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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化潮土中硫酸钾
对夏玉米产量及氮钾交互作用的影响

’

陈同斌 项 月琴

中国科学院

国 家 计 委
地理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陈同斌
,

项月琴 盐化潮土中硫酸钾对夏玉米产 及扭钾交互作用的形晌 ,《生态农

业研究 》
, 一 一

通过 田 间试验探讨 了轻度盐渍化潮土 中施用硫酸钾对夏玉 米干物质产 及氮钾养分吸

收和再利用 的影响
。

在速效钾含黄较高的供试土壤中
,

施钾对高产夏玉 米具有明显的增产效

果和促进植物对氮钾的吸收
,

但明显降低 了生长后期植物体中钾和氮的再循环率

关橄词 轻度盐溃化潮土 硫酸钾 夏玉米 干物质产

加 一 妞 , , 一

朋 色 对 。 朋 娜 姗
,

,

一
‘ 艺

, , 一

况
,

,

, , ,

年代以来
,

国外对高产玉米管理措施和生长因子的研究越来越多 我国也十分重

视这方面的研究
,

其中关于高产玉米养分吸收规律的研究则更引人注 目
, 一 ’〕。

国外的试验

结果表明
,

在盐渍土中施钾肥对作物的增产效果比普通土壤效果更明显
。

北方盐演化土

壤速效钾水平较高
,

施钾肥往往没有很明显的效果
。

在高钾地区的鲁西北平原
,

土壤速效

钾含量高达 一 毫克每公斤 〕,

在普通产量水平下钾肥对玉米的增产效果不显著

当玉米产量很高时
,

即使速效钾水平较高的土壤
,

施钾也是必不可少的
。

但这一经验并未

经过严格的田间试验的检验
。

本研究以速效钾含量较高的轻度盐演化潮土为供试材料
,

对

上述问题及玉米中氮钾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

材料与方法

小区试验在山东省禹城县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禹城综合试验站的农场中进行
。

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

,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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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土壤为轻度盐渍化潮土
,

