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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盐土中钾素动态变化的研究
`

刘荣根 吴梅菊 陆凤呜 房金钱
( 江苏省大丰市农业局土肥站 大丰 22 41 00 )

摘 要 滨海盆土原为供钾能力较高的土壤类型
,

但由于高产喜钾作物的推广
.

雨水造成的损失以及

钾索投人少等原因
.

土壤中有效钾含 t 不断下几
,

大丰市缺钾面积迅速扩大
,

成为作物优质高产的限制因子
。

研究表明
:

秸草还田
、

施用无机钾肥及其他农业措施有利于土集中钾素的平衡和作物高产
。

关键词 滨海盐土 ; 缺钾 ; 维持措施

大丰市位于江苏省中部
,

东临黄海
,

南北长约 63k m
,

东西宽约 4 4k m
,

海岸线长 10 9 km
,

土

壤母质有 3 种类型
,

王港河以南为江
、

淮冲积物
,

王港河以北为黄
、

淮冲积物
,

串场河以西为湖

相沉积物
,

属滨海盐土地区
。

70 年代对江苏省主要土壤供钾能力的研究结果表明
,

滨海盐土属于供钾能力高的土壤类

型之一 〔̀ 〕
,

近 10 年来
,

随着氮素化肥用量的急剧增加
,

高产喜钾作物的大面积推广和产量的提

高
,

土壤速效钾含量急剧下降
,

大部分作物施钾有效
,

棉花等经济作物施用钾肥已成为主要的

增产措施之一
。

因此研究土壤钾素动态变化和维持土壤钾素平衡的途径对大丰市农业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

1 农田土壤的钾素含量与区域分布

在 1982 年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中
,

大丰市采集样品 1 153 个
,

测定了土壤钾素和其他养分

的含量
。

其后大丰市设立 6 个监测点
,

定期采样分析 (表 1 )
。

19 9 4 年又进行了耕层养分概查
,

采集
、

分析典型样品 巧 4 个
。

结果表明
,

土壤中速效钾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

农田土壤的钾素亏

缺日趋严重
。

19 9 4 年与 1 982 年相比下降了 35
.

6mg kg
一

`
(本文中除特别说明外均以 K 表示 )

,

即由 19 5 2 年的 1 7 o m g k g
一

`
(
。 = 1 15 3 )降至 1 3 4

.

4飞 k g
一

`
(

n = 1 5 4 )
,

平均每年降低 T 3
.

o m g k g
一

` 。

低于 l o o m g k g
一

` 的农 田面积 全市 达到 3 3 3 3 3
.

3 hm Z ,

较 1 9 5 2 年扩大 2 7 6 6 6
.

6 7 h m 2 ,

若以

10 0m hg 扩作为严重缺钾的指标
,

则全市 12 年中严重缺钾面积扩大了 5
,

9 倍
,

严重缺钾的农田

占总面积的 40 %
。

表 1 肥力监测点土坡速效钾的变化 (平均值
, 。
三6)

年 份 19 8 2 1 98 3 1 98 5 1 98 7 19朋 19 8 9 19卯 19 9 1

速效钾 (
。 堪 / gk ) 28 3 19 3 18 9 284 14 4 13 2 13 4 14 5

统计结果表明
,

大丰市南部 (地面真高在 3
.

7一 4
.

2m 之间 )土壤速效钾含量低
,

北部 (地面

。

本文承策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杜承林剐研究员指正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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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高约 Zm )土壤速效钾含量高
,

呈明显的地带性分布
。

在大丰市江界河和斗龙港河流域
,

土壤速效钾含量 ( y )与河流间跨度 (
x ,

离河流源点相同

距离的连线 )呈正相关 ( y = 4 2
.

9 0 + 2
.

5 33 x , r = 0
.

9 4 6
. ’ , n 二 5 )

,

当河流宽度 由 5
.

6 km 逐渐增

加到 4 8 km 时
,

土壤速效钾含量 由 55 grn k g
一

,
(平均 )增加到 1 41

.

