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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用盆栽耗竭试验为参比
,

研究 了 7 种化学浸提测钾方法对旱地土壤的适用性
。

试验

结果表明
: 1

.

作物吸收的有效钾中非交换性钾 占有很大 比重
,

表明它是作物钾素的主要给

源
。

2
.

供试 7 种化学浸提方法的测定结果与盆栽试验中的 四项参比标准的统计结果表明
,

Z m ol / L 冷 HN 0 3
法 和 阳 离子树脂 袋法 与参 比标 准的 相 关 性 最好

,

均 达极 显著水平
。

3
.

Zm ol / L 冷 HNo
3
法和 阳离子树脂袋法所提取的非交换性钾与作物吸收非交换性钾总量也

都呈极显著相 关
,

表明两法提取的非交换性钾均属能被作物吸收的易有效的非交换性钾
。

4
.

本文推荐 Zm of / L 冷 H N O 3
法 和阳离子树脂袋作为早地土壤有效钾的测 定方法

,

但 Zm ol / L

冷 HN 0 3
法在操作上更为简便

。

关键词 耗竭试验
,

供钾能力
,

有效钾
,

测钾方法

评价土壤钾素有效性的方法有生物法
,

化学法和物理化学等多种方法
。

虽然生物法

是了解土壤钾素有效性 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
,

但其周期 长
,

工作量大
,

而化学提取法

具有简便
,

快速的优点
,

在国内外都得到广泛使用
。

关于化学提取法测定土壤有效钾的

研究已有很多报道卜
4 〕

。

在本研 究中
,

我们选用 7 种化学提取测钾方法
,

用生物法为参

比
,

研究其在旱地土壤的适用性
。

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L l 供试土壤

样品采 自湖南省发育于不 同成 土母质类型 的 9 种旱地土壤 (O一2 0c m )
,

进行生物耗竭试验
。

其基本

性状列于表 1
。

L Z 生物耗竭试验

供试土壤经风干
、

压碎
、

过筛后
,

每钵装土 skg
,

设 NI, (对照 )和 NP K 两处理
。

施肥量分别为 N:

IO8m g / kg
,

p ZO S : 5 0 m g / kg
,

凡o : lo sm g / kg
,

部分土壤补充微量元素
。

均用 化学试剂配成溶液加

人土壤中
,

每处理重复 5 次
,

另设一钵为空白对照 (不种作物)
.

供试作物为玉米
,

每钵定苗 10 株
,

播

后 25 一40 天收割 (根据气候而定 )
。

试验从 1 990 年 3 月至 199 2 年 10 月
,

共连续种植 巧 季
。

每季收割

时
,

只收割地上部分
,

并测 其干物重 (5 次重复平均值) 和植株全钾含量
,

求得玉米植株的总吸钾量
。

每

收稿 日期 : 19 95 司8一20 ; 收到修改稿 日期 : 19 9 6刃6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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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土坡基本性状
T a b le 1 B as 一e Pr o pe l-tj e s o f th e te ste d 5 0 115

土号采样地点 成土母质 土壤名称 pH 有机 全氮 全磷 全钾 缓效钾 速效钾 阳离子 粘粒含量

(HZ O ) C N P K K K 交换量

5 0 11 L oc ati ty Pa re n t 5 0 11 (g /k g ) (g/ 吨) (g / k g ) (g /k g ) (m g / k g ) (m g / k g ) (
e o m l(

+
)/ kg ) (% )

N o
.

m ate ri al n

am
e O r ga m e t otal to ta l to tal S lo w ly Q川 ek ly C E C Cla y

a v ai lable a v 拟 lab le e o n te n t

C N P K K K

l 望城 第四纪红色 熟红土 4夕 1 1
.

0 1
.

19 0
.

4 5 15
.

5 22 2 13 0
.

1 12
.

1 1 3 6
,

3 5

粘土

2 桃江 石灰岩 灰红土 7 .3 14石 1
.

