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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稻品种对钾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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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定了 9 个水稻品种在 0
.

l m rn o l/ L K
:
5 0

;
+ o

.

Z m m o l/ L c a so
.

溶液中吸收 2 小时 和 4

小时的 K十 浓度和 pH 值的变化
。

结果表明溶液的 pH 变化与 K +
浓度变化呈极显著的正

相关
,

这为建立快速简便地筛选高吸钾速率水稻品种的方法提供了基础
。
幼苗耗竭试验表明

,

水稻利用土壤中的钾大部分来自非交换性钾源
。

各品种的吸钾总量与来自非 交 换 性 钾 及 l

二ol / L H N O ,

不能提取的钾和矿物钾均有极显著的相关性
,

这可作为筛选吸钾能力强的水稻

品种的指标
。
此外

,

还研究了不同品种对钾肥的反应
。

关锐词 水稻品种
,

吸钾能力
,
p H ,

非交换性钾
,
l m o l/ L H N o ,

不能提取的钾和矿物钾

我国耕地土壤普遍缺钾
,

严重缺钾的土壤 (速效钾 < SOm g / k g ) 和一般缺钾的土壤

(速效钾为 50 一 70 m g / k g ) 总计 3
.

4 亿多亩
,

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23 务
,

在南方大部分为

水稻土田
。

近年来
,

由于复种指数和单产的提高
,

氮
、

磷化肥用量的增加
,

缺钾的严重性加

剧
。

但是我国钾矿资源贫乏
,

经济还比较落后
,

依靠进口钾肥解决大面积的缺钾问题
,

目

前尚有困难
。

施用有机肥料或稻草还 田等方法虽有一定的效果
,

但与解决农村燃料
、

牲畜

饲料和造纸工业等发生矛盾
。

因此
,

必须寻找多种新的解决途径 叨 。

许多研究表明
,

不同植物种类或品种在钾的吸收
【3 , ’一s. ‘0J 、

利用 〔6,s 一’0J
和运转

〔‘,
等方面有

显著的差异
。

因此
,

可以筛选利用吸钾能力强以及对土壤和肥料中钾素利用效率高的作

物品种
,

以适应低钾的土壤
。

这不仅可节省钾肥以缓解目前钾肥的短缺
,

还可以为耐低钾

品种的遗传育种提供种质资源和营养性状的数据
。

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少
。

本研究

通过水培
、

幼苗耗竭试验和田间试验试图建立一个快速简便地筛选吸钾能力强的水稻品

种的方法
,

并探讨不同品种对钾肥的反应
。

一
、

材料 与 方法

(一 ) 不同水稻品种对 K + 的吸收试验

选用汕优 6 号
、

汕优 6 4
、

协优 4 6
、
11 优 4 6

、

秀水 0 4
、

秀水 4 5
、

秀水 1 1
、
5 6 1 9

、
T s3 4 o 等 9 个水稻品种

为供试材料
,
发芽后转移到 。

.

2 m m
o

l/ L ca SO
.

溶液上培育
,
获 15 天龄幼苗

。

各品种选生长一致的幼苗

10 株
,

放在 。
·

I ln m “
l/ L K

:
5 0

。
+ 。

.

2 m m ol / L Ca so
;

溶液中
,

重复 3 次
。

在控制光照和温度下吸收 2 小

时和 4 小时
,

测定溶液的 pH 值和 K +
浓度

。 PH 值和 K +
浓度分别用 pH 计和火陷光度计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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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苗耗竭试验

选用以上 7 个品种进行耗竭试验
.

供试土壤为粗粉质黄松 田土种
,

土壤速效钾含量为 , 。
.

6 m g 了k g
,

缓效钾含量为 2 39
.

4 m g Zk g
。

土壤经风干后
,

粉碎过 20 目筛
,

称取 2” 克
,

装在小塑料盒中
。

每盒播发

芽种子 40 颗
,

连续种植
,

每茬 30 天收获
,

每茬种前每公斤土施 0
.

3克N , 。气3 克 P ,

但不施钾
。
土壤和植

株含钾量按常规分析方法
。

(三) 田间试验

以汕优 6 号
、

协优 46
、

秀水 4 8 为供试品种
。

设 4 个 K 水平
,

分别为
:

(l) 不施钾 (K. ) ; (z) 亩 施

2
·

sk g K
:
0 (K

.

