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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土壤养分状况及钾肥对烤烟

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

郑劲民李篙震 付 瑜 候文华 贺家媛 陈常友

(河南省烟草公司 郑州 4 0 0 50) 3(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张桂兰 焦 有

(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摘 要

通过吸附试验
、

盆栽和 田间试验系列研究
,

对河南烟区 4 个生态类型区的4 种土壤(揭土
、

砂姜黑土
、

黄揭土

和潮土 )
、

12 种养分状况及钾肥对烤烟产盆和质 t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4 种土壤烟株的生长发育首

要限制因素是氮
、

磷
、

钾
,

其次是锌
、

锰 ; 4 种土镶对磷
、

钾
、

硫
、

锰
、

铜
、

锌的吸附曲线受土壤和元素特性的影响
,

但

不同土壤对同一元素吸附曲线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
;
烟叶产 t 和质t 随钾肥用 t 的增加有所提高

,

但对改善烟

叶香气质和香气 t 及提高燃烧性方面以中 t 钾配以锌
、

锰为优
。

关键词 土壤养分 ;钾肥 ;烤烟产 t 和质t

烟株的生长发育
,

直接受养分的制约
。

近年来烤烟生产推广规范化栽培技术
,

重视氮
、

磷

的供给量
,

使烟叶外观质量和内在品质比以往有所提高
,

但随着氮
、

磷化肥用量的增多
,

有机肥

用量减少
,

使钾和微量元素的耗竭得不到足够的补充l1[
。

势必出现钾素与微量元素的不平

衡
。

因此
,

我们应用
“

土壤养分状况系统研究法
”

z1[
,

研究用调节钾肥及微量元素养分水平和

比例
,

协调烟株体内各种化学成分的合成和代谢
,

从而达到改善烟叶外观和内在品质
,

提高烟

叶香气质和香气量的目的
。

现将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1 992 年 n 月用田间多点取样法在河南省采集植烟土壤有代表性的陕县褐土
、

宝丰砂姜

黑土
、

确山黄褐土和临颖潮土耕层 〔0一 2 c0 m )混合土样各 7k0 g
。

土样风干充分馄合过 2~
筛

,

多点随机取出 1
.

s k g 土样
,

再从 1
.

s k g 土样中取出 500 9 土样供分析和吸附试验用
,

其余土

样用于盆栽试验
。

1
.

2 分析方法和吸附试验

土壤样品的分析采用 国际农化服务 中心 A SI 提供的方法川
。

钱态氮和速效钙
、

镁用

l m o以L K C I浸提 ; p
、

K
、

C u 、

F e 、

M n 、

Z n 用 A S I 浸提剂浸提 ( 0
.

2 5mo l / L N a H CO 3 一 0
.

0 1 m o l / L

E DTA
一 0

.

0 1m o
l/ L N H ; F ) ; S

、

B 用 o
.

os m o l / L aC 氏 ( P O
; ) : 浸提

。

土壤有机质和 p H 用常规

·

本文由贺家媛执笔
;
土壤养分分析和吸附试验

.

由中
、

加合作土城
、

植物侧试实验室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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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
。

吸附试验
:

在一定量土壤样品中加入各元素含量不同的溶液
,

在 自然条件下风干
,

短时间

内模拟田间条件
。

各元素与土壤组分从水分饱和到风干过程中的各种反应
,

用与原始土样的

常规化学分析方法相同的浸提液浸提土壤
,

测定土壤中各营养元素的可浸提量
,

然后以各元素

的加人量对风干后的可浸提量作吸附曲线
。

凡测定值低于 3 倍临界值的元素进行吸附研究
,

作出这几种元素的吸附曲线图
,

用来评价土壤的吸附固定能力
。

对 4 种土样中的 P
、

K
、

S
、

M n 、

Z n 、

C u
作吸附曲线图

。

1
.

