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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利用田间小区试验研究了南方红壤性水稻土上 K 肥用量及基追肥比例对烤烟的施用效果
。

试验结

果表明
:

相同追肥比例下
,

烟叶产量
、

产值为施 K (吸 0 ) 量 270 kgh/ m Z最高
,

3巧 kg 爪衬 最低
;
总 N 和烟碱含

量随 K 肥用量增加而极显著减少 ( r = 一

.0 9 9 * * * , r 二 一

.0 9 7
* * * ,

P < .0 00 1)
。

相同 K 肥用量下
,

烟叶产量基追肥比 :3 7

最高
,

:5 5 最低
:

上等烟比例
、

均价
、

产值
、

烟叶含 K 量随追肥比例增加而显著提高
。

因此
,

在速效 K 含量为 13 0

m g lk g 的红壤性水稻土上
,

选择适当的 K 肥用量
,

增加追肥比例
,

能更好发挥 K 肥的施用效果
,

提高烟叶含 K

量
,

改善烟叶品质
。

本试验以施 K 量 2 70 k吵m Z ,

基追肥比例 :3 7 为最优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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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含 K 量高是评价优质烟叶的一个重要指

标 l[]
,

而含 K 量较低是我国烟叶质量较差的主要原

因之一 12川
,

如何提高烟叶含 K 量己成为改善我国

烟叶品质的关键
。

由第四纪红色勃土经过长期水耕发育而成的红

壤性水稻土
,

是我国南方烤烟栽培的主要土壤类型

之一 l1[
。

其勃土矿物主要为高岭石和三水铝矿
,

云

母类矿物很少
,

土壤供 K 潜力较低
,

保 K 能力很

差 l[, 5一 6】。 我国南方烤烟传统施 K 方式主要是 K 肥

集中一次性施用 (基肥 )或 以基肥为主
,

栽后 15 天

左右施用少量追肥
,

烤烟生育中后期根本不施 K

肥 l7]
。

这种在较短时间内集中施 K 的方式极易导致

K 素的淋失和固定 8[]
。

己有研究表明
,

烤烟在生育

后期吸 K 量较大冷 l2]
,

增加 K 肥追肥比例和次数
,

延长 K 肥追肥施用时期可能是提高我国烤烟产量

和品质的重要优化调控技术
。

由此可见
,

根据特定

气候条件和土壤类型
,

结合烤烟生长发育特点
,

研

究合理运筹 K 肥来提高烤烟产量和 品质十分重

要
。

目前
,

我国烟草 K 素研究多集中在不同气候

土壤条件下适宜施 K 量方面【̀ 3
一 ’ 6]

,

关于烤烟 K 肥

追肥时期和追肥次数也有些报道【’ 7一`9]
,

但 K 肥用

量与基追肥 比例 的合理搭配 问题报道很少
,

而 有 关

南 方 红 壤 性 水 稻 土 上
K 肥 运 筹 对 烤 烟 生 长 发 育 及

其 产 量 品 质 的 综 合 影 响 则 未 见 报 道
。

本 文 针 对 南 方

气 候 和 红 壤 性 水 稻 土 的 特 点

,

研 究 了 不 同 K 肥 用

量 与 基 追 肥 比例 对 烤 烟 产 量
、

品 质 的 影 响

,

以 期 建

立 红 壤 生 态 区 烤 烟
K 素 的 优 化 调 控 技 术 及 为 烟 叶

产 量 和 品质 的 提 高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1 试 验 设 计

试 验 于 2 0 0 2 年 在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农 学 实 验 站 进

行
。

试 验 土 壤 为 第 四 纪 红 色 私 土 发 育 的 水 稻 土

,

排

水 良 好

,

历 年 烟 稻 轮 作

,

主 要 理 化 性 质 为

:
p H 5

.

98
,

有 机 质
3 9

.

2 9瓜 g
,

全
N 1

.

9 7 9瓜 g
,

碱 解
N 12 5

.

44

毗 lkg
,

速 效
p 1 1

.

