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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钾肥是指具有高钾低氮磷养分组成的植物的绿色体或秸杆
。
生物钾肥作用的实 质

是 : 植物不断吸收并活化土壤钾
,

富集土壤和水体中钾
,

通过以绿色体或秸秆形式归还
,

促进

土壤钾的良性循环和再利用
。

生物钾肥中钾的溶解度和利用率都较高
,

其供钾性能类似矿质

钾肥
。

在等钾量下
,

各种生物钾肥的增产效果和矿质钾肥接近
。

长期以来
,

我国农业生产中钾主要靠有机肥提供
。

估计表明
: 19 7 9 年南方 13 省以

有机肥形式进人土壤中的 凡 0 3 , 3 万吨
,

占当年以肥料形式进人土壤的 K 2 0 总 量 的

% 多
习。
预侧到 2 0 0 0 年

,

我国钾肥的需要量仍将有 84 外依赖有机肥中钾素供给z)o

迄今为止
,

有机肥做为碳源和氮源在植物营养和改 良土壤中的作用
,

国内外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
,

但对有机肥中钾在改善植物钾营养和土壤钾平衡中的作用的研究却嫌 不 够
。

生物钾肥中
,

占主导的有效养分是钾
,

。

因此研究富钾植物的作用机制及其增产效果
,

对于

开发并合理利用我国丰富的生物钾肥资源
,

保持土壤钾素平衡
,

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

材 料和 方 法

供试土壤有白沙泥
、

黄泥田和潮泥土
。
供试生物钾肥有稻草

、

水花生和向日葵绿色体
。
供试土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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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农化性状和生物钾肥养分含量分slJ 列子表 1 和表 2 。

一

有 2 李物钾肥的养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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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采用田间与盆栽试验
,

室内模拟试验与分析测示等方法
,

兹分述如下 :

(一) 田间和盆栽试验 田间试验处理有 : 1 一对照义水稻亩施 N 动 斤
,

几。
,

, 斤
,

棉花亩施

N 2 2 斤
·

Peo 廿 斤)
·
2

·

K。 (亩施 K
·
。 12 斤), 3

·

风千稻草切。一4 50 斤(施水稻)
, 4

·

鲜水花生

2允听 恤水稻和棉御
·

今向 日葵绿色体 10 00 一” 00 斤恤棉毗 第 2一,

校理按对照妞施氮

磷肥
,

稻草和水花生处理施钾量大体和氯化钾相等
,

向日葵处理为其一半、为保持各处理等氮
·

生物

钾肥中氮素的利用率
,

稻草按 10 % ,

永花生和向 日葵各按 仍% 在底肥 用最中初嗓
,

公粉袱聆朴理和十

口一双
,

增)Ju J 柏早小同施用万任
,

除对照 (柳) 外
,
各处理都施等 量 氮 (N 80

一

PP 。) 磷 (戮。
,

40

神。) 和钾 (K
2
0 70 PP m )

。
此外

,

还增设了脱钾稻草处理
,

该稻草用禽子交换水反复浸提
,

直至无钾

为止
。

各项处理均施入适量 几 叭 M
。

元素
。
另外还用

’

舰 标记稻草 (
‘

,N
榷

12 一必%沁 测定晚

稻吸收标记氮素的比率
,

以便比较稻草做为钾凉和氮源对作物营养的贡献
, 盆栽和田I’ed 试验均重复 4

次钾间小区面积 0. 05 亩
。

此外 , 19

~
19 努 年在黄泥田上设置了定位试验

,

采用紫云英硼季稻栽

培制
,

各处理早稻施等量氮
、

磷肥
,

钾肥只在晚稻上试验(早晚分施处理除外)o 各季紫云英测产后保留

功时 斤原田翻压
。

一

(二) 富钾植物对钾的富集和活化能力的测定

以植物对土壤非代换钾的吸收率表示
,
计算公式如下 :

分别采用了差减法
、

幼苗法和水培法
。

富集能力

植物吸收总钾量一 (试前土壤速效钾一试后土壤速效钾)
植物吸收总钾

只 1 0 0 呱

差减法每盆装土 3 公斤
,

播种供试植物
,

收获后按上式计算其对土壤钾的富集能力 , 测定钾的活化

能力采用幼苗耗竭法
,

每盆装低钾土 2 公斤
,

施入含全钾 11 .1 5呱
,

速效钾 。
.