1 1 0万4 10
.

0 19 2 10 5 2 12
.

0 0 19刀9

3 平江 板页岩 黄泥土 7
.

0 13 3 1
.

50 0 7 3 19
.

9 2 7 6 2 3 5
_

2 10
.

5 1 9石5

4 株洲 花岗岩 麻沙土 6
.

8 6
‘

9 0
.

7 6 0 3 8 2 3
.

8 1 16 3 8 1
.

6 7
.

4 3 6石9

5 桃江 砂 岩 红沙土 5兮 9 3 1
.

0 8 0
,

4 6 9 7 15 2 1 10 7 8 2 8 17
.

7 7

6 衡山 紫色砂页岩 紫色土 8
.

4 5 3 0 月8 0
.

8 5 2 6石 60 3 19 9
.

2 1 5 7 2 15刀0

7 益阳 河流冲积物 河沙土 6 3 6 2 1
.

1 0 0石7 2 4乡 4 3 7 8 1
.

6 8
.

18 1 1
.

9 9

8 南县 河积物 紫潮泥 土 8
.

1 17刀 2 刀9 0
.

9 6 2 4 7 62 8 2 2 9 7 1 7
.

9 5 2 6 3 6

9 长江 第四纪红色 菜园上 5 3 17刀 1
.

7 9 1
,

2 3 12
.

2 18 5 2 5 7 3 12
.

4 3 2 5鸿 l

粘土

次收割后
,

把每钵中根挑出
。

剪碎与土壤拌匀后
,

采集土样测定土壤钾素的变化
,

再施肥拌匀后
,

重新

装钵
,

继续种植
.

整个试验期间均用去离子水浇灌
。

1 .3 化学提取测定方法

土壤有效钾的浸提测定用风干的原始土样进行
,

细度为通过 lm m 筛孔
。

供试的化学浸提测 定方法

表2 供试的化学浸提测定方法

T a b le 2 M e th od
s us ed fo r Clle m ie al e x tr a c ti o n 一n th e st ud y

方 法 浸 提 剂 土 : 液 提取方法 文献编号

M e th od E x tra c ta n t 5 0 11/ M e th 浏 fo r
斑fe re n e e

e x t ra c ta n t e x tr a c ti o n N o

lm o l/ L N 执o A e lm o l/ L N比o A C p伟7 1: 10 振荡 30分钟 [5 ]

B坍 1 0
一

0 3 m o l/ L N I肠F一 0
,

0 2 5 m o l/ L HC l l : 10 振荡 30 分钟 [6 ]

M ehi ie h 1 0 刀sm ol/ L H CI一0
.

o l2 5 m o l/ L 比5 0
;

l: 4 振荡5分钟 【7」

M e hl ie h 111 OZ m o l/ L 】IO A C 一0 2 5 m o l/ L N 比N () 3 1: 10 振荡 5分钟 [8 ]

一0
.

1 5m o l/ L N比F一0 刃1 3 m o l/ L

HN ()3 一 0刀0 lm o l/ L E 】〕T A

缓效钾
’) lm o 一/ L H阳

, l: 10 煮沸 10 分钟 [习

Zm o l/ L冷H N 〔)3 Zm o l/ L H N。 l: 20 振荡 30 分钟 [9」

树脂袋连续提 7 37 型 阳离子交换树脂 (氢型 )过40 1: 36 每次振荡1 80 分钟 【10 ]

取法 2) 筛孔
,

树脂 (克 ): 土壤 (克 )二l : 2

l) 缓效钾 : lm ol / L IINO 3煮沸法提取钾一 lm of / L N H
刁
o A C法提取钾

。

2) 阳离子交换树袋连续提取法为连续 6次提取总量
。

本文中简称树脂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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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

植株全钾和土样其它项测定均按
“

土壤农业化学常规分析方法
”
[5l 进行

。

2 结果和讨论

2
.