4m hg 扩
,

即土壤缺钾程度随河

流宽度增大而减轻
。

根据大丰市土壤中速效钾含量和主要作物对钾素反应
,

土壤供钾能力大致划分为从
“

严重

缺钾
”

到
“

不缺钾
”

四级 (表 2)
,

可作为钾肥施用的依据
。

在影响土壤钾素含量的诸多因素中
,

除成土时间
、

有机质含量
、

熟化程度
、

种植制度外
,

土

壤母质和粘粒含量是最主要的
。

质地轻的江淮冲积物和先海相后湖相母质发育的土壤是缺钾

最严重的土壤
,

是当前钾肥施用的重点地区
,

尤其是在种植需钾多的棉花
、

水稻等作物时更应

增加钾肥用量
。

表 2 大丰市土坡供钾能力与分布

代号 供钾等级
速效钾含 t 分 布

肠堪 /吨 ) 地 区 主 要 乡 (镇 )

1 严重缺钾 < 100 大丰市南部

11 缺钾 的一 12 0 北部工类区

潜在缺钾 2 0一 1父 J匕部 n类区

VI 富钾 > 1 50 北部瓜类区

洋心洼
,

三渣
,

沈灶
,

大桥
,

草堪
,

播傲
,

草庙

和万盈南部等乡镇

白驹
,

小海
,

刘庄南部
,

万盈中北部
,

草庙北

部等乡镇

刘庄中部
.

南团南部
,

万盈北部
,

南团南部
,

通商南部

三龙
,

丰富
,

斗龙
.

金墩
,

方强等

2 土壤速效钾下降的主要原因
土壤速效钾含量不断下降

,

缺钾农田面积迅速扩展
,

据我们研究
,

与下列因素有关
。

2
.

1 随水琳失

滨海盐土地区
,

河流纵横交错
,

为改土洗盐
、

加快土壤的脱盐过程
,

通常均采用大水冲洗
,

有条件的地区种稻洗盐
,

然而
,

在洗盐过程中
,

大量的钾也随水流失
,

这是土壤速效钾损失的重

要原因
,

特别是粘粒含量低
、

砂性重
、

吸持 K
十

能力低的那些土壤
,

如果地面高差大
,

水流速度

快
,

暴雨灾害频繁的年份
,

损失更为严重
。

1 991 年大丰市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

全市 8 2 6 66
.

67 h衬 农田积水
,

深度 30 一

10 0cm
。

在此期间
,

农田多次进水出水或较长时间被水淹没
,

最严重的被淹没 20 多天
。

根据

灾后 ( 1 9 9 1年 8一 10 月 )调查测定结果与 1 9 9 0 年 8 月份对应点的测定结果 比较
,

土壤耕层速

效钾年下降达 1 1 m gh g
一

, ,

因此
,

洪涝灾害对土壤速效钾也有重要影响
。

2
.

2 种植高钾作物

水稻和薄荷是两大高钾作物
。

大丰市斗龙港以西的 13 个乡镇
,

每年种水稻 1 53 3 3
.

3 h m “ ,

占耕地面积 的 44
.

5 %
,

水稻稻草中含钾量 ( K ZO ) 2
.

7%
,

为麦秸秆含钾量的 3 倍多
。

亩产

5 0 o k g 稻谷的田块
,

如稻草归还率 50 %
,

则每亩每季带走的钾素折抓化钾 1 1
.

2 5 k g
,

每年施用

有机肥折抓化钾 6
.

14 k g
,

种一季水稻
,

每亩亏缺 5
.

l lk g 抓化钾
,

如果考虑长期灌水而引起的

随水淋失的钾
,

则亏缺更多
。

薄荷秸秆 (干基 )含氧化钾 1
.

23 %
,

每亩每季薄荷刘割二茬鲜秸

草约 2 0 0 0 k g
,

理论计算带走氧化钾约 1 5k g
,

按归还率 50 % 计算
,

每季每亩亏缺 7
.

sk g 氧化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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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亩的鲜草薄荷提炼成油
,

需 2 亩生产的麦秸作燃料
,

导致种植薄荷地区秸草归还总量的

减少
,

土壤钾素的下降速度也较快
。

如大丰市潘徽镇江东村种前土壤速效钾为 12 5m g k g
一

, ,

种

3 年为 70 m g k g
一

’ ,

种 5 年的只有 5 4m g k g
一

’ ,

该镇土壤由基本不缺钾变为缺钾和严重缺钾
。

另据

王港河以南植薄荷的 5 个乡镇土壤钾素概查结果表明
,

年递减值为 8
.

