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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型水稻土施钾效果

及施钾技术的研究
‘

许幼生 龙成凤 陈 防 宁昌会 陈行春
(湖北省农科院土坡肥料研究所

, 4 3 0 0 6峪)

要

木文通过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施钾效果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潜育型水稻土 > 菇育型水稻

土 > 淹育型水稻土
。

水稻施钾能增强根系氧化力
,

提高土墩载化还原电位的百分比和降低土

镶还原物质含 t
,
以及增加土壤好气性细菌和降低反硝化细菌的百分比等作用

,

均为潜育型水

稻土> 滋育型水稻土 > 淹育型水稻土 ;水稻生长季节的水
、

土温度
,
土坡供钾能力和水稻吸收

土城钾素的 t 为淹育型水稻土 > 姑育型水稻土 > 潜育型水稻土
。

而水稻吸收肥料钾占总吸钾

t 的比
,

则为秘育型水祖土 > 漪育型水稻土 > 淹育型水稻土
。

并找出了淹育型水稻土
、

滋育型

水稻土和猫育型水稻土水稻施钾有效的土城速效钾含 t 临界值
,

分别为 5 4
、
8 2 和 1 0 1二‘ k g 一 ‘。

本文还提出了不同水型水稻土在不同土坡速效钾水平下
,

水稻最高产 t 和最经济产 t 的施钾

t , 以及钾肥的适宜施用期
,

为合理施用钾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

关工词 不同水型
,

水稻土
,

施钾

食

近年来
,

国内外对水稻施钾作了很多研究
,

取得了不少成果场囚
,

有的研究者还对冷浸

烂泥 田施钾效果进行了研究 幻。 但是
,

尚未从水稻土的不同水型进行系统研究
,

因而也难

以全面阐述水稻土施用钾肥的效果和钾肥施用技术
。

为了进一步提高水稻施用钾肥的效

益
,
1 , 8 7一 19 8 9 年

,

我们进行了不同水型水稻土(淹育型
、

沸育型
、

潜育型 )施钾效果及施

钾技术的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安排在薪春
、

钟祥
、

荆门
、

红安等县(市 )
,
土坡为花岗片麻岩

、

第四纪粘土和石英片岩等主要母

质发育的淹育型水稻土
、

姑育型水稻土和潜育型水稻土
。

.
今加本项研究工作的还有魏学华

、

蔡定鑫
、

周愚范
、

邻智芬
、

刘国庆
、

胡休国
、

江珠延
、

马国生
、

落幸福
、

陈保家娜兮

华中农业大学刘雄德
、

曹燕珍教授给予了支持与协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科技司主编 ; 中国南方农业中的钾
。

待出版
。

2) 浙江农业大学土化系
, 富阳县农科所 : 糊 田稻叶揭斑病的研究

, 浙江省化学钾肥试脸资料选编
. 1 , , , ,

”一
6 0 页

。

内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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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间小区试验
1

.

试验处理 : 钾肥肥效与用盈试验及水稻钾肥施用期试验处理见表 1
、

2.

2
.

水稻品种 : 早稻为哪早 ‘号 ;晚稻为威优 6 七 中稻为威优 63
。

3
.

肥料品种 : 尿素
、

普通过磷酸钙
、

氧化钾
。

峪
.

试验设计 : 小区面积 20 耐
,

三次重复
,

随机区组排列
。

,
.

试验方法 : 在一微域地形中
,

选择成土母质
,
土壤质地和土墩速效钾含 t 基本相同的庵育型水

稻土
、

沸育型水稻土和潜育型水稻土各一丘
,

编成一组
,

安排三个相同的试验
,

并用同一个水稻品种和相

同的栽培管理方法
,

按同一要求进行观察记载
,

并取土壤和植株样品进行化验分析
,
以便比较不同水型

水稻土施钾效果的差异
。

先后在不同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微域地形
,

做早稻
、

晚稻和中稻的钾肥肥效
、

用

表 1 钾肥肥效及施用t 试验处班

T . 目 e 1 T r e a tm o n t . in th o p o t a s s孟u m e ffie ie n cy a n d a pPlic ‘tio n lo v e l e x p 。 : im . n t

作作物物 处 理理
CCC r o PPP T r ‘a t . e n ttt

早早稻稻 N
一* 一P一一 N

. : . P一K 一。。 N
: : 一P一K 一: --- N 一: 一P一K :一一 N . : 一p 一K

: 一一

晚晚稻稻 N
一s . P一sss N 一s一P一sK 一。。 N 一s一p

一sK
: a ... N 一s 一P一sK : 二二 N . 5 一P一, K

: 一一

中中稻稻 N一P 一一 N : , 一P一K 一。。 N 一 P一 K
,一一 N :一P一K : , ... N ls一P一K 一一

注; N
、

P
、

K 分别代表 N
、

Pa O , 、 K : O ,

数宇代表养分 用俊
,

单位 k g Z五
‘ ,

下同
.

