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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潮土钾素变化状况与钾肥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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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土壤速效钾变化状况 

潮土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的耕作土壤，达5805万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43．2％。主要分 

布在沙河以北。京广线以东的黄泛冲积平原上，母质为黄泛冲积及河流冲积母质，受气候的影 

响，土壤的风化和淋溶作用较弱。第二次土壤普查(1986年)时，土壤钾素含量比较丰富，一般 

全钾含量l4．7—22．8g，k 速教钾柏一35Omg／I,g．平均含量143．5．4-69．9mg／kg(n；36394)。 

在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供钾状况下，施钾增产作用不大。1980--1984年全省化肥罔在47个县 

的主要土壤类型上进行的162个钾肥肥教试验表明，施钾基车上投有增产教果．显教的仅占 

3．5％。当时商丘地区以土壤耕层养分数据确定的土壤速效钾指标比较高：高产区年亩产达 

400公斤．土壤速教钾>145mg／ks；300—400kg的中产田为140mWks；200—300公斤的低产 

田<117mg／k~ 。近十几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全面推进和化肥工业的发展，农田投人的氨磷 

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作物单产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作物从土壤中带走了较多的钾素，加之在 

长期未施用化学钾肥的情况下，单靠为数不多的有机肥补充土壤钾的消耗已不能满足作物高 

产的需要⋯，土壤中速教钾含量逐年下降。1996--1997年潮土区1158个样点调查分析 平均 

速教钾含量为101．2mg／kg．比土壤普查(1986年)时下降42．3mg／kg,下降28．8％，即每年以 

3．8mg／kg的速度下降口。不同地区的土壤钾素下降状况与作物产量和施肥结丰勾美系密切。 

作物产量水平高．未施用钾肥的地区钾素下降快．产量水平低，每年又有一定数量的有机肥补 

偿地区，下降数量较小；在施用一定数量的有机肥基础上，施用部分钾肥和古钾复合肥的麦田． 

土壤钾含量基本得以维持。如河南第一个小麦一玉米吨粮县的温县．坚持有机元机肥并重，推 

广秸秆直接还田和。NPK 4-傲肥 的配方施肥技术，全县玉米秸秆直接还田面积占80％以上。 

施有机肥3200l【g以上，折合K20约20k窟，土壤钾肥力不但投有下降．反而稳中有升。全县 

1988年从65个养分动态监测点分析．土壤速教钾平均含量lSl lmg／kg，到1995年．愿点位 

口 商丘地区土把站，商丘土壤．1989年(内部童辩)。 

雪 商丘，周口、许昌萼市地土罡站。土壤■素翊蠢报告，1997年(内茸童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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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化验，速效钾(K)上升到163．1mg／kg0；豫北的新乡市有机肥常年用量约2100kg，折合 

K2O约11．Okg左右．从106个监测点分析结果，平均古量为146．9mg／kg，比1984年下降16． 

5％。年下降2．26mg／kg0；豫东平原，燃料、饲料、肥料矛盾突出，有机肥用量较步(约1500kg 

左右)．加之秸秆还田面积小，速效钾下降快．每年约以4mg／kg速度递减0。据1996--1997年 

对河南省潮土区1158个样点(共97万亩)分析．当前速效钾<100mg／kg的缺钾土壤占55． 

1％．其中<6Omg／ 的极缺钾土壤占15％，比80年代初缺钾面积增加了1倍0。 

2 主要作物钾肥肥效 

由于土壤供钾能力下降，潮土区不同程度出现了缺钾症状．尤其在缺钾的土壤和喜钾的作 

物上施钾效果日趋明显。在周口地区的扶沟县，棉花缺钾诱发红叶茎枯病。针对潮土区的供 

钾现状和生产上出现的问题，1993年以来，在氮、磷配合的基础上．开展了多种作物的钾肥肥 

效试验，取得了较好的增产效果。 

2．1 小麦施用钾肥肥效 

1996年--1997年在豫北的浚县、武陟。豫东的开封、尉氏。豫中的临颖等6县作了45个正 

规田问试验(共3141亩地)。结果表明．在供试土壤速效钾67—200mg／kg条件下，在氮、磷肥 

配台施用的基地上，亩底施5kg氧化钾，亩可增产小麦10—47．4l【g．增产率2—15．1％．其中增 

产率>10％的点33个．占总试验点数的73．3％。钾肥肥效可与土壤速效钾关系密切。1994 

年在周口地区进行小麦29个点120亩底施钾肥试验，结果表明，亩用硫酸钾10kg，在土壤速 

效钾小于150mg／kg的中产麦田增产效果量为显著，亩增小麦38．8kg，增产率15．4％；速效钾 

为150—200mg／kg的麦田．基本没有增产效果；土壤速效钾丈于200mg／kg麦田．施用钾肥没 

有增产效果n】。小麦施用钾肥．有利于分蘖威穗，增加光台作用．提高灌浆速度，小麦千粒重 

明显增加。据尉氏县1993--1996年连续3年3季6个点21亩小麦试验统计，亩底施7．5 

氧化钾(按农业部方案设计)，有效穗比对照提高1．8万穗，千粒重增加1．6克，年平均增产小 

麦30．9—44．ok~ 增产率8．6—11．7％．每kg氧化钾增产4．1—5．9k~小麦[3]。施钾还能增 

强小麦的抗倒伏能力。施钾可使小麦植株基部第一、二节问的干物重及单位体积干重的明显 

增加。第一节、第二节干物重及单位体积干重分别比对照增加 72mg／cm3、70．6mg／~ 、 

109mg／c~t3、62．4mg／= 。基部第一、二节分别比对照缩短 1．4cm、3．Icon，抗倒伏能力增 

强⋯。钾能增强小麦的抗病性。在小麦开花一 灌浆期调查，增施钾肥对小麦的白糟病、叶 

锈病均有一定的防翻能力。施钾处理白粉病病株降至10％左右，面对照区达30—65％，叶锈 

病程度减轻 J。 

2．2 玉米施钾效果 

我站1996--1997年在浚县、获嘉、新郑、商丘、尉氏等5县设置了15个玉米施钾试验．统 

计表明，土壤速效钾在75一t5tmg／k~范围内的土壤上玉米苗期亩追施7kg氧化钾．对玉米生 

薯县农业局、量县一、圭千斤田地力建设与瘫罡体摹研究应用报告．]996年(内部责辩】 

If乡市土罡站．新乡市耕地土壤 毫丰缺状髭一壹，1997年(内讳责辩) 

