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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地 土 壤供 钾 状 况 研 究
n

.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对外源钾的缓冲性能

高小杰

《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南京 21 00 13)

胡霭堂

(南京农业大学资派与环境科学系 )

摘 要

发育于不同母质的菜地土镶对外碑钾的级冲性能为
:
黄徐族》 水相土》 灰湘土

。

关挂词 莱地土族 , 外耳钾; 级冲性能
『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主要由灰潮土 (淡色潮湿维形土 )
、

水稻土 (水耕人为土 ) 和黄棕壤

(湿润淋溶土 ) 发育而成
,

它们的成土母质分别为长江冲积物
、

秦淮河冲积物和下蜀黄土
。

这三类土壤虽然改种蔬菜的年限长短不一
,

但其含钾量都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l[]
。

究其原因

除了受土壤性质影响外
,

还与长期施用过量氮肥和钾肥用量偏低有关
。

由于蔬菜作物需钾量

较大 (大于氮
,

远大于磷 )
,

以及奢侈吸收 (当土壤供钾充足时 ) 等原因
,

每年要从土壤中

带走大量的钾2[]
。

如果不及时适量地补充钾肥
,

势必影响土壤钾的供应
,

导致蔬莱减产
,

品质下降
,

且易发生病虫为害
。

施人土壤中的钾
,

能够被植物吸收利用的多少是合理施用钾肥的重要依据之一
,

而土壤

对外源钾的缓冲性能直接关系到土壤供钾的强度与容量以及植株吸钾的难易程度
。

本文研究

了南京郊区几种菜地土壤对外源钾的缓冲性能
,

为菜地土壤合理施用钾肥
,

提高钾肥的利用

率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在南京郊区选取能代表上述 3 种母质类型的菜地土壤进行盆栽试验
。

设 3 种土壤
、

3 个

施钾 ( K ) 水平 ( 0K = 0
,

K : 二 0
.

2 59 / k g 土
,

凡 = 0
.

50 以 k g 土
。

钾肥选用化学纯氛化钾 )
、

3 种施钾次数 (在连续种植 3 茬叶菜类蔬菜的轮作中
,

( 1) 只第一茬施钾 ; ( 2) 只前两茬施

等量的钾 ; (3) 每茬都施等量的钾
,

计 27 个处理
。

因每种土壤类型只设一个对照 ( 0K )
,

故实际处理为 21 个
。

重复 3 次
,

共计 63 盆
。

试验方案及处理代号列于表 1
。

盆栽土壤基本

理化性状见表 2
。

土壤钾素及基本理化性状的测定按照 《土壤农化分析}[
, 〕进行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施钾水平对土壤钾含最变化的影响

不同施钾水平下土壤钾素含量变化状况列于表 3
。

由表 3 可见
,

不同施钾水平下土壤钾

素含量的增加量 (与 0K 相比
,

速效钾增加量为△
a ,

缓效钾增加量为△ b) 及其占施钾量的

百分数基本上都是 玫 水平大于 K :
水平

。

其中
,

土壤钾素含量 (包括速效钾和缓效钾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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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量大都是凡 为 K :
的 2一 3 倍

。

然而
,

增加量占施钾量的百分数并不具有同样的比例关

系
,

只是 K :
稍大于 K :

(在水稻土菜地土壤中
,

缓效钾增加量△b 占施钾量的百分数反而是
K : 小于 K : )

。

这说明因施人的速效性钾肥而引起的土壤含钾量的变化并不随施钾量的增大

而按比例增长
。

这可能是受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

从土壤类型看
,

由黄棕壤和水稻土发育的

菜地中
,

施人的钾肥转化为土壤速效钾的比例都较低 (仅 10 %左右 )
,

而由灰潮土发育的菜

地中则高得多 (3 0 % 以上 ;) 但 3 种土壤中钾肥转化为土壤缓效钾的比例仍大体相近
。

表 l 盆栽试验方案及处理代号

一肠

瓜一土一K潮一灰一

一K

土一K稻一水一

一eK一K

澳一K棕一黄一

一拘

代号一一川一平姐一来渗一钾月一施土一!

1 1K 0 I K l l

I K 2 1

I K 3 1

I K 12

I K 22

I K 32

I K 1 0 I K l l

n K 2 1

ll K 3 1

I K 1 2

n E 2 2

n K 3 2

llI K 10 址K l l

班】住 1

班K 3 1

址K 12

址K 2 2

皿K 3 2

,立,̀1甘

施钾次数

表 2 供试土坡的基本理化性状 (采样日期
: 1992

.

2)

土壤名称
粘粒含 t

( % )

有机质

(以 k g )

全 氮

(以掩 )

全 钾 孩解扭 速效碑 级效钾 速效钾 C EC

(g/ k g ) (功砂kg ) (叫 / kg ) (口以坛 ) ( . 以坛 ) (
~ 口kg )

黄棕镶。

( I )

水稻土 0

( 11 )

灰潮土。

( 111 )

2 7
.

