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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钾肥对大白菜氮营养状况的影响

倪吾钟 何念祖 林荣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开放实验室 南京 1 2 0( ] 08 )(浙江农业大学土化系 )

摘 要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增施钾肥能促进大白菜对氮的吸收
,

提高其主要生育期地上部的氮营养水平 ; 同时还

能促进氮营养向叶球的转运和分配
。

试验还发现
,

在施钾( K 2 0 )水平较高时( 180
,

2 4D kg/ ha )
,

硫酸钾处理地上

部的总吸 N 盈明显高于抓化钾处理
,

增产作用也更显著
。

因此
,

生产上以施用硫酸钾更为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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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是我国重要的蔬菜之一
。

据统计
,

我国北方几省大白菜的栽培面积占秋菜面积的

5 0 %
,

其消费总量约占全年蔬菜消费总量的 25 %
,

在冬春蔬菜生产的淡季可占到 80 %
,

即使是

长江流域各省
,

大白菜栽培面积也占到秋冬蔬菜种植面积的 巧 %左右〔̀ 1
。

与其它叶菜类蔬菜

相似
,

大白菜必须有足够的氮素营养才能达到较高的产量水平 ;生产上也多强调施用氮肥川
。

近年来
,

由于有机肥料的积制和施用明显减少
,

化学钾肥的施用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

导致菜

园土壤钾营养的亏缺
,

生产上的偏重施用氮肥
,

更加剧了氮钾营养的不平衡
,

不仅降低了氮肥

的增产效率
,

而且制约了大白菜高产潜力的发挥 s[]
。

本文拟通过田间试验
,

结合室内分析测

定
,

明确钾肥对改善大白菜体内氮营养状况的作用
,

探讨不同种类钾肥之间的差异
,

为大白菜

科学施肥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田间试验在杭州市郊转塘镇龙心农业实验场进行
。

供试土壤为潮土亚类粉泥土土属的黄

松土
,

其基本理化性状如下
: p H (玩 O ) 7

.

2
、

有机碳 1 8
.

6 9 / k g
、

全氮 1
.

4 2 9 / k g
、

全磷 ( P ) 1
.

13岁

kg
、

全钾 (K ) 1 4
.

3 9 / k g
、

水解氮 14 9
.

l m g / k g
、

有效磷 ( P ) 4 1
.

7m g / k g 和速效钾 ( K ) 67
.

2毗 / k g 。

试验采用含有假伪处理的裂区拉丁方试验设计
,

主 区设置 5 个钾 ( K ZO )水平
,

即 : 0
、

60
、

12 0
、

18 0
、

24 k0 g / ha
,

面积 40 扩
,

重复 5 次
,

拉丁方排列 ;副区设置 2 个水平
,

即 :
氛化钾和硫酸钾

,

并

在主区内随机排列
,

副区面积 20 扩〔̀
,

’ 〕
。

各处理氮磷用量相等 ( N 3 4 5k岁h 。
和 几氏 1 35k g /

h a)
。

供试大白菜品种为
“

鲁白 8 号
” 。

试验于 1992 年 8 月 31 日播种 (点播 )
,

分期疏苗
,

定苗

至每一副区 60 株
,

于 12 月 21 日收获 ;期间分幼苗期
、

莲座期
、

结球始期和收获期取植株分析

样
。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和植株全氮含量均按常规方法测定 e[]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大白菜不同生育期地上部含 N 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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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主要生育期取样测定植株地上部全 N含量
,

结果 (表 1) 表明
:
施钾 ( K ZO ) 60 掩 / ha

时
,

对大白菜幼苗期地上部的含 N 量几乎没有影响
,

其它处理植株地上部的含 N 量略有提高 ;

至莲座期才有明显的提高
,

施钾 120 k g / ha 以上各处理间植株含 N 量差异不大
,

但施钾水平较

低 ( 60 k g / ha )的植株含 N 量明显低于施钾水平较高的 ;结球始期植株地上部含 N 量随施钾水

平的提高而提高
,

且两者呈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

.

9 8 4
’ .

(抓化钾
, n 二 5)

和 0
,

9 59
.

(硫酸钾
, n 二 5 ) ;增施钾肥大白菜收获期软叶和叶邦的含 N 量均有所提高

,

但各施

钾处理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白菜收获期外叶的含 N 量也随施钾量的增加而明显提高
,

两者呈

极显著的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

.

9 9 0” (抓化钾 )和 0
.

