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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4-1996年在江西矗潭中国科学院缸囊生态站的试验研究表明．柙氟配施使氟的参蔫tll 

失碱步．在油菜季节碱步7．4％-10．3％；芝麻季节碱步7．0％-21．6％；缸暮季节娥步27．2％-29．7％ 参疆 

损失的氟量占施^氟量6．6％～17．3％。柙氟配施的油菜、芝麻租红暮利用的氯增加2．9％-20．8％ 产量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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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氮配施对作物的产量、品质和养分利用的影响，报道较多．结论也较为一致【1—3]。对土 

壤养分渗漏损失影响报道较少。我们与加拿大钾磷研究所协作，于 1994--1996年在江西鹰谭 

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站．研究了钾氮配施对土壤氮钾等养分渗漏损失的影响。 

1 试验设计与方法 

1．1 土壤 
一 缓丘顶部开垦 6--7年的红壤旱地。母质系第四纪红色粘土。土壤的氮、磷和钾等养分 

含量都比较低。全氮(N)含量为0．58g／kg，速效磷(P2 )含量为2．7mg／l~．速效钾(K2O)含 

量为100mg／lcg，缓效钾( O)含量为Z30,T~jkg。 

I．2 种檀 

19g4年 10月到 1996年 10月依次种植油菜、芝麻、油菜和红薯。由于二季油菜获得相近 

的结果．文中只列出第一季油菜结果。 

1．3 处理设置 

有NDI(o，NlI(o，N1K．N2I(o和 N2K等共5个。小区面积 7．68 ，4次重复，随机排列。 

各处理在施用相同量钙镁磷肥基础上，N 处理施 N(1~．／ha，下同)油菜 120．8，芝麻 129．4，红 

薯104；N2处理施 N油菜 172．5，芝麻207．红薯 155；施钾处理，油菜和芝麻施 K2O为 135．红 

薯113。氮肥用尿素，钾肥用氯化钾。 

1．4 渗漏水收集 

渗漏盘(接水盘)为白铁制作。正方形(1m2)，四周边高 34cnlo一底边开一椭园形(5× 

3em)出水口，此出水口与白铁焊成的喇~t．(5cm长)斜焊接 用硬塑料营(防泥土压扁)把喇叭 

和接水瓶连接。即成渗漏水接收系统。渗漏盘底部铺 2em厚经过筛、清洗后的河沙。为防止 

泥土堵塞出水171，在渗漏盘出水口处先蒙上2层尼龙窗纱．上面堆砌直径 1．5～2crn鹅卵石， 

其上再铺河沙。在小区做好后，把渗漏盘埋人小区中部离地面30cm的土层中，渗漏盘四周高 

出地面3-4cm。每个处理2个重复，共10个小区埋了渗漏水接收系统。分别收集。 

收集方法： 

(1)连续雨天 每当接水瓶(2000r~)中收接的渗漏水满时，即从中量取 5％倒人储存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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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连满连收．雨后接水瓶中渗漏水不满，同样收取 5％。 

