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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是植物的重要养分之一
。

由于土壤中存在着不同的矿物
,

因而产生钾的释放和固

定
,

但这一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

其中水分状况是重要因素之一
。

多年来水分状况对

钾素释放
、

固定影响的问题
,

受到了土壤研究者的注意
,

但是
,

到 目前为止仍无一致的结

论
,

例如 。  认 等田认为
,

用风千土测定的交换性钾能很好反映土壤供钾状况
,

而

等切则认为
,

以用新鲜潮湿土测定为好
。

为了更好的反映土壤当季的供钾水平
,

合理使

用钾肥
,

以及发挥土壤钾素的潜力
,

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有实践意义的
,

现将研究结果

报告如下
。

一
、

材料 与方 法

供试土壤的成土母质有花岗岩风化物等多种成土母质
,

这些土壤采自广东
、

贵州
、

湖南
、

江西
、

福建
、

浙江
、

江苏
、

四川
、

河南
、

陕西
、

吉林
、

新疆
、

北京
、

上海等十四省市
,

共采集 个样品
,

采集后将其密封于

塑料袋中
。

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交换性钾用中性 提取法 缓效性钾用  
,

煮沸 分

钟提取法 土墩全钾用 声
,

半溶法
。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用

一

按盐快速法
。
土壤颗粒分析用吸

管法
。

粘土矿物的估测由
一

甘油水溶液制成定向薄片
,

用 射线分析
。

植株钾用 浸提过

夜
,

过滤
,

用火焰光度法测定
。

其中 巧 个土壤侧定了粘土矿物组成
。

所有结果列于表
。

风千处理试验 用密封于塑料袋的潮湿土壤
,

在室温下风干 天
,

分别测定土壤交换性钾
。

温室培育试验 小麦用 个土壤
,

水稻用 个
,

每钵盛田间潮湿土 克
,

施足氮
、

磷
,

重复三次
。

一个月后收割地上部分
。

淹水处理试验 选用 斗个潮湿土壤
,

每个土壤取 克 ℃ 烘干土为基础
,

下同
,

分别放入铝

盒中
,

淹水 夭
。

重复三次
。

千湿交替处理的试验 选用 个潮湿土壤
,

各取 克
,

置入铝盒中
,

设四个处理 〔 继续保持潮

通易 室温下风千 天 为第一次干湿过程 室沮风干 夭后
,

再调整到潮湿土壤含水量
,

保持潮湿

, 天 在 习的基础上再在室温下风千 夭〔
、
呼 为第二次千湿过程

。

重复三次
。

不同沮度干燥对土壤钾素的释放
、

固定试验 个处理 处理
、

同上述风千处理试验
、

、 、
‘ 分别进行电热鼓风箱 ℃

、
℃ 烘 小时

、

马福护 ℃
、

℃烘 小时
。

钾素固定试验 用 个潮湿土壤
,

每个取 克
,

分别加人钾 或 毫克
,
调整到田间含水量后

,

平

衡一个月
,
重复三次

。

本工作是在谢建昌同志指导下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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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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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论

一 土壤千
、

湿对钾案释放和固定的影响

风千处理的影响 个田间潮湿土壤经过室内风千处理
,

可使土壤交换性钾

含量有不同的变化
,

如 号
、

号土潮湿状态时分别为
、

毫克
,

风千后分别增加

至
、

毫克
。

” 号土潮湿状态时为 毫克
,

风干后减少至  毫克
。

这种风干后

交换性钾增加与减少的土壤分别简称为释钾土壤和固钾土壤
。

个样 品 释 钾 土壤占

务
,

其余 沁为固钾土壤
。

释钾土壤
,

释放率为 一 务 以潮湿土测得的交换性

钾为基础
,

固钾土壤
,

固定率为  一19
.
2多

。

为了了解潮湿土壤与风干土壤交换性钾变化之间的关系
,

根据释钾程度的不同
,

将释

钾土壤分为三组
,

第一组为释钾低的土壤(释放率 10 % 以下)
,

第二组为释钾中等的土壤

(释放率平均为 36 沁)
,

第三组为释钾高的土壤(释放率平均 83 多)
。

第一
、

二
、

三组土壤
,

田

间潮湿状态时的交换性钾量
,

与风干土时的交换性钾量之间的相关性
r
分别为 0

.
996** 、

0

.

9 9 5
* *

和 。
.
9 4 9 * * 。 第三组的相关性相对略小

,

即释钾较高的土壤
,

由潮湿土与风干土测

得的交换性钾之间的相关性要比释钾稍低的土壤略小一些
。

生物试验是检验土壤钾素有效性的重要方法之一
。

为此
,

选出释钾低
、

高二组土壤
,

进行了小麦
、

水稻两次幼苗试验
。

然后将潮湿土和风干土测得的交换性钾量分别与小麦
、

水稻的吸钾量作了相关统计
。

结果表明(表 2)
,

释钾低的土壤
,

无论是小麦或水稻试验
,

用潮湿土或风干土测得的钾量与吸收量之间的相关性
,

两者无明显差异
。

但释钾高的土

城
,

用田间潮湿土测得的交换性钾量与作物吸收的相关性要大于风干土测得的相关性
。

根据上述结果
,

潮湿土壤经过风干发生固定的多是交换性钾水平低的缺钾土壤
,

且固

定最最高只达 19
.
2 外

,

用风干土或用潮湿土测得的值对指标的说明影响不大
。

但对释钾

表2

T abl. 2 The eorrelation
作物吸钾t 与土城钾紊的相关性(

r)位
eoeffieient betw een K uPtaken by erop and K eonteot in 5011

释释钾低的土壤壤 潮湿土 K 里里 0
。

9 6 9
* ***

0

.

