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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结果表明 ,茄类 、豆类 、叶菜等蔬菜施用生物钾肥不仅起到提高产量 ,改善品质 、增强抗病
能力等作用 ,而且可明显减少氯化钾的施用量 ,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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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 ,广西柳州地区土壤为石灰岩 、硅质页岩风化物及第四纪红色粘土发育的红壤。

在我国农田土壤中无论是钾素含量还是供钾潜力均属极低水平〔1〕 ,施用钾肥已成为粮食 、

经济及蔬菜作物“二高一优”生产的关键措施
〔2 ～ 4〕

。而我国每年化学钾肥的生产能力仅 20

万吨 K2O ,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所需钾肥主要从国外进口 。本世纪初 ,科学家初

步发现硅酸盐细菌具有分解土壤矿物 ,从而释放钾的重要作用。

生物钾肥是一种微生物活性菌 ,具有分解和活化土壤硅酸盐矿物 、磷灰石 ,破坏矿物晶

体结构的能力 ,从而释放出钾 、磷 、铝 、硅 、镁 、铁等多种元素供作物吸收利用〔5 ,6〕 。由于肥效

长 ,用量少 ,投资省 ,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本研究试图通过田间试验 ,探讨其对蔬菜产量 、

品质和抗性的效应 ,为合理配施和蔬菜的优质高产提供参考 。

1　材料与方法
表 1　蕃茄 、四季豆试验各处理的施肥品种及用量(kg/ 20m2)

处理
基　　肥 追肥

尿素 钙镁磷肥 氯化钾 泥炭 生物钾 尿素 氯化钾

A

B

C

D

E

0.42

0.42

0.42

0.42

0.42

0.60

0.60

0.60

0.60

0.60

0.17

0.17

0.17

0.26

0.48

0.05

0.05

0.18

0.18

0.18

0.18

0.18

0.07

0.07

0.07

0.11

0.21

　＊处理 D与处理 C投资相同 ,处理 E增施的氯化钾量为生物钾肥　

(处理 C)的 10倍

田间试验在广西柳州市郊以蔬菜

生产为主的柳江县进德镇进行 。供试

番茄 、四季豆的土壤 pH 为 6.2 、6.6 ,

有机质为 16.4g/kg , 18.2g/kg ,全氮

1.08g/kg , 速效钾 (K) 46mg/kg 、

66mg/kg 。番茄 、四季豆试验设 5 个

处理 , 3次重复 ,小区面积为 20m2 ,肥

料品种及用量列表 1。供试生物钾肥

为广西柳州化肥厂生产的“大力”牌生

物钾肥 ,主要成分有多功能微生物活

性菌(固氮菌 、解磷菌 、解钾菌)、有机质 、少量无机养分及微量元素。根据肥料的性质和作物

的需肥规律 ,钙镁磷肥(含 P 2O512%)、泥炭 、生物钾肥全部作基肥。尿素(含 N46%)和氯化
钾(含 K2O60%)70%在定植时穴施 , 30%作追肥 ,在第二次采果(荚)后施用。番茄于 1998

年11月16日育苗 ,1999年 1月23日选大小一致 ,长势均匀的秧苗移栽 ,每小区 120株。四

季豆于 1999年 2月 10播种 ,每小区 132穴 ,每穴 3株 。品种均为当地良种 。每个处理预先

随机确定 10株(穴)供生长期间调查考察用。

生菜简单对比试验设两个处理 ,无重复 ,每处理面积为 10m
2
。处理 Ⅰ不施用生物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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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处理Ⅱ施 50g 生物钾肥 。每处理栽 124株 。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钾肥对蔬菜生长发育的影响

　　试验蔬菜定植不久 ,各处理间植株的生

长发育即出现差异 ,且随着生长期的延长 ,差

异日益明显。施用了生物钾肥的生菜叶大色

绿 ,采收期提前了 5天 。四季豆的抽蔓期与

花期均提前。番茄不仅苗势粗壮 ,采收始期

提前 ,而且采收期延长 ,明显防止早衰 ,并提

高植株的抗病力(表 2),可见 ,生物钾肥对蔬

菜的生长发育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2.2　生物钾肥对蔬菜主要经济性状的影响

生物钾肥对蔬菜经济性状的影响 ,主要

表现在各类蔬菜的外观形态上。表 3表明 ,

施用了生物钾肥的番茄果大 ,色泽好 ,着色均

匀 ,畸形果 、烂果少。其单株果重及单果重均

优于其他处理 。对四季豆豆荚考察结果表

明 ,施生物钾肥的较其它处理的豆荚粗壮 ,表

现在荚重 ,夹长 ,宽 、厚等指标上;对于生菜这

类作物 ,则主要反映在叶片大 、光泽好。良好

的外观质量 ,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

2.3　生物钾肥对蔬菜产量的效应

为精确计产 ,每次均按小区单收 ,各次产

量之和即为小区实产 。结果表明(表 4),在

施用氮 、磷 、钾肥基础上 ,增施生物钾肥(处理

C),可使番茄增产 6.2%。四季豆增产 27.