3 盆栽试验

根据对土壤的测定值决定盆栽试验时各元素的加人量 (表 1) 和盆栽试验处理 (表 2 )
。

供

试作物为烟草
,

品种 N sC
g于 1 9 9 3 年 3 月中旬催芽

、

播种
,

下旬移栽
,

5 月上旬收获
。

试验设在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温室
,

每处理 4 次重复
,

每盆 (高 1 3 c m
、

口直径 c7 m )装风干

土 加 o inl
,

每盆留烟苗一株
,

生育期浇适量蒸馏水
,

生长 40 天
,

收获地上部
,

烘干称干物重至恒

重
,

以最佳处理干物重为 10 0%
,

计算出各处理相对干物产量
,

并用以估计该土壤养分限制因

子及其缺乏的严重程度
。

表 1 土坡农化性状及各元案盆栽试验加入 t

土坡名称

及分析号

侧定值

与加人 t

0 M

以比

Q M g K

哪

—
— 蒯创 土—

N P 5 B C u
民 M

n
而

Q /M g M g /K

—
— 阳 /创 土—

陕县揭土 测定值 6
.

6 5
.

2 5 4 40 3 3 5
.

5 7 0
.

2 2 5
.

1 4
.

5 20
.

5 12
.

7 3 0
.

4 0
.

65 2
.

1 7 6
.

9 2
.

5 5 0
.

8 9

N一R: 盆栽加人 t 0 4 4 6
.

2 3 27
.

6 50
.

0 63
.

0 6
.

0 0 2
.

6 加
.

0 3 8
.

0 5
.

0

宝丰砂姜黑土 测定值 13
.

5 5
.

3 9 4 50 4 7 1
.

5 54
.

6 2 0
.

2 8
.

6 10
.

5 1
.

9 1
.

2 0
.

8 7 0
.

9 3 9
.

6 7
.

0 1 1
.

3 9

N一R 3
盆栽加人 t 0 4 0 7

.

1 4 60
.

2 50
.

0 12 0
.

0 3 6
.

0 0 3
.

2 20
.

0 52
.

0 8
.

5

确山黄褐土 测定值 6
.

0 7
.

0 4 9 20 5 1 0
.

6 4 6
.

8 9
.

6 1 0
.

9 13
.

1 3
.

2 9
.

7 0
.

8 7 2
.

0 7 4
.

5 1
.

0 4 0
.

“

N一凡 盆栽加人童 0 0 4 60
.

2 50
.

0 90
.

0 3 9
.

0 0 1
.

2 0 28
.

0 5
.

5

临颖潮土 测定值 6
.

0 8
.

4 6 5 20 5 9 8
.

0 66
.

3 20
.

9 9
.

0 1 1
.

2 6
.

1 7
.

6 0
.

7 4 1
.

3 6 1 0
.

2 2
.

3 5 1
.

10

N ee R S
盆栽加人盆 0 0 4 52

.

4 5 0
.

0 72
.

0 2 6
.

0 0 2
.

2 0 3 1
.

0 7
.

0

亏缺临界值 78 5 5 14 14 0
.

2 1
.

0 1 0
.

0 5
.

0 2
.

0

表 2 盆 栽 试 验 处 理

处 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1 3 1 4 15 1 6

试维供土

陕县褐土

宝丰砂姜黑土

确山黄褐土

临颖潮土

一 N

一 N

一 N

一 N

一 P 一 K

一 P 一 K

一 P 一 K

一 P 一 K

一 S + B 一 C u 一 M g + 凡
一
M

n 一
nZ + M o + 1/ ZK + 1 / 4 K C K

一 S
,
B 一 C u 一 M g +

凡
一
M

n 一 Z n + M o + 1 / ZK + 1 / 4 K + 1 / ZM
n C K

一 S + B 一
C

u
一

一 F e 一 M n 一 Z n + M o + 1 / ZK + 1 / 4 K C K

一 S + B 一 C u
一

+ F e 一 M n 一 Z n + M o + 1 / ZK + 1 / 4 K C K

PTPT盯PT
0000

注
: ( 1 ) 0盯 为最佳处理

.

陕县褐土
、

宝丰砂黑土中加人的营养元素有 N
、
P

、
K

、
S

、
M g 、

F e 、

M
n 、

C u 、
Z n 、

B
、

M
o ,

确 ilJ 黄褐土
、

临

颖潮土中则未加人 M g ,

其他元素相同 (用 t 除 B 为每百克土加 o
.

