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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土壤供钾能力的研究

沈道英 许晓斌 司徒权江 梁晶晶
广东省土壤研究所

摘 要

珠江三角洲土坡钾素含量全钾平均 “
,

缓效性钾
,
速效性钾

,

在全

省居中等水平
。
土壤有效钾含最不高

。

水平分布由三角洲前缘向顶部递减
。

水稻吸收缓效性钾越早
,
土壤供钾性能越差

。

水稻各生育期累积吸钾量变化呈开口 向下的

二次曲线
,

出现前轻
、

中重
、

后减弱规律
。

水稻中期吸钾越高
,

土壤供钾越好
。
土坡速效性钾变

化呈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
,

曲线变化越平缓
,

土壤供钾量越少
。

连续种植水稻吸钾总量占土城

有效钾贮 越多
,
供钾性能越差

。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
,

钾素的含量中上
,
土坡供钾性能好

,

早稻钾肥肥效不显著
,

晚稻极显著
。

粘质三角洲冲积沼泽性水稻土
、

粘质三角洲冲积盐溃强酸性水稻土钾素含量最

高
,

但前者地下水位高
,

后者有酸害
,

影响水稻吸钾
,

钾肥肥效不显著
。

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

积漪育性水稻土等
,
土壤钾素含量

,

供钾性能较好
,
但生产性能高

,

需钾最大
,

钾肥肥效早晚稻

极显著
。

沙质砖红壤性红坡菇育性水稻土
,

钾素含量和水稻吸钾量最少
,
供钾性能最差

,

钾肥

肥效早晚稻十分显著
。

粤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部
,

地处南亚热带
,

气侯温暖
,

雨量充沛
,

土壤肥沃
,

是广东

的主要粮食基地
。

我们对珠江三角洲水稻土中各种形态钾素的含量
、

土壤供钾性能
、

水

稻吸钾特点及钾肥效应等进行了研究
,

现总结如下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我们于 。和 年冬
,
在珠江三角洲不同农业地貌的滩土

、

低沙
、

中沙
、

高沙围田区以及三角洲

境内的低山残丘坑洞田区
,

采集土壤样本 朽 个
,

测定其各种形态的钾
。

土坡供钾性能和钾肥肥效采用大田和盆栽试验进行
。
选择有代表性的土壤进行钾肥肥 效 田 间试

验
。

在每季亩施 斤 尿素
,

夕
,

斤 过磷酸钙 的基础上施 夕 斤和不施钾两处

理
,
三次重复

。
在种植前后测定土坡速效性钾和缓效性钾

,

水稻收后测定植株全钾
。

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与田间试验相应的土壤进行了盆栽试验
。

每盆装土 公斤产在 肥基础上

设施钾和不施钾两处理
,

每个处理八次重复
,
其中五个重复作采样测定用

,

另三个收其产量
。

供试土壤

养分状况见表
。

全钾测定用碳酸钠融熔
,

火焰光度法 缓效性钾用 硝酸煮沸后 分钟
,

其结果减去代换性钾三述 ,

阎玉增
、

粱雄才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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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枯质三角洲冲积强强 番禺禺 一
酸酸性水稻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拈拈质 己角洲冲积沼沼 中山山 一 月  丁丁 斗斗

泽泽性水稻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粘粘质三角洲冲积潜潜 中山山 一 斗斗       !

育育性水稻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拈拈质三角洲冲积能能 南海海 一     !
。

,,

育育性水稻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高高度熟化粘质三 角角 南海海 一
。 。

 
。

   

洲洲冲积潞育性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稻稻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退退化粘质三角洲冲冲 南海海 一
。 。 。

 !!!

