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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杆灰肥作为钾肥肥源的研究

许祖恩 李天一

(甘肃农业大学 )

我国钾肥资源缺乏
,

如何从本地资源及生产特点出发
,

积极开展钾肥新肥源的探索
,

是

生产上一项有意义 的新课题
。

二
向日葵秆灰和荞麦秆灰是含钾较高的钾肥肥源

,

一些国家也有用向日葵秆灰作肥料的记

载
。

我国西北各省区盛产向日葵
,

为此
,

我们对向日葵秆灰利用的问题作了研究
,

现将初步试

验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材料与方法

搜集已风干的向日葵秆 52 株
,

分别称单株重量及葵盘
、

葵秆重
,

并将植株切碎
,

研磨
,

过 1

毫米筛孔留作待测样品
。

所有分析按常规方法进行
。

试验共有三项
:

(一 )向日葵淋洗试验 为了解向日葵秆灰所含钾素的淋失情况
,

进行了淋洗试验
。

称取向

启 日葵秆灰 2
.

00 克于 1 00 毫升烧杯中
,

加蒸馏水20 毫升
,

加热煮沸10 分钟
,

淋洗滤入 25 。毫升容

量瓶
,

灰分残渣经再次煮沸10 分钟
,

第 2次撼入另一25 。毫升容量瓶中
,

如此反复淋洗残渣共

5 次
,

同时作空白对照
。

用火焰光度计测定滤液中K
Z
O含量

。

丈二 )不同形态钾肥在土坡中转化的模拟试验 试验在 4 支 4 00 毫升广口瓶中进行
,

各瓶中

分别放置过 1 毫米筛孔土样 1 公斤
,

并加入 N H
.
N O

:
(纯 N o

.

15 克 )与过 磷 酸 钙 ( P :
O

。 。
.

1

克 )
。

在此基础上设 4个钾肥处理
:

( )] 对照 (不施钾肥 ) ; (2 ) 施硫酸钾 , ( 3) 施氯 化 钾 ;

( 4) 施向日葵秆灰
。

钾肥用量均为 K
:
0 0

.

15 克
,

肥料与土壤混匀后
,

调节湿度到田间持水量

的 6 0%
,

培育 3
、

1 5
、

3 0
、

6 0及 1 5 0天
,

测定速效钾
、

缓效钾
。

(三 )幼苗试验 为 了观察向日葵秆灰的肥效
,

.

配制不完全霍格兰营养液
,

分设 3项处理
,

( 1) 对照 (完全液 )
,

(2 ) 在缺钾液中加 0
.

78 克向日葵秆灰
,

其含钾量与完全液中的含娜盘相

等
,
( 3) 在缺钾液中加入淋洗过并烘干的葵秆灰0

.

78 克
,
但其中不含钾素

。

试验重复三次
。

调

节各处理营养液 p H为 7
.

0
,

移入 2片真叶时的甜菜幼苗
.

1 株
,

生长 30 天后收割
,

测定地上部分
和地下部分的干鲜重

。

二
、

结果与讨论 表 1

侧定项目

向日葵秆不同部位出灰率与含钾最

葵 盘 {
·

葵秆上半段

据 52 株向日葵秆样称重统计
,

单株重的

幅度自1 5 0克 ~ 3 7 0克
,

平均 2 5 0克 ( 士 4 9
·

6 )
,

葵盘与葵秆的重量比接近 1 : 4 ,

其各部位的出

灰率及含钾量列于表 1
。

臾 灰 率 } 1 2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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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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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
,

向日葵秆单株重约 0
.

5斤
,

若种植密度为每亩 : 千株
,

可收 1 0 0 0斤向 日葵

秆
。

按其出灰率 10 %计
,

可得秆灰 10 0斤
,

含 K
:
0 3 5

.

5斤
,

相 当于62
.

4斤硫酸钾
,

且其 中还

含有 B
、

M
n 、

F。等该量允示表 : ) `
’

一 :
L

表 2 向 日 英 杆 灰 的 光 谱 分 析*

元素 B T i M n C u F e A I 5 1 P C
a

M g

含 t (pp m ) 10 0 7 0 l a o 2 5 50 0 1 0 0 2 0 0 0 3 0 0 2 0% 以上 5%

澳

* 由甘肃省农业厅 中心化脸室王桂芝
、

肖仁森同志分析
。

表 3 表明
,

向日葵秆灰中的可溶盐含量为 52
.

6%
,

占灰分组成的一半
,

其中水溶性 K
+

占

总盐量 4 9
.

6%
,

组成的钾盐为碳酸盐 > 抓化摄> 重破酸盆 > 硫酸盆
。

但向日葵秆灰易遭淋洗
、

琳失
,

一般淋洗四次即丧失其作为钾肥肥源的价值 (表 4 )
。

表 3 向日英秆灰中的可洛性盐含 t *

可 溶 性 盐

盆分总 t %

水落性 K
.

C o s .

C I
-

H C O a -

50 ` -

含 t ( % ) 占盐 分总 t 写
表 5 不同种类钾肥施入土堆中速效性

钾的变化 ( K奄克八 00 克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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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山,目ǹ自舀,口ù勺砚U比甘

,孟,臼白O。
1 4

。
4 7

4 9
。

2

19
。
8

10
。
3

2
。
1 7

0
。
8 9

培育时间
( 天 )

对 服 K口 K : 5 0
` 葵秆灰

月匕O甘月性

…
,自.勺二“ōó勺.̀ ,几

`
* 样品来薄

: 武城黄羊彼附近社队
。

1加

平均位

2 3
。

2 4
。

3 5
。
3 3 3

。

3 5
。

5 3 4
。

3 3
。
9 3 2

。

3 3
。
4 3 2

。

3 4
。

4 3 3
。

3 4
.