试验共设
、 。 、 。。、 。

个处理
,

每公顷施钾量 分

别为 。
、 、 、

公斤
,

每个处理重复 次
。

供试钾肥品种采用硫酸钾
,

于播种前均匀

撒施
,

然后浇水
。

各处理均施入等量的氮肥 每公顷 公斤 和磷肥 每公顷 公斤
,

以充分保证玉米生长过程中的氮磷供应
。

植株地上部各个部位的干物质产量 包括籽粒产

量 均为 ℃下烘于后的重量
,

其氮
、

钾分析均采用土壤农化的常规方法
。

根据前人的试

验结果 , ‘〕,

抽雄期和成熟期分别是玉米吸收氮素和钾素的 次高峰期
,

本研究分别在这

两个时期测定各处理的干物质产量和氮钾养分吸收量
。

结 果

施钾对玉米株高的影响

无论是在抽雄期 月 日 还是成熟期 月 日
,

各处理中玉米的株高均为

勺
。。

之
。。 。

成熟一抽雄期间
。

和
。

两个处理的玉米株高没有增加 但 处理和
。
处理中

成熟期玉米的株高却明显地较抽雄期高
,

尤其是 处理中株高的增加幅度更大
。

施钾有

利于玉米植株早期的生长
,

不施钾或少施钾使玉米株高的生长明显滞后
。

施钾对玉米干物质产 的影响

从成熟期玉米籽粒产量 见图 来看
,

在施钾肥的三个处理中
,

其籽粒产量相互之间

几乎没有差异
,

但三者的籽粒产量分别比 处理增产
、

和
,

因此
,

在轻度盐渍化潮土上
,

施钾对玉米具有一定的增产效果
,

但每公顷施钾量超过 公斤

时
,

钾肥用量的多少对籽粒产量并无多大影响
。

在 个施钾肥的处理中
,

地上部的总干物

质产量都高于 处理
,

所不同的是
,

钾肥用量的多少对总干物质产量具有明显的影响

见图
。

这是因为增加钾肥用量导致地上部总干物质产量的增加
,

主要是由于茎和叶片

等部分的生物量增加所导致的
。

因此
,

施钾越多虽然地上部总干物质产量越高
,

但籽粒产

量并不增加
。

从本文试验中 个处理水平来分析
,

在供试土壤中种植玉米时应该施钾
,

施

钾量以每公顷 公斤左右为宜
。

成熟期 手 抽雄期
亡﹁﹄归苟的的遭
。﹃,妇。卜侣二翻浮十妈簇嵘贫

‘毖们誉﹁‘占二翻舀
。﹃月卜

八卫、乙翻娜十劝奋拼华

厂厂了了卫涅熟‘一﹄

︵川礼娜尝

, 施用 旅用 “

,

图 施钾对籽粒产 的影响 图 施钾对地上部总干物 的影响

施钾对玉米植株含钾浓度和吸收钾的影响

成熟期
。 、 。 、

三个施钾处理中玉米籽粒的含钾浓度分别比 处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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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茎的含钾浓度分别提高
、

和
,

叶的含钾浓

度分别提高 写
、

和 抽雄期三个施钾处理中玉米茎的含钾浓度分别提

高
、

和
,

叶的含钾浓度分别提高
、

和
。

施钾可以

显著提高植株体内的含钾浓度
,

改善玉米的钾素营养状况
。

根据玉米地上部各部位的干物质产量与植株含钾浓度的数据相乘
,

可求出单位面积

上玉米各部位的吸钾量及地上部的总吸钾量
,

抽雄期
。。 、 。〔, 、

’
。

处理中玉米地上部吸

钾量分别 比 处理多
、

和
,

成熟期分别比 处理多
、

和 写
,

因此施钾能提高玉米的吸钾量
。

抽雄一成熟期间
,

玉米地上部的单位吸钾量

分别占各 自的全生育期吸钾量的
、 、

和
,

施钾处理中玉米生长

后期吸收的钾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不施钾的处理
,

即施钾可使玉米生长后期的钾素供应

更充分
。

播种一抽雄期间
。。 、 。、 。

处理的吸钾速率
·

分别比 处理高
、

和
,

而抽雄一成熟期间内 个处理的吸钾速率分别比 处理提高

倍
、

倍和 倍
。

在 处理中
,

抽雄一成熟期的吸钾速率仅为播种一抽雄期吸钾速

率的 而在 个施钾的处理中
,

抽雄一成熟期的吸钾速率仍保持较高
,

分别为前期的
、

和
。

不施钾时玉米生长后期的吸钾速率下降非常快
,

而施钾则可防止吸

钾速率的迅速下降
。

并且施钾量越高
,

则抽雄一成熟期间玉米地上部从土壤中吸收的钾越

多
,

玉米茎叶中可供再利用的钾 循环量 也多 而且在钾的再利用过程中
,

从茎
、

叶转移到

籽粒中的钾也较 处理多
。

施钾对氮素吸收及其再利用的影响
表 施钾对玉米植株吸收氮量的影响

取样时期 单位面积玉米的吸 量

茎 口十 籽粒 地上部合计

一

抽雄期 一

一

一

成熟期
一

表 是施钾对植株各部位吸氮量影响的试验结果
。

与不施钾的 处理相比
,

抽雄期
、 。 、 , 。

处理的植株地上部吸氮量分别比 处理多
、

和 而成

熟期 个处理的植株地上部吸氮量分别比 处理多
、

和
。

显然
,

施

钾可以促进玉米对氮素的吸收
,

尤其是对生长后期的影响更明显
。

因此
,

施钾对土壤中氮

素的吸收有促进作用
。

从抽雄一成熟期
、 。 、 劝。 、 。

处理的植株地上部吸氮量分别

占各处理的玉米全生育期地上部吸氮总量的
、

。
、

和 肠
。

施钾肥后

玉米生长后期吸收的氮素相对较多
。

根据表 可计算出从抽雄一成熟期各处理的氮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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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及吸氮量
。