1 玉米盆栽耗竭试验结果与分析

盆栽试验中氮磷处理 (无钾 )
,

植株吸钾量的多少取决于土壤的供钾能力
。

统计氮磷处

理 巧 季玉米植株的吸钾总量
,

相对吸钾量
,

干物质总量和相对干物量
。

结果列人表 3
。

表 3 玉米盆栽耗竭试验结果

T a b le 3 Th
e re su lts o f e x hau sti o n

PO t e x pe ri m en t o f e o m

土 号 土壤名称 总吸钾量 相对 吸钾 量 总干物质量 相对干物质量

(K m g / 钵 (% ) (g / 钵) (% )

K ab s o r次d 】让 ie ti v e an lo u n t T o ta】 们飞e tte f R c le ti v e 田11 o u llt

SiolnameSiolNo

(m g / Po t) o f K a b s o rbe d (% ) (g / Po t) o f d ry m e tte r (% )

熟 红土 7 4 1
.

5 18 7 5 3 6刃7 4 8
.

9 9

灰 红上 6 0 0
.

7 12 4 2 5 3
.

2 9 4 7乃4

黄 泥土 17 8 6
.

3 2 3
.

4 4 1 0 7
.

9 4 5 8石4

麻沙 土 5 2 1 4 1 1
.

0 4 4 1
.

13 3 3
.

6 5

红 沙土 6 15 9 13
.

19 3 3 8 4 3 9 j 4

紫色土 2 0 8 2 32 2 6 1 00
.

13 7 4 7 9

河沙 土 7 0 9 2 15 夕5 5 6 2 9 5 2刃3

紫潮泥 土 2 6 16
.

9 3 5
.

1 1 1 24
.

12 7 9
.

1 1

9 菜 园土 15 4 3名 2 7 名4 64 名9 5 2乃0

注 : l
、

2
、

4
、

5
、

7
、

9号土
,

种植 10 季后玉米苗因缺钾死亡
,

不能继续种植
,

均为 10 季结果
,

3号 土为 14 季结

果
,

6号和 8号土为巧季结果
.

从表 3 结果看出
,

供试土壤钾的供应能力有很大差异
.

氮磷处理玉米植株吸钾总量

与相对吸钾量均以 紫潮泥土最高
,

分别为 2 61 6. g m g / 钵和 35
.

1 1%
。

麻沙土最低
,

仅为

52 1
.

4 m g / 钵和 11
.

04 %
。

最高和最低相 差 5
.

01 倍和 3
.

18 倍
。

玉米植株干物质总量与相对

干物质量的最高和最低值也分别相差 3
.

67 倍和 2
.

35 倍
,

反映供试土壤供钾能力有显著差

异
。

在连续种植过程 中
,

由于植株对钾的强烈吸收
,

故随种植次数增加
,

植株吸钾量将

逐渐减少
。

从 玉米植株不同季数的吸钾总量
,

吸交换性钾量和吸非交换性钾量的结果

(表 4) 可以看 出
,

随玉米种植季数的增加
,

土壤 中有效钾被消耗
,

6一 10 季玉米植株的

吸钾总量明显减少
,

其减少的程度又 随土壤供钾能力大小而异
。

1一 5 季吸收交换性钾的

比例较大
,

6一10 季吸收非交换性钾的比例却逐渐增加
。

10 季玉米植株吸钾总量中
,

来

自交换性钾量 占 22
.

61 一69
.

44 %
,

来 自非交换性钾量 占 30
.

56 一77
.