积积漪育性水稻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沁沁后砖灯愧姆灯恤恤 开平平 一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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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珠江三角洲土镶钾素含 和分布

从表 可见
,

本地区水稻土全钾
、

缓效性钾和速效性钾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并
,

和
,

与全省土壤相应平均值 多
、

 
、

相比较属中等水平
。

缓效性钾和速效性钾分别占全钾的 务 和 关
,

速效性钾为缓效性钾的 肠
,

这与

一般认为土壤中无效钾 占全钾的 一 关
、

缓效性钾占全钾 一 外
、

速效性钾 占 一

多相比较
,

显得珠江三角洲土壤钾素含量有效部分偏低
。

这与珠江三角洲复种指数

大
、

单位面积产量高
、

施钾量少
、

土壤中钾素被大量带走有关
。

表 结果还表明
,

沙围田区土壤全钾含量较丘陵坑恫田区的高
,

各水稻土之间差异不

很大
,

与未开垦的盐积沼泽土相近
。

但缓效性钾和速效性钾有明显的差异
。

总的看来随

着开垦利用时间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
。

其顺序是 粘质三角洲冲积盐渍沼泽土 粘质

三角洲冲积盐渍水稻土 粘质三角洲冲积盐渍强酸性水稻土 粘质三角洲冲积沼泽性水

稻土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 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积沸育性水稻土 枯质三

角洲冲积沸育性水稻土 退化粘质三角洲冲积漪育性水稻土
。

开垦利用时间越长土壤有

誉 效钾素越低
。

同一开垦年代
,

肥沃的土壤有效钾含量比瘦瘩土壤高
。

丘陵坑炯田区的土

坡钾素含量一般比沙围田地区低
。

它们之间首先是 受成土母质的影响
,

花岗岩成土母质

风化发育的土壤高于沙页岩风化发育的土坡
。

其次
。

较粘较肥沃的土壤比较轻较瘦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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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滩 土土 粘质三 角洲冲积盐演沼泽泽 1
.
91土0

.
2 222 309 土9555 416土 15888

土土土(坦 田))) (
n = 20))) (

。 二 20))) (
。 二 20 )))

低低 沙 田田 粘质三角洲冲积 盐演水稻稻 1
.
9 1土0

.
2888 323士 10999 l石7士 6 111

土土土(咸田 ))) (
。
= 1 4

))) (
, 二 14))) (

。
= 1 4

)))

粘粘粘质三角洲冲积盐渍强酸酸 1
.
80土0

.
3444 377 土 27000 2 19士 13777

性性性水稻土(咸酸 田))) (
, 二 10))) (

。
= 1 0

))) (
,

= 1 0
)))

枯枯枯质三角洲冲积沼泽性水水 1
.
87土0

.
2999 311土333 147士 7777

稻稻稻土(油泥田))) (
, “ 43))) (

, ‘ 43))) (
。 二 嘴3 )))

中中 沙 田田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水 1
.
92土 0

.
2333 29 1土 12222 82土2555

稻稻稻土(油格田))) (
,

= 2 7
))) (

, 二 27))) (。 = 2 7
)))

粘粘粘质三角洲冲积漪育性水水 1
.
77土0

.
3999 192 土9999 67土 3666

档档档土(泥 田))) (
。 ” 2呼))) (

。
= 2 峪))) (

, , 2呼)))

高高沙围田田 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积积 1
.
85士 0

.
3666 229 士9333 65土3000

菇菇菇育性水稻土(泥肉田 ))) (
, 一 3 1))) (

。 二 31))) (
。

= 3 1
)))

退退退化粘质三角洲冲积漪育育 1
.
8 5土0

.
3000 153土 9888 59士 1888

性性性水稻土L泥骨田)
’’

(

,
= 2 8

))) (
。
, 2吕))) (

。 , 2 8)))

城城城质三角洲冲积醋育性水水 1
.
29士0

.
0888 177士8999 64 土3 111

稻稻稻土(沙泥田))) (
。

= 2 1
))) (

。 二 21))) (
。

= 2 1
)))

丘丘
,

睦睦 城质砖红坡性红坡满育性性 0
.
9 2士0

,

7 555 3 6 士 1888 46土 1999

水水水稻土(黄泥田 ))) (
。 一 5))) (

。 二 5))) (
,

= 5
)))