5 m g瓜 g
,

速 效
K 一3 0 m g lkg

。

试

验 在 施 纯
N z s o k g爪m Z

,

ZP o s z s o k g小m Z
的 基 础 上

,

设
K 肥 施 用 A 和 B 两 个 因 素

。

其 中

,

A 为 施 K 量

( 以 及 。 计
,

下 同 )
,

分
A 1 2 2 5 khg/ 衬

、

A : 2 7 0

k g爪衬
、

^ 3 3 1 5 k
纳 衬 3 个 水 平

; B 为 K 肥 基 追 肥

比 例
,

分
3 个水 平

:
B , 3 : 7

、

B : 5: 5
、

B 3 7: 3
,

交 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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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成 9 个处理 组合
,

即
A , B , 、 A IB Z、

A IB 3
、

A Z B I 、

A Z B Z、

A ZB 3 、

A 3B ; 、

A 3 B Z、

A 3 B 3 。

试 区 随 机 排 列

,

3 次 重 复
,

共 27 个小区
。

小 区 面 积 24
.

87 扩
,

行

距
1

.

2 m
,

株 距
.0 5 m

。

试 验 田 四 周 设 保 护 行

。

烤 烟

采 用 漂 浮 育 苗

,

单 行 高 畦 栽 培

。

供 试 烤 烟 品 种 为

K咒6 ,

供 试 肥 料 为 硫 酸 钱

、

硝 酸 钠

、

磷 酸 二 钱

、

硫

酸 钾

。

不 施 有 机 肥

,

P 素 全 作 基 肥
,

N 肥 6 0 % 作

基肥
,

40 % 为追肥
。

K 肥 基 追 肥 比例 按 设 计 方 案 实

施
。

基 肥 用 磷 酸 二 钱

、

硫 酸 按 和 硫 酸 钾

,

在 烟 苗 移

栽 前
7 天 开 沟 条 施

,

沟 深 18 c m
。

追 肥 用 硝 酸 钠

、

硫 酸 钾

,

于 移 栽 后 第 12 天
、

35 天穴施
。

硝 酸 钠 每

次 用 量 依 次 为 追 肥 总 量 的 62
.

5 %
、

37 .5 %
,

硫 酸 钾 用

量 为 追 肥 总 量 的 60 %
、

4 0 %
。

1
.

2 制 样 与 分 析

烟 株 打 顶 后
,

每 小 区 选 择 长 势 基 本 一 致 有 代 表

性 的 烤 烟 巧 株 调 查 生 物 学 性 状

,

采 收 前 调 查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

单 叶 最 大 叶 面 积

;
每 次 采 收 后 测 量 叶 片

长 和 宽

,

采 收 结 束 测 量 株 高

、

茎 围 和 节 距

。

经 济 学

性 状 是 分 小 区 采 收

、

烘 烤 分 级

、

计 产 后

,

测 算 单 叶

重

、

上 等 烟

、

中 等 烟 比 例

、

均 价 和 产 值

。

烟 叶 成 熟 时 分 小 区 烘 烤 分 级

,

将 相 同 处 理 的 各

小 区 的 中 部 桔 黄 三 级 烟 叶 ( C 3
)F 混合

,

烘 干

,

粉 碎

,

过 筛

,

四 分

,

制 成 化 学 成 分 分 析 样

。

烟 叶 化 学 分 析 方 法 120 ] :

全
N

:

扩 散 法

;
全 :P

钒铝黄比色法
;
全 K

:

火 焰 光 度 法

;
全 c a

、

全 M g
:

原 子 吸 收 光 度 法

;
烟 碱

:

行 业 标 准 法
Y C汀 3 4一19 %

;

还 原 糖

:

酒 精 浸 提

一

费 林 试 剂 滴 定 法

。

土 壤 理 化 分 析 方 法 20[ ] :

全
N

:

凯 氏 法

;
速 效

P
:

铝 锑 抗 比 色 法

;
速 效 K

:

火 焰 光 度 计 法

; p H

值
:

电 位 法

;
有 机 质

:

丘 林 法

;
碱 解 N :

碱 解 扩 散

法

。

统 计 分 析 分 析 方 法

:

不 同 施 钾 量 处 理 间 以 及 基

追 肥 比 例 处 理 间 利 用
S P S S 1.2 0 软 件 进 行 方 差 分 析

( A N O V A )
,

差 异 显 著 性 水 平 ( P < .0 05 ) 通过最

小显著差数法 ( L S D ) 进 行检验
。

2 结 果 与分 析

2
.