39 %
。

这表明供作物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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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有效钾中
,

非交换性钾 占有很大的比重
,

它也是作物钾素的主要给源 [2, 9
,

‘’I
。

因此在

土壤有效钾的测定 中
,

除包括交换性钾外
,

还应包括部分易有效的非交换性钾
,

这样才

更为合理
。

表 4 玉米对土壤交换性钾和非交换性钾的吸收t
T a b le 4 Th

e

am
o u n ts o f e x c h a n g e a b le K a n d n o n e x e ha n g ea ble K a bs o rbe d 坊 C o rn

l一5季 (S e as o n) 6一 0季 (S
e as o n ) I一 10季 (S eas o n )

吸钾

总量

K

m g /钵

T o ta 1 K

a b SO-

rbe d

吸钾

总量

K

m g /钵

T o ta l K

吸非交

换性 钾

占吸钾

总量%

% o f

n o n e X Cha

吸钾

总量

K

m 岁钵

丁0 阁 K

土号soiNo

abe o
-

rbe d

(m 创

po t)

吸交换

性钾占

吸钾总

量%

% o f

e XC ha
-

n g e ab le

K a b s于

rbe d in

to la 】K

a b s o rbe d

吸非交

换性钾

占吸钾

总量%

% o f

n o n e x Ch a

n ge a ble K

a bs o rbe d

in to山 K

泣忱 o rbe d

a b so
-

rbe d

(m g /

po t)

吸交换

性钾 占

吸钾总

量%

% o f

e x C ha
-

n g ea ble

K a b SO-

rbe d in

to ta 1 K

ab S 0 fbe d

n g e ab le K

ab so rbe d in (m g /

po t)

吸交换

性钾占

吸钾总

量%

% o f

ex e ha
-

n g e ab le

K ab so-

rbe d In

to ta 】K

a b s o rbe d

吸非交

换性钾

占吸钾

总量%

% o f

n o fl e XC ha

n g e ab le K

a bs o rbe d in

to tal K

a b S O T佼d

to la 】K

a b S O 「be d

5 2 6乡

3 5 1
.

6

1 10 7
.

6

3 7 2 2

4 6 3 4

8 5 1
.

3

5 1 6 7

1 1 5 3 8

12 62
.

0

7 0 9 0

6 6
.

9 4

7 6
.

18

6 3
.

1 1

7 1
.

6 5

3 7
.

4 0

4 0
.

1 6

4 4
.

3 9

7 6
.

0 7

2 1
.

9 0

3 3
.

0 6

2 3 8 2

3 6名9

2 8 3 5

6 2
.

6 0

5 9名4

5 5
.

6 1

2 3
.

9 3

2 14
.

6

2 4 9 2

4 5 6
.

2

3 2
.

8 2

3 8
.

8 1

2 4
.

2 9

2 3
.

36

4 5
.

4 8

4
.

0 4

17
.

9 0

0

3 9
.

7 0

6 5
.

1 8

6 1
.

19

7 5
.

7 1

7 6石4

54
.

52

9 5乡6

8 2
.

10

10 0
.

0

6 0 2 4

74 1
.

5

60 0 名

1 5 6 3
,

8

14 8
.

4

15 2
.

4

6 7 7
.

7

19 2
.

4

8 5 0
.

4

2 8 1
.

8

5 20
,

6

6 1 5
.

8

1 52 9
.

0

2 0 0 4
.

2

1 54 3 .8

60
.

4 6

5 5
.

2 7

6 1
.

0 4

5 1 74

6 5
.

17

22
.

6 1

34
.

12

2 5
.

55

69
.

4 4

39
.

54

4 4 刀3

3 7 7 3

4 8
.

2 6

34 名3

7 7
一

39

6 5 8 8

74
.

4 5

30
.

56

2. 2 化学提取测定法的结果与分析

我们选用 7 种化学浸提测定法对供试土壤有效钾进行测定 (表 5)

从表 5 结果可 知
,

如以 lm ol / L N H 闷
O A C 法提取 的交换性钾 为标 准

,

B a ry l法
,

M“
hii ch l和 M e hi ic h n l法 的测定值 与 N H 闷

O A C 法 的测定结果十分接近 (相关系数分别

为 0 9 4 2
‘ ’ ,

0
.

7 8 6
’ ,

0
.

