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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浆化棕壤 (漂白湿润淋溶土 )上

甘薯施用钾肥的效果
’

郭 笃 发
(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济南 25 001) 4

摘 要 田间试脸表明
.

在白浆化棕坡 (漂白湿润淋溶土) 上
,

钾肥对甘井薯块的产 t 起决定作用
。

亩

施 K 2 0 最好不超过 5 公斤
。

所研究的几种施钾方法对甘 , 产 t 影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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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浆化棕壤 (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修订方案」》
,

该土属漂白湿润淋溶土土类
,

下同)养分

含量低
,

耕作层薄
,

是山东省主要低产土壤之一
。

甘薯耐瘩性强
,

通常起垄种植
,

因此是白浆化

棕壤上的主要适种作物之一
。

为了探索提高甘薯产量的主要施肥措施
,

作者进行了 N
、

P
、

K

与甘薯生长的关系
、

钾肥的合理施用量和钾肥施用方法等三组试验
,

现报告如下
。

1 白浆化棕壤上肥料三要素与甘薯生长的关系
1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

1 试验地点及设计

本试验在山东省苔南县厉家官坊村村西清水堰上进行
。

试验区为受长期剥蚀的剥蚀原面

或称岗台地
,

一般在岗间相对低洼处为白浆化棕壤
,

地形比较平坦
。

本研究设置 5 个处理
: N o p o

KD
、

N o 3P
.

S K I。
.

5 、

N ,

OP K I。
.

5
、

N 7
3P

.

50K
、

N 7
3P

.

, K l。
.

5 。

试验设置

9 次重复
,

它们集中分布于清水堰水分定位观察站北田间小路两侧
。

每小区宽 3
.

2m
,

长 10
.

4m
,

重复内各小区南北排列
,

各重复不相邻接
,

试验区东西最大距离约 50 m
。

路两侧设有约

Zm 的保护行
。

上述各处理代号 N
、

P
、

K 右下角的数字分别代表每亩施用纯 N
、

P 2 0 5
和 凡。 的公斤数

。

例如
,

N , P 3
.

, lK
。

.

5
指每亩施用纯 N 7 公斤

,

P 2 0 5 3
.

5 公斤
,

K 2 O 10
.

5 公斤
,

其余依次类推
。

所用化肥均在起垄前均匀撒入各小区
,

并统一垄距为 0
.

8 m
,

每亩折合插秧 4 000 株
,

品种

为
“

青农二号
” 。

6 月中旬插秧
,

10 月下旬收获
。

1
.

1
.

2 供试土壤
、

采样方法及肥料

试验区多点采样混合
、

测定其 p H 为 6
.

0
,

质地为砂质壤土
,

碱解氮为 51
.

s m g k扩 (采用扩

散吸收法 )
,

速效磷 (单质磷 ) 12
.

2m g k扩 (采用 0
.

s m ol -lL 碳酸氢钠浸提— 铝锑抗比色法测

·

参加试验工作的还有张玉庚
、

何佳梅
、

邵立生等同志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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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

速效钾 (单质钾 ) 48
.

s m g k g
一

` (采用醋酸钱浸提一火焰光度计法测定 )
,

C E c 为 18 cm ol ( + )

k g
一

` (采用醋酸铁法测定 )
。

供试肥料使用含氮 46 % 的尿素
,

含 P Z
几 14 % 的钙镁磷肥

,

含凡 0 50 % 的硫酸钾
。

1
.

2 肥料三要素对薯块产 t 的影响

试验表明
,

磷钾处理
、

氮磷钾处理和氮钾处理的肥效显著高于氮磷处理和无肥区
,

前三者

之间肥效相近
,

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明显 (表 1 )
。

这表明
,

在肥料三要素中
,

只要有钾肥施人
,

产

量就显著提高
,

其他元素的影响较小
。

因此
,

钾是白浆化棕壤上甘薯增产的关键
。

供试土壤的

分析结果也表明
,

该土有效氮
、

磷可达到中等以上肥力水平
,

而钾仅为中下水平
,

这与试验结果

一致
。

另外
,

钾能加强叶片光合产物的合成和迅速向外转运
,

促进薯块膨大
。

增施钾肥还能延

长叶片的功能期和加快薯块形成层的活动
,

促使薯块膨大
。
①

1
.

3 肥料三要素对甘薯茎叶总里的影响

表 1 肥料三要素的不同组合对甘甚产 t 的影响 表 2 三要素的不同组合对甘薯茎叶总且的影响

处 理
产 t

〔峰 /小 区〕

差异显著性

5 % 1 %

茎叶总 t 差异显著性

(掩 /小区 ) 5 % z %

N OP
3
声

:。
.

5 7礴 4 a ^ N , p 3乃 K . o
.

5 3 1
.

6 。 人

N , P 3
,

SK 一。乃 73
.

5 a A N , P 3
.

,
场 2 9

.

0 a A

N , P o K :。
.

5 6 9
.

8 a A N , OP K: o 乃 2 8
.

4 a A

蝙 P o
场 5 4

.

6 b B Ne OP蝙 2 1
.

6 b B

N , P 3 )
均 5 2

·

9 b B NO P 3
.