5 b 3 3
.

表 4 向日英秆灰淋洗液钾的含t

淋 洗 次 数

含 t
_

_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州 . . . , 门. . . . . 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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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材 F o . o x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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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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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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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可 以清楚看到向日葵秆灰的钾素

琳铣损失情况
。

表 5所列为秆灰钾肥施入土壤中后速效

育差
。

对照 (完全液 )生长正常
,

而获得葵秆

灰中钾素供应的处理
,

生长状况超过完全营

养液
,

说明葵秆灰中的钾具有高度 的生物可

给性
。

的灰洗秆淋经未葵的灰淋葵全液
养

完营

钾的变化情况
。

资料表明
,

施葵灰比未〕

肥的对照速效钾增高 30 % 以上
,

经采用 〕

氏复全距法测验结果证明
,

在试验条 件

K : 5 0 和葵秆灰在含钾量相等 的 情 况

介U工JJ通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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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维持钾素活性上无显著差异
,

但 K CI

和葵秆灰相比则有差异
,

可能是由于钾盆的

溶解度不同之故
。

甜菜的培养试验结果列于表 6 ,
’

缺钾液

处理的甜菜幼苗生 长畸形
,

痰而细
,

根系发

卜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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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禅 定 项

雏 离 (厘

根 长 (厘

甜菜幼苗生长与钾素供应的关系

洗过

秆

米 》

米 )

8
。

6 0

2 0
。
6

8
。
9 0

释:;;’’

今

八Ul一作山臼U血U叹U
. .二néOJ自U啥

.占0
.

…
nù八U八U拓U八U八U,曰.匕j .占ó勺,

..U目才八Un自臼U
.

…
八UnU
ù“ùù0地上郁分鲜盆 (克 )

根 系 鲜 t (克 )

地上部分千盆 (克 )

根 系 千 宜 (克 )

~ . . . . . . . . . . . . . . . . 那侧 .

~
`

一
注 : 表中数位为三次重复平均值

。



结

乒
`

.

本地区向日葵秆灰出灰率约` “ %
,

平均氧化钾含量 35
.

5%
,

葵秆
一

L半部含钾量最高
,

葵盘居中
,

葵秤下半部含量较低
。

光谱分析表明
,

葵秆灰中还含有 B
、

M n 、

C u 、

F e
等微量元

素
。

2
.

秆灰中含可溶性盐 52 %
,

其中水溶性钾占总盐量的 49 %
,

主要是碳酸盐的形式
,

故易

遭受淋失
。

3
.

向日葵秤灰和硫酸钾
,

在等钾量情况下
,

它们在维持土壤钾素活性上无显著差异
。

4
.

甜菜幼苗试验证明
,

葵秆灰中的钾具有高度的生物可给性
,

因此它 属 于 速 效 性
`

钾

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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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爆黛鼻
统

如

本系统采用 了医生的询诊方式
。

启动系
,

计算机就会问基本的栽培环境和 方 法
,

: ( 1) 是温室栽培还是 自然栽培 ? ( 2) 气温
、

幽
用普通计算机正确

诊断农作物的病害

日本千叶大学副教授古在丰树开发了准

确诊断农作物病害的计算机系统
。

此系统采

用了人工智能 ( A l) 方法
,

但使用的是极普通

的个人计算机
。

打破了过去若不用大 型 机
、

专用机就难以开发 A l系统的常规
。

目前
,

此

系统用于诊断西红柿的病害
。

如把农业技术

的专业知识存储在本系统中
,

就可诊断各种

农作物的病害
。

由于气候
、

温度
、

湿度
、

土

壤性质
、

施肥方法等不同
,

在作物上反映出

的病害也是千差万别的
,

必须有高水平的专

业知识才能事先察明和预防
。

因此
,

该系统

受到了农业技术人员的好评
。

由于霉
、

细菌
、

病毒等病原体及缺乏生

长所需的养分
,

西红柿发生的病害达 50 种以

上
。

各自的去病方法也不同
,

古在丰树的系

统在诊断出病害种类的同时
,

还提出了恰当

的处理方法
。

是多少度 ? ( 3) 是否采用了速培法?.
· ·

…若回

答了这些问题
,

计算机就 问
: “

怎 么 了 ?
”

对

此
,

若回答
: “

部分小叶蔫了
”

或
“

叶黄了
” 。

此

时
,

计算机就会连续提问几个具体问题
,

如
“

根的表面是否出现了小斑点 ?
”

等
。

当回答
:

“

出现了
”

或
“

没有出现
”

或
“

不清楚
”

之后
,

系

统就计算什么病的可能性最大
。

如得出
: “

可

能是半身凋萎病
”

的结论
。

本系统还可指出

用什么农药及用量
。

本系统的特点是不仅直接提出诊断病害

的结论
,

还可示出计算机判断某种病的可能

性最大的推理过程和根据
。

用户可以此证实

计算机的诊断是否可靠
。

`

目前
,

古在研究室正在把诊断和预防茄

子
、

草苟病害的知识存入系统
,

预计将来也

能诊断花卉及蔬菜的病害
,

进一步扩大本系

统的功能
。

书
(张松林据 日本 C o m p u t e r D i g e s t

, 1 9 5 5年

7 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