3 1 0
.

1 0
.

9 4 1 1
.

5 66
.

0 2 4
.

5 8 9
.

1 12
。

3 5
.

9 3

2 4
.

2 2 5
.

5 1
.

46 1 1
.

4 7 4
.

6 4 5
。

9 9 3
.

1 15
.

6 7
。

60

1 0
.

5 8
.

2 0 0
.

6 7 12
.

0 6 0
.

3 55
.

6 3 3 3 3 8
.

1 6
.

9 6 4
.

2 6

注
: ① 黄棕壤发育的菜地

,

其母质为下蜀黄土
,

采自马群乡青马一队
,

质地为枯集土
,

种莱 15 年 ;

② 水稻土发育的莱地
,

母质为秦淮河冲积物
,

采自石门坎乡杨庄村
,

质地为粉集土
,

种菜 15 年 ; 土维含有 3 %

的垃圾
。

③ 灰潮土发育的莱地
,

母质为长江冲积物
,

采自沿江乡冯墙村
,

质地为细砂土
,

种莱 25 年
。

表 3 不同施钾水平对土坡钾含皿变化的影晌
.

nI
=

9)

土 族 类 型 黄棕维 ( I ) 水稻土 ( n ) 灰潮土 ( 瓜)

施 钾 水 平 K一 玩 K一 凡 K I K Z

△ a (gDI / kg ) 4 3
.

0 1 18 3 6
.

△以施钾里 ( % ) 8
.

6 0 1 1
.

8 7
.

20 1 1
.

7 3 2
.

3

速效钾

△ b (叫 /坛 ) 88
.

1 2 13 1 2 5 22 7 1 23 2 6 1

△ b/ 施钾盆 ( % ) 1 7
.

6 2 1
.

3 2 5
.

0 2 2
.

7 2 4
.

5 2 6
.

1

缓效钾

.
指连续三茬都施钾的处理

。

各供试土壤在种植 3 茬蔬菜后
,

施钾次数对土壤钾素含量变化的影响与上述趋势基本相

同 (表 4 )
。

只是因施用钾肥而使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增加的部分 (△
c 、

△d) 占施钾量的

百分数有随施钾次数增多而下降的趋势
,

这种趋势在灰潮土上尤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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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集类型

表 4 施钾次数对土坡钾含t 的影晌 【n = 9)

黄棕奥( I ) 水稻土 ( n ) 灰潮土 ( 班)

施钾次数 1 2 3 1 2 3 1 2 3

△以施钾盈( % )

△叮施钾t ( % )

7
.

60 10
。

9 1 0
。

6 35
。

9 3 5
.

0 3 1
.

0

2 0
.

7 20
.

` 1 9
.

5 2 3
。

0 2 5
.

1 22
。

6 3 0
。

2 27
。

, 22
.

4

2
.

2 土堆对外源钾的固定

土壤对外源钾的净固定量 (净固定量 = 施钾总量 一土壤缓效钾含量 一 土壤速效钾含量 一

植物吸钾量 ) 占施钾量的百分数见表 5
。

从表中看出
,

如果不考虑施钾次数
,

3 种供试土壤

对外源钾的固定率都随施钾水平的提高而略有降低
。

这说明施肥量增大
,

土壤对外源钾的保

存率反而降低
。

如果不考虑施钾水平
,

黄棕壤和灰潮土菜地中外源钾的固定率随施钾次数的

增多而增大 ; 水稻土菜地中外源钾的固定率随施钾次数的增多反而略有下降趋势
。

说明连续

施用钾肥
,

有增加土壤对外源钾固定量的趋势
。

供试土壤对外源钾的固定率为黄棕壤菜地 >

水稻土菜地 > 灰潮土菜地
。

表 5 土坡对外源钾的固定率 《% ) (种植三茬花菜 )

施钾 土壤 (n = 9)

次数 施钾水平

黄棕维 (工) 水相土 ( n ) 灰潮土 ( 111 )

_ O

工
K一 凡

_ O

工

K :

凡 了。

3 2
。

8 2 6
。

5 2 9
。

6

万。
.

6 1
.

5 5 9
.

2 6 0
.

2 , 5 5
.

3 57
.

4 5 7
.

5 , 3 6
.

0 3 4
.