Zgm 外
,

其余见表 1 )
。

(2 ) 一 .N
· ·

… 为不加 .N
· ·

… ,

加人的其他元索同最佳处理 (余同 )
。

(3 ) 十 1 / ZK… … ,

加 K t 为最佳处理加 K t 的 1 / 2( 余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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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4田间试验

吸附试验和盆栽试验结果表明
,

供试的 4 种土壤的肥力基础偏低
,

为满足烟草生长对 K
、

P

及微量元素的需要
,

4 种土壤设置相同处理进行比较
。

在 4 个土壤的田间试验中
,

P
、

K
、

M n
设 3 个水平

,

nZ 设 2 个水平
,

C u l 个水平
,

N 随土壤

不同而异
,

临颖潮土 N 4 k g /亩
,

其余 3 种土壤 N 3 kg /亩
。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

3 次重复
,

小

区面积 20 扩
,

区组间留人行道
,

四周设保护行
。

N 肥每亩留 kI g 作起身肥起垄时施人
,

其余肥料按各处理量混合后采用双条深施作基肥
。

试验地不施有机肥
,

处理见表 3
。

表 3 田 间 试 脸 处 理

土 坡 处 理

玩叭一玩lnZl玩枷一玩叭M处

M兔

KK一KK一KK一KKPP一PP
.

一PP一PP纵纵一玩竺纵丛:nZ枷M飞

M n -

飞飞一飞兔一飞兔MM一MM一MM

几2P一巧几一巧几一巧几

M 兔

M n -

M吸

M n -

M 飞

M
n -

K : M飞 玩
狡 M n3 纵
K Z M飞 玩
凡 M飞 玩
均 M吸 劫

,

晚 M兔 :nZ
K : M处 Z n Z

K :
M仍 而

2

KK一KK一KK一KKPPùPP一PP一PP枷坠玩竺:nZ竺:nz玩M飞

M处

县土一峡 丰揭一宝

砂姜黑土

M n Z

M
n Z

M处

M
n Z

M n Z

M
n Z

KK一KK一KK一KKPPùPP一PP一PP

山土一颖土确黄一潮临

注
:
元索符号表示被试元素

,

角码 1
、
2

、
3表示施肥水平

:

p : = 3 kg /亩 p Z “ 6 kg/ 亩 p , = g kg/ 亩 (几仇 )

K : = 10 gk /亩 K Z = Zokg/ 亩 K 3 = so k g/ 亩 (暇 0 )

M n : 二 I k g/ 亩 M吸 = 3掩 /亩 M
n , = s gk /亩 (M凌幻 ` )

nZ
, = 0 Z n Z = 3 kg/ 亩 ( Z n OS

. ) uC = 0
.

s kg/ 亩 ( C u 3巩) ( T同 )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土坡养分肥力基础及对 6 种元素的吸附特点

2
.

1
.

1 土壤养分肥力基础

供试土壤的 p H 值除确山黄褐土为 7
.

0 是中性外
,

其余土壤 p H 值 8
.

2一8
.

4
,

呈碱性反

应 ; 土壤有机质含量
,

宝丰砂姜黑土为 13
.

5岁 k g
,

其他土壤在 6
.

0一6
.

6 9 / k g 范围内
,

均较低 ; 4

种土壤含 M g 量差异不大 ( 335
.

8一598
.

0此 /时 土 )
,

然而陕县褐土和宝丰砂姜黑土含 aC 量

高
,

导致 aC / M g 比值大 (2 0
.

1一 25
.

1) 和 M岁K 比值小
,

需增加 M g 的比例
。

除了陕县褐土 S

和宝丰砂姜黑土 eF
、

M n
含量较高外

,

4 种土壤中 N
、

P
、

K
、

S
、

M n 、

nZ 的含量均低于临界值
,

C
u

除确山黄褐土含量较高外
,

其余土壤中含量也较低
,

4 种土壤中 B 的含量均高于临界值
。

可见

4 种土壤的肥力基础偏低
,

为满足烤烟生长对营养元素的需求
,

大部分元素需给予补足
。

2
.