1 一 n
.

l m g k g
一

` (表 3)
,

年平均 l o
.

Zm g k g
一

, ,

比全市递减均值 6
.

2m g k g
一

`
超出 4m g k g

一

, ,

下降率增加 6 4
.

7 %
。

表 3 种薄荷对土坡速效钾含盆的影响

薄荷面积 (hm
Z )

乡 恢
土壤速效钾 ( gm 掩

, )

年递减值
1 98 2年 19 90 年 1 98 2年 19 9( 】年

刃

…9
1忍,
.

101010n色10丘63738594113871215060728378697099沼5750通)ù,
J
峪l
,1
;公60L头8粼8Rù1口,几Q

J,山

O
。
·

nU

口0ù“U11
`月几,
、

几

播傲

大桥

川东

草庙

万盈

五乡傲 又

29 乡镇又

2
.

3 施肥不平衡

大丰市 s 年 ( 19 5 2 一 19 9 0 )中每年投人氮肥 (标 )为 ( s
一 12 ) x 10 , k g

,

磷肥 (标 )为 ( 3 一 4 ) X

10 , k g
,

而钾肥 1 9 5 2年只有 1
.

2 x l o , l; g
,

1 9 9 0年只有 s x l o , k g
,

肥料投人 比例 ( 1 9 5 3年

:N P Z
q

: K Z
O )只有 1 : .0 36 : 0

.

01
,

可见化学钾肥投放量极少也是土壤速效钾迅速下降的重要

原因之一
。

相反注重钾肥的投人可减缓土壤速效钾的下降速度
,

如洋心洼乡和三渣乡年平均

投入钾肥约 2
.

5 义 10 5k g
,

土壤速效钾含量年递减值为 0
.

64 gnI k扩和 1
.

85 m g k g
一

, ,

而相邻的草

堰镇年递减值 ( s
.

s s m g k g
一

, )则是前者的 13
.

5 倍
、

4
.

5倍 (表 4 )
。

表 4 施用化学钾肥对速效钾含且的影响 ( 19 82
一 1990 年 )

粮棉产 t ( O

乡 镇

—
粮食 棉花

土坡速效钾 (吨 /纯 )

8 2 年 卯年

施用钾肥 t

( t )

年递减值

(叱 /吨 )

耕地面积

( b m , )

648585
ù

U
, .几只甘几ù“ùnU,̀衬”月卜甲曰006

1188975
230446洋心洼 1 78 30

1 4 59 5

1 7 48()

94 5
.

7

9 23
.

2

96 6
.

3

渔堰三草

3 减缓钾素亏缺的措施
3

.

1 推广秸秆还田

钾肥资源紧缺
,

因而秸秆还田和增施有机肥
,

是补充土壤钾素最直接的有效办法
。

据统

计
,

全市秸秆还田已达到 2
.

3 ` 1 0“ k g
,

若按含钾量 ( K 2 0 )为 1
.

2 % 计算
,

每年归还土壤的氧化

钾达到 2 7 6 0 吨
,

据我们试验
,

麦秸回铺棉行前 (6 月 巧 日)土壤速效钾为 1 9 1
.

s m gh g
一

, ,

2 个月

后 (8 月 巧 日)测定土壤速效钾含量提高到 22 4m hg g
一

, ,

增加 32
.

s m hg g
一

, 。

稻草回铺麦田
,

在麦

收后采土化验
,

土壤中的速效钾含量 ( y )与稻草施用量 ( x )呈正相关 ( y = 271
.

04 十 0
.

3 6 94 X
, n

= 6
, : = 0

.

9 9 4 1 “ )
,

即稻草多覆盖 5 0 k g /亩
,

麦收时土壤中速效钾含量增加 18
.

s m g k扩
,

麦子

增产 1 1
.

