肥历史中
,

几乎没有使用过钾素

化肥
。

进人 90 年代后
,

随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和水果蔬菜等高需钾作物面积扩大
,

才逐渐

开始应用钾肥
。

到 1 9 9 5 年
,

每公顷平均 K ZO 用量 16
.

5 k g
,

而 同期每公顷施 N 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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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k g
,

施 PZ os 量达到 7 6
.

9 5 k g
,

N “
2P 0 5 : K ZO 为 1 : 0

.

6 2 : 0
.

1 3
。

2
.

2 有机物质大 t 损失

有机物质是有机肥的主要物质基础
,

主要来源于农作物秸秆
。

据测算
,

全区有机物质的

资源总量为 32 7
.

9 万吨
,

包括小麦秸秆
、

麦衣 168 万吨
,

玉米桔秆 36
.

1 万吨
,

谷类杂粮秸

秆 10
.

2 万吨
,

棉花油料作物秸秆 巧
.

4 万吨
,

薯类蔓 30 万吨
,

果树落叶 68
.

2 万吨
。

这些有

机物质按照其物质组成川计算
,

大约含 K 2 0 2
.

89 万吨
。

在作物生长过程 中
,

除了已归还土

壤的根茬
、

落叶之外
,

绝大多数的钾以秸秆形式转移出土壤
。

就运城地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利

用方式所作综合分析表明
,

从 1 9 9 0 到 19 9 5 年作物秸秆资源利用有以下途径
:
造纸用 120 万

吨 ; 燃料 (包括焚烧 ) 4 3
.

8 万吨 ; 饲草 73
.

6 万吨 ; 直接还田 9 0
.

5 万吨
。

造纸和姗料两项

共计 163
.

8 万吨
,

这两部分都是农业循环以外的
,

相当于每年损失 K ZO 1 5 5 6 1 吨
,

折合成

K Z
OS

月
约 31122 吨

。

2
.

3 农作物产里大幅度提高

50 年代初运城地区粮食平均每公顷产量为 19 17 k g
,

直人 90 年代后
,

粮食平均每公顷已

达 3940
.

sk g
。

以粮食作物平均计算
,

土壤钾素每公顷消耗量 50 年代为 95
.

kI 盯 hm Z ,

90 年

代提高到 1%
.

sk 岁 h衬
,

消耗增长一倍多
。

2
.

4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较效益差距加大
,

种植业结构改变

以果树
、

蔬菜为主的高需钾经济作物面积迅速扩大
,

进一步加大土壤钾的消耗
。

19 9 0

年到 1 99 5 年
,

运城地区以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面积由 53
.

8 万公顷下降到 48
.

8 万公顷
,

棉

田由 8 万公顷下降到 6
.

9 万公顷 ; 而同期苹果
、

蔬菜
、

瓜类
、

油料等高需钾作物由 8
.

4 万公

顷扩大到 19
.

7 万公顷
。

这样需钾较低的作物面积下降了 6
.

1 万公顷
,

高需钾作物面积扩大

了 1 1
.

3 万公顷
。

根据作物需钾规律z[] 可知
,

每 1 00 0 k g 苹果吸 K Z o 量为 3
.

2 k g
,

l o 0 0 k g 蔬

菜平均吸 K ZO 量为 s k g
,

10 0Ok g 小麦吸 K ZO 量为 2
.

s k g
。

按照运城地区小麦中等产量水平

每公顷 3
.

83 吨
,

苹果中等产量水平每公顷 37
.

5 吨
,

蔬菜中等产量每公顷 45 吨分别测算
,

种植小麦改为种植苹果或蔬菜
,

每公顷土地多支出 K ZO 分别为 2 4 k g 和 1 2 9k g
,

随着经济作

物种植技术的提高
,

产量水平会进一步提高
,

土壤钾的消耗更会进一步加大
。

3 钾肥的增产作用
1 991 年到 19 9 4 年在运城市褐土上连续进行了冬小麦多点不同用量钾肥肥效试验3[]

,

结

果表明
:
钾对小麦生长发育有明显促进作用

,

在氮磷肥基础上再配一定量钾肥
,

可增加单株

分粟 1
.

15 一 1
.

69 个
,

增加单株次生根 2
.

05 一 2
.

91 条
,

苗高增加 1
.

00 一 1
.

4 0 c m ; 亩穗数增

加 5
.

1一 7
.

0 万
,

穗粒数增加 4
.

6一 5
.

3
,

千粒重增加 0
.

2一0
.

5 9
,

K ZO 用量以 7 s k g /俪
2
表

现最好
,

比对照增产 50
.