送
. o J 2 1

·

2 b B

由表 2 可以看出
,

氮磷处理
、

氮钾处理和氮磷钾处理的茎叶总量明显高于磷钾区和无肥

区
,

且前三者的总量相近
,

后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不明显
,

这说明磷
、

钾在白浆化棕壤上均不能促

进甘薯茎叶的生长
,

只有氮素才起决定作用
。

这是因为氮素是蛋白质和叶绿素的主要组成成

分
,

能促进茎叶生长 [`〕
。

由以上分析可知
,

影响薯块产量和影响茎叶生长的养分不同
,

前者是钾素
,

后者是氮素
。

由该试验得到的茎叶总量和薯块产量相关分析表明
,

两者之间相关关系
: = 0

.

565 (
n 二 9)

,

小

于 5 %的显著性水平
。

这间接说明
,

氮素相对过多
,

地上部生长过旺
,

影响薯块的形成
。

并且

光合产物向地上部分配
,

抑制薯块膨大①
。

目前
,

磷肥在白浆化棕壤上既不能促进茎叶生长
,

也不能提高薯块的产量
,

说明此时土壤中磷素的营养水平相对来说已能够满足甘薯的生长需

求
。

2 不同钾肥用量对甘薯产量的影响

本试验在亩施纯 N S 公斤
、

几0 5 2
.

5 公斤的基础上设置 6 个处理
: 1

,

不施钾肥 ( C K ) ; 2
.

亩

施 K ZO S 公斤 ; 3
.

亩施 K ZO 7
.

5 公斤 : 4
.

亩施 K ZO 10 公斤 ; 5
.

亩施 K ZO 1 2
.

5 公斤 ; 6
.

亩施

K 2
O 15 公斤 ;小区面积 0

.

05 亩
,

6 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其他情况见 1
.

1部分
。

在白浆化棕壤上施钾肥均比不施的显著增产
,

而施钾不同用量间差异不明显
,

故施肥量最

好不要超过 5 公斤 K ZO
。

如果继续增加钾肥施用量
,

尽管表观上增产
,

但增产幅度很小
,

达不

到显著水平 (表 3 )
。

。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山东省办公室 ( 19 84 ) :

作物栽培学 (上 )
,

228 一 2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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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我们还就不同施钾方法对甘薯产量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施钾方法包括
:
1

.

深施
,

起垄时将钾肥集中施人垄底 ; 2
.

浅施
,

起垄时
,

先扶两犁
,

然后将钾肥集中施到垄顶部 ; 3
.

穴

施
,

先浇水
,

然后将钾肥施人秧穴中复土 ; 4
.

撤

施
,

起垄前将钾肥均匀擞于小区内
,

然后起垄 ;

5
.

追施
,

在甘薯团裸期
,

用木棍在垄的中上部

扎洞施人钾肥
,

复土
。

小区面积 0
,

05 亩
,

重复

坡
·

1 0 5

表 3 不同钾肥施用 t 对薯块产t 的影响

处理号
产 t 差异显著性

( kg/ 小区 ) 5 % 1%

AAAA人B名刃涛石.86130126126124116.93
ù

6r、ù4
几吃ù内̀,人

4 次
,

随机排列
。

试验结果表明
,

不管采用何种方法施用钾肥
,

对甘薯产量的影响很小
,

达不到

显著性水平
。

为了施肥方便
、

减少工序起见
,

可在起垄前将钾肥撒人土壤作基肥
。

综上所述
,

在白浆化棕坡上种植甘薯
,

应重视钾肥的施用
,

但亩施 殊 0 最好不超过 5 公

斤
,

试验涉及的几种施钾方法对甘薯产量的影响均达不到显著性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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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杉木幼林地喷草甘麟后土坡的水分物理状况

土层深度 处理
(cm )

自然含水率
(以吨 )

毛管孔旅度
(% )

总孔限度
(% )

非毛管孔峨度
(% )

饱和持水t

(以掩 )

田间持水 t
(盯掩 )

自、à,产1孟自丹,盛八,O
ù产b八汽ù咤曰6
户」

……
IJ冉JO

, .人,̀` .二`.二J.占1占
曰.几,二.

.

人

璐5295835652 445150495049巧85142595853837403837377
1了1àù七份00
ù

……
11内J矛七n,00,
刃JO峙̀,

J月J咤J气口,̀,山,̀,̀,̀,̀Owe 20 喷 3年
不喷
喷 2年
不咬
喷 1年
不喷

4 75
.

7 3 5 6
.

2

4 15
.

6 3 2 2
.

9

48 6
.

8 3 5 7
.

3

4 7 3
.

8 3 2 5
.

2

礴创
.

0 3 1 8
.

9

拓3
.

5 3 1 6
.

8

3 8 3
.

8
·

2 7 8
.

5

34 5
.

8 2 6 7
.

4

3 9 4
.

0 2 5 5
.

0

4 18
.

4 266
.

0

4 16
.

7 2 9 4
.

1

4 1 6
.

2 2 8 7
.

8

óó..912706ù.124
月兮O八,̀
ù

O戈曰护」,二月,月矛,孟汽,àO八
494844444847849460103536 604535373531

ù“月,O
产
,
者

戈ùn

……
ù鱿ù,月矛峪ó盆U
..二,二

.
二ó“ù,自11叹Jù甘工凡̀汽̀气̀,̀几̀,̀2 0 ee 40 喷 3年

不喷
喷 2 年
不喷
喷 1年
不喷

从实验地杉木的长势来看
,

喷草甘麟的二年生杉木林分和三年生杉木林分生长情况与进

行人工除草抚育的相同年龄的杉木林分长势非常相似
,

但它们都比不喷草甘麟
、

未进行人工除

草抚育的杉木林分长势明显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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