I K 肥 用 量 和 基 追 肥 比例 对 烤 烟 生 物 学 性 状 的

影 响

2
.

1
.

1 不 同 处 理 组 合 烤 烟 的 生 物 学 性 状 由 表

1 可 知
,

不 同 施
K 量 和 基 追 肥 比例 对 烤 烟 的 株 高

、

茎 围

、

节 距 及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的 影 响 较 大

,

部 分 处 理

间 差 异 达 显 著 水 平

;
单 叶 面 积 和 单 叶 重 各 处 理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

各 施
K 处 理 烤 烟 株 高 以 A Z B I

和 IA B I

处 理 最 高

,

比 其 他 处 理 平 均 高
2

.

1 一 .4 9 c m ;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以 A ZB :
最 多

,

比 其 他 处 理 多 了 近
l 片 烟

叶
;
茎 围 和 节 距 以 IA B ;

和 A Z B I
最 高

;
尽 管 各 处 理

间 单 叶 面 积 和 单 叶 重 统 计 上 差 异 不 显 著

,

但 均 以

A Z B ;
处 理 较 高

,

分 别 比 最 低 处 理 增 加 了 12 .4 % 和

.7 9 %
。

从 总 体 上 看

,

A ZB ;
组 合 最 有 利 于 烟 株 生 长 发

育

,

改 善 生 物 学 性 状

,

其 次 为
A BI I ,

再 次 为
A 3B I 。

由 此 可 见

,

在 红 壤 性 水 稻 土 上 栽 培 烟 草

,

选 择 适 当

的
K 肥 用 量

,

加 大 追 肥 比 例

,

更 有 利 于 烟 株 生 物 学

性 状 的 改 善

。

表
1 不 同 处 理组 合 烤 烟 的 生 物 学性 状

T a b le 1 B i o le g ie al P r o
ep 币

e s o f if u e 一e u

edr ot b ac e o in d if fe r e n t t r e a t
me

n t s

处 理 组 合

a7gaa3saa3
月仲月峥内j门、ù气」66666

株 高 c( m )

69
.

04
a b

6 6
.

9 6a be

6 .6 44 bC

7 0
.

心
巧

a

6 6
.

3 l be

66
.

8 3a be

66
.

9 3a be

6 5
.

14 e

6 5 36 c

茎 围 ( e m ) 节距 ( c m ) 单 株有效 叶 单 叶面积 单 叶重 (g)

7
.

7 l a b

8
.

13ab

7
.

9 5ab

7名 l ab

8
.

(H a b

7
.

7 3a b

3
.

3 8a

3
.

2 0ab

3 2 6a b

3
.

3 2a b

3 2 l a b

3
.

25 a b

3
.

30 a b

3
.

1 8a b

3 15b

1.7 06 ab

16
一
94 a b

16 78 a b

17
.

8 9 a

16
.

58 a b

17
一
0 3 a b

16
.

5 3 a b

16
.

3 9 b

17
.

0 3 a b

6 2 0
.

3 a

5 3 5
.

7 a

5 6 9
.

6 a

6 l l
.

s a

5 6 2
.

9 a

5 9 8
.

6 a

5 67
.

l a

54 3
.

8 a

56 2
.

5 a

BBBBBBBBBlA扣扣彻抽札凡凡与

注
:

同 列 小 写 字 母 表 示 不 同 处 理 组 合 间 的 差 异 显 著 性 水 平

,

P < 0
.

05
。

1
.