啥
表 2

T . bl e 2 T r e a t m e n r s

钾肥施用期试验处理

in th e p o t

一iu m tim in g . x P e r im e . t

作物 C r o P 早稻 ￡a r ly ric e

晚稻 L 一te rie e

处 理

e K (N
‘:一p 一 )

C K + K , : .

(基)

C K + K
。

.( 基 ) + K
. 。

(贬)

C K + K 一(基) + K
. 。(穗)

CK + K 一(典) + K 。.仁德)

C K + K
: : 一

(德)

CK (N : s o P . , )

C K f K
: : 一

(苍)

C K + K 一(基) + K
一

式魏)

C K + K
一

式羞) + K 一(称)

C K + K
: : 。

(典)

C K + K 一(集) + K 一(称)

C K + K : :
.(毯 )

注 : 基
、

旅
、

穗即基肥
、

鲤肥
、

稼肥
。

协

t 和施用期试验
。

钾肥肥效和用盆试验中肥料的施用方法是 : 磷肥和钾肥全部作基肥施用 ; 氮肥三分

之二作基肥
,

三分之一作分芡肥
。

钾肥施用期试验
,

氮
、

磷肥的施用方法同上
,

钾肥按处理方案进行施

用
.

(二) 二R b 标记田间徽区试验

在田间小区试验各处理中同时进行
’
.R b一K cl 微区标记

。

标记的
‘
,R b一 K cl 肥施在无底钵(直径

”
c m ,

高 30
c m ) 微区中

。

各种肥料用t 及施用方法均与田间小区试验相同
。

每标记区折合标记“R b ee

‘ . 0 . 。。‘ g ,

放射性活度 (A ) 为 1 4
.

8 x l。
‘
B q 。

水稻收获后分别测定放射性脉冲数
,
以计算其水稻对

肥料钾素吸收且与利用率
。

(三) 分析方法

土坡氧化还原电位用田间直接电位法
,

其他项目均按常规方法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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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3 不同水型水箱土施钾效果

T 一U e 3 p o t . ‘一iu 口 effic ie n cy o n p a d d 萝 。0 11 5 . i t五 d iffo r e n t 份。te r c o n d i, 10 . *

母

作作物物 }土恤彼妙妙 试脸地点点 成土母质质 土坡类型型 产 t Y ie lddd 施钾增产产 增产率率

CCC r o ppppppppppppppp L o c a tio nnn 5 0 11 p a r e o ttt 5 0 11 ty P...
(k g l五

一
))) 丫ie lddd Yie lddd钾钾钾含ttttt m a t . r ia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in ‘r e a se ddd I n ‘t . ...

55555 0 1111111111 N PPP N PKKK (k g lh a

)))
刃口e o ttt

-----一11
。

KKKKKKKKKKKKKKK (% )))

(((((. ‘Ik g )))))))))))))))))

早早早 3咭一3 ,, 红安八里里 石英片岩岩 淹育型水稻土土 5今3 6
。

000 6咭3 5 000 , , ,
.

0 一 *** 18
。

444

拍拍拍拍拍拍 (SM P ))) 5 4 9 9
。

000 6布84
。

555 9 8 5
.

5 * ... 17
。

,,

谧谧谧谧谧谧育型水稻土土 4 69 ,
。

,, 6 0 0 0
。

000 13 0 0
。

5二二 2 ,
。

777

(((((((((((PW L P )))))))))))
潜潜潜潜潜潜育型水稻土土土土土土

(((((((((((G L P)))))))))))

今今今0一 5 000 薪春刘河河 花岗片麻岩岩 掩育型水稻土土 5 59 3
。

555 6 3 3 4
。

555 7心1
.