, 3 5
·

3 ,

注
: ①不考虑施钾水平 ; 。 不考虑施钾次数 ; ③只考虑土壤类型

。

上述结果表明
,

施人土壤中的外源钾
,

在黄棕壤和水稻土菜地中有 60 % 左右被固定
,

20% 左右转化为土壤缓效钾
,

10 % 左右转化为土壤速效钾 (剩下的 10 % 左右为植物吸收 ) ;

而灰潮土菜地中只有 35 %被固定
,

25 %左右转化为土壤缓效钾
,

大约 35 % 的外源钾都转化

为土壤速效钾形态 (只有 5 %左右为植物吸收 )
。

这清楚地表明
,

黄棕壤和水稻土菜地土壤

对外源钾的缓冲性能较强 (其中黄棕壤菜地稍大于水稻土莱地 )
,

而灰潮土菜地土壤的缓冲

性能较弱
。

3 种供试土壤对外源钾缓冲性能的差异
,

可以从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得到一定的

解释
。

如表 2 所示
,

黄棕壤菜地土壤的质地为粘壤
,

粘粒含量最高 ( 27
.

3 % )
,

cE C 也较高

(1 2
.

3 e m o
州k g )

,

故其缓冲性能最强 ; 水稻土菜地土壤的质地为粉壤
,

CE C 最高 ( 15
.

6

c

mo 扩k g )
,

粘粒含量也较高 ( 24
.

2 % )
,

仅次于黄棕壤菜地土壤
,

所以其缓冲性能也较强
。

另外
,

本试验所用水稻土菜地曾施用过大量的垃圾肥料 (每年春天施 15000 公斤/亩
,

到采

样时已连续施用 3 年 )
,

这不仅改善了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
,

使其基础养分含量较高 (有机

质为 25
.

5岁kg
,

全氮为 1
.

46 岁kg )
,

可能也是该土壤缓冲性能较强的一个原因 ; 而灰潮土菜

地土壤质地为细砂
,

粘粒含量及 C E C值都最低 (分别为 10
.

5 %和 6
.

96 cln 心吨 )
,

故其对外

源钾的缓冲性能也最弱
。

综上所述
,

南京效区菜地土壤对外源钾的缓冲性能因土壤类型而异
。

对于缓冲性能较强

( T 转第 15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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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扭膜和中耕对母树生长的促进作用

从测得的各处理每个油松无性系树高生长量来看 (都以嫁接口以上处为准
,

各无性系树

高增长量以相对数表示 )
,

覆膜和中耕处理对油松无性系生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 2)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试验的第一年 19 号小区各无性系树高生长平均相对值祖膜处理比对

照高 42 %
,

中耕的比对照高 29 % ; 16 号小区
,

彼膜处理比中耕
、

对照的高 63 % (中耕和对

照树高生长量相同 )
。

试验的第二年
,

19 号小区覆膜树高增长比中耕的高 25 %
,

比对照高

28 %
,

中耕比对照略高; 16 号小区株高生长量覆膜的比对照高 18 %
,

中耕比对照增高 5 %
。

而且各处理在不同年份的树高增长值也得到同样结果
:
油松各无性系树高生长相对值覆膜处

理都居首位
,

中耕次之
,

对照最低
。

这主要是覆膜和中耕两处理改变了土壤的水热条件
,

形

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

促进了油松种子园无性系的生长和发育
。

3
.

4 扭膜和中耕的经济投入

地膜覆盖土壤成本低
,

效果好
。

采用一般农用地膜 ( 60 扩 /掩 )
。

油松无性系种子园 5一

7 年生时
,

·

平均冠幅 1
.

Om 左右
,

株行距 5 x s m
,

每公顷定植密度 4 05 株
,

每株覆盖面积

1
.

2 m x 1
.

2 m
,

每公顷约需地膜 10 kg 。

以地膜价格每公斤 10 元计
,

每公顷地膜费支出 100

元
。

覆盖地膜时每公顷用工 15 we 2 0 个
,

每工日劳力费以 5 元计
,

需支出 75 一 100 元
。

地膜

费和劳力费加在一起每公顷支出 175 一 2 00 元
。

中耕是抗早保墒的重要措施
,

但投资较大
。

种子园经营管理集约度一般较高
,

除施肥

外
,

每年进行中耕除草 2一 3 次
。

中耕一次每公顷需投人 30 个工日
,

需支出 150 元
。

每年中

耕除草 2一 3 次
,

需支出 300 一 4 50 元
。

由上可以看出
,

种子园地表覆膜
,

有显著的增温保温作用
,

并能明显增加地积温
,

因而

能促使种子园油松无性系根系的生长发育和加速树木的生长 ; 地膜覆盖和中耕处理都能防止

土壤水分损失
,

是油松种子园土壤抗早
、

保墒的主要措施
。

而覆膜处理的经济效益高于中耕

处理
。

(上接第 1 4 4 页 )

的黄棕壤和水稻土菜地
,

施钾肥时不仅要考虑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
,

还要考虑被土壤固定的

部分
。

因此
,

施钾量要稍大
,

且可一次性以基肥施人
,

而无需每茬都施
。

但对于缓冲性能弱

的灰潮土菜地
,

则应分次少量追施
。

否则
,

不仅会因土壤速效钾含量过高
,

造成土壤溶液浓

度过高
,

不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
,

而且还会造成土壤钾的流失
,

浪费宝贵的钾肥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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