7 %
,

比氮磷配施增产 5
.

7%
,

每 k g K ZO 增 3
.

82k g 小麦
,

投人产出

比为 1 : 1
.

55
。

同期在黄土母质发育的同类土壤上进行的棉花施钾试验表明
,

棉花施钾比不

施钾 (单施氮磷 ) 的表现株形紧凑
,

平均株高降低 1
.

27
c m

,

而果枝数增加 0
.

17 个 /株
,

成

铃率明显提高
,

平均比 N P 处理增加 1
.

63 个 /株
,

提高 13
.

47 %
,

单铃重增加 0
.

13 3 9
,

衣分

提高 0
.

7 个百分点
,

每 k g K ZO 增产皮棉 0
.

9 2 k g
,

投人产出比为 1 : 2
.

74
。

小麦
、

棉花钾肥的试验证明
,

在目前生产条件下
,

运城地区黄土母质发育的褐土类土壤

尽管速效钾含量水平较高
.

但随着作物产量
、

复种指数提高和喜钾作物面积扩大
,

仍有必要

补充钾肥
,

施肥上要变氮
、

磷二元结构为氮
、

磷
、

钾三元结构
,

以达到高产
、

优质
、

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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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点建议
4

.

1 合理安排
,

提高钾肥施用效果

在钾肥施用上
,

首先应考虑缺钾地块及喜钾作物
,

例如砂土和砂壤质土上
,

棉花
、

苹

果
、

小麦
、

西瓜
、

薯类等作物上应优先施用钾肥 ; 其次应考虑氮磷钾配合施用
,

充分提高氮

磷肥的利用率
。

在土壤供钾能力不足时
,

氮磷的肥效主要受钾素供给水平制约
,

因此高产地

块
、

喜钾作物都有必要实施氮磷钾配合施用 ; 第三
,

施钾宜早
,

一般可在植物第一片真叶出

现时或前茬作物收获后
,

结合整地施人
,

也可随底肥一次施用
,

施用量应根据不同作物及土

壤肥力条件
。

一般粮食作物以每公顷施 K Z 0 7 5 k g 为宜 ; 苹果施钾要根据产量水平
,

一般初

果期 (产量 10 一 15 吨 /公顷 ) 每公顷施 K : 0 10 0一 2 6Ok g
,

盛果期 (产量为 30 一 45 吨 /公顷 )

每公顷施 K ZO 360 一 6 4 0k ;g 蔬菜一般每公顷施 K ZO 13 5一330k g 左右
,

高需钾的茄果类蔬菜

中后期应重追
,

如黄瓜
,

每公顷用凡 0 21 0一 3 15 k g
,

在结瓜初期每公顷追 K Z
O 4一 7k g

,

盛

瓜初期 5
.

7 k g
、

其余钾肥到盛瓜中期全部追人
。

4
.

2 重视有机肥补钾作用

运城地区有机物质资源丰富
,

要科学合理利用好有机资源
,

一是发展畜牧业
,

推行过腹

还田 ; 二是秸秆沤肥还田 ; 三是麦草秸秆覆盖还田
。

另外
,

还要抓好粮肥间作及施用各种绿

肥还田
,

通过增加有机物质的数量改善土壤供钾水平
。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

4
.

3 进一步开展土壤钾素丰缺指标研究

针对不同作物
、

不同土壤类型供钾水平
,

进一步开展钾肥试验研究
,

确定土壤养分丰缺

指标及施肥参数
,

为今后大面积推广平衡施肥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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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消息

香根草研讨会将在福州市召开

香根草是一种适应性强
,

生物量大
,

易种好管的禾本科多年生植物
,

由于它在山坡地水土保持
、

持续

农业
,

海滩
、

河岸固沙
,

以及在治理污染
、

土工工程防护和鱼畜饲料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应用潜力
。

不久

前
,

香根草被国际评估委员会确认为世界上 71 项持续发展技术中最为优秀的技术
,

并荣获 oJ ha rF anz 持续

奖
。

因而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为了促进香根草的研究
、

试验
、

应用与推广
,

经与 (国际 ) 香根草网络协商
,

定于今年 10 月 21 一26

日在我国福建省召开香根草研讨会
,

会后将组织去武夷山地区考察
。

此次会议将得到世界银行
、

国际香根草网络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

福建省水土保持试

验站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等单位的支持和赞助
。

并将成为推动香根草研究
、

应用与推广的国际性

会议
。

如您或您的同事有兴趣参加会议
.

请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宋瑞玲联系
,

地址
:

南京市北京东

路 7 1号
,

邮编
: 2 1000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