2 各 因 素 对 烤 烟 生 物 学 性 状 的 效 应 从 表

可 知
,

不 同
K 肥 用 量 间

,

烟 株 节 距 随
K 肥 用 量

增 加 而 递 减
;
株 高 等 其 他 生 物 学 性 状 均 为

A Z > A l

> A 3
,

差 异 达 显 著 水 平

。

从 变 化 趋 势 来 看

,

施
K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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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0 k g小 m“
能 促 进 烟 株 生 长 发 育

,

改 善 烟 株 生 物 学

性 状

,

而 施
K 肥 3 15 kg 小m

Z
时

,

对 烟 株 生 物 学 性 状

呈 负 面 作 用

。

不 同 基 追 肥 比 例 间

,

烟 株 生 物 学 性 状 差 异 较 大

。

茎 围 表 现 为 随 追 肥 比 例 增 加 而 增 粗

;
其 他 生 物 学 性

状 均 为 B l > B 3 > B Z
,

其 中

,

株 高 和 茎 围 的 差 异 达 显

著 水 平

。

从 总 体 上 看

,

生 物 学 性 状 均 以 基 追 肥 比 例

:3 7 表 现 最 佳
。

从 各 因 素 烤 烟 生 物 学 性 状 的 极 差
R 值 可 知

,

对 烤 烟 株 高

、

茎 围

、

节 距 和 单 叶 面 积 的 影 响 程 度 为
B

> A
,

对 单 株 有 效 叶 和 单 叶 重 的 影 响 则 是
A > B

。

表

明

,

追 肥 比 例 对 株 型 的 影 响 更 大

,

而
K 肥 用 量 更 有

利 于 产 量 的 形 成
。

统 计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

K 肥 用 量 和 基 追 肥 比例 两

因 素 间 对 烤 烟 各 生 物 学 性 状 的 交 互 作 用 均 很 小 ( P

> .0 05 )
,

因 此

,

可 以 不 考 虑 两 者 的 交 互 效 应

。

2
.

Z K 肥 用 量 和 基 追 肥 比例 对 烤 烟 产 量 的 影 响

2
.

2
.

1 不 同 处 理 组 合 的 烟 叶 产 量 烟 叶 产 量

A Z B ;
处 理 最 高

,

A 3B :
处 理 最 低

,

处 理 间 差 异 未 达

显 著 水 平 (表 3)
。

由 图
1 可 知

,

烟 叶 产 量 与 单 叶

重

、

单 叶 面 积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 = 0

.

89 **
,

P < .0 01 ; r =

.0 77
* ,

P < .0 05 )
。

虽 然 产 量 与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无 明 显

相 关
( P > .0 05 )

,

但 产 量 仍 有 随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增 加

而 提 高 的 趋 势

。

表 明 要 提 高 烟 叶 产 量

,

应 在 保 证 一

定 数 量 的 有 效 叶 片 的 同 时

,

关 注 烟 叶 叶 面 积 的 扩 大

和 单 叶 重 的 增 加

。

表
2 不 同 因 素 水 平 烤 烟 的 生 物 学 性状 比较

aT b le 2 B i o log ie al P or P e
由

e s o f fl u e一e u er d ot b ac e o d ifl 乞r e n t in fa e t o r l e v e l

因素水 平 株 高 ( c m ) 茎 围 ( c m ) 节 距 ( c m ) 单 株有 效 叶 (片 ) 单 叶面积 ( c
扩

) 单叶 重 ( g )

ō.028ōùō.l02
此

57 5
.

2 a

59 1
.

0 a

5 57
.

8 a

3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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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同 列 小 写 字 母 表 示 不 同 处 理 组 合 间 的 差 异 显 著 性 水 平

,

P < .0 05 ; R 表 示 极 差
, n s

表 示 因 素 A 和 因 素 B 之 间 没 有 交 互 作 用
,

下 同

。

表
3 不 同 处 理组 合烤 烟 的 主要 经 济 性 状

T ab le 3 M aj
o r e e o n o

而
e

ch
a r a c te r s o f fl u e 一e u r e d tob

a e e o o f e a c h tre
a t

me
n t

处 理 组 合 产 量 (k 吵 扩 ) 产值 (元小扩 ) 上等烟 (% ) 均价 (元A g )

aaaaaaa4
丈UIJ̀
,̀口O肉」nUI嵘J1Q6C

U月了767
了06
,了A xB -

A一B Z

A一B 3

A ZB -

A Z B Z

A Z B 3

A 3 B -

A 3B Z

A尹
3

16 9 1
.