表 表明
,

各施钾处理的地上部和叶片的氮素再利用率均低于 处

理
,

而 同期 内植株从土壤中吸收氮素的数量及其占全生育期吸氮量的比例均明显高于

处理
。

因此施钾对生长后期的氮素吸收也有促进作用
。

表 施钾对氮素再利用率的影响
一

施 量
再利用率

一

茎 叶 地上部合计

抽雄一成熟期植物吸 量

数量 占全生育期的比例

、 劝

, 、喇 「

前人的试验表明
,

施钾可以增加玉米茎秆的含氮浓度闹
,

提高玉米的氨基酸含量和氮

素利用率
,

本研究试验结果与前人的试验基本上是吻合的
。

讨 论
二

施钾对玉米增产的原因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
,

对于速效钾较丰富 一般评价标准 毫克每公斤 的土壤
,

作物施

钾通常不会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本研究证明
,

对于产量水平相当高的玉米
,

即使种植在速

效钾水平较高的土壤中
,

在氮磷用量充足的前提下
,

施钾肥仍有增产效果
。

无论是李秀南

在含速效钾 毫克每公斤的东北黑土壤上进行的试验闭
,

还是在鲁西北速效钾含量高

达 一 毫克每公斤的肥沃土壤上进行的试验
,

结果均表明
,

即使在速效钾含量高的

土壤中施钾仍能够增产
。

由此推测
,

在我国北方高产地区
,

缺钾土壤的面积可能 比目前预

计的要多
。

施钾对作物的增产效果
,

主要取决于土壤供钾能力和作物需钾量
。

综合前人及本试验

结果可知
,

富钾土壤的速效钾水平虽很高
,

但由于作物的需钾量很大
,

而使钾的供应相对

缺乏
,

施钾对作物就表现出明显的增产效果
。

因此
,

仅从土壤速效钾水平来衡量是否需要

施钾是不全面的
,

而应考虑作物的需钾水平
。

曾指出
,

如果土壤中可溶性盐分较高
,

而钾浓度又不高时
,

不仅需要

通过施钾来满足植物生长对钾的要求
,

而且还必须通过施钾来促进植物体内钠的排泄
,

以促进根部有机溶液的积累和维持细胞中液泡的渗透庄
,

增强植物耐盐分胁迫

的能力
,

从而促进水分的吸收和细胞中水分的吸持
。

供试土壤为轻度盐渍化的潮土
,

土壤

中可溶液盐分含量为 克 公斤
,

所施用 中的 十 可促进根尖 的排泄
,

从而

减轻 对植物的毒害〔 」。

也曾发现
,

在盐土 中
,

小麦达到最佳

钾素营养所需要的钾肥用量 比非盐土要高 一
。

因此与普通土壤相 比
,

盐溃土中钾

肥的施用有其特殊的考虑
。

钾对氮素吸收的促进作用

在播种一抽雄期和抽雄一成熟期
,

施钾均可以提高玉米地上部的吸氮速率 在不施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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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处碑电抽雄一成熟期的吸氮速率比前期下降
,

但 “个施钾处理中后期的吸钾速率

却明显增高
。

钾在植物体中具有
“

氮素泵 ”的功能困
,

当植物从土壤中吸收 了时
,

其负电

荷被 十 的正电荷抵消
,

然后氮素随着运输过程进入叶部并合成蛋 白质
,

在顶部 十
与有

机酸结合
,

然后又以此形式运回根部再参与下一次循环
。

本研究中施钾可以提高氮素的吸

收速率
,

增强植物从土壤中吸收氮的能力
,

可能与上述机理有关
。

结 语

在轻度盐溃化的潮土中
,

当玉米产量非常高时
,

施用硫酸钾对玉米具有明显的增产效

果
,

同时也有利于玉米早期的株高增长
。

与每公顷施钾 公斤的处理相 比
,

每公顷施钾

量提高到 公斤和 公斤
,

虽仍增加地上部的总干物量
,

但对籽粒产量没有明显的影

响 施钾可使玉米生长后期 抽雄一成熟期 植株从土壤中吸收更多的钾
,

同时降低植株体

中己吸收的钾素的再利用率 施钾可促进玉米对氮素的吸收
,

尤其是对生长后期玉米从土

壤中吸收氮素的影响
。

致谢 陈世庆
,

李俊同志参加了本项研究工作
,

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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