1“% 的钾长石粉 1卿 克
,

补充氮磷肥
,

播种富钾植物
,

生长 朽天后收获
,

利用差减法测定其活化能力
。

幼苗法系将作物种植在去

掉代换钾的土壤上
,

侧定拿对土壤非代换钟的利用率
。
土壤去钾方法有 : (1 ) 化学代换法 : 采用 扭

的 NH 4o Ac 多次浸提土壤
,

抽吸过滤
,

至滤液中含速效钾 示; p 、 止
,

再用无钾营养液琳洗脱钾土
,

除

去过量按并补充淋失的阳离子
。

(z) 电超滤法
: 供试土壤经 沁刊00 、 系列电超滤 ” 分钟法掉土壤

代换钾后
,

收集残土风干备用
。
将上述两法制备的脱钾土壤分别装入 10 。毫升烧杯中

,

每杯 3。 克
,

杯底

装入石英砂 10 0 克
,

并施人适鼻无钾完全营养液
。
用蒸馏水灌溉

,

连种二期水稻
,

每期生长一个月收获
,

将两次秧苗连根洗净烘千称重
,
分析全钾

。

秧苗吸收钾量减掉空白对照苗吸钾量代表土壤非代换钾的

吸收量
。

水培法用 5 级钾完全营养液
,

每盆盛液 4 升
,

植入水花生茎节 3 根
,

定期测定营养液中 K 十 浓度变

化及水花生干重增长量
,

计算其对溶液中 K + 的回收率和吸钾速率
。

(三 ) 生物钾肥对土壤钾的保蓄(吸附和固定)试验

石
,

组成 sc m 厚的透水层
,

装入供试土壤 石公斤
,

使其容重为

本法采用瓦氏盆
,

盆底铺直径 仇弓月cm 砾

1
.

20 左右
,
下设排永省调节开关

,

摸拟田

间条件
,

使盆内水层垂直渗漏量为每日 4 扭。‘ 插植水稻
,

定期侧定漏液中
·

K + 浓度
_

,

通过计算渗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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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量
,

了解稻草中有机质对土壤钾的保蓄作用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工一) 生物钾肥的增产效果
1

.

田间试验结果 : 在缺钾土壤上
,

施用各种生物钾肥
,

对水稻棉花都有显著增产作

用
。 1 9 8 2一 1 9 8 5 年

,

统计湖北省通城
、

黄破和崇阳 3 县 n 处大田试验
,

施用稻草和水花

生
,

晚稻增产幅度每亩 2 5一 7 8
.

8 公斤
,

平均 4斗
.

6 士 2 0
.

8 公斤
,

增产率 17 .2 拓
。

潮泥土上

施用水花生和向 日葵
,

皮棉增产幅度为每亩 5
,

3一 13
.

1 公斤
,

平均 9
.

5 士 1
.

7 公斤
,

增产率

11
.

7 多
。

水稻除谷粒外也相应增产稻草
,

增产稻谷和稻草憋匕例约为 l : 1
.