0 . *** 13
。

222

(((((((((((
。 . 2 ))) 6 0 3 1

。

555 73 54
。

555 13 2 3
。

0 * ***
2 1

。

999

滋滋滋滋滋滋育型水稻土土 4 5 0 7
。

555 6 0略,
。

555 1, 峪2
。

0 * ... 3心
。

222

滋滋滋滋滋滋育型水租土土土土土土

的的的一, OOO 薪春向桥桥 花岗片麻岩岩 淹育型水稻土土 6 8 1 3
。

000 7 2 6 3
。

000 4 5 0
。

0 . *** 6
。

666

漪漪漪漪漪漪育型水稻土土 6 6 4 9
。

555 7 , 6 6
。

000 9 16
。

5 * ... 13
。

888

潜潜潜潜潜潜育型水稻土土 , 9 , 8
。

000 7 2 0 0
。

000 12 4 2
.

0二二 2 0
。

888

11111 0一8 000 薪春向桥桥 花岗片衰岩岩 掩育型水稻土土 6 8 2 3
。

555 6 , 0 6
。

000 8 2
。

555 1
。

222

(((((((((((
。 ~ 2 ))) 6 , 7 1

。

000 7 3 7 5
。

555 6 0呜
。

5 ... 8
。

,,

注注注注注注育型水箱土土 5 0 7 7
。

555 6 3 2 1
。

000 12 4 3
。

5二二 24
。

555

(((((((((((
- 一 2 )))))))))))

移移移移移移育型水稻土土土土土土
(((((((((((

, 一 3 )))))))))))

>>>>> 1. 000 挤春刘河河 花岗片庶岩岩 潜育型水稻土土 6 3 1 6
。

555 6 , 8 4
。

000 6‘7
。

5二二 1.
。

‘‘

晚晚晚 < 5 000 薪春自桥桥 花岗片麻岩岩 淹育型水稻土土 7 0 , 6
.

000 7 4 7 9
。

000 今2 3
。

000 6
。

666

侣侣侣侣侣侣 (
, 一 2 ))) 呼4今9

。

000 5 5 17
。

... 10 ‘6
。

0二二 2今
。

000

湘湘湘湘湘湘育型水犯土土 3 3 7 9
。

555 斗5 90
。

000 12 10
。

5 * ... 3 5
。

888

潜潜潜潜潜潜育型水祖土土土土土土

,,, 0一8 000 薪春向桥桥 花岗片寐岩岩 淹育型水稻土土 87 , l
。

555 87 3 6
。

... 一 5 5
。

,, 一 O
。

666

谧谧谧谧谧谧育型水租土土 6 0 13
。

555 6 3 3 7
。

555 3 2咚
。

000 5
。

今今

(((((((((((
。 一 2 ))) 53 7 1

。

555 6 8 1略
。

,, 14 4 3
。

0 * ... 2 6
。

,,

潜潜潜潜潜潜育型水稻土土土土土土
(((((((((((

. 一 3 )))))))))))

>>>>> 1. 000 薪春刘河河 花岗片雇岩岩 俗育过水稻土土 峪8 8 2
。

555 5 4 , 3
。

OOO 6 10
。

, 二二 12
一

555

中中中 < , 000 钟祥长寿寿 第四纪粘土土 淹育型水稻土土 6 , 0 4
。

555 7礴6 4 。

000 5 , ,
。

, 二二 8
。

lll

拍拍拍拍拍拍 滋育型水祖土土 7 , , ,
。

555 8 8 8 0
。

000 8日0
。

5 ... 1 1
。

000

(((((((((((
‘ . 3 ))) 6 2峪3

。

000 8 3 8 ,
。

... 2 1 4 2
。

0二二 3 4
。

333

潜潜潜潜潜潜育型水稻土土土土土土

的的的一7 000 荆门后港港 第四纪粘土土 俺育型水稻土土 后2 , 0
。

555 色呜“
。

555 1 7 4
。

000 2
。

111

,,, 0一舀... 钟祥荆门门 第四纪拈土土 滋育型水稻土土 7峪8 ,
。

555 8 1 93
。

666 , 1 3
。

, ... ,
一

444

(((((((((((
。 ~ , ))) 5 7 9 6

。

000 7 2 4 6
。

,, 1 4 , 0
。

5二二 2,
。

666

潜潜潜潜潜潜育型水稻土土土土土土

肠肠肠6一 1. 000 钟 祥祥 第四纪粘土土 滋育型水稻土土 , 8 5今
。

555 4 2 6弓
。

666 4 0 9
.

, ... 7
。

000

>>>>> 10 000 钟 祥祥 第四纪粘土土 潜育型水稻土土 5 0 4 1
。

555 5 5 , 6
。

555 5 5 5
。

0 . *** 1 1
。

...

份

注: O ) 同一试脸各处理之间用 D u
nc “、 新复极差位脸方法对 N P 处理与 N PK 处理进行比较

,
其结果用

. 护< 0
。

0 , -
二P< 0

.