L 2 土壤对 6 种元素的吸附特点

由吸附曲线 (图 1) 可看出
,

土壤对 6 种营养元素的吸附强度随土壤类型不同而异
。

4 种土

壤对 K 的吸附强度几乎是相同的 ;对 P 的吸附则呈现砂姜黑土 > 褐土
、

黄褐土和潮土
,

可能与
土壤的矿物组成或粘粒含量有关 ;对 S 的吸附砂姜黑土与黄褐土相近

,

揭土与潮土对 S 的吸附

小于前者 ;4 种土壤对 C u 、

Z n
的吸附与加人量呈显著直线关系 ; 4 种土壤的吸附强度依次为砂

姜黑土 > 褐土 > 潮土 > 黄褐土 ;对 M n
的吸附为加人 2即 g / 1 00 耐 以前时吸附强度较大

,

以后

的吸附强度有所降低
,

加人量与浸出量呈显著的曲线关系
,

显然与 uC
·

zn 不同 , 4 种土壤对
6

个元素的吸附特点
,

可为烟草计量施肥
,

提供参数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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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 挤
/

劣夕
长

.

分

86
J,
2芝、比---à窿主之

l以) 2 (K) 3X() 4X() 5( X) 0 2 4 6 8 10 12 14 1 6

20016010060
0

5()403()20100
叼 /夕

.’ /

/形
/

红
/歼

/
.

/ / /

/ / /

/

/

广
P

不
,

了乙
.

/

40302010

(
、

一、挂任汀考笼之

0 2 0 4 0 6 ( ) 8 0 1 (X ) 12 0 1 10 16 ( ) 10 2 0 3 0 4 0 5 ( ) 6 0 7 0 8 ( )

厂
/

裕
.’ 、

乙

2 5

2 ( )

15

l O

5

000000G5
Jq
23]

ǎ
、

一、 ,户--)杏三之

(1 1 ( ) 之( ) :于( ) 4 ( j s 〔 ) (玉《) 7〔 ) 8 ( ) 9 ( ) ( ) 5 1 ( ) 15 2〔 ) 2 5 3 ( ) :弓6 1( )

加入量 ( m g l! ) 加 入量 哎m g几 )

褐 l 一一一 一 砂姜黑土
· ·

一
· ·

一 黄褐土

—
潮土

图 l 揭土
、

砂姜黑土
、

黄褐土和潮土对 P
、

K 等 6 种元素的吸附曲线

从测定结果和吸附试验看出
,

4 种土壤有效 P
、

K 的含量不高
,

土壤对其吸附固定能力较

强
,

Zn 在 4 种土壤中有效含量低
,

砂姜黑土和潮土对 Z n 也有较强的吸附固定能力
。

M n
在褐

土
、

砂姜黑土和潮土中有效含量也很低
,

土壤对其吸附固定能力也较强
,

所以这 4 种土壤上 P
、

K 可能都是潜在的限制因子
,

砂姜黑土上应注意锰
、

锌
、

铜的施用
。

2
.

2 生物效应与土壤肥力分级

.2 .2 1 生物产量

由盆栽试验的生物产量结果 (表 4一 7) 可看出
,

褐土
、

砂姜黑土
、

黄褐土和潮土上最佳处理

的干物重分别为相应对照处理的 4
.

5
、

12
.

2
、

8
.

4 和 10 倍
。

陕县褐土的减 N
、

P
、
K

、

z n 、

cu 处理

的干物重较最佳处理减产达 0
.

01 极显著水平
。

减 S
、

M n
处理减产达 0

.

05 显著水平
。

按照减

元素处理减产的幅度
,

可以看出该土壤元素缺乏的程度依次为 N > P > z n > uC > K > Mn > S,

而施 1 / ZK
、

1/ 4K 量的处理比最佳处理减产分别达到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

可见必需施足钾肥
,

才能满足烟草对 K 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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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褐土盆栽试验生物产 t表 5宝丰砂姜黑土盆栽试验生物产盆

处理
平均干重

( g /盆)
标准差

相对产盆

( % )

1 0 0
.

0

1 0 0
.

7

2 4
.

7
铸.

3 7
.

9
价.

79
.

4, .

8 2
.

6
-

9 4 4

7 4
.

4
任 任

10 5
.

6

8 1
.

2
-

9 1
.

6

5 7
.

8
任 .

84
.

5
.

7 8 3
价 奋

养分状况评价 处理
平均千重
( g /盆 )

标准差
相对产 t

( % )
养分状况评价

0 1
〕
T

一 M g

一 N

一 P

一 K

一 S

+ B

一 Cu

一
介

一 M n

+
M

o

~
zn

1 / ZK

1 / 4 K

C K

土壤不缺镁

土壤缺氮

土壤缺磷

土壤缺钾

土壤缺硫

土奥不缺砚

土壤缺铜

土壤不缺铁

土壤缺锰

土壤不缺钥
土坡缺锌
1 / ZK 不足

1 / 4 K 不足

O P T
一
M g

一 N

一 P

一 K

一 S

+ B

一 Cu

一 F e

一 M n

+ M o

一 Z n

1 / ZK

1 / 4 K

1 / ZM n

C K

1 00
.