2 7 。

通过黄泥田定位试验
,

观察到生物钾肥在双季稻栽培制中的累积效果 (表 3 )
,

以 4 年

平均值表示
,

各处理在晚稻上的平均增产序为 : 氯化钾> 水花生>
合
稻草 +
合
水花

生 > 早晚分施> 稻草
。

其中除第一季稻草处理增产不显著外
,

其余处理各季增产均达显

著标准
。

钾肥残效反映在早稻产量上
,

只有 粤稻草加 粤水花生处理较显著
。

从 4 年
一

-

一 -
·

- - - - - - - -
- -

一

2 2

累积效果看
,

稻谷总产量
,

以氯化钾和稻草各半早晚分施最高
。 可见在缺钾土壤上

, 早晚

分施似更能发挥施肥的经济效益
。

表 3

T a b le 3

生物钾肥在双季稻栽培制中的累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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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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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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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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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3 0 7士斗9
·

222 3 2
。

000 1 1
。

999 2 4 54
。

666 18
。

111 6
。

777 7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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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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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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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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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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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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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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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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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4

2 8 0
。

3

3 D6
。

6

2 7 8
。

2

2 9 0
。

3

2 8 0
。

5

2
.

盆栽试验结果
:
表 4 中各种生物钾肥均比对照增产

,

增产率为 31 一38 多
,

但不同

生物钾肥或同一生物钾肥不同施用方法的处理间
,

产量差异均不显著
,

这是由于施入了等

量钾素
,

而有机肥中钾都呈游离态
,

其利用率相同
,

它们的增产效果也接近
。

另外
,

如以氯

化钾增产值为 1 00
,

则各种生物钾肥的平均增产值约为 8 5 % 。 脱钾草不增产 (其用量与稻

草相等 )
,

从而反过来证明了生物钾肥中钾素是导致作物增产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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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生物钾肥和不同稻草施用方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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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除 c K 和脱钾稻草处理外
,

海盆施 K夕 邹‘ m g ; 草液汾为根施
,

喷为根外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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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土壤钾
几

K u p t舀k e fr o m

5 0 11

5 0 1]

阮
。‘

}
%

。f

(m 宫/ p o t
)
n o n 一 e x c h

.

K

种 植

天 数

D ay s

nl g / p 献

%
o f

n o n 一 e x e五
.

K

种 植

天 数

D a y s

(m g / p o t
)!

n o n 一 e x c h

K

5 7

] 09

16 1

1 夕9
.

斗

2 了8
.

6

3 5 9
。

8

斗0
,

6

呼2
。

8

5 5
.

立 :;:
1夕9

.

2

3 2 7 石 ;:⋯:
9 0 早

8 丁 娩

1 1夕
,

9

2 4 4
。

8 ::{:
白沙泥

2 3 2
。

7

4 9 8
。

]

6多乡
、

4

多呼
。

斗

黑 :冀
39 5

。

7

眨叭5 ;::;
9 0 早

8 7 晚

29 0
。

5

3 4 4
. 7 ::::

57卿161黄泥田

3多9
。

2

6 79
。

0

6 1
。

9

7 0
。

3

41
·

93潮泥土

注 : 土壤缓效钾 : 白沙泥为 ”
、

黄泥田为‘必队 潮泥土为 11 札 ‘K 且 g / 1 00 克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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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右 秧苗对各种形态土壤钾的吸收 (耗竭法 )

T a b le 6 A b ‘o r卫ti o n o f d iffe r e n t fo r m s o f , 0 11
一
K b v r ie e s e e d lin g

(d e Ple t io n m e t h o
d )

处 理 代号

秧苗
吸收钾

(m g / P
o t
)

!I一 IV 111一IV

残存代换钾}非代换性钾

犷r e a t m e n t C o d e
K u P t a k e

b y

s e e d lin g s

月巴料钾

(%)

勺毛 o f

{, e r t
.

K

土壤钾

(% )

%
o f

5 0 11

K

代换钾

仁% 少

% o f

e x c h
。

K

缓效钾

(%)

%
。 f

n o n 一 e x e h
.

K

(% )

肠 of

r C S I
-

e x c h
.

K

炙%)

%
o f

。 。 n 一 e x e h
-

K

琦卜

代换性钾

(邻)

% o f

n o n 一 e x e h
.

K

n几UnUn U,1J1.

