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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肥补钾提高棉花单产

戴志新 殷广德

(江苏省农林厅土肥站 南京 1 20佣) 9

摘 要

对江苏省棉区的土城养分变化
、

土城肥力水平
、

棉花施肥现状及存在间题的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
,

要

提高该省棉区棉花的单产
.

除了推广良种
, `

双膜
.

移栽
、

立体种植
、

简化栽培和防治病虫外
,

还必须增施

有机肥
,

配方肥
、

化肥
,

补施钾肥和徽肥
.

深施化肥
,

即
`

增肥补钾
’ ,

提高棉田土城肥力和施肥水平
,

才

能使棉花单产增加一成
.

关键词 棉田土城肥力 ; 钾肥

9 0 年代以来
,

江苏省棉花种植面积稳定在 800 万亩左右
,

单产在 60 k g 左右徘徊
.

随

着江苏省农业生产的发展
,

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

对棉 田土壤肥力和施肥技术提

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

由于棉 田养分投人结构不合理
、

投人与产出不平衡
,

特别是土壤钾素

亏损严重
,

导致大面积棉花早衰和发生红叶茎枯病
,

棉 田土壤养分状况和施用钾肥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
.

最近江苏省开展
`

粮棉油单产增一成
’

活动
,

计划到 2 0 0 0 年全省平均单产在

现有基础上增一成
,

即棉花皮棉单产达到 70k g
.

要实现这一 目标
,

除了推广良种
、 `

双膜
’

移
、

立体种植
、

简化栽培和防治病虫外
,

还必须增施有机肥
、

配方肥
、

化肥
,

补施钾肥和微
,

深施化肥
,

即
“

增肥补钾
’ ,

以提高棉 田土壤肥力和施肥水平
,

为棉花高产打下坚实的基

江苏省棉区主要土壤的肥力状况

第二次土壤普查时土壤肥力状况

表 1 江苏棉区主要土坡养分状况 (第二次土城普查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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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磷

伊月 B / k g )

速效钾

仪
.

m g / k g )

13923790114217叨10113060118
冉U0100n
U
0n
U
O戈
口

...

.

……
4
J̀
4
砚

.

1
46
口七,乎气口尹」.929之31月12凡仇10131410

3 1
.

9

2 7
.

6

nUrJIà众之.6
,̀ ,..,.

脱盐潮土

盐 潮 土

沙土

两合土

淤土

高沙土

夹沙土

红沙土

黄褐土

0
.

8 9

0
.

6 0

0
.

5 0

0
.

7 2

0
.

9 5

0
.

7 0

1
.

2 2

1
.

1 0

0
.

7 5

1
.

0 8

.3石62116之

北海江沿淮沿

里下河

丘睦

全 省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6. 03. 009



·

1 52
·

土 壤 19 9 6 年 第 3 期

19 79 年全省先后开 展 了第二 次土壤普查
,

全省 土壤 有机质平均为 16
.

3 k / k g
,

其中

< 10 9 / k g 的占 10 %
.

全省土壤速效磷 ( )P 平均为 5
.

sm g / k g
,

其中 < s m g / k g 占 60 %
.

全

省土壤速效钾 ( K )平均为 1 ] s m g / k g
,

其中 < 10 0m g / k g 占 50 %
,

江苏省棉花产区主要分

布在脱盐潮土
、

黄潮土
、

灰潮土等土壤上
,

各个棉区土壤养分含最差异较大 (表 1)
.

从这里

可以看出
,

除 了土壤养分含量不平衡外
,

比较突出的是沿江的高沙土
、

夹沙土
,

丘陵的黄褐

土
.

淮北的沙土
,

其速效钾都低于棉花缺钾临界值 (K
,

1 00 一 120 m g / k g )
.

L Z 近 10 年土壤养分的变化

全省 第二 次土 壤普查 中先后建立起来 的 594 个土壤监测 点傲盖全 省农 田 面积的
%

.