982 ” (硫酸钾 )
,

这可能与钾能延

缓大白菜生育后期外叶的衰老有关
。

试验结果 (表 1) 还表明
,

随着大白菜的生长发育
,

各处理

植株地上部的含N 量逐渐降低
,

但大白菜收获期软叶的含 N 量仍保持较高的水平
,

而外叶的

含 N 量则大幅度降低
,

说明大白菜结球期间 (结球始期至收获期 )有相当数量的 N 由外叶转运

到叶球中
。

表 1 施用钾肥对大白菜不同生育期地上部含氮里的影响

K 2 0 用盆

(均 / h a )
钾肥种类 收获期

幼苗期 莲座期 结球始期
软叶 叶邦 外叶 加权平均

户七,̀J岭,几,
者
六叼
ù八」

.

……
ù了OJO
J
,人nU,孟,凡 二,̀̀,山岛J跳ù气ù自」

抓化钾

硫酸钾

抓化钾

硫酸钾

抓化钾

硫酸钾

抓化钾

硫酸钾

氛化钾

硫酸钾

4 1
.

1

4 1 5

4 1
.

5

4 1
.

3

4 2
.

4

4 2
.

6

4 3
.

8

4 2
.

8

4 3
.

3

4 3
.

1

2 5
.

9

2 5
,

8

2 8
.

2

2 4
.

3

2 4
.

3

3 0
.

1

3 1
.

5

3 1
.

6

3 2
.

2

3 1
.

2

3 3
.

0

3 1
.

8

2 8
.

6

2 8
.

4

3 1
.

1

3 1
.

0

3 0
.

6

3 0
,

9

3 0
.

7

3 1
.

2

3 0
.

5

3 0
.

6

1 9
.

5

1 9
.

3

2 0
.

5

2 0 6

2 1
.

3

2 0
.

7

2 1
.

0

2 0
.

9

2 0
.

9

2 0
.

8

10
.

6 1 9
.

5

10
.

4 1 9
.

1

12
.

6 2 1
.

9

12
.

5 2 1
.

9

13
.

4 2 2
.

5

13
.

9 22
.

7

14
.

5 2 3
.

3

14
.

4 2 3
,

7

16
.

0 2 3
.

7

16
.

7 2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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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不同钾肥对大白菜地上部氮营养积累和分布的影响

虽然大白菜收获期各施钾处理软叶和叶邦的含 N 量差异不明显
,

但地上部
、

外叶
、

叶球及

软叶与叶邦的总 N 量均随着施钾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表 2 )
。

且两种钾肥之间亦有较大的差

异
,

施钾水平较高 ( 18 0
,

240 K Z
O k g / ha )时

,

以硫酸钾为优
。

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
大白

菜收获期植株地上各部分的总 N 量均与施钾量呈极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地上部

0
.

9 8 1
. ’

(抓化钾
, n = 5 ) 和 0

.

99 8二 (硫酸钾
, n = 5 )

、

外叶 0
.

9 7 0” (氯化钾
, n = 5 )和

0
.

9 9 1 ” (硫酸钾
, n = 5 )及叶球 0

.

9 8 0 ” (氯化钾
, n = 5 )和 0

.

9 9 6
` .

(硫酸钾
, n = 5 )

。

这更充

分地说明增施钾肥能促进大白菜对氮营养的吸收和利用
。

表 3 表明
,

增施钾肥对大白菜不同生育期地上部氮营养的积累过程也有较大的影响
。

在

施钾水平较高( 18 0
,

240 K Z
O k g h/

a )时
,

由幼苗期至莲座期地上部吸收的氮量占总吸 N 量的

比例明显提高
,

这对建成足够的光合作用营养面积是十分有利的 ;由莲座期至结球始期地上部

吸收的氮量占总吸 N 量的比例则明显下降
,

这可能有利于叶球的形成 (大白菜的结球过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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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的过程 )
。

此外
,

施钾处理的大白菜在结球期间 (结球始期

至收获期 )植株地上部吸收的氮量占总吸 N 量的比例有明显的提高
,

这可能有利于叶球的充

实和产量的提高
。

表 2 不同钾肥对大白菜地上部吸 N 皿的影响

收获期地上部吸 N t (叼恤 )

