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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镇词 杂交水稻
,

需钾特性
,

土壤供钾特性
,

钾肥的施用
,

产量
,

钾素利用率 。

杂交水稻具有较强的吸钾能力和吸钾强度
。

由于种植杂交水稻较之常规水稻能获得

更高的产t
。

因此
,

当前在杂交水稻高产栽培中重施钾肥已带有普遍性
。

据调查
,

生产水

平较高的水稻产区
,

每公顷施钾量(K
: O )多在 150 一 2 25 公斤

。

鉴于我国当前钾肥资源贫

乏
,

不少研究者
,

从杂交水稻对钾素的吸收
、

利用角度进行研究
,

以探讨钾肥的合理施

用汾”。 但从杂交水稻各生育时期吸钾特点出发进行施钾技术的研究则见诸甚少
。

本试

脸系根据杂交水稻各生育时期的吸钾特点以及该时期的土城供钾特点为基础
,

以研究其

施钾技术
,

为合理施用钾肥提供科学依据
。

斗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脸在本所试验场进行
。
供试土壤为第四纪红色粘土 母质发育的红黄泥水稻土

,

肥力中上
。

试验

l , , , 一l , 8 。年为定位试验(两年四季均在同一块田固定的小区内进行); l , 78
、
l , 8 , 年各季分别在不同

的田块上进行
。

土城的主要农化特性见表 1 。

供试水稻品种与组合 : l , 7 8一1 , 8 0 年
,
早稻

,

杂交水稻为
“

珍汕 ” A x 早恢 1 号” ,

常规水稻为“湘

淆早 , 号气晚稻
,

杂交稻为“威优 6 号” ,

常规稻为 “洞庭晚釉”。
1 , 8 , 年早稻

,

为杂交稻“柳野 97 A x 早

恢 l 号”
,

晚稻为“威优 6略,’a

试验设计 : l , , 8 年早稻设 : (l) 无肥区(不施任何肥料 ) ; (z) 饼肥区 (菜枯饼 1 1” k g / h
,

计

(K
:
0 ) 一8

.

7 5 k g /、
‘
) : (3 ) N p (氮 2 2 5 k g邝

a , p
:
o

.
1 2 o k g / h

a ,

下同) ; (4 ) N p K
:

(K
:
o 6 o k g / h

‘
) ; (5 )

卜p K
.

(K
* o 一。, k g / h

。
) ; (‘) N p K

:

(K
,
0 1, o k : / 卜

a
)
。
晚稻除 K

: 、
K

, 、
K

,

分别为 (K
,
o )7 5

、
1 5 0

、
2 2 ,

k ‘/ h
“

外
,

其余均同早稻
。

l , 7 9一1 9 8 0 年设 : (l ) 无肥区 ; (1) 饼肥区 (菜枯饼 7 5 o k g / h
一 ,

计 (K
:
o ) 12

·

‘sk g / h
a ) ; (3 ) N p

(抓 1 8 0 k ‘/ b
. ,

p
,
o

.
1 8 o k ‘/ h

a ,

下同) ; (峪) N p K
:

(K
:
o 7 sk g户

a
)

,
(s) N p K

:

(K
:
o 1 5 ok g / h

a
)
o

一, s , 年钾肥用里试验设 ; (一) 无钾 (氮 一s ok ‘/ 卜
,

p
,
0

.
l z ok ‘/ 孙

a ,

下同) ; (z ) 钾 (K
*
0 ) , 7

.

,

t ‘/ ‘
a ; (3 ) 钾 (K

:
o )7 , k g / h

. ; (峪) 钾 (K
,
o ) 1 1 2

.

, k ‘/ h
一; (, ) 钾 (K

,
o )一so k ‘/ h

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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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 供试土滚的主共农化怜性

年年 份份 季8lJJJ p HHH 有机质质 全 抓抓 碱解氮氮 全 (P : 0
一

))) 速效(P
:
0 ,

))) 全 (K
:
0 ))) 速效(K

:
O )))

(((((((((g lk g ))) (g / k g ))) (rn g lk g ))) (9 Ik g ))) (m ‘/ k g ))) (g / k g ))) (m g / kg )
··

1119 , 888 早稻稻 ,
。

‘‘ 3 2
。

6 000 1
。

6 000 1 7 222 l
。

6 000 4 2 2 .....
, 222

晚晚晚稻稻 ,
。

lll 3 1
。

0 000 l
。

5 000 2 0魂魂 l
。

1 000 吸6 , ..... , 000

lll , 79 一1 9 8 00000 ,
。

lll 2 7
,

1000 l
。

3 000 8 888 l
。

3 000 皿6 3 ... 12
。

, 000 今999

1119 色555 早稻稻 4
.

222 2 ,
.

1000 丘
。

7 000 14 000 l
。

1000 1 2
。

888 1 1
。

1000 3 555

晚晚晚稻稻 咭
。

333 2 8
,

3 000 1
。

7 000 14 666 l
。

1000 1,
.

今今 1 0
.

0 000 3 222

. 0
·

0 , m o l/ L H : 5 0 .

浸提
。

氮
、

磷
、

钾配施试验设 : (1) 无肥区 ; (2) 氮肥区 (早稻 N ls o k : / h
a ,

晚稻 N l . o k : / h
一 ,

T 同) ;

(, )磷肥区 (p
,
o

,
g o k : / h

. ,

下同) ; (一) 钾肥区 (K
,
0 lx z

.