0 1 ;

多个试脸如 N 一 3 等采用样木配对的 T 恤脸方法对 N P 处理与 N PK 处理进行差异比较
,
其结果用

. P < 0
.

05 ,

. P < O
。

O卜

(2 )
. 为试脸次数

.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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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一)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施钾效果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施钾效果为(表 3) : 潜育型水稻土> 漪育型水稻土> 淹育型水

稻土
。 4 3 个试脸中

,

淹育型水稻土 11 个试验
,

施钾处理 (N PK ) 平均每公顷 7 2 54
.

0k g ,

比对照 (N P) 平均每公顷增产 4 50
.

0k g ,

增产 6
.

1多 ; 漪育型水稻土 片 个试脸
,

施钾处

理平均每公顷产t 75 4 2. 0k g ,

比对照每公顷增 7 48
.

5k g ,

增产 11 并 ; 潜育型水 稻土 15

个试验
,

施钾处理平均每公顷产量 6 4“ .s k g ,

比对照平均每公顷增 13 50
.

0k g ,

增产

26
.

4 务
。
对比示范 田和大田调查结果也有同样的趋势

。

24 个点的对比示范 田单收单打结

果 : 漪育型水稻土施钾处理 (N PK ) 平均每公顷产t 7 3 53
.

0k g ,

比对照 (N P) 平均每

公顷增 g O7 .s kg
,

增产 14
.

1多; 潜育型水稻土施钾处理平均每公顷产盘 , 6‘8. sk g ,

比对

照平均每公顷增 1 156
.

, k g ,

增产 25
.

6 % ; 淹育型水稻土未设对比示范 田
。

产生上述差异

的主要原因简述如下 :

1
.

土壤环境不同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施用钾肥对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还原物质总

t
、

活性还原物质和亚铁含量的影响有差异
。

潜育型水稻土长期溃水
,

甚至 田内冒泉水
,

水冷泥烂
,

多数全剖面呈还原状态
,

试验田土体构型为 A g 一 G
、

A 一Pg 一G 和 A一P一

G 。。
冬季耕作层氧化还原电位 52 一巧 om v ,

还原物质总童 6. 08 一10
.

4 3 c m ol k g 一‘,

活

性还原物质含t 4
.

4 2一 ,
.

Ic m ol k g
一 ‘,

亚铁含最 3 84 一 17 4 Om g kg 一
1。

水稻生长期
,

氧化

还原电位有时出现负值
,

还原物质总量高达 12
.

44 c m o l k g 一 ‘,

活性还原物质含t 11
.

”

c m ol k g
一‘,

亚铁含量 2 , , o m g k g 一‘,

还原物质多
,

水稻根系养分受阻
,

其受阻的大致顺

序是 [;1 K
+ 、

氏 Po 不> 5 0 犷 > M n , + 、

N H才> M扩
十 、

C az + 因 。

因此
,

水稻常因缺钾而产生赤

枯病或硫化氢和亚铁中毒等生理病害
,

造成黑根坐莞严重
,

影响生长发育
,

甚至死苗 ;漪育

型水稻土排灌条件好
,

土体氧化还原频繁交替
。

试脸田土体构型为 A一Pwe w
、

A 一 P 一

w 一 G 和 A一P g一W
。

耕层冬季氧化还原电位为 20 4一” om V
,

还原物质总量 0. ‘9一

1
.

z 7 c二 0 1 k g 一 , ,

活性还原物质 0
.

6 1一 1
.

0 5 e m o l k g 一‘,

亚铁含t 为痕迹至 1 6 om g kg 一 , ,

水稻生长正常 ;淹育型水稻土分布在丘陵边缘
、

冲垄上部或丘岗顶部
,

水源条件差
,

地下水

位低
,

灌水后水分主要由上而下或侧渗
,

毛管水向上运动微弱
,

水稻生长季节耕层呈还原

状态
,

其下仍为氧化状态
,

冬季全剖面呈氧化状态
。

试验田土体构型为 A一(P)一B一c 和

人一(P)一C
。

冬季耕作层氧化还原电位为 , 6生一 6 1 lm v
,

还原物质总t 0
.

24 一 0. 44
c m ol

k g 一 , ,

活性还原物质量 0
.

23 一 0
.