8% )
,

十多年的土壤监测结果表明
,

全省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速效磷伊 )变化不大
.

升降

幅度小
,

总 的呈 上 升趋 势 ; 而 土 壤速效钾 (K )则 全部 呈 下 降趋 势
,

每 年平均 下 降

2
.

3m g / k g
,

平均含量仅为 84 m g / k g
,

低于棉 田缺钾临界值
.

全省五大棉区土壤速效钾下

降顺序是
:
里下河 > 沿江 > 淮北 > 丘陵 > 沿海 (表 2)

.

土壤速效钾变化规律是
:
一是同一土类土

壤耕层速效钾的变化与原有钾素含量及产 出水平密切相关
,

即原来速效钾含量和棉花产量高

的土壤
,

下降速度快
,

幅度大 ; 反 之亦然
.

如潮 土类型 中的淤土
,

速效钾含量高
,

为

1Z 7 m g / k g
,

平均每 年下 降 .2 2m g / k ;g 两合土速效钾含量为 1 14 m g / k g
,

平均每年下降

1
.

s m g / k g ; 沙土速效钾含量低
,

仅为 90 m g / k g
,

平均 每年下降 0
.

g m g / k g
,

其减少量仅

为淤土的 40
.

9%
.

二是土壤速效钾 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
,

呈指数相关
,

每年下降的速

度逐渐降低
.

三是下降速度与棉花品种有关
.

不同棉花 品种吸收钾素的量不同
.

目前
.

全省

80 0 多万亩棉 田土壤速效钾含量均下降到缺钾临界值以下
,

已不能满足棉花高产稳产的地力

要求
.

表 2 近 10 年各棉区土壤肥力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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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棉花施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

.

1 棉花高产施肥经验

全省棉花丰产方高产经验
,

除 了因土种植
、

推广良种 (如洒棉 3 号 )
、

合理密植
、

双膜移

栽
、

及 时防治病虫等以外
,

重要一条就是增加投肥数量
,

改善氮磷钾投人比例 (表 3)
.

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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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
.

其中投人 K Z O与 N之 比沿江
、

沿海和丘陵棉区大于 。
.

5
,

其它棉区

大于 0
.

4
.

全省棉区丰产方投人 P 20 5
与 N 之 比为 0

.

24 一
.

习
.

44
.

表 3 199 4 年棉花丰产方投肥情况

地 点
丰产方面

积〔亩 )

单产

仕 g / 亩)

投肥数t 你g / 亩 )

N P zo s

N夕 : 0 5:
K

z O

投肥总养分 K : O

张家港 5一0 1 3吕
.

1 53
.

4 邓
.

0 7
·

4 17
·

9 1: 0 J 6: 0
.

64

常熟 2阅 10 2 40
.

3 22
.

5 6
.

5 1 1
.

3 1: 0
.

2 , : 0
.

5 0

如东 106 吕6
.

2 3 0
.

7 1 7
.

5 4
·

2 9
·

0 1: 0
.

2 4:
0

.

5 1

海安 l以 9 2 3 6
.

4 2 0
.

0 5
.

2 1 1
.

2 1: 0
.

2 6刃
.

56

泅阳 9 0 7 5 3 1
,

8 1吕 4
.

吕 9 1刃
.

2 7 : 0
.

5

铜LIJ I阅 l 0() 39 2 3 6 10 1: 0 2 6 : 0
.

4 3

淮安 l的 100 4 3 2 5 6 1 2 1 : 0
·

2 4 : 0
.

4 8

兴化 2伪 100 2 6
.

9 1 5
.

8 4
.

2 7
.

0 1 : 0
.

2 6 : 0
.

44

六合 1 16 13 一5 44
.

5 2 2
.

5 1 0
·

0 1 2
.

0 1 : 0
.

44
: 0

.