沙沙沙质砖红壤性红壤漪育性性 0
.
6 5土0

.
3000 48土2777 30士 1000

水水水稻土(沙质田 ))) (
, 二 22))) (

, 二 22))) (
。 二 22)))

一一一一一一一

总总 平 均均 1
.
68土0

.
3333 225 土 13888 118土 5222

(((((
, , 245 ))) (

, 二 245))) (
。 ” 245)))

粤

土城钾素含量丰富
。

可见珠江三角洲土壤钾素含量的水平分布明显地是由三角洲前缘向

顶部递减(图 1)
。

( 二) 水稻土剖面层次中钾的含t 及变化

从表 3 看出
,

三角洲冲积发育而成的水稻土
,

剖面中各层全钾含量变化不大
,

缓效性 ,

钾
、

速效性钾随着深度的增加而提高
〔11 ,

提高的幅度随着种植时间的增长而减少
。

而沙质

砖红壤性红壤漪育性水稻土缓效性钾和速效性钾由耕层向底层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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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珠江三角洲钾素含量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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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珠江三角洲水稻土供钾性能

1
.
水稻吸钾特性 许多研究证明水稻不但能吸收土壤中的速效性钾

,

而且也能吸

矛 收土壤中的缓效性钾[2,
3] ,

在本盆栽试验中也同样得到证明
。

试验结果同样还表明在不施

钾肥的情况下
,

水稻不同生育期吸收速效性钾和缓效性钾是不同的 (表 4)o

表 4 表明
,

在分萦盛期前
,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水稻吸收的钾全来自于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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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全钾为各层平均值
。

性钾
,

而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积漪育性水稻土和沙质砖红壤性红壤醋育性水稻土
,

有少

最是来自于缓效性钾
。

水稻幼穗分化以后进人中期生长
,

水稻吸钾量大大地提高
,

此时土

壤中速效性钾也降至较低水平
。

但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仍能维持水稻吸收
,

其

余两种土墩水稻吸收的钾约有 1/2 是来自缓效性钾
。

水稻生长到扬花期后
,

各种水稻土

速效性钾不再下降
,

保持着与分化期相等的水平或稍有回升
,

所以 自此以后水稻吸收的钾

均来自缓效性钾
。

另外水稻各生育期的 累积吸钾量变化见图 2o

从图 2 明显地看出水稻各生育期的累积吸钾量变化
,

均呈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
,

并且

粤

农 4 水箱各生育期地上部分植株吸收土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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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轻

、

中重
、

后减弱的变化规律
。

不同的土壤类型曲线的曲率是不同的
。

在不施钾处理

中
,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和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积赌育性水稻士 (图略)早稻

各生育期累积吸钾量相差不大
,

都比沙质砖红壤性红壤沸育性水稻土的为高 ;晚稻各生育

期 累积吸钾量则是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最高
,

其次是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积

沸育性水稻土
,

最低的是沙质砖红壤性红壤沸育性水稻土
。

三种土壤类型早稻
、

晚稻施钾

处理水稻各生育期累积吸钾量均比不施钾处理高
,

尤其是晚稻
,

两者差异更显著
,

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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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稻施钾对水稻吸钾的影响比早稻大
。

2

.

土城速效性钾和缓效性钾变化规律 土壤在植稻期间
,

由于水稻的吸收导致了

土坡有速效性钾和缓效性钾发生规律性的变化
,

上述三种土壤盆栽试验 的 结 果 列 于 图

3o

图 3 中
,

三种土壤水稻各生育期土壤速效性钾和缓效性钾的变化也符合二次曲线
,

但

不同的土城
,

不同钾的形态曲线的形状不同
。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施钾和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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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植稻期间土坡速效性钾
、