9 9 7 ” )
。

表明这三种方法均属交换性钾测定方法
。

而 B a卿 I法与

M e hi ic h l法 对石灰性 土壤 (紫色土和紫潮 泥土)的测定
,

由于其浸提剂 中的酸被 中和
,

测定值 明显低于 N H 礴
O A C 法

。

Me hli ch l法 由于水土比例小
,

降低更为明显
,

表 明这两

种方法显然不适用于石灰性土壤
。

而 M e hi ic h n l法却表现较强的浸提能力
,

其测定值均

稍 高于 N H 礴
O A C 法

。

在 比较 的方 法 中 1m ol / L H N O
3

煮 沸法 (缓 效钾 )
,

Zm of / L 冷

H N O
3

法和树脂袋法测定值均大于交换性钾量
,

且以 lm ol / L H N O 。
煮沸法测定值最高

,

Zm of / L 冷 H N O
3

法和树脂袋法的测定值相近
。

表明这三种方法 的钾素中
,

除了交换性

钾外
,

还包括部分非交换性钾
。

将各方法测定值与玉米盆栽试验的四项参 比标准 (表 3)

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列于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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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化学提取法测定结果 (K m g 瓜g)

T a b le 5 Th
e

am
o u n ts o f K ex a tr ac td e

by di ffe re n t C he mi
c al m eth od

s (K m g/ k g )

土 壤 1 m o l/ L B ary M ehlie h Me 址ie h C o ld 树脂袋法

5 0 一l N执O A C 111

缓效钾

S lo w ly 2 m o l/ L R e slfl

a v ai lab le K H N ()〕 ba g

l 熟红土 13 0
.

1 1 1 35 10 4
.

4 14 9 4 2 22 ) 15 7夕 15 5石

2 灰红土 10 5
.

2 8 9月 9 7
.

5 1 16 2 1 9 1 8 13 5
.

6 13 2 3

3 黄沙土 2 3 5
.

2 2 32 4 2 3 1
.

8 2 8 2 2 2 7 6月 3 4 8
.

6 3 0 3
.

9

4 麻沙土 8 1
.

6 9 4
.

1 7 4
.

7 9 3
.

1 11 6 3
.

0 1 10 7 8 6
,

2

5 红沙土 1 10
.

7 1 19刃 10 0
.

3 13 2名 1 5 1 9 12 7
.

3 1 18
.

9

6 紫色土 19 9 2 1 5 5刃 8 7
.

8 2 3 8刀 6 0 3 5 4 7 0 4 6 2 3
.

1

7 河沙土 8 1
.

6 7 7巧 7 3
.

3 8 8石 4 3 7
,

5 14 6
.

7 13 4 3

8 紫潮泥土 2 2 9 7 16 6刃 1 18
.

3 2 6 5
‘

6 6 2 8
.

4 4 7 0
,

4 4 9 1
,

8

9 菜园土 2 5 7 3 2 4 3 5 2 3 7 2 2 8 7 2 1 8 5
.

1 3 0 9乡 2 8 6 4

表 6 不同方法有效钾测定值与参比项的相关系数

T a b le 6 们 le e o m lati o n eoc ffi e len ts be tw ee n th e re fe re nc e 一te m s
an d tlle a lll o u n ts o f av ai la b le K

e x at ra c te d by d iffe re n t m eth od
s

参 比 项

R efe re nc e lte m s

方 法 总吸钾量 相对吸钾量 总干物质量 相对干物质量 相关系数平均值

M e th od T o ta l K Re leti v e T o
tal d ry 庵 leti v e M e an V al ue o f

a b s o r
比

e

am
o u n t o f m e

tte
r

am
o u n t o f d ry eo

rre la ti o n

K a b so rbe d m e tte r c oc ffi e ie n t

1 m o l/L N H4 O AC O名5 7
* *

0 名6 3
* *

0
,

7 5 3
*

0
.

6 8 0
*

0
.

7 8 8

B a乃 I

M e川ic k

0
.

6 6 9
*

0
.

6 64 0
.

4 2 2 0石8 5

0 3 9 7 0
.