0

8 6
.

0二
11

.

2二
14

.

2
. 价

7 4
.

1二
4 2

.

9
份 .

92
.

6

8 5
.

1 任 .

10 2
.

6

10 7 5

99
.

2

75
.

5二
8 5

.

1
资 . 骨

7 7
.

2 任 .

9 1
.

0 .

8
.

2

土壤缺镁
土壤缺氮
土壤缺磷
土坡缺钾
土壤缺硫
土坡不缺砚
土镶缺铜
土壤不缺铁
土壤不缺锰
土壤不缺钥
土壤缺锌
1 / ZK 不足
1 / 4 K 不足

土壤不缺锰

43451009481733243933294926316313000八Un
ùù”nùnùnUnnU丹U
ù
11甘
ù

UnUO
ùKó内̀̀é6八,翻气甘,山心JRà̀é内̀气ú气ù呢甘
ù

U介̀气ù护J八石八U户6,̀O潇,,
尹,二七Jj兮4户UO
夕̀U

...

..

.

.

...

……
,汀护b六U

` .人气ù飞ú自了̀1U1只ù, JÙ
ù

6气一乙U八U6
`

礴
J峙,人,Jn入ù,人舟、J,̀nU八,,̀,̀八日nU八J4,̀八j月z声峙声勺

J崎J岭孟U,
月
人,̀护七̀J勺̀

.
-
.

.
-

.
.-

……
nnUllCUCCU八UO
ǐ们nnnljnóUnU0
CUnU哎曰只ù八6八U,̀,̀叮J八6八八ǐ吕

沙
h11曰4
尹04C
甘11

.

……
母.6

ù

七,土,ù rjr、ú6
rJ12

,̀凡、ù九J气J倪JnrJ,̀O
J,10
沙ù、一

……
.、J
6
内J̀J̀峙,人

注 : ( 1 ) SL D ( 0
.

05 ) = 0
.

6 8
.

2 2
.

1

比D ( 0
.

0 1 ) = 0
.

9 0
- -

( 2) 每个处理 4 个重复 (下同)
。 注

: L S D ( 0
.

0 5 ) = 0
.

6 2
一

LS D ( 0
.

0 1 ) = 0
.

8 2一

表 6 确山黄揭土盆栽试验生物产 t 表 7 临颖潮土盆栽试验生物产且

处理
平均干重
(以盆 )

标准差
相对产 t

(% )
养分状况评价 处理

平均干重

( g /盆 )
标准差

相对产 t

(% )
养分状况评价

2206134339292424143933213705
nUn甘nU八Unùǔ“ùùUnùnùnUo00n8085354275121560886825803578

自了lnt
,卫几矛b弓ùù r
.

,声,户6,
才弋曰̀tUUllnl1 0 0

`

0

12
.

2二
1 9

.

2
谷 .

7 2
.

7
, .

5 1
.

7 , -

9 5
.

5

9 5
.

5

10 0
.

0

98
.

8

93
.

9

9 1
.

0
.

96
.

7

7 4
.

4
骨 .

1 1
.

9

土壤缺氮

土壤缺磷

土坡缺钾

土壤缺硫
土城不缺口

土镶不缺铜

土壤不缺铁

土壤不缺锰

土坡不缺钥

土城锌不足

1 / ZK 即可
1 / 4 K 不足

O P T

~ N

一 P

一 K

一 S

十 B

一
uC

一 F e

一
M

n

+ M o

一 Z n

1 / ZK

1 / 4 K

C K

1 0 0
.

0

10
.

9 圣
.

17
.

3二
8 2

.

3 -

6 5
.

6二
99

.

3

9 1
.

7
.

1 00
.

0

84
.

6
.

1 0 1
.

0

72
.

8二
9 1

.

3

8 1
.

4
朴

10
.