7 0 a

16 2 3
.

卯

a

17以
.

4 5a

17 0 8 3 5 a

164 5 9 5a

17《拓
.

5 5a

164 3
.

7 0a

156 1
.

20 a

159 7
.

7 5a

11 98 3
,

5 0 a

1 16 29
.

2 0a

1 1 163
.

3 0a

1 22 14
.

6 5 a

1 14 2 2
.

6 5a

1 140 3
.

4 5a

1 155 5
.

25 a

10 596
.

75 a

1 105 1
.

7a0

14
.

6 8 ab

16
.

6 l a

8 14 b

14
.

2 2 ab

1 1
.

04 ab

8石7 b

13
.

06
a b

1 1
.

% ab

9
.

9 6 b

6
.

7 9 a

6
.

9 2 a

2
.

2
.

2 各 因 素 对 烤 烟 烟 叶 产 量 的 效 应 由表 4

可 知
,

K 肥 用 量 对 烟 叶 产 量 的 效 应 为 A Z > A l > A 3 ,

各 水 平 间 差 异 未 达 显 著 水 平

。

施
K 量 和 烟 叶 产 量 的

关 系 与 其 对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和 单 叶 重 的 效 应 相 吻 合
,

这 进 一 步 说 明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和 单 叶 重 是 形 成 烤 烟 产

量 的 重 要 因 素

。

不 同 基 追 肥 比 例 间 烟 叶 产 量 排 序 为
B , > B 3 >

B Z ,

各 因 素 水 平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

从 各 因 素 烟 叶 产 量 的 极 差
R 值 可 知

,

K 肥 用

量 对 烟 叶 产 量 的 效 应 大 于 基 追 肥 比 例 的 效 应
;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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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叶 重
( g ) 单叶面积 ( 。

时 ) 单株有效叶数 (片 )

图 1 单 叶重
、

单 叶 面 积 及 单 株 有 效 叶 数 与 烟 叶 产 量 的 相 关 关 系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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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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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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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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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表 明

,

K 肥 用 量 和 基 追 肥 比例 对 烟 叶 产 量 的交

互 作 用 很 小 ( P > .0 05 )
。

2
.

3 K 肥 用 量 和 基 追 肥 比例 对 上 等 烟 比 例
、

均 价 和

产 值 的 影 响

2
.

3
.

1 不 同 处 理 组 合 上 等 烟 比 例
、

均 价 和 产 值

各 处 理 上 等 烟 比 例 在
8

.

14 % 一 16 .6 1% 之 间
,

以
A , B :

处 理 最 高

,

A 3 B 3 、

A Z B 3
和 A : B 3

处 理 最 低

,

其 差 异 达 显 著 水 平 (表 3 )
。

烟 叶 均 价 为
.6 5 1 一 7

.

16

元瓜g
,

其 中 IA B Z 、

A ZB ;
处 理 分 别 达 到 7

.

16 元瓜g

和 7
,

巧
元

瓜 g
,

与 最 低 均 价 相 比

,

增 幅 达
.9 08 % ;

烟

叶 产 值 A ZB I
处 理 最 高

,

比 最 低 产 值 高 出
1 61 .7 90

元币扩
,

增 幅 达 巧

.

27 %
,

均 价 和 产 值 各 处 理 间 差 异

均 未 达 显 著 水 平
(表 3)

。

2
.

3
.