53

注
:
丰产方面积指调查面积

,

投肥数 t 中有机肥数 t 未计人
.

另外
,

全国棉花高产县江西省彭泽县 20 万亩棉花 1994 年平均单产皮棉 1 16k g
,

经验就

是加大肥料的投人量
.

其投肥情况是
:
亩施 100 担农家肥

,

I OOk g 饼肥
,

1 5k g 碳馁
,

20 k g

磷肥
,

2 5 k g 钾肥
,

3 o k g 尿素
.

全生育期施 N 量达 31
.

2 k g
,

N : P ZO S
:K

20 约等于 卜 .0 :4 1
,

棉

花高产稳产
.

.2 2 一般棉田施肥现状

全省一般棉 田全生育期总的施肥现状
:
施用氮肥为主

,

仅 1 / 3 的棉 田施用有机肥和复合

肥
.

有机肥投人中
,

亩施用秸秆约 1 00 一 1 5Ok g
,

灰肥和粪肥 10 一 15 担或饼肥 10 一 2 0 k .g

19 94 年全省棉 田化肥投人
.

亩施纯 N 约 15 k g
,

p Z O 55 k g
,

K Z O 4 k g
,

N
、

P : 0 5 、

K ZO 之 比约

为 1 : .0 33 : 0
.

2 6
.

其中沿江
、

沿海地区施肥略高
,

淮北地区个别县 (市 )棉 田根本不施钾肥
.

这

与棉花高产需肥差距较大 (表 4)
.

.2 3 棉花施肥存在的问题

.2 1 1 有机肥用量减少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

有机肥施用量每亩高达 3 0 o ok g 左右
,

增

棉改土
,

效果显著
.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价值规律的影响
,

有机肥施用量逐年下降
,

目前

每亩仅施用几百千克有机肥
.

据太仓市调查
,

19 84 年每亩棉花施用 1 092
.

9 k g 有机肥
,

而

19 94 年仅施用 36 6
.

7k g
,

年递减 10
.

4%
.

另据洒阳县调查
,

该县棉田基本不施有机肥
.

2
.

3
.

2 氮磷钾比例失调 全省 19 8 7
、

19 9 0
、

1 9 9 3 年投人 的化肥中 N : P 2 0 , : K Z O 3 分别为
卜o

·

2:6 .0 03
、

卜 .0 25 :.0 05
、

卜0
.

3 :3 .0 0 9
.

相 比之下
,

氮多
、

磷少
、

钾严重不足
,

造成 N 肥报

酬率下降
.

据兴化市调查
.

1 9 8 7 年每 k g 纯 N 可产皮棉 .6 97k g
,

而 19 9 4 年每 k g 纯 N 只能

产皮棉 4
.

1 6 k g
,

7 年报酬下降 40
.

3%
.

同时
,

由于棉 田缺钾
,

大面积出现早衰和红叶茎枯

病
.

以沿海地区的东台市为例
,

1 994 年棉花红叶茎枯病发病率高达 46 %
.

.2 .3 3 化肥投人不足 自 1 9 4 9 年江苏省亩产皮棉由 sk g 到 19 7 3 年第一次突破 5 0 k g 大关

之后
,

均 在 50 一 6 7 k g 之 间徘徊
,

1994 年亩产皮棉仅 5 7 k g
.

其原因除了 自然灾害因素以

外
,

主要原 因是肥料投人不足
,

导致棉花产量不高
.

从 1994 年部分县一般棉 田施肥情况

看
,

与高产栽培所需要的肥料还相距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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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99 4年一般棉田施肥情况 (单位
;g k/亩 )

棉区 县〔市 )

张家港

常熟

兴化

射阳

如东

东台

大丰

泅阳

淮安

铜山

六合

面积

(万亩 )
单产 P20, K ZO N : p Zo , : x 2 0

沿江
1 6 9 7

1 2
.

5 8 8

2 0
.

5 礴3

1 6
.