0

土壤缺氮

土壤缺磷

土壤缺钾

土壤缺硫

土壤不缺翻

土壤铜不足

土壤不缺铁

土壤锰不足

土壤不缺钥

土壤缺锌
1 / ZK 不足

l / 4 K 不足

3108的1338262652250533267706nnCUCUnnónónUnClfnénnUCà25858522589822001272489512
n入ù
月.二` .二戈ù月峪,z,
J八石口1U2,了一

了尹Ù

O P T

一 N

一 P

~ K

一 S

+ B

一 C u

一
凡

一 M n

+
M

o

一 Z n

1 / ZK

1 / 4 K

CK 0
.

9 8

注
:

SL D ( 0
.

0 5 ) = 0
.

3 8
,

LS D ( 0
.

0 1 ) = 0
.

5 2 , -

注
:

SL D ( 0
.

0 5 ) = 0
.

5 5
·

LS D ( 0
.

0 1 ) = 0
.

7 4

宝丰砂姜黑土盆栽试验生物产量中的相对产量减 N
、

P
、

K
、

S
、

Z n 、

C u 、

M g 处理都影响烟株

生长发育
,

比最佳处理分别减产 89
、

86
、

57
、

26
、

14 %
,

达极显著水平
。

按照不施某种元素减产

的幅度
,

评价该土壤的各元素的缺乏程度
,

依次为 N > P > S > K > Z n > C u > M ;g 加 12/ M n
处

理比最佳处理减产显著
,

而不施 M n
的有增产作用

。

砂姜黑土的含 M n
量虽低

,

但由于砂姜黑

土在形成过程中积累大量的 eF
、

.

M
n
结核

,

可补足 M
n 、

eF
。

1/ 2K 或 14/ K 比最佳处理减产分

别达显著与极显著水平
,

尤其是 1/ 4 K 处理的烟株叶片出现缺钾症状
,

叶边缘有焦灼状
。

确山黄褐土的减 N
、

P
、

S
、

K
、

Z n 处理比最佳处理减产分别达极显著和显著水平
。

施用 1/

Z K
,

减产不显著
,

施用 1 / 4 K 减产极显著 ; 根据减产达显著水平的幅度评价元素缺乏程度依次

为 N > P > S ) K > Z n 。

、

临颖潮土的减 N
、

P
、

K
、

S
、

Z n 、

M n
处理比最佳处理减产达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

l 2/ K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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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产显著
。

14 /K 处理减产极显著
,

烟叶边缘出现缺钾症状
。

根据减素减产达显著水平的幅

度
,

评价各元素缺乏程度依次为 N > P > S > Z n > K > M no

从表 4一 7 看出
,
十 B

、
+ M

o 处理均无明显增产效果
,

这可能与土壤中含 B 量较高有关
,

同

时也说明 M
。
供应是足够的

。

褐土
、

砂姜黑土和潮土 (含 eF 量高 )减 eF 处理
,

增产不显著
,

褐

土含 S 量高于临界值
,

但减 S 处理
,

减产仍达显著水平
。

2
.

2
.

2 土壤养分肥力分级

温室盆栽的生物效应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的养分状况及供肥能力
,

将各个土壤减素

处理的相对产量与土壤中各元素含量进行分析〔幻
。

由表 1 可看出
:
除 F e 、

B 外
,

测定值低于临

界值的减 N
、

P
、
K

、

S
、

M
n 、

C u 、
Z n 处理的相对产量均有随土壤测定值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

二者

密切相关
。

若按照相对产量 < 55 %
、

5 5 一 7 5%
、

75 一 85 %
、

8 5 一 9 5%
、

> 95 % 来划分养分肥力等

级为极低
、

低
、

中
、

高
、

很高
,

结果列于表 8
。

土壤中 N
、

P
、

K 含量低于临界值
,

其养分肥力等级

为极低
、

低
、

中等
,

S 除陕县褐土含量超过临界值为中等
,

其他与 N
、

P
、

K 相同
,

均与养分等级相

吻合
,

土壤中含 B 量高于临界值
,

其养分等级为很高
,

也很吻合 ; C u 、

M n 、

Z n 基本吻合
,

然而 F e

在 4 种土壤中不完全吻合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表 8 各土坡养分肥力等级与土坡养分含 t

肥 力 等 级 (相对产 t % )

地点与土类 极低
( < 5 5 % )

低
( 5 5一7 5 % )

中
( 7 5一8 5 % )

高
( 85一 9 5% )

很 高
( > 9 5 % )

陕县揭土
N

1 0
.