土壤十钾

原土

电超 滤土

代换脱钾土
(1 9 8 斗 年)

代换脱钾土
(19 8 3 年)

:琴

8 9
。

0

1 7
。

9

1 4
。

5

12
。

0

注 : 秧苗吸收钾量 (m g K / p
t 。) ~ 秧苗吸钾总量 一空白秧苗吸钾量

。

研究证明 : 随着时间的推延
,

富钾作物吸收缓效钾比例递增 (表 5 )o 在三种供试土

壤中
,

缓效钾含量潮泥土> 黄泥田 > 白沙泥
,

向一土壤富钾植物对缓效钾吸收的绝对量和

比例均随生长期延长而增加
,

向 日葵
、

水花生和水稻都表现一致
。

如早
、

晚稻生长天数相

近
,

在同一土壤上对缓效钾的利用率也相同
。

秧苗耗竭试验进一步证明
,

在白沙泥 上
,

生长

30 天的水稻秧苗吸收缓效钾量 占总吸钾量的 67 % 左右(表 6 )
,

与盆栽差减法测得的缓效

钾吸收率 68
·

3 务 接近
,

可见水稻利用缓效钾能力较强
。

而在施人钾肥时 (原土 + 1洲
·

3 m g

从o/ 钵 )
,

秧苗吸收肥料钾占总钾的 79
.

9 多
,

吸收土壤钾仅占 20
.

1务
。

可见水稻吸收缓效

钾受土壤速效钾含量及施肥影响
,

速效钾低的土壤
,

当不施钾时则强烈吸收缓效钾
。

用脱

钾土壤进行模拟试验
,

是试图通过幼苗耗竭直接测定作物对土壤非代换性钾的吸收
。

_

在

脱钾土上
,

幼苗吸收的钾
,

可基本上视为非代换性钾即缓效钾和部分矿物钾
。

从试验中看

到
,

在这种脱钾土上
,

秧
:

苗仍能正常生长
,

这时秧苗吸收的总钾
,

全部来自供试土壤脱钾前

的非代换性钾库 中
。

经电超滤后
,

土壤中水溶钾
、

代换钾和大部分缓效钾被除去
,

但与 IN

N H
40 A C 抽吸代换法比

,

其代换能力较弱
,

故经超滤后尚残存有部分代换 钾 (约 10
.

5

即m )
。

故秧苗吸收的差数代表电超滤后残存的代换钾
,

但秧苗吸收非代换钾的比例已由

原土的 6 7多 上升到 82
引

8 多
。

植株含钾量与土壤代换钾有高度相关性
‘) ,

但植株含钾量 (K
Zo 关) 与土壤缓效钾有

否相关性则很少报道
。

从各项试验的对照中
,

将各种富钾植物含钾量与其对应的土壤缓

效钾进行回归分析
,

发现土壤缓效钾 (尤 )和富钾植物植株含钾量 (Y ) 呈直线相关
,

相关

系数均达显著标准
。

其回归方程为
: 向 日葵 Y ~ 1

.

1 17 十 o
.

0 1 2 9x
, ; 一 0. 9 8 * * 。

早稻

Y ~ 0. 48 9 十 0. 0 13 3 X , 犷 ~
:

0
.

9 1 * * 。

晚稻 Y 一 0
.

0 0 , + 0. 0 16 1X , :
一 0. 8 7 *

气 其中晚

稻回归方程斜率较大
,

可能反映在低钾土壤上
,

晚稻较早稻和向 日葵更加依赖土壤缓效
。

钾
。

与此同时
,

还对稻草含钾量 (X ) 与水稻产量 (丫 ) 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
,

发现无

劝 朱维和
, 1 98 1: 水稻钾素营养诊断的研究

。

中国土壤学会钾肥学术讨论会文献
。

(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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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花生对溶液中钾的富集
T . ‘1e 争 E 公 r