2 各 因素 对 烤 烟 上 等 烟 比例
、

均 价 和 产 值 的 效

应 不 同
K 肥 用 量 间

,

上 等 烟 比 例 的 排 序 为 lA

> A 3
> A Z ;

产 值 为 A Z > A :
> A 3

,

与 烟 叶 产 量 变 化 趋

势 一 致

;
均 价 差 异 很 小

,

基 本 持 平

。

经 方 差 分 析

,

上 述 性 状 差 异 均 不 显 著

。

不 同 基 追 肥 比 例 间

,

上 等 烟 比 例

、

均 价 和 产 值

均 随 追 肥 比 例 的 增 大 而 显 著 递 增 ( : 上等烟 二 .0 93 ” ,

P

< 0
.

0 2 ; r均价 == 0
.

9 5
` * , ,

P < 0
.

0 0 1: r 产值 = 0
.

5 7
’ ,

P <

.0 0 5)
,

其 中

,

基 追 肥 比 例
3 : 7 和 5 : 5 的 处 理 上 等 烟

比 例 较 基 肥 追 肥 比 例 7: 3 增 幅 分 别 达 56 .6 6 % 和

4 7
.

8 2 %
,

差 异 达 显 著 水 平

。

从 各 因 素 烤 烟 经 济 性 状 的 极 差
R 值 来 看

,

基

追 肥 比 例 对 上 等 烟 比 例

、

均 价 和 产 值 的 影 响 程 度 均

大 于 K 肥 用 量
,

表 明 增 加
K 肥 追 肥 比例 对 改 善 烟

叶 外 观 品 质 和 提 高 经 济 价 值 有 良好 的 效 果
。

统 计 结



3 期 钟 晓 兰 等
:

红 壤 性 水 稻 土 上 钾 肥 运 筹 对 烤 烟 产 量 和 品 质 的 影 响

果 表 明

,

K 肥 用 量 和 基 追 肥 比例 对 上 述 各 经 济 性 状

的交 互 作 用 均 很 小 ( P > .0 05 )
。

2
.

4 K 肥 用 量 和 基 追 肥 比 例 对 烟 叶 化 学 成 分 的 影

响

2
,

4
.

1 不 同 处 理 组 合 烟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烟 叶 化

学 成 分 是 决 定 其 品质 的 内 在 因 素
,

对 烟 叶 外 观 品 质

、

抽 吸 品 质 有 重 要 影 响

。

一 般 认 为

,

优 质 烟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含 量

,

还 原 糖
16 0 一 1 8 0 glk g ;

总 N 1 5 一 3 0

glk g ;
烟 碱 15 一 3 5 glk g

,

以
2 5 glk g 最 佳

; K 3 o gk/ g

以上
:

氮 碱 比 等 于 1 或 稍 小 于 1 ;
糖 碱 比 8 一or

,

以

10 为 宜 [, , ]
。

本 试 验 中 各 处 理 烟 叶 化 学 成 分 差 异 较 小
(表

5 )
,

原 因 可 能 是 分 析 烟 样 为 同 一 等 级
C 3 F

。

按 上 述

优 质 烟 要 求

,

各 处 理 总
N 和 氮 碱 比 稍 有 偏 低

,

还

原 糖 和 糖 碱 比 稍 有 偏 高

,

但 从 总 体 上 看

,

均 在 适 宜

的 范 围 内

。

从 烟 叶 含
K 量 作为烟 叶 品质 的评价 指标

来 看
,

A ZB ,
处 理 最 佳

,

但 从 还 原 糖

、

总
N

、

烟 碱 和

糖 碱 比 等 综 合 指 标 考 查 来 看

,

A I B ,
处 理 最 佳

。

表
5 不 同 处 理 组 合 烟 叶 的 化 学 成 分 ( C 3 )F

T ab le 5 C h e m ic a l e o m P o s i ti o n ( C 3 F ) o f t o b a e e o le a v e s i n d if fe r e n t ter a t
me

n t s

处 理 组 合 还 原 糖 (妙 g 总 N (叭
g ) 烟碱 (班

g ) 全 K ( K Zo
,

glk g ) 糖碱 比 氮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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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 因素 对 烤烟 烟 叶 化 学成 分 的效应 从

K 肥 用 量 来 看
,

烟 叶 还 原 糖 和
K 的 含 量 均 是 A :

最

高 (表 6 )
。

总
N 和 烟 碱 含 量 随 K 肥 用 量 增 加 而 显

著 降 低
,

各 水 平 间 表 现 为 极 显 著 负 相 关 ( r 二

一
0

.