K : 0 用盆

( k以 ha )
钾肥种类 叶 球叶 球

外叶 总 t
软叶 叶邦 合计

悦é内̀n石八,,J月r户洲ó。产自J护七论社理巧均0935325219
,

J

O
内̀门石1二砚é̀U门了J片内6n121614171518192223256692之29550拍陌月犯沁01160928O

J

Où户O月,66
八汽ù,孟4叮
口

19192927323436413844
八,,̀nU工

J̀
n“ù几吃ù J呼
曰.孟̀即目沙

30304743505664757184抓化钾

硫酸钾

叙化钾

硫酸钾

叙化钾

硫酸钾

叙化钾

硫酸钾

抓化钾

硫酸钾

060120180

表 3 大白菜不同生长时期地上部吸收的氮占总吸氮t 的百分比

K Z
O 用盘

( k盯ha )

百分比( % )

钾肥种类
括种一幼苗 幼苗一莲座 结球一收获

786387446700368582的706974717274747673”22993765358418913237
nU
d̀二,
诊

O声,了.
J口
岭̀,̀ J崎八̀,̀内̀曰

.几理.几,人,l,1
曰.二曰 .ó心̀上

31505489661897507891
曰̀月峥4气
曰护心咬ù
口
Ù夕b,产
ù

b69882102494783740863
1é九J内rù内J内J月j此j内J月呀自j叙化钾

硫酸钾

扳化钾

硫酸钾

抓化钾

硫酸钾

抓化钾

硫酸钾

抓化钾

硫酸钾

060120180

进一步的计算得出
,

不同处理大白菜收获期地上部氮营养的分布也有较大的差异
。

施钾

处理软叶中氮营养的分配 比例明显提高
,

由不施钾处理的 49
.

4% 提高到 50
.

2 % 一 54
.

0 % (抓

化钾 )和 50
.

9 % 一 55
.

3 % (硫酸钾 ) ;外叶中氮营养的分配比例则下降
,

由不施钾处理的 19
.

2 %

降至 15
.

5 % 一 17
.

5% (抓化钾 )和 14
.

5 % 一 17
.

2 % (硫酸钾 )
。

表明增施钾肥能促进地上部吸

收的氮营养向叶球和软叶的分布
,

对改善叶球的品质 (如粗蛋白和氨基酸含量的提高等 )也有

相应的促进作用〔7 ]
。

2
.

3 钾肥对大白菜的增产效应及其与植株地上部氮营养状况的关系

试验结果 (表 4) 还表明
:
无论是施用氯化钾

,

还是硫酸钾均能极显著地提高大白菜的叶球

产量 ;但随着施钾水平的提高
,

增产效率渐降
,

施钾量达到 240 k g / ha 时
,

施用硫酸钾的增产效

果只达到显著水准
,

而施用氛化钾
,

施钾量达到 180 k g / h a 以上
,

增产已不显著
,

且明显低于硫

酸钾
。

由此可见
,

大白菜的适宜施钾量 (K ZO )在 18 0 一 2 40 k g / ha 之间
,

并以硫酸钾或硫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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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氯化钾配施更为适宜
。

统计分析得出
,

叶球产量与结球始期植株地上部的含 N 量和收获期

外叶的含 N 量 (见表 1) 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结球始期 0
.

9 9 4 ” (抓化钾
, n 二

5) 和 0
.

9 9 4
份 .

(硫酸钾
, n 二 5) 及收获期 0

.

971
. 书

(氛化钾
, n 二 5) 和 0

.

977
. ’

(硫酸钾
, n 二 5 ) ;

叶球产量还与收获期叶球和植株地上部的总吸 N 量 (见表 2) 呈极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

为
:

叶球 0
.

976
, 骨

(抓化钾
, n = 5) 和 0

.

9 8 8
. 公

(硫酸钾
, n 二 5) 及植株地上部 0

.

9 7 5
. ’

(抓化钾
,

n 二 5) 和 0
.

9 8 9 ” (硫酸钾
, n 二 5)

,

这说明大白菜叶球产量的形成与其体内的氮营养状况密切

相关
。

表 4 不同钾肥处理大白菜的叶球产 t 综上所述
,

增施钾肥能促进大白菜对氮

斌6用益
’

奸球产量呵.ha 卿 ) 二
,

营养的吸收利用
,

提高其体内的氮营养水平 ;

一少竺竺一一鱼丝匕一迪些匕一二进 同时还能促进大白菜体内氮营养向叶球转运
,

e00 没瞿盆 势乳E 渝琉 有利于叶球产量的提高和叶球品质的改善
。

撰 殷馥仪 器魏戈 器;簇 值得注意的是
,

施钾水平较高时
,

硫酸钾的

效果明显优于氯化钾
,

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
,

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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