) ;(3 ) 亩施 ,
·

o k g K
:
o (K

:

); (今) 亩施 7
·

, k g K
:
0 (K

:

)
。

各处理氮肥和磷肥施用量相等
。

供试土 壤类型同上
,

其主要农化性状见表 1 。
试验为裂区设计

,

以肥料为主区
,
品种为副区

,

随机排列
,

重

复 3 次
。

表 l 供试土滚的主要农化性状
T a l, le 1 T h e m a in

a g r o e h e m ie a l p r o p e r t ie s o f th e 5 0 11 r e s t e d

土壤深度
(e m )

5 0 11 d e P th

速效磷
(m g / k g )
A v a il

.

P

0一 2 0

2 0一 5 0

有有有机质质 水 解氮氮
(((((((m g / k g )))

PPP nnn 又丫七夕夕 H yd r o ly z a b leee

00000
.

M
...

NNN

} 本细 !
;古份蜘 } 缓效钾

{ 六毅气 !
,

廿劣亡二
、

! (m g/ k g)
l 、7 。少 l 、

.
“ 匕 , ‘ 吕 / { .l 。” 1

, , 。 、,
二
。
1

卜全竺生}兰
上生二{二兰立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不同水稻品种对 K + 的吸收

在低浓度范围内
,

植物吸收钾是主动吸收的过程
,

同时分泌质子
,

使溶液酸 化
。

不同

大麦品种对钾的吸收与 H
十

分泌
,

在 15 分钟和 24 小时均呈极显著的正相矢 [8]
。

那么水稻

是否有同样的现象 ? 若是
,

则可测定溶液的 p H 变化来推测品种的吸钾能 力
。

结 果 表

溶液 p H 值和 K 十
浓度变化的相关性

e o r r e la t io n b e t w e e n e h a n g e s o f s o l u t io n

a n d K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明
,

将 15 天龄幼苗在起 始 p H 值 5
·

6 3 ,

K +

浓度 7
.

6 5 m g / k g 的 K ZSO 。

+ C a SO 。

溶液中培养 2 小时和 4 小时
,

溶液的 p H

值降低均 以协优 46 最大
, K +

浓度降 低

也最多 ; 而 p H 值降低最小的秀水 48
,

其 K 十

浓度降低也最低 (表 2 )
。

根据相

关分析
, 2 小时和 4 小时 溶液 K 十

浓 度

和 p H 值的变化均达极显著的 正 相 关

(图 1 )
,

可见上述的设想是可行的
。

(二 ) 不同水稻品种对土壤中各 种形态

钾吸收利用的差异

1
.

不同水稻品种的干物重 不同

水稻品种二茬幼苗的千物重在 7 个品种

间的差异均达到 1务 的 显 著 水 平 (表

.6护
吞

,二
.

0图

g
:二F

3 )
。

协优 46 在 7 个品种中干物重最大
,

其钾素利用效率最高
,

秀水 48 干物重最小
,

其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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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个水稻品种对 K 十
的吸收和溶液的 p H 变化

T a b le 2 c h a n g e s in K + u p t a k e a n d s o l u t io n p H f o r n in e r ie e v a r ie t ie s

品 种

V a r ie t y

汕优 6 号

汕优 6斗

协优 4 6

11 优 呼6

秀水 0 4

秀水 48

秀水 11

8 6 19

T 8 3斗0

△△ p HHH fK + 〕〕 △[ K + 〕〕 PHHH △p H

一一
[ K + 〕〕

444
。

8 777 0
。

7 666 6
.

3 弓弓 1
。

3 000 4
。

5 000 1
。

1 333 多
。

0 555

444
。

8888 0
。

7 555 6
。

1 555 l
。

5 000 4
。

3 444 1
。

2 999 4
.

8 444

444
。

7666 0
。

8 777 5
。

6 444 2
。

0 111 斗。
0 555 1

.

5 888 4
.

6 555

555
。

3777 0
.

2 666 7
.

1 333 0
。

5 222 4
.

8 888 0
。

7 555 5
.

6 333

555
。

l夕夕 0
。

4 444 7
。

0 333 0
。

6 222 4
.

7 888 0
.

8 555 5
.

6 555

555
。

4 888 0
。

1 555 7
。

2 222 0
。

4 333 5
.

0 111 0
。

6 222 5
.

9 444

555
。

1000 0
.

5 333 6
。

7 111 0
。

9 444 4
.