5 3
.

0 ;
.

:
l : 0

.

2 1: 0
.

3 7

l : 0
.

1 8二0
.

3 3

里下河 l : 0
.

3 3: 0
.

2 0

l : 0
.

12 : 0
.

10

1: 0
.

3 3: 0
.

3 7

l : 0
.

1 3: 0
.

1 3

六U6
丹U,孟全J,̀J̀. .压ù们ù,̀矛J,孟尹J内̀ù、ù0

J̀
2 4
... ...

70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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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淮

5
.

7 1
.

6 1: 0月 1 : 0
.

12

3
.

3 0 1 : 0
.

3 7: 0

2
.

5 4 1 : 0
.

2 : 0
.

3 2

4
.

2 0 1 : 0
.

2 9 : 0

0In
甘,J,矛气口呢ó

矛
七

全1ù气曰

:

n,
24

.皿.ó ...

32325705

丘陵 4 1 : 0
一

料
: 0 2 5

从表 4 可以看出
,

在栽培技术基本一致的情况下
,

投肥总量越多
,

产量越高 ; 氮
、

钾投

人越多
,

产量越高
.

4 棉田增肥补钾的方法

要夺取棉花高产
,

必须施足 (深施 )基肥 (以有机肥 和配方肥为主 )
,

早追 (轻施 )苗肥
,

稳

施蕾肥
,

重施花铃肥
,

补施桃肥 (盖顶肥 )
,

巧施叶面肥
.

达到前期不徒长
,

早发早座桃
,

后

期不脱肥
,

不贪青
,

座桃多
,

吐絮早
.

肥料投人的数量和 比例
,

必须根据棉花计划产量
,

因

土
、

因品种
、

因生育期
、

因肥效加以确定
,

达到平衡施肥
.

4
.

1 不同目标产量需肥量

不同棉 区
、

不同目标产量下
,

棉花吸收的养分不同
,

产量高
,

吸收的养分数量就大
,

反

之亦然 (表 5)
.

随着产量 的提高
,

每百千克皮棉所吸收的 N 和 K Z O 逐渐减少
,

但 K 2 0 与 N

之比大致为 :ll
,

或前者略高
.

不难算出实现棉花单产 7 0 k g 皮棉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带走的

养分平均为
: 纯氮 ! o

.

4 9 k g
,

p 20 53
.

4 6 k g
,

K Z o 1 0
.

o s k g
.

以棉田 i 壤供应氮
、

磷钾能力分别

为 30 %
、

50 % 和 60 %计
,

其余部分主要依赖化肥提供
,

氮磷钾肥料利用 率分别为 40 %
、

2 5% 和 4 5 %计算
,

亩产 7 o k g 皮棉则需要投人 18
.

4 k g 纯 N
,

6
.

g k g p Z o s ,

g k g K Z o
.

折标准

氮肥 8 8 k g
,

一级磷肥 3 8 k g
,

氯化钾 1 5 k g
.

N : P Z o s : K Zo 为 l :0
.

3 8 :0
.

4 9
.

表 5 不同产且水平下棉花对三要素的吸收且 (kg )

皮棉产 t

( k g / 亩 )

每亩养分吸收盆 每百千克皮棉养分吸收 t
N : P Z O , : K 2 0

P ZO K : 0 N P : 0 ,

17
.

5 6 3 0

14
.

3 4
.

2 9

13滩 4刀6

12
.

6 4
,

7 0

K : O

15
.

5

14
.

3

13
.

3

12
.

8

卜 .0 36 :0 .8 9

l : 0
.

3 0 : 1

l : 0
.

3 0 : l

l : 0
.

3 7 : 1
.

0 2

.4 2 不同棉区推荐的施肥里

由于不同棉 区的土壤肥力差异
,

目标产量不同
,

经济基础不一
,

因此施肥上应实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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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表 6 )
.