表 7
_

水花卑二

i心五m o n t o f K + 沁 so lu ti o n b y 法 户五叮ax 群
。记‘ J

一比一产
论早稻或晚稻

,

稻谷产量 (早稻克 /盆
,

晚稻斤广亩)和稻草含钾量都明显相关
。

其回归方程

早稻 y 一 23 .1 + 7
·

SX
, 犷

一 0. 70* ; 晚稻 Y 一 3沁
·

4 十 17 6. 3尤
, ,

一 0. 91 * * 。 可见在缺

资井落
有较大亲和力

。

冬
,

富钾植物对矿物钾的活化
: 植物吸收难溶性矿物钾的研究已有报道 [11

,

利用幼苗

表名 植物对矿物钾的活化能力 (毫克 凡o/ 盆)

T a bl e 名 T h 心 。c t i , 。t io n e aP ab i lity
:

o f p l a n t t 。 ‘i众 e r a
l
一
K (拟g K

,
O / p

o t
)

上少三
活化率邵

吸收钾长石钾
施入钾长石钾

火 1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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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

采用差减法考查了一些作物对钾长石中矿物钾的活化能力 (表 8 )
,

生长 4 3 天的幼

苗
,

利用钾长石中矿物钾约为其全钾的 0
.

24 一0
.

53 %
,

活化能力的大小依次为
:
向日葵>

水稻 > 苏丹草> 玉米> 绿豆
。

初步看来
,

具有发达根系和较大活性根表面积的作物
,

活化

能力较强
。

而活化能力较强的作物
,

往往又是喜钾作物
。

(三 ) 生物钾肥中钾的有效性及利用率

植物体丙的钾呈游离态
,

试验结 果
,

用 2 5 倍的水浸提 3 小时
, 3 种供试生物钾肥中

80 多 以上的钾可被浸出 ;浸提 24 小时后
,

浸出率达 90 外以上
。

用 0
.

5 % N H月 A C 浸提

的效果比水更好
。

国外曾报道雨水淋洗 3 小时
,

稻草中 K 十
损失 50 多 以上闭

。

可见
,

植

物中的钾具有高度可溶性
,

因此在实践中施用千枯的生物钾肥也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

生物钾肥中钾的高度溶解性
,

使它也具有较高的利用率
。 3 种供试土壤上

,

釉
、

粳和

杂交水稻对水花生和稻草中钾的利用率幅度为 7 , 一94 多
,

平均 83
.

2 士 5. 0 务(n 一 8 )
。

模

拟试验侧定生物钾肥中钾的释放
,

发现施肥后 扣 天
,

肥料中钾的净释放量呈直线上升
,

7 5 天左右达到高峰
,

各种生物钾肥和氯化钾的释放曲线十分接近
,

说明两类钾肥的供肥

性能是一致的
。

此外
,

施用
’, N 标记稻草 的结果

,

晚稻对稻草中标记氮 的 利 用 率为

2 3. 2 多
,

尽管此值高于田间实际值
,

按此值计算
,

斗00 斤干草提供的有效氮仅 0
.

5 5 斤
。

由

此看来
,

稻草还田 钾素的提供远比氮高
。

(四 ) 生物钾肥对稻田土壤钾平衡的影响

土壤中钾的收人主要来
:自施肥和灌概水 (含雨水)

。

据采样测定
,

灌概水含量变幅为

1一 4. sp p m
,

平均约 2
.

5一 3P p m
,

据报道
: 由雨水带人土壤的钾每亩仅约 0

.