4 3c m ol k g 一‘ ,

亚铁极少
,

具有水稻发苗快的特点
。

总

之
,
不同水型水稻土土壤氧化还原电位依次为淹育型水稻土 > 漪育型水稻土 > 潜育型水

稻土 ;土城还原物质总t
,

活性还原物质t 和亚铁含盆依次为淹育型水稻土 < 沸育型水稻

土 < 潜育型水稻土
,

它们之间的差异极为明显
。

施用钾肥能增强水稻根系的氧化力
,

降低
.

土城活性还尿物质t
,

提高土壤氧化还原电位
,

植株含铁盘降低囚
。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
: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施钾对降低土壤活性还原物质含t 和提高土壤氧化还原电位等的作

1) ^ 一拼作层
、
护一犁底层

、

w 一赌育层
、
B 一心土层

、
G 一潜育层

、

卜有瀚育化现象
、
C 一母质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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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有差异
。

施钾肥能提高不同水型水稻土氧化还原电位的百分比(图 l)
。

表 4 还表明

{{{{{{{

施钾能降低土壤还原物质总t
,

活性还原物质
、

亚

铁和植株含铁量
,

其顺序为潜育型水稻土 > 漪育

型水稻土 > 淹育型水稻土的趋势
。

土壤氧化还原

电位升高
,

还原物质含t 降低
,

可减轻硫化氢和亚

铁等对作物的毒害
,

有利于水稻对养分的吸收
,

促

进水稻生长发育
。

2
.

对土坡微生物的影响程度不同 从土城微

生物动态看
,

水稻土施用钾肥后
,

土壤好气性细菌

数量增加
,

反硝化细菌数t 减少
。

其增加与减少

的百分比也为潜育型水稻土> 沸育型水稻土 > 淹

育型水稻土(表 , )
。

反硝化细菌数t 的减少
,

自

然会减少反硝化作用引起的氮素损失
。 T : 。 ll d e n -

ie r
(19 7 3) 通过盆栽试脸证明

,

合理施用钾肥促

众U.
.匆习...蕊.屯.目

图 1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施钾对

土坡氧化还原电位的影响

Fi g
.

1 E ffe e t o f P o t a s 一i u m a p Plic a t io n

二 比 e r ed o x Po t o n t ia l 讨 P a d d y 5 0 115

份 ith d iffe r e n t 份 a t e r e o n d itio n .

进根系发育
,

从而减少反硝化作用引起的氮素损失囚。

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
,

即水稻施钾

农 4

T . 目. 4 In fu e n c e

fe r r o u 一 e o n t e n t

不同水型水粗土施钾对土盛还原物质及稻草含铁t 的影响
o f P o t a s siu m a p p lic a tio n o n th o r e d u e in g ‘u b sr a n ‘e s o f 5 0 11 a n d th .

of r ie e s t r aw fo r th o Pa d d y . 0 1 15 w ith d iffe r e n t w a t e r e o n d it io n s

项项 目目 庵育型水稻土土 兹育型水稻土土 潜育型水稻土土
III七e ... Su bm e r g iccc P er io d ic a ll了 甘 . t e r lo g g o ddd G le ye ddd

PPPPPa d d , 5 0 1111 P a d d 了 , 0 1111 Pa d d y 5 0 1111

对对对照照 施钾钾 增
、

减减 对皿皿 施钾钾 增
、

减减 对照照 施钾钾 增
、

减减
CCCCC KKK KKK In c r e a s eee C KKK KKK In c r e a ‘eee C KKK KKK In e r e a . eee

OOOOOOOOO rrrrrrr O rrrrrrr O rrr

ddddddddd e e r e a 一eeeeeee d e c r ea . eeeeeee d e e r e a 一eee

(((((((((% ))))))) (肠))))))) (% )))

还还旅物质总母母 l
。

0 000 0
。

2 ,, 一 0
。

7 333 ,
。

9 555 3
。

8 666 一 2
。

0 999 6
.

9333 略
。

, 666 一 2
。

3 777

(((c . o l 七‘
一 ’

)))))))))))))))))))))

活活性还服物质质 0
。

4 888 0
。

2777 一 0
。

2 111 5
。

7 000 3
.

7 999 ee l
。

, 111 6
。

心777 呜
。

5777 一 l
。

9000

(((
e m o l k g 一‘)))))))))))))))))))))

FFFe . +
亚铁铁 46 999 3 0 000 一 16 999 18 0 888 l , , 111 一 2 3 777 19 0今今 16 0 999 一 2 9 555

(((. ‘k ‘
一 ,
)))))))))))))))))))))

333 , 777 3 2 111 一 3 666 弓0 000 3 3 999 ee l‘11111 3 2 111 ee , 3‘‘

有保振作用
。

而不 同水型水稻土施钾保氮的效果也有差异
,

按降低反硝化细菌的百分比

推论
,

其保抓作用应是潜育型水稻土 > 满育型水稻土 > 淹育型水稻土
。

3
.