商丘地区土罡站．土壤 囊变化情髭谢壹，1997年【内部责辩)。 

河南省土罡站，河南害土壤评囊空化情况一壹i[总寰．1997年f内鄙责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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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性状有很好的影响．并能促进植株体内干物质向籽粒运输，与对照相比，玉米穗长增0．8厘 

米．．单行粒数增2粒，穗粒数和百粒重均有显著提高，分别增30粒和1．6g．增产幅度5．6一 

l6．7％；其中增产大于10％的点占总点数的60％0。钾能增强玉米抗倒抗病能力_6 J．施钾处 

理．发病株率只有1％，而未施钾处理病株率在7．5％以上。 

2．3 棉花施钾效果 

在豫东平原棉区速效钾为172mg／kg的土壤上种植棉花．大田定点观察发现．在生长中 

期．棉花开始出现缺钾症状。即叶片边缘发焦．叶片上出现大小不等的褐色斑点．株体矮小，后 

期早衰．产量低。而亩施K20 7．5l‘g的棉田，叶色浓绿．生长茂盛．棉株高大，健壮，早开花．早 

结桃，后期不早衰。从试验结果看．棉花伏前拂、伏桃敷量分别比对照增加0．59个／株，1．12 

个／株．占三桃的比率提高1．9％、1．5％；单株桃致也明显高于单施氮、薅肥的处理。每株橇数 

比对照增2．25个。棉花施用钾肥，不但提高了皮棉产量，而且提高了棉花品质，棉花衣分提 

高、纤维长度增加。与对照相比，二年试验结果年均亩增加皮棉8．17kg．增产率15，5％，每kg 

氧化钾增产皮棉1．09kg_7j。施钾还有利于提高品质。考种攫I定．施钾棉田缄长增加0．23—1． 

$2mm．衣分增0．48—0．68％Is]。 

2．4 花生施用钾肥的增产效果 

在土壤速效钾<loo~,／kg的砂质土壤上花生施用钾肥有较显著的增产作用。亩施5— 

7．5kg氧化钾．花生有效枝增长0．$cm，单株产量增加3 gl单穴结果数平均增加2．5粒，穴粒数 

增L 4粒．百粒重提高1．8g，单产增加20．1kg，增产12．7％．每kg氧化钾增产2．7—4kg。在 

一 定浓度范围内，增施钾肥，还能促进脂肪的形成，亩施2．5—5．Okg氧化钾．油脂吉量分别提 

高3．27％、3．62％，但当氧化钾用量继续增加到7．5l【g时．脂肪古量仅比对照增2．84％0 

3 对策 

从河南黄淮海平原钾索古量变化情况、生产实践和钾肥肥效试验结果看，目前潮土区土壤 

速效钾古量明显下降，钾肥肥效日趋明显。增施钾肥，实行平衡施肥，协调土壤养分比例．维持 

和培肥土壤对可持续性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我国钾肥资谭有限．如何解决日益增 

长的作物产量对土壤钾素的要求，我们认为要通过标本兼治，综合补钾．减缓土壤速效钾下降 

趋势。即：(1)加大力度组织实施“沃土计划 推广秸秆直接还田技术，示范推广秸秆快速腐熟 

技术．增加有机肥的投入量；(2)实施 补钾工程 ．实现平衡施肥。宏观控制钾肥的投向，因土 

因作勃施用化学钾肥，钾肥优先用于高产区．喜钾作物和映钾的土壤上．每亩每年甩氧化钾量 

5—8kg．使农田钾寮不断协调平衡；(3)合理开发利用矿质钾源。我国不溶性的古钾岩矿资源 

非常丰富，贮量大、分布广，出露状态好．仅河南约有l0亿吨以上0．加快开发利用丰富的含钾 

矿资源．是埋解我国钾肥紧缺矛盾的有效途径；(4)选育耐低钾的作物品种；(5)搞好土壤钾肥 

力长期动态监测，获得土壤钾索消长动态信息，为政府部门指挥生产和制订钾肥的生产、进口 

计划提供决策依据。 

0 竣县、获童辱5县土罡站、玉米蘑钾试验报苔，1997(内鄙责辩】 

0 尉氏县土罡站．青梅盐桥牌氯化钾罡效试验总j孝．19 c 部责辩) 

0 来青寿善．我国钾￡生产状况A古钾岩矿责蠹应用，l’96(内部簧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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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保持溶液的总离子强度及适当的pH．并络合干扰离子，故土壤中常见的离子不会对水溶 

氟的测定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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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1998年第30卷第l期第14页表1：(1)go砂粒径由0．05—0 02mm更正为0 002ram：(2)鄂86— 

8AB层砂粒含量由300更正为309；(3)辽20 Bt2层椅砂／牯粒比由O 81更正为1
．27；(4)辽38A层扮砂含量 

由391更正为397；(5)辽23Btl层粒粒含量由213更正为263
． 粉砂／粘粒比由2 17更正为 1 76． 牯粒比由 

1．44更正为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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