3 斤。 ,

但这两

部分收人的钾量由于排水和渗漏损失的抵消而十分有限
,

因此施肥和作物吸收常常成为

决定土壤钾平衡的主要因素
。

由于施人钾量常不能弥补作物带走量
。
许多试验结果

,

土

壤钾平衡大多表现亏损
〔2

,

气

生物钾肥以两个方面影
‘

响稻田钾素平衡
,

即 (l) 补充土壤钾的消耗
: 多年定位试验

(表 9 )每年在晚稻施入相当于 12 斤 K刀 的生物钾肥
,

测定施生物钾肥各处理土壤钾的

变化拐果表明
: 与试验前土壤的原始含量比较

,

白沙泥代换钾增加
,

缓效钾降低
,

但总量

亏损 ;黄泥田代换钾减少
,

缓效钾增加
,

但总量增加
。

与对照 (不施钾 )比
,

白沙泥缓效钾减

低和代换钾增加二者相抵结果
,

土壤钾平衡大体和对照区相当
,

黄泥田略有减少
。

这说

明
,

由于施钾区作物生长的改善
,

土壤钾消耗常比对照更多
,

即施钾区产量的增加常伴随

着消耗更多的土壤钾
,

所谓“高产缺钾
”

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
。

白沙泥和黄泥田钾平衡的

差别除了与其产量水平前者高后者低有关外
,

还可能与两种土壤粘土矿物组成有关
。 x

射线衍射分析表明
:
黄泥田以高岭石和绿泥石为主

,

含一定量的蒙脱石
,

白沙泥以高岭石

为主
,

含少量水化云母
。

这种以 1 : 1 型粘土矿物为主的土壤
, K + 缺少专性结合位

,

也缺

少层间钾和固定态钾
,

因此含缓效钾低
,

当代换钾被作物消耗后从缓效钾获得补充
,

因而

使钾的贮备受到消耗
。

而黄泥田由于含较多能固定钾的 2 :l 型粘土矿物
,

缓效钾的贮量

及对钾的缓冲能力高于 白沙泥
,

因此缓效钾含量比较稳定
。

(劝 减少土壤中 K +
渗漏损

失 :模拟试验表明 (表 10 ) 在沙质土 (白沙泥 )上
,

渗漏损失钾量占施人钾的 1 1.2 并
,

比粘

l) 胡笃敬
,

1 9 8七 发展生物钾肥
,

促进农业生产
。

湖南科普
,

总 村期
,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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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钾肥及生物钾肥对稻田土壤钾平衡的影响
T a b le

’

9 E ffe ‘t o f K c l a n d b io
一
K fe r tiliz

e r s
血 K b a l压n c 亡 全n p 合d d y s o ils

原土含量 K C I 草

年份 土壤 项目

It e m

V S

C K

比原土

_

稻

只I C e S t t 压W

水花生

左
.

户h苦lo x e 岁o Zd 尸
‘

in itia l

Y e a r 5 0 11

le v e l

V 吕
-

in it ia l

le v e l

比原土

V S
.

in it ia l

比 C K

V S
.

c k

比原土

V S
.

in it a l

比

V S
.

C K

C k

比原土

V S
.

in itia l

比 C K

V S
。

c k
,

19 8 3

}
19 8 4

代换钾

缓效钾

代换钾

缓效钾

4 2
0

5

9 7
。

6

十 2
.

5 十 4 5
.

3 + 4 3
.

3 十 2 0
。

0 + 17
.

5 十 2 8
一

3 + 2 5
。

8

一 1 3
,

8 一 2 7
.

3 一 13
。

5 一 1 弓
。

8 一 2
.

0 一 16
。

8 一 3
.

0

白沙泥

19 8 2

{

19 8 5

6三
。

8

19
.

7

一 16
.

6 一 1 3
。

3

十 6
。

3

十3
。

+ 3
。

一 17
。

5 一 O
。

9 一 18
。

7 一 2
。

l

+ 6
.

6 十 耳
.