排灌条件和水
、

土温度不同 水稻生长季节
,

水
、

土(耕层 )温度为淹育型水稻土>

滋育型水稻土 > 潜育型水稻土(图 2 )
。

据研究闭 ,

水
、

土温度升高
,

可以提高土壤钾的有效

度和钾的扩散速率
,

改善土壤钾素供应状况 ;水
、

土温度高水稻发根快
,

根系发达
,

也有利

于对养分的吸收 ;水
、

土温度低则土壤钾的有效度和钾的扩散速率降低
,

土壤供钾状况也

差
,

同时水
、

土温度低也影响稻根生长
,

根系活力低
,

对养分的吸收慢
。

同位素 肠R b 示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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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型水稻土水格施钾对土峨徽生物的形响
山(单位 : 个/ 克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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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f王e r e n t w a : e r e o n d it io n 一 (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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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d d y 5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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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d d 萝 5 0 1 1

游育型水稻土
G le ye d

微生物种类
P a d d y * 0 11

T y P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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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皿
C K

施钾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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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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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
CK

施钾
K

(竺l }
—翌‘

~

{军竺李
一 3 1 1

。

3 X 10 ,

增
、

减
In e r e a 一e

O r

d 亡 c r e a 一e

(帕 )

兰竺迎竺}至丝竺
反硝化细菌 1 7

·

6 X 10 ,

8
.

0 又 10
‘

7
.

4 X 10 ,

9
。

6 只 1 0
.

6
·

0 丫 一0 .

止竺匕{—{一2 8 11
。

, K 1 0 .

}l
。

7 又 10 1

一 , 今 19
。

O X 几0
.

16
。

0 只 10 , l 一 , 3

水稻盛典期采土分析结果
。

果表明
,

无论是土壤供钾和水稻吸收土壤钾素状况
,

均为淹育型水稻土 > 赌育型水稻土>

潜育型水稻土
。

它们的 A K 值
。
每

邓

劝刀ut.26Perat=Lt
。m协Soil

24

23
�

/刀
口.J护

卜一
‘猫育皿水相上

卜 一 x 能育型水稠土

/ .

-
自淹育型水相土

510巧20

�兴国�彩哄洲
�日3q找召一书的

小区分别为 12 0 2 7 m g 、 1 1 3 2 6 m g

和 9 2 2 2 m g; 水稻吸收土壤钾每小

区分别为 一0 6 5 m g
、

9 4 9 毫克和 8 1 4

m g 。

如以淹育型水稻土水稻吸收

土壤钾量为 1 00 关
,

储育型 水稻 土

为 89
.

2 肠
,

潜育型水稻土为 75
.

7沁
。

而在不施钾肥的情况下
,

水稻植株

干物重及产盆在淹育型水稻土上均

高于端育型水稻土 和潜 育型水稻

土
。

它们的水稻产t 顺序分别为每

公顷 5 5 2 4
.

5 k g
, 4 5 7 5

.

o k g 和 3 9 9 6
.

0

k g 。

再从水稻对肥料钾的吸收及依

/

图 2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
、

土温度

F i g
.

5 0 11

5 0 115
竺呼

1叮 lt n

w . t e r t o m P e r ‘t u , e af t h e P a d d y

d i ff e r . n t w a t e r e o n d i t i o u 。

赖程度看
,

施用钾肥后
,

在不同水型水稻土上
,

水稻对肥料钾素的吸收利用率虽无明显差

异
,

但水稻吸收肥料钾 占全钾比例为潜育型水稻土 > 沸育型水稻土 > 淹育型水稻土
。

以

潜育型水稻土水稻吸收肥料钾占全钾的比例为 1 00 多
,

漪育型水招土和淹育型水稻 土 分

别为 82
.

, 沁 和 78
.

8多
。

说明水稻对肥料钾的依赖程度为潜育型水稻土> 菇育型水稻土 >

淹育型水稻土
。

因而水稻施钾增产效果为潜育型水稻土 > 漪育型水稻土 > 淹育型 水 稻

土
。
施钾后

,

它们分别增产 15
.

9沁
、

10
.

9关 和 。
.