8 7 5
* ***

555
0

1 1
o

f
s
l
o

w
l
y

r e
l
e a s e

d KKK 风干土 K 盈盈 0
。

9 6 9
* ...

0

.

5 6 0
* ***

释释钾高的土壤壤 潮湿土 K 量量 0
。

8 1 9
* ***

0

.

8 7 7
* ***

555
0

1 1
o

f
r a

p
i d l

y
r e

l
e a s e

ddd 风干土 K 量量 0
.
773**** 0

.
517* ***

KKKKKKKKKKK

最大的土壤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
,

即风干土得到的测定值可大于大田潮湿条件下的
,

且风

干土与潮湿土测得到的交换性钾之间的相关性较低
,

再从生物试验说明
,

释钾高的土壤
,

小麦
、

水稻吸钾量与潮湿土交换性钾量之间的相关性
,

大于与风干土交换性钾量之间的相

关性
,

故释钾高的王壤
,

用风千土进行的分析难以反映田间的实际情况
,

但考虑到大部分释

钾高的土壤一般对钾肥没有明显的反应
,

为了操作方便
,

交换性钾的测定仍可用风干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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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那些释钾高而缓效性钾中等偏下的土壤 (如江苏南部地区的一些水稻土)
,

用风干土

测定值作为施肥指标时
,

不能反映田间的实际情况
,

往往认为钾肥无效的土壤
,

在大田条

件下
,

可能对钾肥有反应
,

故测定时以潮湿土壤为宜
。

2

.

淹水处理的影响 田间潮湿土壤经过淹水后
,

交换性钾有增有减
。

含钾较丰富

的紫色砂页岩风化物及质地较粘重的湖积
、

冲积物发育的 9 个土壤 增加较 多 (平均增

14
.
2外)

。

含钾不丰富的石灰岩
、

玄武岩风化物
、

第四纪红色粘土及质地较轻的湖积
、

冲积

物发育的 9 个土壤
,

基本上没有变化
。

颗拉粗的花岗岩
、

红砂岩风化物
、

浅海沉积物等发

育的 6 个土壤略有减少(平均减少 7
.
4务)

,

淹水对钾素的释放作用
,

主要是那些含钾t 高

而对钾肥无明显反应的土壤
,

而对一般缺钾土壤
,

通过淹水来增加土壤有效性钾的实践意

义是有限的
。

3

.

干湿交替处理对钾素的影响 经过两次干湿交替后
,

以水云母或蒙脱石为主的

4 个土壤
,

交换性钾量有显著增加(平均增加 72 .9 外)
,

以高岭石为主的 3个土壤交换性钾

变化小(平均增加 4
.
1多)

,

看来一些释钾低的土壤
·

,

采用干湿交替的农业措施
,

难以增加土

壤钾素的有效性
。

( 二 ) 不同温度千燥对土滚钾素释放
、

固定的作用

从上述 100 个土壤中
,

选有代表性的 25 个进行不同温度的处理
。

结果表明(表 3)
,

在风干的情况下所有土壤交换性钾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平均增加 37
.
4关

。

在 60 ℃ 干燥

时
,

平均增加 73
.
0多

,

其中增加 150 外以上的土壤有 5 个
,

增加 13 一135 外之间的有 14 个
,

有 4 个土壤出现负值 (一 1
.
6一一5. 1务)

,

即表现钾有固定
。

在 105 ℃ 干燥时
,

平均增加

79
.
6务

,

除了部分土壤较在 60 ℃干燥时略有增加外
,

其它土壤类似于 60 ℃ 千燥的结果
,

发

生固定的土壤也较 60 ℃时略多
。

在 200 ℃干燥时
,

平均增加 1%
.
3务

,

除了 83
、

95 号土继

续出现负值外(分别 一16
.
。沁

、

一23
.
, 并)

,

其它土壤均有释放
,

释放最高者为 129 号
,

增加

574
.
2多

,

释放最低者为98 号
,

仅增加 26
.
9 多

。

在 40 0℃干燥时平均增加 “ 8
.
8拓(129 号增

加高达 1938
.
7拓)

,
9 5 号土仍然出现负值(一 10

.
1务)