9 9 9
* * , , 一

0
.

9 7 4
* ’ * ; P < 0

.

0 0 1 )
,

这 说 明
K 和 N l’M

存在拮抗效应
。

因 此 应 该 合 理 调 节
K 肥和 N 肥 的

用量 比例
,

这 对 提 高 烟 叶 产 量 和 品 质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

顾 也 萍 等 l4[ l
、

马 友 华 等 f22 1及 张 晓 林 等 23[ l

也 有 相 同 的 结 果
。

不 同 基 追 肥 比 例 之 间

,

烟 叶 含
K 量 随 追 肥 比例

增 大 而 升 高
,

呈 极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 = .0 9 9*9 **
,

P <

.0 0 0 1)
,

可 见 追 肥 比 例 的 增 加 是 提 高 烟 叶 含
K 量 的

有 效 方 法
。

从 各 因 素 烟 叶 化 学 成 分 的 极 差
R 值 来 看 ( 表

6 )
,

K 月巴用 量 对 烟 叶 总 N 和 烟 碱 含 量 的效 应 大 于

K 肥 基 追 肥 比例
,

而 基 追 肥 比 例 对 还 原 糖

、

K 含 量

以及 糖 碱 比 的 影 响 要 大 于 施 K 量
。

3 讨 论

从 K 肥 用 量 施 用 效 果 看
,

本 试 验 施
K 2 70

k
晒 扩 能 使 烟 株 生 物 学 性 状 和 经 济 学 性 状 改 善

,

烟

叶 产 量 增 加

,

品 质 提 高

,

含
K 量 增 加

;
而 施 K 31 5

表 6 不 同 因素 水 平 烟 叶 的化 学 成 分 比较 ( C 3 F )

T a b l e 6 C h e
而

e a l e o m P o s i t i o n (C 3 )F ot b ac e o le
va

e s d i ffe er n t i n fa e t o r Ie v e l

因素水 平 还 原糖 (妙 g ) 总 N ( gk/ g ) 烟碱 (glk g ) 全 K (垃 0
,

glk g ) 氮碱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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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晒 扩 时

,

烟 株 生 长 发 育

、

产 量

、

品 质 和 烟 叶 含
K

量 均 呈 负 面 效 应 (表 2
、

4 和 6)
。

产 生 这 一 现 象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适 当 地 增 施
K 肥 可 促 进 烤 烟 叶 面 积 和

生 物 量 的 增 加 及 营 养 物 质 的 吸 收
,

有 助 于 烤 烟 产 量

和 品 质 的 提 高

;
而 高 量 施 K 后

,

土 壤 中 +K 浓度升

高
,

与
N

、

C a
、

M g 等营养 元素 间易产 生拮抗 效应
,

从 而 影 响 烟 株 对 这 些 营 养 元 素 的 吸 收

,

导 致 烟 叶 生

长 和 养 分 累 积 受 限

,

进 而 降 低 了 烟 叶 的 产 量 和 品 质

。

胡 国 松 等 241[ 在新沂 (土 壤速 效 K 150 mg 瓜g ) 和河

南内乡 (土 壤速效 K 2 03 m g爪 g ) 的试验研究也有相

同的结果
。

从
K 肥基 追 肥 比例对 烤烟 的影 响看

,

7 0 % 追

肥 比例处 理能 改善烟株 的 生物学性 状 ( 表 1
、

2)
,

提 高 烟 叶 产 量
(表 3

、

4 )
,

改 善 烟 叶 的 品 质 和 提 高

经 济 价 值 (表 3
、

4
、

5 )
;
烟 叶 含 K 量 随 追 肥 比 例

增 大 而 极 显 著 升 高 (表 6)
。

这 主 要 是 由 于

:

①生

育 前 期 烟 株 需 K 不 多
,

而 此 时 南 方 降 雨 较 多

,

加

上 红 壤 性 水 稻 土 本 身 保
K 能 力 很 弱

,

在 烤 烟 生 育

前 期 施 入 大 量 的
K 肥 易 使 土 壤 中 的 K 素 随 水 淋

失
,

而 到 了 烤 烟 的 吸
K 高 峰 期 土 壤 K 素 供 应 强 度

却 不 足
,

导 致 烤 烟 缺
K 或 潜 在 性 缺 K

,

影 响 烟 叶

的 产 量 和 品 质

;
而 增 加 追 肥 比 例 可 以 减 少 K 素 的

淋 失
,

有 利 于 满 足 烤 烟 生 育 后 期 对
K 素 的 需 求

。

②烤 烟 生 育 中
、

后 期

,

烤 烟 需
K 量 较 大

,

但 此 时

降 雨 量 逐 渐 减 少 且 以 集 中 降 雨 为 主

,

雨 后 长 时 间 干

旱 频 繁 发 生 125 1
。

暴 雨 容 易 造 成 土 壤
K 素 淋 失 26[ ]

,

其 淋 失 率 可 达 20 % 以上 27[ 】,

而 干 早 又 会 增 加

’

K 的

固定
,

并 且 田 间 气 温 逐 渐 升 高

,

土 壤 水 分 因 蒸 腾 作

用 损 失 很 大

,

根 部 土 壤 缺 水 现 象 频 繁 发 生

,

土 壤
K

+

的 有 效 性 降 低

,

此 时 施
K 不 足

,

则 极 易 产 生 土 壤

供
K 能 力 变 弱 与 烟 株 需 K 量增 加的 矛盾

,

而 增 加

K 肥 追 肥 比例 提 高 了 土 壤 中 +K 的溶度
,

明 显 有 利

于 缓 解 这 一 矛 盾 的 发 生

。

因 此

,

加 大
K 肥 追 肥 用

量 有 利 于 烤 烟 产 量 和 品 质 的 提 高
;
另 外

,

保 证 适 当

的 土 壤 含 水 量

,

充 分 发 挥 土 壤 +K 有效性可能也是

一种提高烤烟产量和品质的有效方法
。

K 肥 用 量 对 单 株 有 效 叶
、

单 叶 重

、

产 量

、

烟

叶 含
N 量 和 烟 碱 含 量 的 效 应 大 于 基 追 肥 比例

,

而 K

肥 基 追 肥 比例 对 产 值
、

均 价

、

上 等 烟 比 例 和 烟 叶 含

K 量 等 品 质 的 效 应 大 于 K 肥 用 量 的 研 究 结 果 说

明
:

增 加
K 肥 用 量 有 利 于 产 量 的 形 成

,

而 提 高 追

肥 比 例 则 有 利 于 品 质 的 提 高

。

这 表 明

,

在 满 足 烤 烟

正 常 生 长 发 育 所 需 的
K 肥 用 量 条 件 下

,

增 加
K 肥

追 肥 比例可 能 是充 分发 挥 K 肥 施 用 效 果
,

提 高 烟

叶 产 量 和 品 质 的 可 靠 途 径

。

以 上 讨 论 结 果 表 明

,

南 方 传 统 施
K 模 式 明 显

不 利 于 烤 烟 生 长 和 K 肥 利 用
。

综 合 来 看

,

南 方 红

壤 性 水 稻 土 上 栽 培 烟 草

,

应 根 据 烤 烟 生 长 发 育 特 点

和 土 壤

、

气 候 条 件

,

确 定 适 宜 的 施
K 量

,

增 加
K 肥

追 肥 比例
,

合 理 改 变 追 肥 时 期

,

同 时 注 意 干 早 期 适

时 灌 溉 以 保 证 土 壤 速 效
K 的 溶 解 度 和 活 性

、

充 分

发 挥
K 肥 肥 效

,

这 可 能 是 增 加 烟 叶 产 量

、

提 高 烟

叶 含
K 量和经 济效益 的最优 化 的调 控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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