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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白土上小麦施钾效应的研究 
王建生 黄福正 王明德 垄歪韭 周健民 祝 斌 
孺 阳市土肥站 黑阳 2133~) (中国科学院南意土壤研究所) 

摘 要 苏南丘睦卫圩区由黄土母质豆稍积钉发育的水稻土中自土所占面积很大．仅漂阳市就占总面 

蔷I妁42％．土壤供钾耗力低，是江苏害施用钾￡的重点地区之一。近年的研究培果裹明，施钾可使小麦增产 

40 ，亩—9D．0 ，亩．增产事选蜀19．1％—42 3％．量著膏于7D年代。周此，撵讨钾肥对小麦的有救性卫其 

增产潜力，对台理而烃跻地旌用钾肥．农业持续盖晨和土壤钾誊￡力的保持具有重要的童卫。 

美鼍词皇土一4蓬；赶g 垫耋 j爵 甲，车̂f；卑州 

70年代初期。在宜兴进行的连续3年的定位试验和其它试验，证明钾对小麦、水稻、紫云 

英等作物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90年代前后，又先后在宜兴、漂阳、句容等地开展了大量的钾 

肥试验示范，加速了钾肥的推广。然而，由于钾肥供应不足和群众受传统施肥习惯的影响，钾 

肥施用仍不普遍，钾肥对作物的增产效应远没有充分发挥。 

1995年我们在漂阳市圩区白土上开展了钾肥对小麦的有效性、增产效果及其合理施用的 

再研究，进一步证明钾肥是充分发挥小麦的增产潜力、实现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现 

将主要结果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壤 

试验地点在漂阳市旧县镇，土壤由下蜀黄土发育而成，属水稻土中的白土。速效钾、缓效 

钾分别为63me．／kg,249irg／kg(本文中氮、磷、钾均以N、P、K表示)，土壤肥力属漂阳市土壤的 

较低水平，其主要理化性状列于表1。 

裹I 供试土壤的某些农化性就 

覆I定方法：有机质油浴加热一K2o 容量法；速效磷0．05rno~L NaH0 浸提一钼锑抗 

比色法；速效钾1．d／L NH,Ac浸提、缓效钾 lraa／I．HN 煮沸10分钟一火焰光度法；水解 

氨用碱解扩散法。 

I．2 试验设计 

在亩施N18．Okg、P 5．0kg的基础上，设8级施钾量(ke．／亩)．分别为：0、2．5、5．0、7．5、l0． 

0、12．5、15．0、I7．5。重复3次，小区面积0．05亩，小区间开沟分厢。 

小麦品种选用扬麦158，是目前苏南地区大面积推广的高产良种。10月28日播种，播种 

量10kg／亩。用全部P、K肥及30kg／亩碳铵作基肥，分蘖肥尿素20kg／亩，穗肥尿素151,,g／亩。 

为保证肥料用量准确，预先测定各种肥料的养分吉量，不施用任何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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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讨论 

2．1 钾肥对小麦台钾量的影响 

钾是作物的重要营养元素之一，小麦体内含钾量的高低是衡量土壤钾索供应充足与否，钾 

肥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也是营养诊断的依据。为了解施人的钾技小麦吸收利用的情况，于 

l2月4日(越冬期)，6月5日(成熟期)采样分析含钾量。结果表明(表2)，不同处理的植株含 

钾量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以苗期为例，不施钾处理植株含钾量只有20．2g／kg，施钾处理的 

明显提高。此外含量还与施钾量密切帽美，最高者达到37．7g／kg(处理8)，；较对j{lI增加86． 

6％，即使中等施钾量(处理 4)也较对照增加了61．4％。这种差异到戚熟期(茎杆)也达到 

30％左右，但籽粒含钾量处理问未见差异，这与钾主要存在于茎秆中有关。统计结果表明，施 

钾量与小麦幼苗期植株和成熟期茎秆吉钾量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敦分别为0．890～(n= 

8)．0．771一 (II--8)。由此可见，在土壤缺钾的情况下．要提高小麦植株的含钾量。改善钾素营 

养状况。调整养分比例，施用钾肥是关键措施。 

2．2 钾肥对小麦玻钾量的影响 

施用钾肥后，由于在小麦体内含钾量 

的增加及产量的提高 因而小麦的吸钾量 

也相应增加(表2)。如处理8较处理l、4 

分别增加了73．0％、60．0％。施钾量与茎 

秆吸钾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843一 (n 

=8)，与总吸钾量(茎秆+籽粒)的相关系 

敦为0．799一n=8)，均高于施钾量与茎 

秆舍钾量的相关系数(r=0．771一，(n= 

8)，说明用吸钾量作为判断钾肥被小麦利 

甩的情况比用百分吉量更好。 

2．3 钾肥对小麦生长的作用 

寰2 钾肥对小蠹台钾量与囊收■的影响 

-由于糟碎衄度不够．加之用0．5m：d／L}妇 爱叠．K 

未完垒叠取．锗摹囊低。 

我们在播种后预先选定观测点(每小区一个)，在不同生育期观测了小麦叶片敦，干物质累 

积量和茎蘖总敦，结果表明(表3、4)，由于钾肥的施用，小麦体内K素营养状况的改善，在所 

表3 施钾对小圭叶令发育与千橱质敢景的影响’ 