0 一 2
。

6 + 4
。

名 一 1
。

吕

,J,乙

黄泥田

注 : 单位 : 代换钾为 K p p m ,

缓效钾为 m g / 1 0 0 克干土

表 10 生物钾肥对箱田中 K 十 的保蓄作用

T
撇

e i o R o le o f b i。
一
K f e r tiliz o r in r o te n tio n o f K + in p ad d y s o ils

士士 壤壤 处 理理 渗漏损失量占施入 K %
___

555 0 1111 T r e a tm e n ttt
%

o f K lo s t t h r
‘ g h p e二 e o l

a t io n to a p p lie d KKK

0000000一4 夭夭 4一 19 天天 19一 36 天天 36 一78 天天 气
_

对对
0000000一 4 d a y‘‘ 4一 19 d a 犷sss 19一 3 6 d a y‘‘ 3石一7 8 d a y ,, 古 O ‘谷三三

白白白 K C III 2
。

1000 4 、 3 888 2
.

8 000 1
。

9 222 11
。

222

沙沙沙 稻草草 0
.

9 555 2
。

9 777 l
。

0了了 l
。

2 555 6
一

2 000

泥泥泥 脱钾草 K C III l
。

4 000 3
。

5 222 O
。

0999 l
。

1999 6
。

2 000

黄黄黄 K C III 0
0

5 888 1
。

3 555 1
。

4222 O
。

3 555 3
.

7 000

泥泥泥 稻草草 O
。

2 111 ()
。

6 555 1
。

5222 0
。

3夕夕 2
.

, OOO

田田田 脱钾草 K CIII 0
。

0 222 0
,

8 555 1
。

1 333 0
.

1 111 2
。

1 111

昊捅黔蕉骂:
每 日 l. Zm m 高水柱时

,

以 K CI 为对照
,

在 白沙

K cl 处理减少钾损失 5多
。

黄泥 田减少 1
.

2一
,

能增大 K 十 结合能
,

减少 材 随水流失和被土

壤固定 [3]
。

综上所述
、

在集约栽培制下
,

为了防正土壤钾的衰竭
,

应适当提高钾肥用量并配合利

用生物钾肥
,

可扩大归还
,

减少损失
,

促进土壤钾的良性循环
。

{{{
莫椒勋

,

张效朴
,

3 9 页
。

吕殿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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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3

参 考 文 献

几种作物对难溶性钾的吸收利用
。

土壤
,

第 6 期
, 2 27 一2和 页

江苏省沿江沙土区稻一稻一麦的钾素需求特征与土壤钾素平衡的研究
。

土壤肥料
,

第 斗期
,

土壤腐殖质对钾在土澳中结合能的影响
。

土壤通报
,

第 1 期
,

25 一26 页
。

K
, , 19 8 0

: p r
in c ip l“ o f Pla n t N u t r itio

n I n t e r
,

In st
.

W
o r o la u io n B

e r n / Sw it
z o r

l
a n d

,

P3 8 5
·

a n d A m a r a s ir i S
,

L

[sj川川

1 6 ]

N a g a r a重a瓦 S

A N K A
.

S o il

IPI R e s e a eh

O r g a n i
e
M

a t te r S tu d ie s

T o Pie s
, 19 7 6

: Fe r tili
z e r

29 7 7 : u 。。 o f o r g a n i。 m
a t e r ial : 。: f e r tiliz

e r
fo r lo w la n d r ie e l。 眼xL

1 P
.

1 0 1一 10 3
,

IA E A
,

V IE N N A
.

E 又p e r e m e n ts th e N e e d fo r L o n g 一T e r n T
r ia l‘

, p 2 0一2 1
,

一



1 期 沈中泉等 : 生物钾肥的增产作用及对土壤钾平衡的影响 3 9

T H E R O L E O F B IO L O G IC A L PO T A SH FE R T IL IZ E R IN

PL A N T N U T F之IT IO N A N D PO T A S SIU M B A L A N CE

O F SO IL

She n Z h o n g q ia n
,

G u o Y u n ta o ,

L iu L ia n g x U e a n d C a i Qin g
x ia n g

(1 0
5 ; it二 , ‘ o j国

。 11 a n d F o r t ili
z o r ,

H “b e i 才c a d
o m 夕 o f A g r ic u lt“r a l 占c i

e 二 c e s )

S u m m a r y

衬
研

T he b io l吧ie a l Pot a sh fe r riliz e r s (bio
一

K fe r tili
z e r s)

a re th e p la n ts w hie h e a n st r o n g ly

a bs o r b P o ta ss iu m fr o m 5 0 11 a n d a c e u m u la te K r ela tiv ely hig h in its tiss u e
.