5

P
_

12 7

砂姜黑土

确山黄褐土

N

1 0
.

5 1
.

9 1
.

2

: u nZ K S M n ( B
、

MO ) eF M g

17 0
.

8 9 7 0
.

2 30
.

4 2
.

8 5 0
.

6 8 6
.

9 3 35
.

8

K Z n C u M g ( B
、
M o ) F e M n

54
.

6 0
.

66 0
.

9 4 1 7
.

5 0
.

8 7 4
.

5 1
_

0 4

飞
宝丰 N P 5 K Z n C。 M : ( B

、
M o ) F e M n

N

1 3
.

K
_

46 8

( B
、

0
.

8 7
eF

、

M
o ) uC M

n

2
.

07 7
.

0 1
nz.39一uC.36

临颖潮土
:

月
2 S

7
.

6

S

9
.

7

nZ K M
n

1
.

1 66
.

3 2
.

3 8

。`
乳

1

否飞
M

。 ,

注
: ( 1) 括号内为最佳处理未加人含盘高的元素

,

另设加素处理 ; (2 )各元素含 t 单位为阳 /司土
。

2
.

3 钾磷不同用里及其与锰锌配合对烟叶产盆和质盆的影响

由田间试验的产量和产值结果 (表 9) 看出
,

在 N
、

P
、

K 含量较低的临颖潮土上
,

烤烟以每

亩施 N 4 k g
、

P 2 0 : g k g
、

K 2 0 ZOk g 配施硫酸锰
、

硫酸锌各 3 k g
、

N : 2P 仇 : K ZO = 1 : 2
.

3 : 5 的养

分比例
,

烤烟的亩产量与中上等烟比例
,

随着磷肥用量的增加而提高 ;钾肥用量
,

烤烟以每亩施

N k4 g
、

几O :
k6 g K ZO 2 0k g 的亩产量

、

中上等烟比例高于氮
、

磷相同 K ZO 30 k g 的
。

说明施钾量

不是越多越好
,

临颖潮土烤烟在每亩 4k g N 基础上
,

以中量 K (K
Z
O 20k g )

、

(P P 2
魄 k6 g )配合产

量
、

质量及经济效益较高
。

表 9 钾磷用 t 及其与锰
、

锌配合对烟叶产里和质t 的影响

处 理
产量 k( 岁亩 ) 产值 (元 /亩 ) 均价 (元 /纯 ) 上 中等烟 (% )

临颖 宝丰 临颖 宝丰 临颖 宝丰
O
Jn凡4八“

ù,̀气ù飞ù几、ó

蛇90998797918993RùóUn6
` .J工口̀仁J,1Jt

83758982728075857447939052586971
几J呜J气J凡J飞J,0rj舟j22758228548171叭

几J,̀内̀凡J,̀气乙,̀,̀M n Z Z n Z

临颖

162 8

17 6
.

0

21 5
.

6

14 7 4

14 5
.

2

204
.

6

17 6
.

0

21 1 2

宝丰

1 6 9
.

7

1 6 4
.

4

1 7 1
.

2

1 7 0
.

7

1 6 5
.

6

1 6 7
.

3

1 6 9 3

16 8
.

4

52 4
.

2

4 84
.

0

5 92
.

4

4 83 4

36 8
.

8

57 4
.

9

4 76
.

9

6 20
.

9

63 4
.

7

57 0
.

5

67 2
.

8

6 6 3 9

58 2
.

9

59 8
.

9

62 4
,

3

6 2 4
.

8

,孟乌̀凡̀内三,孟,`
`
J.nnnnnnn222内乙22,乙nnnnnnnMMMMMMM

,̀口孟八盈̀
ō毛ó几̀ṑ,三KKKKKKKK1

.乙,诊内孟跪孟,̀ōz几`PPPPP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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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褐土

表 1 0土坡钾豪状况对烟叶含钾最影晌

宝丰砂姜黑土 确山黄揭土

速效钾
(K 20

“岁 g)

缓效钾
(K 20

拌 g/ g)

速效钾
(K 20

料 g/ g)

缓效钾
(长 0

“盯 g)

烟叶钾
(姚 0%)

速效钾
(K 20

子喇 g)

缓效钾
(K 20

尸盯 g)

