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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田试验和田间调查分别在杭州浙江农业大学实验农场黄松土 扒。

和金华盆地红城上进行
。

品种分别为钱江 , 号和协作 号
,

这两处土壤有效钾含全均较低
,

棉花
。 ‘。

杯“ ‘ ,’

“ 生长不良
,

普遍早衰
。

根据土壤中交换性钾的含盆与棉花生

长情况
,

一般可分为四类 土坡交换性钾 , 。 ,

棉花生长正常
,

一 , 。 ,

潜在缺钾

’ 明显缺钾多   
,

严重缺钾
。

棉花叶片含钾 与土城交换性钾含全呈正相关
,

, · 。
·

, ,

显著性超过 水准
。

大田试验表明
,

施用钾肥能提高棉花叶片含钾
,

增加叶面积和叶绿素含 以及 的

同化率 钾还能促进叶片中细胞色素氧化酶和硝酸还原酶的活性
,

提高气孔导度
,

降低水分的

燕腾速率
。

缺钾叶片结构松弛
,

角质层发育不良 正常叶片结构紧密
,

角质层发育良好
。

叶片

含钾里无论在苗期
、

初花期
、

盛花期
、

花铃期
,

均与皮棉产 呈正相关
,

达到显著水准
。

乡

钾是棉花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

棉花需钾 量常比氮
、

磷
,
高

,

如只靠土城的自然含钾盆
,

往往不能满足棉花高产的要求
。
合理施用钾肥

,

对提高棉花产

和品质均有良好的效果
。

钾在植物体内多分布在代谢较旺盛的组织中
。

土壤含钾 不

足
,

引起棉花生长不良
,

常发生早衰
。

本文主要研究土壤中有效钾含盘与棉花缺钾的症状

以及钾对棉花的营养作用和对产量
、

品质的影响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分别在杭洲浙江农业大学农场黄松土和金华盆地红坡上进行
,

土坡肥力状况见表
。

大田 式

脸于 , 年采用随机排列
,

分 个处理
,

次重复 于 , ‘年仍在校农场黄松土以拉丁方排列
,
改为

个处理
。

氮肥用硫钱
,

磷肥用过磷酸钙
,

钾肥用氯化钾
。

基肥每亩用氮 公斤
,
磷 公斤

,
钾分不拖

和不同等级用量
。
另 公斤氮作追肥施用

。

棉花品种各年间均选用钱江 , 号
。
在金华地区

,

着重研究

土城交换性钾与棉花生长的关系
。

品种为协作 号
。

叶片测定选用第 斗
、

第 位叶
。

全钾里用火焰光度法测定川
,

土城交换性钾用  ‘

提取

叶绿素含最用
”

法“ , 同化串
、

气孔导度和叶片蒸腾速率用
一‘。。。便拥式光合作用测定

系统 细胞色素氧化酶用氧电极法
‘, , , 硝酸还原酶用 还原法川

。
粗脂肪用脱脂残余法 各种脂

肪酸的组成用岛津
一 人 气相色谱仪分析

,

提取剂为苯 石油醚一 川
。

参加工作的还有林荣新
、

蒋式洪同志
,
一并致谢

。

本文于 年在南京国际旱地土斑甘理与施肥学术会议上交流
,
并曾在会 七宜说

。

,



期 孙 羲等 棉花钾素营养与土壤钾素供应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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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奥

一 棉花叶片全钾 与皮楠产,

棉花生长在缺钾土壤上表现生长不良
。

初期叶片转为暗绿色
,

边缘黄到棕色
,

出现 除

褐色斑点和斑块
,

叶片提早脱落
,

植株早衰
,

影响棉铃成长
,

所以产量很低
。

在缺钾土壤施用钾肥
,

棉花生长正常
。

在第
、

第 , 叶片上含钾量无论在蕾期
,

初花

期
、

盛花期及花铃期均与皮棉产量呈正相关
,

经统计分析
,

均达到显著水准 表
、 。

衰 棉花叶片含钾 与皮枕产 的关系
 亡

皮棉产 !
叶 片 含 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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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3 枕花叶片含钾且与皮楠产t 间的相关系橄和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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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滚有效钾含. 与楠花生长的关系

于金华盆地取 105 个土壤样本
,

将各种土壤交换性钾的含量对照棉花(协作 2 号)缺

钾的生长症状
,

初步划为四级” 土壤交换性钾> 90 PP m 为正常;70 一90 PP m 为潜在缺

钾;< 70 ppm 缺钾;< 50 ppm 严重缺钾
。

此外
,

采集了 49 个叶样本
,

测定含钾量
,

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
,

棉株叶片含钾

t ( 多)与土壤交换性钾 (PP m ) 之间成正相关
, ,

一 。
.
9 2 8 ,

其回归方程为
: y ~ 0. 1。。9 +

o
.
0 0 4 6 7 x ,习。

( 三) 钾对千杭花的! 并作用

试验是在校农场黄松土上进行的
。

结果表明(表 4
、

, )
,

钾能增加棉花的叶面积和叶

绿素含t
,

还能提高气孔导度
,

有利于吸收 C q
,

提高叶片 C q 的同化率
。

K
十
离子本

身是渗透性阳离子
,

有渗透调节功能
。

在日光下
,

保卫细胞内 K
十
增多

,

使其水势降低
,

引

起保卫细胞吸水
,

膨压增大
,

促进气孔张开
,

有利于 C q 吸收同化闭
,

反之如 K + 外溢
,

则

气孔关闭
「9] 。

钾还能促进细胞色素氧化酶的活性
,

有利于棉株进行正常呼吸
。

试验还指

出
,

钾能减少叶片的蒸腾速率
,

有利于经济用水
,

对于抗早起了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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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对千楠花气孔导度蒸肠作用
,