9多
。

不同水型水稻土由于排灌条件不一样
,

钾素的淋失与补充也有差异
,

淹育型水稻土靠

降雨和提水灌概(主要是塘水)
,

除 山洪暴发时
,

田间很少过水串流
,

流失养分少
,

而且灌溉

水中有的含钾里比较高(塘水中速效钾含量 4一 1 7m g k g
一,

)
,

可以补充少t 的钾素 ;沸育

型水稻土多为 自流灌概
,

有串流现象
,

尤以雨季土壤养分流失较多
,

灌概水源有水库水
、

塘

l) A K 值 : 指土坡速效性钾同位素法测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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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
,

水中钾素含t 有高有低 ;潜育型水稻土多以泉水串流串灌
,

养分流失严重
,

而且泉水

中含钾 t 也很低(速效钾含t l一 2二 9 k g 一
,

)
。

(二) 不同水型水粗土施钾技术

L 水型相同的稻 田
,

水稻施钾效果与土壤速效钾含t 成反相关
。

土壤速效钾含t 越

低
,

施钾效果越好
,

反之
,

施钾效果愈差(表 6)
。

衰 . 同一水型稻田水拍施钾效果与土该速效钾含t 的关系
.

T . 从
e 6 R el一t io n sb i p b et份 e e n 比e p o t a s siu m e ffi ei e n c y a n d s o il a , a ila b le

K 10 P a d d y 5 0 11 w it h th e s a m e 份 a t er c o n d it io n

燕燕攀攀攀 , 0 m g k g 一 ,, ‘o
一

0 m g k g 一 III 1 0 0 m g k 叮一 ,,

000 0 皿1 t yP ...................................................................................................

施施施钾增产产 增产串串 施钾增产产 增产串串 施钾增产产 增产率率
YYYYY玉e lddd In e r e m e o ttt Y ie lddd In c r em e n ttt Y ie lddd In c r e m e n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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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byyyyy b yyyyy b yyyyy

PPPPPo t a s s l u nZZZZZ P o ta s . i u mmmmm P o t a s s iu m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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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k g lha

))))) (kg / h
a
)))))

介介育里水稻土土 “8
。

0土 2 2 3
.

,, 10
。

8 士5
.

000 l碍7
。

0土 18 9
。

000 2
.

1士2
.

7777777

(((((二
‘))) (

。 一 ‘))) (
, ~ 5 ))) (

. 。 , )))))))

滋滋育型水稻土土 10 0 3
.

, 士 1, 4
·

000 1‘
.

1土6
。

000 6 2 8
.

, 士 1 8 1
。

555 8
。

9 土2
。

4444444

(((((
. 一 ‘))) (

。 . ‘))) (, ~ 10 ))) (
, 一 1 0 )))))))

... 育里水租土土 1 , 4 8
。

0土4 2 0
。

000 3 3
.

0土 3
。

666 1 3 4今
。

0土 1 0 8
。

000 2
笋.0 士歇,, 6 1 0

.

, 士 , ,
。

000 1 1
·

4土 1
。

000

(((((二
4 ))) (

。 一 峪))) (
, . 协))) 气, - . jjj (

。 一 3))) (
, . 3 )))

二 为试脸次数
。

2
.

水稻施钾有效的土壤速效钾含t 临界值
。

根据 田间试验结果
,

按不同水型水稻土分

另11进行统计分析
,

找出了淹育型
、

赌育型和潜育型水稻土土壤速效钾含量临界值分别为

, 4
、

82 和 1 4 1二g k g 一‘,

小于此值
,

水稻施钾效果明显
。

淹育型水稻土回归方程
: , 一 1 1“上一巧

.

31
, ,

一
0. 9 4 8 0 **

, , 一 11
,

土壤速效

钾含t 临界值为 54 m g kg--
,

(1 m ol L
一 ,

N氏O A
。

浸提
一火焰光度法

。

式中 y 为水稻施

钾增产百分率
, :
为土壤速效钾含里(下同)o

漪育型水稻土回归方程 : y 一 11 78 上 一 9
.

3 08
, ,

一
0

.

9 07 4 , * , , 一 1 2
,

土壤速效

钾含t 临界值为 82 m g k g 一、

潜育型水祖土回归方程
: ,

一
5 4 3上 一 5

.

0 ; o , , - 一 0
.