6 555 0
。

9 888 5
。

3 000

555
.

0 111 0
。

6 222 6
。

5 111 l
。

1444 4
.

5 111 1
。

1 222

⋯:或或555
。

1 111 0
。

5 222 6
。

7 222 0
。

9 333 4
.

6 777 0
。

9 66666

注 : △PH , △〔K + 〕分别表示溶液的 p H 值和 K + 浓度的变化
。

素利用效率最低
。

二茬各品种的干物重和钾素利用效率之间的相关系 分 别 为 : 0
.

8 1 3 3
、

0
.

8 5 7 4
,

分别达到 5外和 1多的显著水平
。

表 3 不同水稻品种各茬幼苗千物重和钾素利用效率
T a b le 3 D r y w e ig h t (D W )

a n d K u t iliz a t io n e ffie ie n c y (K U E )
o f r ie e v a r ie它ie s

第 二 茬
C r o P Z

茬l一oP
第cr

品 种

V a r ie ty 干物重 ( g )
D W ( g )

钾素利用效率
(K U E , m g D W / 。 g K )

干物重 (g )
D W (g )

钾素 利用效率

(K U E , m g D 、v / m g K )

4 4 9
。

2 4

4 9 2
。

6 1

5 0 9
。

16

4 3 8
。

6 0

碑3 1
.

5 9

4 3 6
。

3 0

4 0 1
。

6 0

一,O
JOQ

,‘月‘、一矛

⋯
内j九j凡j

2
。

多9

一,1
1,了�、一‘U6

⋯
,‘八乙,‘

汕优 6 号

汕优 “

协优 杨

秀水 04

秀水 4 8

8 6 1 9

T 8 3弓0

3
。

8 1 2 6 8
.

8 9

3
.

9 6 2 7 0
.

2 0

4
.

18 2 8 5
.

7 1

2
.

9 8 2 5 0
.

4 0

2
.

9 1 2 4 3
。

1 9

3
。

8 8 2 4 9
。

0 0

3
。

0 7 2 3 9
。

9 2

2
.

连续种植时土壤钾素含量的变化 土壤中交换性钾和缓效钾含量随着种植茬数

的增加而降低 (表 4 )
,

但各品种间差异不大
。

3
.

不同水稻品种对土壤中各形态钾的吸收利用 通常认为作物的吸钾总 量 ( K T
)

包括以下几部分 : ( l) 交换钾量 ( K :
) 一 种前土壤交换钾量一收获后土壤交换钾量 ; ( 2 )

非交换钾量 ( K N
) ~ K T 一 K : ,

其中又可分为
: a ,

缓效钾量 ( K ^
) = ( 种前 lm o l,‘L H N O 。

提取量一收获后 lm o l/ L H N O
,

提取量 )一 K : ; b
, lm o l / L H N O ,

不能提取的钾和矿物钾

量 ( K 、

一 K ‘

)
。

现就 7 个水稻品种在二茬试验中对各形态钾的吸收利用状况进行讨论
。

由表 5 可见
,

各品种吸钾总量 中来自非交换钾的比例大于交换钾
。

不同品种有一定

的差异
,

其中来 自 lm o I ZL H N O 3
不能提取的钾和矿物钾的比例差异较大

,

第一茬的变幅

是 6
.

4 3一 16
.

56 务
,

其中最大的是 8 6 1 9 ,

其次是协优 4 6 ,

秀水 48 最小 ; 第二茬水稻吸钾总

荡;中 K N 一 K 人

所占的比例有所提高
,

其变幅为 16
.

25 一 37
.

70 外
,

其中以协优 46 最高
,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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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48 最低
。

表 4 连续种稻时土维钾紊含, 的变化

T a ‘le 4 T li e e h a n g e s o f 5 0 11 K e o n c o n t r a t io n 1 11 ‘a 吕e
o f 吕U C ‘e 吕$ I V e

c r o Pp ln ‘ o f r ie e

2 0 0
。

6

2 0 3
。

9

2 0 2
。

3

2 0 7
。

0

2 05
.

4

2 0 0
。

4

2 0 0
。

7

品品 种种 第 一 茬茬 第 二 茬茬
VVV a r ie tyyy C r o P III C r o P ZZZ

交交交换性钾 (m g / k g ) 缓效钾 (m g / k g ))) 交换性钾 (m g / k g ) 缓效钾 (m g / k g )))
AAAAA

v a il
.