细饱色亲级化碑和

硝截还康醉活性的形响(盛花期
,

l ,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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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钾对千楠花叶片徽结构的影响

图版 I照片
’

l 中电子显微镜的照片表明
,

棉花缺钾和富钾叶片的微结 构 有很 大差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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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滚有效钾含. 与楠花生长的关系

于金华盆地取 105 个土壤样本
,

将各种土壤交换性钾的含量对照棉花(协作 2 号)缺

钾的生长症状
,

初步划为四级” 土壤交换性钾> 90 PP m 为正常;70 一90 PP m 为潜在缺

钾;< 70 ppm 缺钾;< 50 ppm 严重缺钾
。

此外
,

采集了 49 个叶样本
,

测定含钾量
,

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
,

棉株叶片含钾

t ( 多)与土壤交换性钾 (PP m ) 之间成正相关
, ,

一 。
.
9 2 8 ,

其回归方程为
: y ~ 0. 1。。9 +

o
.
0 0 4 6 7 x ,习。

( 三) 钾对千杭花的! 并作用

试验是在校农场黄松土上进行的
。

结果表明(表 4
、

, )
,

钾能增加棉花的叶面积和叶

绿素含t
,

还能提高气孔导度
,

有利于吸收 C q
,

提高叶片 C q 的同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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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离子本

身是渗透性阳离子
,

有渗透调节功能
。

在日光下
,

保卫细胞内 K
十
增多

,

使其水势降低
,

引

起保卫细胞吸水
,

膨压增大
,

促进气孔张开
,

有利于 C q 吸收同化闭
,

反之如 K + 外溢
,

则

气孔关闭
「9] 。

钾还能促进细胞色素氧化酶的活性
,

有利于棉株进行正常呼吸
。

试验还指

出
,

钾能减少叶片的蒸腾速率
,

有利于经济用水
,

对于抗早起了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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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钾对千楠花叶片徽结构的影响

图版 I照片
’

l 中电子显微镜的照片表明
,

棉花缺钾和富钾叶片的微结 构 有很 大差

别
。



土 坡 2, 卷

�.肠O

(妞牙卜,级尔月探粗送珍加互51侣qP吕‘李
01卜Jo

。

/

尸一一42
�.山丘n么

} 容
O‘
ee

- , 尸

K o

L 每株棉花总花数; 11 . 每株棉花总铃数 ; 1
.
8 月 , 日前每株棉花上的花数; 2 .8月 , 日前

每株招花上的铃数; (1) 8 月 , 日后每株搞花上的花数 ; (2 ) 8 月5 日后每株棉花上的铃数
。

图 1 钾对于棉花的花
、

铃数的效果(品种: 钱江 9 号 ; l, 8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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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钾土城生长的棉花
,

叶片结构松弛
,

角质层发育不良
,

易受病虫的感染;施钾肥的

土壤
,

叶片结构紧实
,

角质层发育良好
,

不易感染病虫害
。

据观察
,

缺钾叶片蚜虫很多
,

正

常叶片未发现有蚜虫
,

而且水分蒸腾速率较小
,

保持棉花经济用水
。

( 五) 钾对千楠花产l 和品质的作用

棉花产t 主要决定于三个组成部分: 种植密度
,

每株棉花的平均铃数和每个铃的平

均皮棉重
。

凡是影响其中的任一组成部分都要影响产量
。

试验指出
,

钾可增加花
、

铃数和

每铃的皮棉重
,

所以能提高单位面积皮棉产量
。

图 1是钾对于棉株花
、

铃数的影响
。

图版

I照片 2 是不同用最钾处理的棉花萌果外形
。

棉花缺钾引起叶片早衰
,

落花落铃
,

形成不

正常的朔果;施用钾肥叶片不早衰
,

减少花铃脱落
,

萌果生长正常
,

故能提高棉花产t 和品

质
。

表 6
、

表 7 表明
,

钾对棉花产量组成各部分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
,

对优质花的数量和

纤维长度也有良好的效应
〔目 。

钾还能提高棉籽的发芽率(表 9)
,

对千拉重和种子生命力虽

然较对照处理高
,

但钾肥用量的多寡对千拉重和生命力并无规律
。

钾对棉籽仁中粗脂肪

和亚麻酸亦有提高的效果 (表 8)
。

总之
,

钾不仅能提高棉花产量和纤维品质
,

而且还能提

高棉籽的发芽率以及棉籽仁中粗籽肪和亚麻酸
,

有利于工农业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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