9 0 3 1 * * , , 一 1 1 土壤速效

钾含t 临界值为 1 4 lm g k g 一

、

3
.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钾肥的适宜施用量
。

对不 同水型水稻土
,

水稻钾肥施用量试验

结果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

钾肥不同用量与产盆一般呈抛物线关系
,

回归方程用 y ~ B. +

B : : + 几护 表示
。

B 。即不施钾肥的产t
, B 卜 B

:

为回归系数
, ‘
是钾肥有效养分 (K刀)

数t
,

, 是水稻预计产t
。

根据回归方程
,

可以计算出不同水型水稻土在不同土壤速效钾

水平下最高产盘和最经济产量的施肥t (表 7)
。

4
.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钾肥施用期
。

根据几年的试验结果表明
,

水稻钾肥施用期与

水稻土的水型
、

土城质地
、

钾肥施用 t 和水稻品种特性等有关
。

潜育型水稻土(表 s) 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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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衰 了 不同水型水稻土水稻钾肥施用t

T a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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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淹育型水稻土土 < , 000 , 6
。

000

滋滋育型水稻土土 < 5 000 12 1
。

,,

555550 一 8 000 10 2
。

000

r 吕t e

(K
, 0 k g / h

a
)

888 4
。

000

111 1 1
。

000

,, l
。

555

注 : 稻谷按 O
·

3 2元 /k g; 抓化钾按。
·

3略元 / k g 计算
。

钾肥以基肥效果最好
,

基肥
、

分萦肥各半次之
,

全部作穗肥效果最差
,

并有早施比晚施好的

趋势 ;晚稻钾肥施用期也以基肥效果最佳
,

基肥与穗肥各半次之
,

全部作分莫肥效果最差
。

表 8 潜育型水稻土水稻钾肥施用期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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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6 7 5 6
。

000 1 9 2 9
。

000 4 0
。

000

基基肥 + 分集肥肥 , 7 1 6
。

555 17 4 9
。

000 今峪
。

lll 6 8 17
。

,, 19 9 0
。

555 4 1
。

222

基基肥 十 穗肥肥 5 70 0
。

000 1 73 2
.

卜卜 43
。

777 7 1弓8
。

000 2 3 3 1
。

000 4 8
。

333

分分拍肥 + 稚肥肥 56 , 6
。

555 1 59 9
。

000 峪0
。

333 7 1 2 8
。

000 23 0 1
,

000 4 7
。

777

注: 钾肥用盆为 K : 0 12 0 k g / h
a ,

分两次施钾的处理每次施 K : 0 ‘o k g / 五
。。

表 , 漪育型水租土水稻钾肥施用期试验结果

T . ble 9 R e s u l: 。 o 才 p o t a . o iu . rim in g e二 P er im e 。 : 讨 r ic e 0 0 PW LP

处 理
T r e a r口 e n t

产 盆
Y ie ld

(k g / h a )

比 (l) 增
、

减 增
、

减率
l一 c r e a se o r d e e r e一e In c r e m e n t o r d ec r e垃 e n t

(k g lh
一
) (% )

梅

(! ) K
, : 。

苍施

(2 ) K . 1 .

盖
、

典各半

(3 ) K川备
、

德各半

(4 ) K : : 。
典

、

称各半

7 7 2 5
。

0

l, 5 0
。

0

7 6 0 8
.

0

7今2 6
。

,

0

2 2 ,
。

0

一 1 1 7
。

0

一 2 9 2
。

,

2
。

,

一 1
。

,

一 3
。

8

注 : 钾肥用t K , 0 1 20 k g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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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育型和淹育型水稻土
,

钾肥施用t 较少时可作底肥一次施用
,

钾肥施用最较多或土

滚质地较轻时
,

分为基肥和分莫肥两次施用效果较好(表 9 )o

三
、

讨 论

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
,

不同水型水稻土用 0
.

01 m ol L 一 , C 。口 :
提取的钾

,

占速效钾

(l 二ol L 一 , N 壬么O A
。

提取)的百分比有差异
,

且有淹育型水稻土 (”多) > 储育型水稻土

(23 另)> 潜育型水稻土 (16 多)的趋势
。

这种钾
,

活性比较大(仅次于水溶性钾 )
,

作物较

容易吸收
,

这也许是不同水型水稻土施钾效果不一样的原因之一
,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目前所提倡的稻田施钾技术中
,

对土坡钾素含量水平
,

土坡质地及作物需钾特性等方

面考虑比较全面
。
但还应当将水稻土的水型问题加以考虑

。
在土壤含钾水平

、

土壤质地

和作物特性等条件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

应将钾肥优先施到潜育型水稻土(含次生潜育化水

稻士)
,

其次是沸育型水稻土
。

在当前钾肥资源较缺乏的情况下
,

淹育型水稻土有效钾含

t 达到一定水平时
,

哲时可以不配施化学钾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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