。

以上结果表明
,

25 个土壤在不同干燥程度下
,

有不同的钾素释放
。

将其释放量与土

壤原来的缓效性钾
、

矿物钾
、

钾饱和度进行相关统计
,

结果表明 (表 4)
,

缓效性钾量与潮湿

土
、

风千土
、

60 ℃
、

1
05 ℃

、

20
0 ℃ 干燥后交换性钾量之间的相关性要大于与 40 0℃ 烘干土

交换性钾量之间的相关性
,

这说明温度低于 200 ℃ 时
,

释放的钾素主要来自缓效性钾
。

矿

物钾量与潮湿土交换性钾量的相关性最小
,

随着温度增加相关性随之增大
,

至 40 0℃ 时相

关性达最大
,

这说明
,

40
。℃ 干燥时

,

释放出的钾素主要来自矿物钾
。

钾饱和度与潮湿土

交换性钾量的相关性大于与其它千燥温度样品的相关性
,

而且随着温度增加相关性随之

降低
,

这说明自温度 60 ℃ 以上所释放出的钾主要不是来自吸附态钾
。

风干土钾的释放与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

粘粒含量有一定关系 (表 1)
。

但用钾饱和度(即土壤交换性钾占阳离

子交换量百分数)更能反映释放的情况
,

当钾饱和度低于 1
.
3多时

,

风千土较潮湿土交换性

钾增加量高达 23 一131 多
,

钾饱和度在 1
.
6一2. 0多时

,

增加量在 16 一40 务
,

钾饱和度在

2. 9 多以上
,

增加量低于 15 多
。

表 , 表明了不同温度干燥对含三种粘土矿物类型土壤释放
、

固定的影响
。

风干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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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 .ble 3 T he effeet of drying
不同通度千操对钾紊释放

、

固定的影响
under different tenlperature on release and fixation of potas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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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均以潮湿土含量为基础
。

表 4 不同水分状况下交换性钾含t 与土城原来不同形态钾的相关系数(
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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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s 不同通度千操对主耍枯土矿物类塑土城钾素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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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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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99999 55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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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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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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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666

99999 666 3

.

000 一1 1
。

888
5

0

。

000 1 7

.

777

11111 3 333 3
5

。

999 一 1
。

999 9 4

。

222 1 1

.

999

时
,

水云母类为主的土壤除 107 号 (粘粒含量低)外
,

其它土壤均释放较多的钾
。

以蒙脱

石
、

水云母为主的土壤也释放较多的钾
,

但是以高岭石为主的土壤
,

除 133 号外(粘粒含量

高)
,

释放都很小
。

.

1
05 ℃ 干燥时

,

以蒙脱石
、

水云母为主的土壤都释放较多的钾
。

水云母

类为主的土壤除了 107 号
、

84 号外
,

也释放较多的钾
。

而以高岭石为主的所有土壤均发生

固定
。

这可能由于高岭石本身无钾释放而土壤又有其它固钾矿物所致
。

20
0 ℃ 至 40 。℃

千燥时则出现不同的情况
。

由于土壤含钾矿物的复杂性
,

以及 目前还缺少有效的方法进

行区分
,

因此千燥后出现的复杂情况还难以进行解释
,

但初步可以认为
,

含水云母类矿物

较多的土壤千燥时将有较多的钾释放
。

我国南方地区有用晒田
、

晒垫
、

熏土等措施进行改土的经验
。

从发挥土壤钾素潜力的

角度看
,

它的效果依土壤释钾特性而定
。

( 三 ) 土镶水分状况对化学钾肥固定的影响

将施用化学钾肥后各处理的测定值 (用 IN 中性醋酸按提取)减去未施用化学钾肥的

各对照处理的测定值
,

作为反映钾肥固定的程度
。

表 6 结果说明
,

化学钾肥施人潮温土壤

后
,

固定百分数可由 20 多 左右到50 沁以上
,

黑土固钾的百分率最高
,

砖红壤
、

红壤固定率

低
,

太湖地区的二种水稻土介于两者之间
。

潮湿土加 K 经风千和 105 ℃ 烘干后
,

除砖红壤
、

红壤的固定值变化不大外
,

其他土壤随干燥度的增加
,

固定量增加
,

如黑土加人 l毫克K

后
,

湿土时只固定 48
.
8%

,

风千后固定 72. 6务
,

而 105 ℃ 烘干后高达 82
.
1外

。

总的 说来
,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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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6 土城水分状况对化学钾肥固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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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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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程度是影响钾素固定的一个因素
。

在潮湿
、

风千的情况下当钾的用量增加时
,

一般固定

百分率有所减少
。

在较高温度下化学钾肥固定的增加
,

有人认为是由于高温促进了晶层

脱水和收缩
,

晶层闭合
,

钾被晶格的层间空隙所吸持
。

砖红壤
、

红壤主要含 1:1 型高岭石
,

它不能进行晶层内吸附
,

且同晶置换产生的负电荷量很小
,

因此固钾能力最低
。

黑土主要

含蒙脱石
、

水云母
,

供试的两种水稻土主要含水云母
,

这些粘土矿物的固钾能力都较高
。

在

农业实践中
,

钾素的固定是一个与合理施肥有关的问题
,

某些土壤施用钾肥后
,

钾肥效果

低
,

也可能是由于固定而降低了钾肥的有效性
,

在这样的土壤上必须增加钾肥用量才会收

到良好的增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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