3 8 5

5 8 3

3 6 2 0
.

15 1 0 3 2 4

M e悦le h 111

缓效钾

2 m o l/ L冷 H N《〕3

树脂袋法

0名6 7
* *

0
.

8 6 2
* *

0刀7 1
*

0 6 8 9
* 0

.

7 9 7

0刀7 9 0
.

0 0 2 0
.

12 6 0刀0 2 0
.

0 5 2

0乡8 5
* *

0
.

9 6 5
* *

0刀2 3
* *

0乡3 0
* *

0 夕5 1

0兮 18
* * 0

.

9 2 5 * *
0名4 3

* *
0夕2 5

* *
0 乡0 3

* 、

** 分别为 5% 和 1% 的显著水平
。

从表 6 结果可知 Zm ol / L 冷 H N O
3

法和树脂袋法的测定值与四项参比标准之间的相

关系数最高
,

分别为 0
.

9 5 5
’ ,

0
.

9 6 5
’ ,

0
.

9 2 3
’ ‘ ,

0
.

9 30
‘’

和 0
.

9 一8
’ ,

0
.

9 2 5
‘ ’ ,

0
.

8 4 3
’ ‘ ,

0. 92 5
’ ‘ ,

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其次是 1m ol / L N H 4
O A C 法和 Me hli ch lll 法

,

其相关系数

也分别达到显著和极显著水平
。

而缓效钾 与四项参 比标准之间的相关性都很低
.

表明

Zm o l / L 冷 H N O
3

法
,

树脂袋法
,

M e hlie h 111法和 lm o l / L N H 闷
O A C 法的测定结果能反

映旱地土壤供钾状况
,

都可作为旱地 土壤有效钾的指标
,

但 以 Zm ol / L 冷 H N O
3

法和树

脂袋法最好
,

而 Zm of / L 冷 H N O
飞

法操作更为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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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试验结果分析
,

缓效钾 与参比项相关性很低的原 因是 由于其浸提土壤作用

太强
,

在某些土壤上浸提 出大量作物不能吸收的非交换性钾的缘故
。

在麻沙土
,

其浸出

量高达 1 1 63
.

Om g / kg
,

而玉米的吸钾量却最低
。

我们将 Zm ol / L 冷 H N O 3法
,

树脂袋法

和 lm ol / L H N O 3
煮沸法所浸提的非交换性钾值与 10 季玉米吸收非交换性钾总量进行相

关统计 (表 7 )
。

表 7 不同方法提取的非交换性钾有效性的比较

T a b le 7 C o m Pa ri s o n o f n o ne x e han g e ab le K e x tn lc te d by di ffe re n t m e th 《记s

-
~ . -

.

一
. .

一
.

目. . . . . . . . . . . . . . . . 曰口. . 口. . . . .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 .

方 法

M e th od

参 比

R e fe re n c e

2 m o l/L冷H N 0 3法

一交换性钾

C o ld 2 m o l/ L H N钱

m eth ed 一x e h a n g e able K

树脂袋法

一交换性钾

甩
5 in bag

m eth e d一
x ehan g e a b le K

lm o l/ L IIN〔)3煮沸法

一交换性钾

B o ilin g 1 m o l/ L IINO 3

rn ethe d一x e han g e ab le K

吸非交换性钾

总量 (k rn g / 钵)

0
.

9 5 6
* *

0
.