烟叶钾
(札 O %)

临颖潮土

速效钾 缓效钾
(K,

0 ( K2 0

阔 g ) 尸9/ 9 )

烟叶钾
(凡 0 % )

463844206524肠256696496506036905896205471029710570164951011252231284751329510
l̀U
`
J刃亡、ùù尹,̀月,夕七,
碑子

5268626977616172591002039828587851952117100518200018
月卫通,二心止
. .几j.孟曰.二目.盛门孟

90 3

92 5

1 07 3

9 16

104 7

93 7

5 4 5

93 3

0544531631314980461444357108094496044595198148131257455139272151P I K Z
M

n Z Z n Z

几 K Z
M

n : Z n Z

P , K Z M n Z Z n Z

PZ KI M nZ Z n Z

几 K , M n Z Z n ,

几 K Z M n 一 Z处

巧 K Z
M

n 3 nZ Z

巧 K Z M n Z
nZ

-

注
:

陕县褐土田间试验旺长期时因下冰雹
,

烟叶破碎未分析
。

在 N
、

P
、

K
、

S
、

M n 、

z n
含量均不高的宝丰砂姜黑土上

,

P 含量为极低级 ( 1
.

9滩 / d 土 )
,

低于亏

缺临界值 14 阳 /耐 土
。

试验结果以高 (P 几仇 gk g /亩 )
、

中 K (K
2 0 20 k g /亩 )效果最好

。

每亩

施 N 3 k g
、

p ZO S g k g
、
K : 0 Zo k g 配施 Mn

、
Z n 肥各 3 k g

,

N :
2P 0 5 :

晚 O “ 1 : 3 “ 6
.

6 养分比例
,

烤烟

亩产量
、

产值
、

均价
、

中上等烟比例都是最高的
。

从表 10 可看出
,

土壤速效钾
、

缓效钾与烟叶含

钾量呈正相关
。

烟株进人旺长期取根际土壤分析
,

高钾区 30kg (凡 O )/ 亩
,

确山黄褐土与临颖

潮土烟叶含钾量分别为 1
.

51 % 和 1
.

“ %
,

而宝丰砂姜黑土仅有 1
.

18 %
,

可能与该土壤对钾的

吸附能力强有关
。

钾磷用量与锰
、

锌配合对烟叶化学组分影响不明显
,

且无一定规律
。

不同处理的烟叶质量评吸结果以 K : 0 2 0 k g /亩
、

几 O : 6k g /亩配合硫酸锰
、

硫酸锌各 3k g /

亩的烟叶香气质好
,

香气量足
,

杂气轻
、

劲头较大
、

燃烧性强
、

余味舒适 ;而 K ZO 20 k岁亩
、

几仇

6k g /亩
,

硫酸锰 s k g /亩
,

不施硫酸锌的烟叶香气质差
,

香气量不足
,

其余处理差异不明显
。

3 小 结

应用土壤养分状况系统研究法
,

对河南省烟区主要土类 12 种营养元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

结果表明
,

陕县褐土
、

宝丰砂姜黑土
、

确山黄褐土和临颖潮土 N
、

P
、
K

、

S
、

Z n 等养分含量较低 ;

其限制烟株生长的养分因子
,

首先是 N
、

P
、

K
,

其次是 S
、

zn ;陕县褐土的 uC
、

M n ,

宝丰砂姜黑土

的 M n 、

C u 、

M g
,

临颖潮土的 M n
均需补足 ;土壤中 aC

、

B
、

M 。 、

F e
相对较丰富

。

4 种土壤中 N
、

P
、

K 养分含量低
,

只有按烟株需要以一定比例配合
,

同时补足所缺的其他

元素如 C u 、

M n 、

Z n 等
,

才能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

河南省烤烟 N 肥用量在每亩 3一 4 k g 基础上
,

宝丰砂姜黑土和确山黄褐土高 (P 9 k g /亩 )
、

中 K (K Z o 20k g /亩 )
,

临颖潮土陕县褐土以中 (P 6 kg /亩 )
、

中 K (2 0 kg /亩 )配合
,

大致的养分比

例前者为 N : 几0 5 : K ZO 二 1 : 3 : 6
,

后者为 N : P Zq
: K ZO 二 1 : 1

.

5 : 5 对烤烟优质适产较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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