8%,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处理 E 的番茄和

四季豆比处理 A 的分别增产 367kg/667m2

和 200kg/667m2 ,但处理 C 、E 之间差异不显

著。生菜施用生物钾肥比未施的增产

300kg/667m2 ,增产率达 6.8%,表明增施生

物钾肥是提高蔬菜产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

表 2　生物钾肥对番茄生长发育及抗病能力的影响
＊

处理
营养生长时间

(d)
采收时间

(d)
株高

(cm)
茎粗

(cm)
病死株率

(%)

A

B

C

D

E

91.3
86.3

86.2
89.1

90.0

26.3
25.2

31.5
27.7

28.9

86.5
87.0

94.0
92.7

92.0

1.20
1.20

1.31
1.28

1.31

4.4
5.3

2.2
3.6

4.7

　　＊表内数据除病死株率为每处理三个重复的平均数

外 ,其余数据均为 10株的平均值

表 3　生物钾肥对番茄着晨的影响＊

处理
单株结果数

(个)
单株果重

(kg)
单果重

(g)
烂果率

(%)

A

B

C

D

E

34

33

39

37

41

2.43
2.46

3.20
2.57

2.98

71.5
74.5

82.1
69.5

72.7

13.2
11.9

8.7
10.5

11.0

　　＊表内数据为 10株的平均值

表 4　生物钾肥对蕃茄和四季豆产量的影响＊

作物 处理
产量(x±s)

(kg/ 20m2)

较处理A 增产

(kg/ 20m2) %

番

茄

A

B

C

D

E

274.6±2.5

276.3±1.9

291.7±1.4

276.7±1.5

292.2±1.9

1.7

17.1

2.1

17.6

0.6

6.2＊＊

0.8

6.4＊＊

四

季

豆

A

B

C

D

E5

4.3±1.6

55.0±1.2

69.4±4.0

55.4±1.8

62.1±7.6

0.7

15.1

1.1

7.8

1.3

27.8＊＊

2.0

14.4

　　＊表内实际产量为包括沟面积在内的实际产量 , 其中

畦宽 1.0m ,沟宽 0.3m
＊＊　增产达 1%极显著水平

2.4　生物钾肥的经济效益

番茄增施 10倍于生物钾肥用量的氯化钾虽比增施生物钾肥的增产 0.5kg/20m
2
,但投

入多。从它们的效益比来看 ,番茄和四季豆施用生物钾肥效益比为 1∶40和 1∶54 ,在所有处

理中最好 ,增施氯化钾远不如增施生物钾肥合算(表 5),生菜施用生物钾肥效益比也达到 1∶

11。可见 ,蔬菜施用生物钾肥具有低投入 、高效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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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在蔬菜上施用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

生物钾肥对于蔬菜有促进生长发育 、提高

产量 、改善外观品质 ,增强植株抗病的能

力 ,并使蔬菜提前成熟等作用。它对于多

次采收的结果(荚)类蔬菜 ,还具有延长采

收期的作用 ,而且施用生物钾肥所需的投

入又较低 ,真正是低投入高效益。此外 ,由

于生物钾肥施用方法简便 ,肥效长 ,只需在

蔬菜定值时施用一次即可 ,省时省工 。我

们认为蔬菜施用生物钾肥值得推广 。

表 5　蕃茄 、四季豆施用生物钾肥的经济效益分析＊

处理

增加收入

(元/ 667m2)

番茄 四季豆

增加的化肥投入

(元/ 667m2)

效 益比

(投入∶增收)

番茄 四季豆

C

D

E

285.6

36.0

293.6

387

28

200

7.2

7.2

24.0

1∶40

1∶5

1∶12

1∶54

1∶4

1∶8

　　＊番茄 、四季豆 、氯化钾 、生物钾肥分别按市场价 0.8元/

kg、1.0元/ kg 、1.6元/ kg 、4.8元/ kg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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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泡石不仅能增加玉米产量 ,还能提高施氮效益和肥料利用率 。施用 10%～ 15%的

海泡石 ,玉米产量增加 7.8%～ 11.8%,但海泡石用量增加到 20%时 ,则产量降低(表 4)。

施用 10%～ 15%的海泡石 ,施氮效益增加 1.7 ～ 2.6Kg/Kg ,肥料利用率提高 9 ～ 10.9个百

分点 。

从产量 、施氮效益和氮肥利用率的综合结果来看 ,在生产上推广应用海泡石时 ,以海泡

石占所用氮肥用量的 10%～ 15%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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