K S lo w ly a v ia l
.

KKK A
v a il

.

K S lo w ly a v
i
a
l

.

KKK

(((((m g / k g ) (m g / k g ))) (m g / k g ) (m g / k g )))

汕汕优 6 号号 2 9
。

4 2 1 1
.

,, 2 2
。

0 2 0 0
。

666

汕汕优 ““ 2 7
.

0 2 12
。

555 1 8
.

4 2 0 3
.

999

协协优 4666 2 8
.

0 2 1 1
。

888 2 0
.

0 2 0 2
.

333

秀秀水 0 444 2 7
.

8 2 18
.

222 1 9
.

6 2 0 7
.

000

秀秀水 4 888 2 7
.

8 2 1 7
.

斗斗 2 0
.

0 2 05
.

444

888 6 1999 2 5
.

6 2 1 2
.

444 1 8
.

2 2 0 0
.

444

TTT 8 3 4 000 2 8
.

6 2 14
.

111 2 0
.

3 2 0 0
.

777

表 5 不同水稻品种的吸钾且与各种形态钾的关系

T a b le 5 R e la rio n s hip b e tw e e n t o t a l

b y

K a n d th e v a r io u s f o r m s o f 5 0 11 K t a k e n u P

f 1C e
v a r ie t ie s

1 4
。

1 7

14
。

6 6

14
.

6 3

1 1
.

8 1

1 1
。

97

1 5
。

58

12
。

8 0

第第 一 茬茬
CCC r o P III

KKK 丁丁 K EEE K NNN K ^̂̂ K N 一 K ^̂̂ K N / K TTT K A
/ K

TTT K 对 一一

(((m g / P
o t
))) (m g / p

o t)))(。 g / p
o t))) ( m g / p

o t ))) (m g / P o t))) (% ))) (% ))) K ^ / K TTT

(((((((((((((((((% )))

111 4
。

1 777 5
.

3 000 8
。

8 777 6
。

9 888 1
.

8 000 6 2
。

6 000 4 9
。

2 666

1114
。

6 666 5
。

9 000 8
。

7 666 6
。

7 333 2
。

3 000 5 9
.

7 555 4 5
。

9 000

1114
.

6 333 5
。

6 555 8
。

9 888 6
。

9 000 2
。

0888 6 1
.

3 888 呼7
。

1 666

111 1
.

8 111 5
.

7 000 6
。

1 111 5
.

3 000 0
。

8 111 5 1
.

7 333 4 4
。

8 888

111 1
。

9777 5
。

7 000 6
。

2 777 5
。

5 000 0
。

7777 5 2
。

3 888 斗5
.

9 555

111 5
。

5888 6
。

2 555 9
。

3 333 6
.

7 555 2
.

5 888 5 9
.

8 888 4 3
。

3 222

1112
。

8 000 ,
.

5 000 7
。

3 000 6
.

3 333 0
。

9 777 5 7
。

0 333 4 9
.

4 555

8
。

8 7

8
。

7 6

8
。

9 8

6
。

1 1

6
。

2 7

9
。

3 3

7
。

3 0

汕优 6 号

汕优 “

协优 46

秀水 04

秀水 48

8 6 1 9

T 8 3呼0

品品 种种 第 二 茬茬
VVV a r ie tyyy C r o P ZZZ

KKKKK TTT K EEE K NNN K ^̂̂ K N 一 K ^̂̂ K 卜/ K TTT K ^
/ K

TTT

IK犷
K ^ ,,

(((((m g / p o r
))) (m g / p o t

))) (m g / p
o t
))) (m g / p

o t
))) (m g / P o t ))) (% ))) (% ))) } 旅 )))

汕汕优 6 号号 7
。

2 333 1
。

8 555 5
。

3 888 2
。

7 333 2
。

6 555 7 4
。

4 111 3 7
。

7 666 3‘
。

6 ,,

汕汕优 ““ 6
.

6 888 2
。

1 555 4
。

5 333 2
。

1555 2
。

3 888 6 7
.

8 111 3 2
。

1 999 3 ,
。

6 000

协协优 4666 7
。

0 333 2
。

0 000 5
.

0 333 2
。

3 888 2
。

6 555 7 1
。

6 ,, 3 3
。

8 ,, 3 7
。

7 000

秀秀水 0444 5
。

9 111 2
.