一

： 干t为薹秆与耔粒的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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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调查项目中，施钾均有良好的作用，这 

种作用前期优于后期，有利于壮苗越冬，为以 

后的增产打下了基础。 

2．4 钾肥的增产效果 

试验的产量结果(实产，表5)表明，施钾 

处理比对照处理的耔粒增加 40．7va／亩到 

90．0kg／亩。增产率达到19．1％到42．3％。 

茎秆增产36．0kg／亩(14．3％)到90．6ke．／亩 

(35．6％)。施钾量与耔粒产量及茎秆产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分别 达到0．7 6 6一 和 

0．844“(n=8)。其增产效果较7O年代初 

期大得多【l】。这与20多年来土壤钾素不断降 

低。缺钾程度日益严重有关。江苏省肥力监 

测点l0年中土壤速效钾、缓教钾的不断降低 

也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从籽粒产量与生 

物产量(耔粒+茎秆)的比值比较中可见，处 

理1为4 5．6％．而施 钾 处理 的 比值 在 

45．7％—47．8％之间，均有提高的趋势，反 

应了钾能促进光合产物向耔粒的输送和淀粉 

的形成 J。此外。钾增强小麦的根系活力和 

抗逆性，有利于吸收利用土壤中氮、磷等养分 

也是导致增产的原因之一。 

2．5 钾肥的利用率豆其合理施用 

表4 施钾对小麦茎蕈总数(万／亩)的影响 

耔牲 薹秆 

处理 产量 增产 产量 堪产 

( 亩)( 亩) (％) ( 亩)( 亩) (％) 

表5的结果表明，施钾量在一定范围内，小麦产量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而提高，而超过一 

定的用量(1O．0kg／亩)时小麦产量不仅不增加反而下降．因此，必须合理施用钾肥，以提高钾肥 

的利用率。 

在不考虑钾肥其它损失的情况下，我们用差减法计算了钾肥的当季利用率(表6)。结果 

表哽，本试验条件下，钾肥的当季利用率在l4．4％—56．8％之间，利用率与施钾量之问呈极显 

著负相关(r=一0．911一，n=8)．说哽多施的钾肥未能发挥应有的增产效果。而取钾量的增 

加(表2)与小麦奢侈吸钾有关。作物的这种特性减少了钾的洗失。吸收的钾还可通过秸秆还 

田而被后季作物利用，从而间接提高了钾肥的利用率。另外，吸钾量增加而小麦产量下降。可 

能与作物体内吉钾量过高，减少了对其它养分的吸收，尤其对镁的吸收有关。有关钾、镁之间 

的拮抗作用已为众多的研究结果所证实 镁是作物的太量元素之一，是叶绿素的成分．缺镁 

导致叶片中叶绿素含量降低，直接影响了光合作用的速率，因此这也是产量降低的重要原因之 
一

0 

在生产实践中，选择适宜的施钾量时．一方面必须考虑充分发挥钾肥的效果，另外还要根 

0 杜承#，钾嵌罡的台理施用研究，1990"--1995．内茸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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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前钾肥市场的供应情况和预期的作物产量水平。在这里可用钾肥增产效率(每公斤K肥 

增产的小麦公斤数)来衡量。从施钾量与增产量的计算结果可见，当施钾量为2、5kg／亩时，钾 

肥增产效率为16．3kg，10kg／亩耐为9．0kg亩，l7．5ke,／亩耐只有4．4kg，施钾量与钾肥生产效 

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图 1)。由图1可见，钾肥严重不足时施钾量可选择 5、okg／亩(氯化钾 

8．3ke,／亩)以内。K肥供应充足则可适量增加至10kg以内．有利于获得更高的产量和较高的 

钾肥利用率(表 6)。 

寰6 钾肥的当季利用事 

虹理 篇 K量 吸收量(ke,／亩)篇K增加量 利用串(％) 

*  

蠼 

彗 

譬 
眭 

圉1 攘钾量对钾置增产效搴 

此外，从土壤速效钾、缓教钾的测定结果表明(表7)，施钾可在短期内提高土壤速效钾的 

含量，到成熟期这种作用消失，甚至稍有下降，也屙样说明施钾量不宣过高。 

寰7 燕钾对土壤耆钾量的髟响 

本研究得到江苏省土肥站、常州市土肥站的太力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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