8 8 5
* * 0 2 5 3

** 表示达 1%极显著水平

结果表明
: Zm ol / L 冷 H

NO
3法和树脂袋法所提取的非交换性钾值与 10 季玉米植株

吸收非交换性钾总量 的相关系数高达 0. 9 65 ” 和 0. 88 5 “
,

达极显著水准
,

表明两法浸提

出的非交换性钾是能被作物吸收的易有效 的非交换性钾
,

而 lm ol / L IIN O 3

煮沸法浸提

出的非交换性钾 (缓效钾 ) 与玉米植株吸收非交换性钾总量的相关系数仅为 0. 2 5 3
,

表明

其浸提出的非交换性钾中
,

有大量是作物不能立即吸收的无效的非交换性钾
。

土壤 中水溶性钾
,

交换性钾和非交换性钾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

在玉米盆栽耗竭试验

中
,

空 白对照处理 (不种作物 ) 的土壤
,

每季种植结束后
,

也同时取其土样进行交换性

钾和缓效性钾含量的测定
,

虽历时 2 0 个月之久
,

但其 巧 次交换性钾和缓效性钾的测定

值
,

几乎能维持在原始土壤的水平
。

表明在不种植作物的情况下
,

不同形态的钾素的动

态平衡处于较稳定状态
。

但在连续种植作物之后
,

由于作物对钾素的吸收
,

随种植季数

的增加
,

交换钾量明显下 降
,

当交换性钾减少到一定水平时
,

非交换性钾就会释放出来

补充
,

从而使交换性钾能较稳定地维持在这一最低水平上
。

交换性钾下降到最低水平的

高低
,

受非交换性钾释放速度快慢的影响
,

即非交换性钾供应速率的影响
。

在作物耗竭

试验 中交换性钾 的最低值
,

可以用来反映土壤缓效性钾 (易有效的非交换性钾 )的供应速

率 [ , 2 ]
。

我们将玉米盆栽耗竭试验 中第 10 季土壤交换性钾的最低值列于表 8
。

用表 8 的结果进行统计
,

种植玉米 10 季后土壤交换性钾 的最低值与 10 季玉米植株

吸收非交换性钾总量的相关系数达 0
.

95 7”
。

表 明交换性钾的最低值可很好地反映土壤

易有效非交换性钾的供应速率
。

Zm ol / L 冷 HNO
。

法浸提 出的非交换性钾值 (2 m of / L 冷

H N O 3
值
—

交换性钾 ) 与交换性钾的最低值呈极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9 66 ” )o 树脂

袋法浸提 出的非交换性钾值 (树脂袋法测定值
—

交换性钾 ) 与交换性钾的最低值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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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玉米盆栽耗竭试验中交换性钾的最低值

T a b le s

上壤名称

N出11 e 5 0 11

Th
e lo w e st V al u e o f e x c ha n g ea b le K 一n

交换性钾最低值

(K m g /钵 )

1
~
。 w e s t V a lu e o f

ex c han g e a ble K

th e e x haus ti o n
po t e x pe n m e n t o f C o rn

10 季 玉米吸收非交换

钾总量 (K m g /钵 )

N o n e x eh a n g e a b le K

ab so rbe d

熟红土

灰红土

黄沙土

麻 沙土

红沙土

紫沙土

河沙土

紫潮沙 土

菜园土

4 0
.

4 2 9 3
.

2

38
.

8 2 6 8
.

7

4 4
.

2 6 0 9 2

2 7
一

6 2 5 1
‘

6

30 4 2 1 4 2

13 0
.

1 11 8 3
.

2

3 3
.

2 4 6 7 2

12 7 3 14 9 2

4 2
.

9 4 7 1
.

6

极显著相 关 (相关系数为 0
.

95 8 ” )
,

这表明两法浸提 出的非交换性钾都属易有效非交换

性钾
。

Zm ol / L 冷 H N O
3

法是鲍士旦和史瑞和在 19 84 年推荐作 为水稻土有效钾测定的较好

方法 [9]
。

树脂袋法是谢建昌和杜承林在 19 8 8 年 推荐作为评价土壤钾素有效性 的较好方

法 l2]
。

本研究表 明
,

Zm ol / L 冷 H N O
。

法和树脂袋法与玉米盆栽耗竭试验结果的四项参比

相关均达极显著水平
,

能较好地反映旱地土壤供钾状况
,

也都是测定旱地土壤有效钾的

较好方法
。

但 Zm of / L 冷 HNO
3法在操作上更为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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