缓效性钾变化

Fig
.
3
Th
o varia石o n o f ex eh an g ea b le K a n d slo w ly a v a ila b le K in

d iffere n t g ro w in g sta g es o f riee

钾处理
,

速效性钾均呈开 口 向上的 二次曲线
,

即在分奠期 (7 天)至孕穗期 (” 天) 随着生

长期的推进而降低
,

齐穗后 (75 天 )又回升 ;缓效性钾变化呈开口 向下的二次曲线
,

水稻生

长前期稍有所上升
,

中期以后缓慢下降
。

可见水稻中期以后才吸收少量的缓效性钾
。

高

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积漪育性水稻土(图略)速效性钾变化与前者大体一致
,

不同的是施

钾处理残留在土壤中的钾量并不多
。

而缓效性钾却与速效性钾变化相同
,

说明水稻分璧

期在吸收速效性钾的同时也开始吸收缓效性钾
,

可见土壤钾素的供应是较为贫缺的
。

沙质

砖红坡性红壤储育性水稻土速效性钾和缓效性钾的变化规律也与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

积沸育性水稻土的相同
,

但是它们都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变化
,

变化幅度较平缓
,

显其明显

缺钾的征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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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3.水稻两季吸钾量与植前土壤速效性钾

、

缓效性钾贮量关系 在每季施氮磷不施

钾肥的情况下
,

水稻连续两季吸钾量与植前土壤速效性钾
、

缓效性钾贮量比较
,

田间试验

结果列于表 5o

从表 5 可看出
,

粘质三角洲冲积盐溃强酸性水稻土和粘质三角洲冲积沼泽性水稻土
,

两季水稻吸钾量是 19. 65 斤 /亩
、

3 3

.

58 斤/亩
,

占速效性钾的 30 %
、

”沁
,

占速效性钾
、

缓

效性钾总量的 11
.
3务和 24

.
7沁

,

可见该两种土壤钾素含量虽很高
,

但前者因受酸害
,

后者

地下水位高
,

影响水稻吸钾
,

故供钾能力并不高
。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
,

两季水

稻吸钾最为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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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速效性钾的 134 多
,

占速效性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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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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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土壤供钾能力最好

。

依此类推
,

高度熟化粘质三角洲冲积沸育性水稻土的供钾能力也是

较好的
。

退化粘质三角洲冲积沸育性水稻土的供钾能力较差
。

沙质砖红壤性红壤 (沙页

岩)赌育性水稻土和沙质砖红壤性红壤(花岗岩 )沸育性水稻土
,

两季水稻吸钾量超过土壤

原速效性钾贮量
。

沙质砖红壤性红壤(沙页岩)沸育性水稻土的供钾量是很低的
。

而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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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红壤性红坡(花岗岩)漪育性水稻土的缓效性钾含i 虽高
,

但供应不出来
,

所以土壤供钾

能力也是最差的
。

沙

(四) 珠江三角洲主要土滚钾肥效应

主要土壤类型钾肥肥效田间试验结果列于表 6
。

可以看出
,

粘质三角洲冲积沼泽性水

稻土
、

粘质三角洲冲积盐渍强酸性水稻土
,

地下水位高
,

有酸害
,

水稻长势不好
,

目前生产

条件下
,

施用钾肥早晚稻均不显增产作用
。

粘质三角洲冲积潜育性水稻土早稻施钾增产不

表 ‘ 珠江三角洲主耍土城钾肥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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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沈道英等 : 珠江三角洲土壤供钾能力的研究 3斗9

奋
显著

,

晚稻施钾能增产稻谷 84 斤/亩
,

达极显著水平
。

粘质三角洲冲积沸育性水稻土早稻

施钾增产稻谷 50 斤 /亩
,

达显著
,

晚稻增产 104 斤 /亩
,

达极显著
。

高沙围田区
,

高度熟化

粘质三角洲冲积沸育性水稻土
,

施钾早晚稻亩增稻谷分别为 61 斤
、

1“ 斤
,

均达极显著水

准
。

沙质砖红壤性红壤沸育性水稻土
,

早晚稻施钾增产极为显著
,

分别达 164 斤/亩和

2” 斤/亩
,

增产率为 35 务 以上
。

上述田间试验结果与土壤供钾能力是基本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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