施肥要求做到
“

三增二补一深
’ ,

表 6 各棉区棉花推荐施肥最

壤 1 5 5

单位 : k g

棉 区
19 9 4 年
盖产

目标

单产

有 机 肥 化 肥

联肥 秸秆 河泥 饼肥 p : O , K : 0 Z n S O ` 翻砂

里下河

丘 菠

1 500
2 5(沁

10 0 0

2 0 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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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增施有 机肥 目前
,

补充土壤钾素
,

85 %要依靠有机肥
,

化学钾肥仅占 15 % 左

右
.

此种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

施用有机肥一是要早
,

二是要多
,

三是要好
.

每亩增施 1

吨有机肥 (其有机质含量不低于 7 0 9 / k g )
,

其中苏南达 1
.

5 吨
、

苏中 2 吨
、

苏北 .2 5 吨
.

特别

要多层次
、

多形式推广秸秆还 田
,

这是补充土壤钾素
,

提高棉田土壤钾素肥力极为有效的途

径
,

沿江棉区重点发展机械化秸秆还 田
,

其它地区重点发展 留高茬
、

秸秆覆盖和过腹还 田
,

确保在现有还草量基础上
,

每亩再增加 s o k g 秸秆
,

力争沿海
、

沿江地区达 2 50 k g
、

里下河

地区达 2 0 0 k g
、

淮北地 区 1 5 0 k g
.

同时
,

要加大饼肥施用量
.

力 争亩 用量 达 5--0 90 kg
.

淮

北
、

沿海棉区要提倡中后期棉花行 间秸秆覆盖
,

防止早衰
.

.4 .2 2 增施配方肥 (或专用肥 )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

根据土壤养分含量
,

棉花计

划产量
,

确定肥料配方
,

通过配肥站生产棉花专用肥
.

做到
“

测土
、

定产
、

配方
、

生产
、

供

肥
、

施用
’

一条龙
.

棉花苗床除施用专用肥 5 0一 6Ok ;g 施用含氮
、

钾的花铃肥 2 0一 3 Ok g
,

并辅助喷施磷酸二氢钾
.

.42 .3 增施化肥 根据 目标产量 7 0 k g 收施肥要求
,

全省棉 田亩平均 N
、

P ZO S
、

K Z O 投人

量应分别达到 18
.

4
、

.6 9 和 gk g
,

三要素之 比为 1 : 0
.

3 8 : .0 49
.

其中
,

沿江和里下河棉 区亩施

N 量要达到 Zo k g 以上
,

K ZO l o k g 以上 ; 其它地 区棉 区亩 N 量要达到 13
.

s k g 以上
,

K ZO 7

一 s k g
.

.4 .2 4 补施单质钾肥和微肥 目前
,

国内缺乏钾肥
,

要增加生产
,

增加钾肥施用量
.

当

土壤速效钾含量小于 50 m g / k g 时
,

每亩补施 1 sk g K ZO ( 3 0 k g 钾肥 ) ; 当土壤速效钾含量为

5 0一 l oo m g / k g
,

每亩补施 10 k g K ZO (2 0 k g 钾肥 )为宜 ; 若速效钾含量为 10 0一 1 5 o m g / k g

时
,

每亩补施 sk g K ZO (1 ok g 钾肥 )
.

因此棉花一般每亩至少应施用 1 sk g 钾肥
.

微肥施用要

根据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的丰缺状 况确定微肥施用 品种和数量
,

一般棉 田施硫酸锌 l一 Zgk
,

硼砂 0
.

25 一 o
.

sk g
,

以防止花而不蕾等现象
.

.4 .2 5 化肥深施 棉花大 田基肥和花铃肥宜加工成系列 专用肥
,

并适当深施
,

氮肥应提

倡穴施
.

根据棉花吸收钾素规律
、

钾肥在土壤中运行特点以及棉花系深根作物等综合考虑
,

钾肥应深施 ( 3一 5 寸 )为宜
.