0 555 3
。

8 666 2
。

8 000 l
。

0 666 6 5
。

3 111 4 7
。

3 888 17
。

9 333

秀秀水 4888 5
.

9 111 1
.

9 555 3
。

9 666 3
。

0 000 0
。

9 666 6 7
。

0 111 5 0
.

7 666 16
.

2 ,,

888 6 1 999 5
。

9 888 l
。

8 555 4
。

1 333 3
。

0 000 l
。

1 333 6 9
。

0‘‘ 5 0
。

1777 1 8
.

8 999

TTT 8 3呼000 6
。

6 ,, 2
。

0 888 呼
.

5 777 3
。

3 ,, l
。

2 222 6 8
。

7 222 , 0
。

3 888 1 8
。

3 444

7 4
。

4 1

6 7
.

8 1

7 1
。

6 ,

6 5
。

3 1

6 7
。

0 1

6 9
。

0‘

6 8
。

7 2

从表 6 中可 以看出
,

各品

验条件下
,

干物质积累量大的

种的吸钾总量 (K
T
) 与干物重有极显著的正相关

。

就本 试

品种其吸钾总量较高
,

吸钾能力也较强
。

因此这类在低钾条

件下仍能保持较高的干物质生产的品种属于耐低钾的品种
「,

,
‘, 。

再从 植 株 的 吸 钾 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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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水稻品种的吸钾总t 与干物重和各种形态钾的相关系数
T a ‘le 6 C o r r e la t io n e o ffie ie n t s (r )

a m o n g t o t a l K u p t a k e
(K )

,

d ry w e ig 五t a n d 5 0 11

K f o r m s o f r ie e v a r ie tie s

第 一 茬
C r o P I

第 二 茬
C r o P Z

D W (g )

K E (m g )

K N (m g )

K ^ ( m g )

K N 一 K ^ (m g )

K N / K T (% )

K ^
/ K

T (% )

K N 一 K A / K T (% )

0
。

9 2 4 2 * *

0
。

嘴4 3 8

0
.

9 8 0 1 * *

0
.

8 9 3 , * .

0
。

9 9 0 0 * *

0
。

8 7 3 2 * .

0
.

16 5 7

0
.

9 86 7 * *

0
.

8 4 7 9二

0
.

0 1 6 9

0
.

9 8 1 0 * .

一 0
。

3 9 7 5

0
.

8 9 7 0* *

0
。

8 3 63 * .

0
.

7 4 06 *

0
.

8 4 18 * .

(K
T
) 与各形态钾的相关性看

, K T 与 K 。 没有明显的相关
,

但与 K N 和 K N

一 K 人 均呈极

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 K A

之间在第一茬有显著的正相关
,

第二茬却没有明显的相关
。

表

6 还表明吸钾总量 (K 神 与 各形态钾所 占比例的相关性也有类似的结果
。 K T 与 K司 K ,

和 K N 一 K A

/ K
T 之间均达极显著的正相关

,

而与 K *
/ K T

第一茬无相关性
,

第二茬有显

著的相关
。

由此可见
,

缺钾土壤中水稻的钾素来源不仅仅是交换钾和缓效钾两方面
。

本试验结

果表明 lm ol / L H N O 3

不能提取的钾和矿物钾 (K
N

一 K ‘

) 也是水稻重要的钾源
,

它对

不同水稻品种的贡献大小是衡量其吸钾能力的良好指标
。

(三) 不同水稻品种对钾肥的反应

选择对钾吸收有差异的三个水稻品种进行田间试验
。

结果表明
,

在不施钾肥时
,

协优

46 在三个品种中产量最高
,

秀水 48 最低
。

施用钾肥后三个品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

其

幅度以协优 46 最大
,

汕优 6 号次之
,

秀水 48 最小
。

三个品种在各个钾水平下的产量按协

表 7 不同水稻品种对钾肥的反应
T a b le 7 Y ie ld r e s p o n se s o f r ie e v a r ie tie s t o K a p p lie a tio n

处处 理理 品 种种 稻谷产量(公斤 /亩 ))) } 增产(公斤 / 亩 ))) 增产百分率(% )))

TTT r e a tm e n ttt V a r ie tyyy G r a in v ielddd } Y ie ld in e r e a s eee Y ie lddd

(((((((k g / m u

))) 1 (k g zm u ))) in c r e 二 e n t(% )))

KKK ... 汕优 6 号号 3 0 1
.