T o in v es tig a te th e

m e eha n ism
o f K 一e n rie hin g e a Pa e it y o f b io 一K fe r tiliz e r a n d its in flu e n e e o n e r o P yie ld

, th r e e

tyPic al p la n ts 一r ic e st : a w
, su n flo w e r (fr es h Pla n t、a n d A lter , a , th e ra Philo x e r o id e s (M a rt ) G r i

-

se b w er e u se d in P o t a n d fie ld e x Pe r im e n ts
.

It w a s fo u n d th a t th e y i〔,ld in e re a s e d sig n ifie a n tly b y a PPlyin g th e bio 一K fe r tiliz e r s to

p ot a 、siu m d efic ie n t 5 0 115
.

T h e a v e r a g e p e r c e n ta g e in e r e a se d w a s 17
.

5 士8
.

2 % fo r r ie e g r a in a n d

11
.

7% fo r lin t c ot to n a s e

om Pa re d w ith c o n tr o l
.

IJ o w ev e r , a t e qu a l翻
o u n t o f K le v e l a PPlie d

,

th e r e w a s

加
sig n ifie a n t d iff

e re n e e in y ie ld a
m

o n g a ll tr ea tm e n ts o f p o t a ssium
e hlo rid e a n d

bio 一K fe rtiliz e r s
,

it in d ie a te s th a t the K 一 u p p ly in g e a p a e ity o f bio 一K fe oti liz e r s 15 sim ila r t o

that of K CI
.

In th e te r m s o f a bs o rp tio n r a te o f n o n e 又e h a n g e a b le 一K b y p la n ts tes ted
, th e c a p a -

e ity o f K a e e u m u la tio n w a s hig h d u rin g irs g r o w in g s ta g e
.

B a s e d o n th e to ta l p o ta ssiu m a b
-

s o r b ed
,

6 8一7 6% o f n o n e x e h a : g e a ble
一

K w a s ta k e n u p by rie e p la n t a n d 40一 62 % o f th a t by

; u n flo w e r (s
e e d lin g s ,

57 d a ys

)
.

A s t o A I, e r n a , t人e ; a Ph ilo x e r o id e :
,

the K 十 e o n e e n tr a rio n bo th

in 从g h
e r a n d lo w e r so lu tio n e a n b e

r e e o v e r e d 卜y 9 7% a n d 71一 9 0%
r e sp e e tiv e ly

,

it s ee m s th a t

th e r o ot s
of A lte r n a n th e r a Philo x e r o id es h a v e a str o n g a ffin ity to K 十

.

T h e K + in 5 0 11 e o u 工d be m a n ta in e d b y o r g a n 子e m atte r su p Plie d a s b io
一

K fe r tiliz e r s
.

A s

a r esu lt
, th e 105 5 o f K + fr o m s o il w a s d e e r ea se d by 斗O%

, this b e n e fit w a s m o r e m a r k e d ly fo r

s a n d y 5 0 115
.

D a ta fr o m lo n g 戎e r zn e x p e rim e n t fo r fo u r y e a r s sh o w e d th a t th e K in 5 0 11 aPPe a r e d to

be s

om
ew h a t d ep lete d

, a s e o m p a r ed w ith its o rig in e o n te n t , this z, n b a la n e e 15 m a in ly d u e t o

, h e K re m o v ed b y e r o娜 e x e e s : ;in g th e K su p Ply (9 0 k g K : O / h
a Pe r y e a r )

.

H o w e v e r , th e K

e o n s

um
e d e o u ld be P a r tly r e t一; r n e d to 501 1 b y t h e 讹e o f bio 一K fe r tiliz e r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