1 %
。

据分析
,

秸草还田除带人钾以外
,

还能减少土壤钾随水淋失
,

尤其是大雨时地面

径流损失
。

3
.

2 增加钾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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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钾肥的投放与土壤钾素关系密切
,

据我们在潘傲镇东套九组调查
,

该组每亩施抓化钾

6
.

s s k g
,

在棉花采摘期土壤速效钾为 5 5吨 k g
一

` ,

( 19 9 5 年 9 月 10 日 )
,

比补钾前 7 5吨k g `
提高

7m g k g
一 , ,

增加 9 %
。

另据大丰市 6 个肥力观察点的统计结果
,

表 5 施用钾肥对土坡速效钾的影晌

1 9 94 年至 1 9 9 6 年 3 年中
,

每亩钾肥用量由 。

增 至 5
.

92 k g 时
,

土 壤 中 的 速 效 钾 由

l z Zm g k g
一

,
提高 1 3 2

.

s m g k g
·

`
(表 5 )

,

表明施用

钾肥不仅能维持速效钾含量
,

而且还能提高土

壤速效钾含量
,

显示了化学钾肥在土壤钾素平

衡中的重要性
。

3
.

3 改进利用绿肥和棉秆的方法

由于大丰市种植棉花面积大
、

土壤钾素下

降快和有机肥的用量减少等
,

因此
,

应尽量利

用冬季空闲地和沟边
、

路边
,

种植蚕豆等冬绿

肥
。

蚕豆生长期间
,

正值土壤缓效钾逐渐释放

时期
,

通过蚕豆的吸收并富集土壤中的钾
,

次

年用作棉花的肥料
,

它不仅有利土壤速效钾的

提高
,

并相应提高棉花的产量
,

这种效果的大

小又与施用方法有关
。

据试验
,

用蚕豆鲜茎叶

xlJ 碎铺在棉花行间较埋青效果好 (表 6 )
。

其

年份
施钾 t

( k召/亩 )

速效钾

mg 纯
一

勺

增 加

叫纯
一 ’ ) ( % )

199 4

199 5

19 96

0 12 2

3
.

8 2 12 5

5
,

92 1 3 3

3

1 1

表 6 绿肥 (蚕豆 )不同利用方法

对土坡速效钾与棉花产t 的影晌
,

速效钾 棉花增产 ( % )

处理 含 t

( . 召/晚 )

较对照

增加 (% )
较对照 较埋青

3 6 1
.

5

2 3 9
.

5

1 9 3
.

5

18 6
.

8

12 2
.

8

10 0
.

0

12 3
.

3

1 14
.

5

10 0
.

0

1 0 7
.

7

1 oo

盖青照砚埋对

.

埋青时间
: 19 91 年 4 月 26 日

,

侧定时间
:
199 1 年 8 月 1 日

原因在于鲜蚕豆茎叶在温度较高的 5一 7 月极易腐烂
,

其中的钾很快转化为土壤速效钾或被棉

花直接吸收利用
,

从而影响土壤钾素含量与棉花的钾素营养状况
。

在棉花生长和发育过程中
,

需要持续供应充足钾素
。

据报道
,

棉花吸收的钾以棉铃壳最

高
,

叶片和茎秆次之
,

种子 最低 t2]
,

这 部分钾源 如何再 利用 十分重要
。

大丰市植棉面积

40 0 00 h衬 以上
,

以往籽棉采摘后随即拔秆作燃料
,

通过连续多年的试验证明
,

在棉花采摘完之

后
,

将棉秆保留在田中一个月左右 (不影响冬季作物生长和土地利用 )
,

利用冬季降雨和钾在植

物中的移动性
,

使大部分钾再度回到棉田中
。

据测定
,

由 n 月 25 日的 21 9m gh g 一 ’提高到 12

月 27 日的 23 4 m g kg
一 ’ ,

增加巧m g k g
一 ` ,

在这一个月中
,

土壤缓效钾有可能释放转化为速效钾
,

但棉秆中的钾返回土壤中是速效钾提高的重要原因
,

类似结果我们在麦秸
、

蚕豆的覆盖试验中

已得到充分证明 3[
一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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