棉花施肥只要做到
“

三增二补一深
. ,

就能提高棉 田土壤地力
,

提

高棉花单产
.

.4 3 不同栽培方法肥料运筹

目前全省棉花品种主要为泅棉 3 号
. ,

栽培方法有二种
,

露地移栽棉和移栽地膜棉
.

由于

(T 转第 16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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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3 期 土

镁加入最对钠测定值的影响

加入的 火焰光度 加人的 火焰光度

M g盆
`

计测 N aM g云
.

计测 N a

( L g m
一

勺 的读数( mL g
一

b的读数

0 ]0 0
一

0 100 7 9
.

0

10 10 0 刀 20 0 9 6
.

0

3 0 9 9
.

8全部用9 2
.

0

0 9 58力 M g( No3 ) 2

溶液定容

应 用火焰 光度计测定 N a时
,

M g 的浓度在 30 m g L
一 , 以下时不受

影响 (表 2)
.

当然
,

如有好的滤光

片
,

即使含镁量高达 5 0一 80 m g L
一 ,

也不影响 N a 的测定
.

因此要消除

M g 的干扰必须使标准液中的 M g

量与待测液中含 M g 量相一致
.

’

在 4 o m g L一 , N a 标准液中
.

4 关于消除盐分含量的影响

如果土壤盐分最初含量较高 ( E C > 4 毫姆欧 )
,

土样在饱和液饱和前需用蒸馏水淋洗 1

次
.

因为在这样的土壤中含有较多 的 N a 十和 lC
一 ,

而土壤中原有的 N a / 1C 会影响测定中的

N a / lC
,

导致计算错误
.

土样用水淋洗后即可消除这个影响
.

综上所述
,

作者认为 P ol e m io 法是测定干早地区土壤 C E C 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

随着

各种分析仪器 的普及
,

对元素分析的手段也变得较为方便
.

比如
,

本法最后测定 N a 可用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也可用火焰光度计 ; 测定 lC 可用容量滴定
,

也可用电位滴定
.

总之
,

oP le m l。 法操作简便
,

误差较小
,

只要掌握好 N a 的测定
,

消除 M g 的干扰
,

就能取得正确

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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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地膜棉早发 (即
“

早开门
’

)
,

开花结铃期长
,

结铃多
,

需肥量大
,

如果肥水条件跟不上
,

则容易导致脱力早衰
.

因此同等类型棉田要 比露地移栽棉增施纯 N 2
.

0一2
.

s gk
,

补施钾肥 3

一 sgk 防早衰 (即
“

迟关门
”

)
,

并适施 微肥
,

N
、

P ZO S 、

K Z O 要求达到 卜 .0 :4 0
.

5
.

另外
,

露地

移栽棉苗蕾期用肥 占 40 % 左右
,

中后期用肥 占 60 % 左右
,

而移栽地膜棉苗蕾期肥 占 30 一

35 %
,

中后期用肥 占 65 一 70 %
.

在施肥时间上
,

由于土温高
,

墒情好
,

养分分解快
,

前期

消耗多
,

第一次花铃肥要 比露地移栽棉提前 6一8 天
,

根据苗情 7 月上旬施用
.

移栽地膜棉

早发
,

要防早衰
,

主攻后期
,

结合其它田间管理措施
,

花铃肥一般 田块施二次
,

第一次要达

到亩施尿素 15 一 1 7
.

5k g
,

并适 当补施钾肥或喷施磷酸二 氢钾
.

第二 次亩施尿素 5一 7
.

s kg
,

钾肥 5一 I Ok g
.

还要看苗补施桃肥
.

8 月下旬和 9 月初喷施二次叶面肥
.

总之
,

江苏省棉花生产一定要依靠科技
,

大力推广 良种双膜
、

增肥补钾等综合技术
,

走
“

高效棉业
’

之路
,

棉花单产增一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