52222222

协协协优 4666 3 92
.

3 1111111

秀秀秀水 相相 2 6 5
.

9 1111111

KKK --- 汕优 6 号号 3 1 6
.

3555 14
。

8 333 4
。

9222

协协协优 肠肠 4 15
.

2 666 2 2
。

9 555 5
。

8 222

秀秀秀水 4888 2 78
。

2 ,, 12
。

3 444 4
。

6 444

KKK
222

汕优 ‘号号 3 3 2
。

6 000 3 1
。

0 888 1 0
。

3 111

协协协优 4 666 4 4 1
。

3 000 4 8
。

9 999 1 2
。

4 999

秀秀秀水 相相 2 9 2
.

6 666 2 6
。

7 555 1 0
。

0 666

KKK
333

汕优 6 号号 3 3 7
。

l斗斗 3 5
。

6 222 1 1
。

8 111

协协协优 4666 4 咯7
。

4000 5 5
。

0 999 1 4
。

0 444

秀秀秀水 铭铭 2 9 0
.

3 000 3 0
。

3 999 1 1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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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46 > 汕优 6 号 > 秀水 48 的顺序递减(表 7 )
。

经统计分析
,

不同钾水平间的产量达极显著的差异
,

不同品种间产量的差异及品种

与 钾水平的交互作用也达到极显著的水平
。

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
,

三个水稻品种分别在

K 。、 K : 、 K Z

和 K ,

下的产量差异达显著水平 ;三个品种在四个钾水平间的产量差异亦达到

极显著水平
。

三
、

讨 论

耐低钾的水稻品种一般具有吸钾能力强和钾素利用效率高两种性状
r,

·
‘, 。 过去

,

采用

动 力学参数 (K
。 、

Im
a : 、

C m , 。

) 作为筛选指标
‘3] ,

但方法较为繁琐
,

而且在测定 Cmi
。

时要

用
’‘R b 代替

‘

0K
。

一方面 R b+ 的吸收特性不一定能完全代表 K + 的吸收 ; 另一方面大

批样本的筛选也有一定的困难
。

从本试验结果看
,

不同水稻品种对 K 十

的吸收与溶液的

p H 变化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

因此
,

测定吸收液 p H 变化不失为一种筛选吸钾能力强的

水稻品种的快速简便的方法
。

水稻对 lm ol / L H N O ,

不能提取的钾和矿物钾 (K
、 一 K )̂

的利用也是表征不同品种吸钾能力的良好指标
,

它既可作为一种筛选指标
,

又可解释某些

品种在同样低钾土壤条件下能吸收较多的钾且具有较高的干物质积累量的原因
。

这种在苗期的筛选鉴定方法是否有生产上的实用价值 ? 根据倪晋山等”的研究
,

耐低

钾能力具有可变性的仅 10 多
,

大多数品种的耐低钾能力在其一生中都有相对的稳定 性
,

况且前期耐低钾能力弱而后期耐低钾能力强的品种
,

由于前期受到低钾逆境的胁迫
,

限制

了其营养生长
,

其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往往较低
,

很少体现耐低钾的潜力
。

而筛选出的品

种辅之于 田间试验可剔除前期耐而后期不耐的品种
。

本试验结果表明协优 46 是苗 期 筛

选出来的耐低钾品种
,

在田间试验中也具有较高的产量
。

在低钾土壤中应用吸钾能力强的水稻品种
,

就可以节省钾肥的投人
,

提高土壤钾和钾

肥的利用效率
。

但人们担心这样会造成农田钾素亏缺而影响钾的平衡
。

研究表明
,

在不

施钾的水田中
,

连续 8 年种植高产耐低钾品种
,

土壤全钾含量未见减少
,

速效钾含量在前

三年逐渐降低
,

以后便相对稳定在 40 m g / k护
。

一般土壤耕层 1sc m 内 含 有 0
.

5一 2
.

5并

的钾
,

即每亩耕层土壤中含有钾 7 50 一 3 7 , o k沙
, 。 在这样丰富的土壤钾中绝大部分是难溶

性的
,

一般植物能够利用的仅属少数
,

况且水稻还能够利用心层土 中的钾
。

因此
,

在选用

耐低钾品种的同时施用低量钾肥
、

利用水稻根系开发利用土壤中难溶性钾
,

一方面不会影

响土壤钾的平衡
,

另一方面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对于缓解钾肥的矛盾也是十分有

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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