(2)间断(3天)雨天 按下雨次数收集，只要接水瓶中有渗漏水．即量取5％倒入储存瓶 

中。 

(3)按作物生育期收集渗漏水 油菜分播种～越冬．越冬～结荚，结荚～成熟3个时期；芝 

麻分播种～结荚．结荚～成熟2个时期；红薯分栽插～结薯块，结薯块～收获2个时期。每一 

个生育期从储存瓶中量取 500ml供分析用。 

文中渗漏水结果为2个重复的平均值。 

1．5 分析 

(1)渗漏水 氮．过硫酸钾一紫外分光光度计法；钾，火焰光度计法。 

(2)土壤 试验开始前采取混台样，氮、磷和钾常规法。 

(3)植物 成熟期在埋有渗漏系统小区取样(2个重复)．氮、常规法；钾，0．5tool,／L HCI-- 

火焰光度计法。 

2 结果和讨论 

2．1 对氮和钾渗漏损失的影响 

渗漏是土壤养分损失的主要途径之一。养分渗漏损失的多少，主要决定于渗漏水量和渗 

漏水的养分浓度。土壤质地 地形部位和地面复盖度等影响渗漏水量。本试验收集的渗漏水 

量．约占各个时期降水量的 12％-20％。大于何园球 1987-1989年在该地区所测的结果 

(8．6％-16．4％) ；又小于王兴祥的结果(31．7％--36．2％)0。农田渗漏水的养分浓度，决 

定于施肥量、施肥时期和作物利用强度等。 

2．1．1 对氮渗漏损失的影响 表 1结果表明，钾氮配施能够减少氮的渗漏损失量，N1K比 

N1 处理．在油莱季节减少 10．3％，芝麻季节减少21．6％．红薯季节减少 27．2％。N2K比 

I(0处理在上述 3个作物季节分别减少 7．4％．7．0％和29．7％。在油莱和芝麻季节有施肥 

量高，渗漏的氮增加的趋势。这可能与高氮量配施的钾量不足有关。氮的渗漏损失，还与氮肥 

施用量有关。在油莱季节每公顷渗漏损失的氮(N)，不施氮(N0 )处理为5．6kg．施一级氮 

(N1l(0)处理为18．4kg,施二级氮( l(0)处理为20．3kg。芝麻和红薯季节与油菜季节有相同 

的规律．即施氮量高。渗漏损失的氮多 

渗漏损失氮量占施人氮量的百分数见表 1。可见凡钾氮配施的处理，渗漏损失的氮量占 

施入氮量百分数都小于相应的氮肥单施处理。 

作物生长时期不同氮的渗漏损失也不同(表2)。例如在油莱季节，播种～越冬时期(头年 

11月至第二年1月)是试验地区的旱季，加之油莱苗小，吸收的养分少，渗漏损失的氮量仅占 

渗漏损失总量的15％--25％；越冬～结荚时期(2月～3月)．雨季开始，降水多．虽值油莱生长 

旺盛时期．吸收的养分多，但渗漏损失的养分仍较多，约占总损失量的45％--49％；结荚一成 

熟时期(4月～5月上旬)．虽也是雨季，但是油菜籽粒形成时期，转化的氮多，渗漏损失的氮少 

0 王 祥．虹壤阜坡地不同寝韭生毒蒹扼彝毋循环特征盈可持续性评价．36—37页中嗣科学院曩士论文．中国科学皖 

土壤研究所．I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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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一时期．约占30％--38％。供试的3种作物．红薯利用肥料的能力比较强，所以红薯季节 

渗漏损失的氮少于油菜和芝麻季节(表 1)。 

襄1 钾氮 施对土壤氮、钾渗漏损失的影响。 

N 蕾蒲量(1 h) 

碱步(％) 

蕾嚣量占施人量(％) l5．4 

1．8 

18．6 

3．5 蕾蒲量(k h) 

碹步(％) 

蕾蒲量占施^量(％) 

0．B 

红 

薯 

季 

节 

N 蕾蒲量( 

蔽少(％) 

蕾■量占施^量(％) 9．4 
_ 一  

1．4 l∞  蕾■量(kg，I|a) 

蔽少(％) 

蕾滑量占施^量(％) 

-计算方法．w硪少(*)=氲墨嗍 黯 堋 

0增加(*)：筮盏星蓝童弓毒 毫} 詈 × ∞ 

2．1．2 钾渗漏损失的影响 钾的渗满损失 

与旒用氮、钾肥及其用量有关(表1)，在油菜 

季节，不施氮(N0 )处理，每公顷损失的钾 

(K2O)量为为0．6kg，N1 处理为2．1kg， 

N2 处理为 2．9kg。在芝麻和红薯季节也 

随着氮肥用量增加，渗漏损失的钾量增多。 

其原因是氮肥(尿素)施人土壤后，水解成的 

NH 代换出土壤中的K 随渗漏水流失；氮 

襄2 油菜不同生长期对土壤氯鼍jI嗣损失的影响 

蕾■掼失总t不同生长期警疆担先t占损失总t(％) 

(kg 1la) 播种～越冬 越冬～站荚 培荚～成熟 

肥用量大，产生的NI-h多，代换出的K 也多。表 1还表明，配施钾肥的处理，钾的渗精量增 

加。油菜季节。N1K比N】 处理增加28．6％．N2K比N2 增加10．3％。芝麻和红薯季节情 

况也相同。看来施到土壤中的钾肥，有一部分随渗渭水流失。渗漏损失钾量占施人钾量的 

1．3％～3．5％。从钾的渗漏损失量和渗满损失量占施入钾量的百分数两方面看，钾的渗漏损 

失是比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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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氮和钾利用的影响 

2．2．1 对氮利用的影响 表3表明，钾氮配施增加了作物对氮的利用，N】K比N】l(0处理利 

用的氮，油菜增加 11．8％，芝麻增加9．0％，红薯增加 14．6％；N2K比N2 利用的氮，油菜增 

加7．3％，芝麻增加 2．9％，红薯增加 20．8％。在新垦红壤旱地上的结果旧，钾氮最佳配比的 

芝麻( K1)，吸收的氮增加36．7％，油菜( K2)增加30．0％；15N标记尿素徽区试验。油菜施 

钾比不施钾吸收的氮量增加 9．5％ 由此可见，钾氮配施比氮肥单施的处理增加了作物对氨 

的利用。由于作物利用的氮多了，因而氮的渗漏损失就减少了。 

表3 钾氮配施对作物利用氮、钾的影响 

用差减法计算了不同处理的氮肥利用率 

(表4)，凡钾氮配施(N1K和 N2K)的处理都 

比相应的氮肥单施(N1l(0和 l(0)处理高。 

所以钾氮配施在增加作物利用氮，减少渗漏 

损失的同时，也提高了氮肥的效益。3种作 

物以红薯对氮的利用率最高，N2K处理甚至 

高达近 10o％。这与红薯被认为是“吸肥力 

强的作物”概念是一致的。而红薯对氮的反 

应又不很敏感。这可能又与红薯属“耐瘠作 

物”。对氮吸收容量较大有关。 

2．2．2 对钾利用的影响 表 3表明，NK 

比N1 处理，油菜、芝麻和红薯利用的钾分 

别增加 35．9％，15．8％和 1．5倍；N2K 比 

N2 处理，上述3种作物利用的钾分别增加 

46．2％，43．8％和 13o％。在油菜和芝麻上 

都是随着配施的氮肥量增加，利用的钾增多。 

表3还表明，单施氮肥(N1 和 N2l(0)比不 

施氨( )处理，也能够增加作物对钾的利 

表4 钾氮配施对氮肥科用宰的髟响(％l 

表 5 钾氮配施对作物产量的影响 

370c· 1。3o0c l5，010d 

Nl 2
。8B 一 3。120b 一 29．84Oc —  

NtK 3．07。b 6．6 3，2 b S．1 37，240b 24．8 

2．96％ 一 3．蛳 一 32，2 一 

K 3，400a 14．9 3,69Oa 7．3 39，150a 21．3 

·DI 脚 法，同一列标有不同小写英文字母．襄示差异谜 

5％显著水平。 

用。．这显然是作物利用的氮多了，产量提高了，也带动了对钾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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