, k : Ih
一,

下同) ; (, ) p K ; (‘) N K ; (7 )

N P ; (8 ) N p K o

田间试验均采用随机排列
,

重复 3 次
,

小区面积 3 3
,

3 , 二 , 。

除各季土壤翻耕前取土和收获后取植株和土样作基本分析外
, l , 7 8一1 , 8 。年在各季水稻生长期间

,

每 , 天取 l 次植株和土样
,

植株以干样测定全t 氮
、

磷
、

钾 ;土样以湿样测定碱解氮
、

速效磷
、

钾
。

测定方

法按常规方法进行
。

扭
二

、

结 果 与讨 论

(一 ) 杂交水租的器钾特点

1
.

需钾数量和吸钾特点 杂交水稻较常规水稻需要更多的钾素
,

这是因为杂交水

稻具有旺盛的生长势和繁茂的营养体
。

农 2 不同水稻对钾素的吸收利用情况 (l , , , )

处处 理理 稻 别别 稻草草 稻草总钾钾 稻谷谷 祖谷总钾钾 总钾ttt

(((((((k g / h
a
))) (k g lh

a
))) (k g lh

一))) (k ‘lh
‘
))) (k g lh

a
)))

早早 祖祖 无钾钾 杂交稻稻 3 86 2
.

, 0 000 1 1 0
。

1 000 6 , 9 6
。

8 555 4今
。

2 ,, 1, 4
。

3 ,, 14
。

2 ,,

常常常常规稻稻 3 5 2 ,
。

0 000 , ‘
。

l ,, ‘4 5 4
.

0 ,, 4 3
。

, ,, l峪0
。

100000

施施施钾钾 杂交稻稻 5 0 5 5
。

0 000 2 1呼
。

0 555 6 7 7 0
.

今000 6 1
。

2 000 2 7 5
。

2 ,, 3 0
.

, 000

常常常常观稻稻 4 6 8 7
。

, 000 19 7
。

2 555 “ 3 7
.

5 000 47
。

1000 2 4 4
。

3 ,,,

晚晚 租租 无钾钾 杂交稻稻 5 10 0
.

0 000 10 7
。

1 000 , 9 6 9
.

2 ,, 2 8
.

0 ,, 1 3 5
。

l ,, 3 1
。

8 000

常常常常规稻稻 3 7 8 7
.

5 000 7 9
。

9 555 弓5 8 1
.

0 000 2 3
。

4 000 10 3
。

3 ,,,

施施施钾钾钾 5 0 2 5
。

0 000 16 3
。

8 000 6 9 2 3
。

2 ,, 3 7
。

, ,, 20 1
。

7 ,,

444444444 4 2 5
.

0 000 15 8
。

8 555 5 3 7 2
。

2 ,, 3 0
。

0 000 18 8
。

8 ,,

份
据我们 19 7 9 年的试验结果 (表 z) 表明

,

杂交水稻一生中累积 吸钾t 远多于常规稻
。

无钾区
,

杂交早稻较常规早稻多 14
.

2 5k g / h‘ 杂交晚稻较常规晚稻多 31
.

sk g /hao 施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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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杂交早稻较常规早稻多 30
.

9k g / ha ; 杂交晚稻较常规晚稻多 12
.

g k g / h
a 。

以 100 0k g 稻谷计
,

无钾区
,

杂交早稻较常规早稻多吸收 36
.

34 多 ; 杂交晚稻较常规晚

稻多吸收 0. 70 肠
。

施钾区
,

杂交早稻较常规早稻多吸收 20
.

86 多 ; 杂交晚稻则相反
,

较常

规晚稻少吸收 3 4
.

24 并
。

表 2 还可以看出
,

同一处理中
,

早稻比晚稻吸钾t 多
。无钾区

,

杂交稻多 19
.

2 公斤
,

常

规稻多 36
.

” kg
。

说明早稻有明显的奢侈性吸钾现象
。

若将水稻从移栽至分典期为生育前期
,

分莫至齐穗期为生育中期
,

齐穗至成熟期为生

育后期
,

则杂交水稻各生育时期对养分的吸收比例不同 (表 3 )
。

由表 3 可见
,

在施肥情况

下
,

杂交早稻前期对钾素的吸收较少
,

占本田全生育期吸钾总量的 12
.

52 % ; 中期吸钾比例

剧增
,

占本田全生育期吸钾总量的 57
.

48 关 ; 后期吸钾的比例仍高达 30 %
。

杂交晚稻则不

同
,

前期吸钾较多
,

占本田全生育期吸钾总量的 22
.

。关
,

中期吸钾 72
.

06 多
,

后期吸收

5. 93 关
。

表 3 结果说明
,

无论是杂交早稻还是杂交晚稻
,

都 以生育中期吸钾比例为大
,

占

本田全生育期吸钾总t 的 50 一70 多山
。

衰 3 杂文水稻各生育时期吸收并分的橄t 和比例(1 , , 8一i , 8。)

苍

P
:
0

,
K : 0

⋯
一稻

处 理 组合 l生育时期
吸收t
(k g lha

)
(% )

吸收 t
(k g lh

a
)

(% )
吸收t
(k g / h a

)
(% )

前前前期期 2 3
。

8 555 2 3
。

8 ,, 18
。

7 ,, 2 6
。

斗555 29
。

8 555

不不 旅 肥肥肥 中期期 5 7
。

, ,, 弓3
。

9 555 3 ,
。

2 ,, 4 9
。

7 444 8 3
。

嘴000 5 6
。

3 333

珍珍珍汕9 7A 火火 后期期 2 2
。

0 ,, 2 2
。

1 666 1 6
。

9 555 23
。

8 111 3今
。

8 000 2 3
。

4 777

早早早恢 1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前前前前期期 3 2
。

8 ,, 16
。

0 444 9
。

, 000 1 1
。

1333 3 9
.

0 000 12
。

5 222

施施 肥肥肥 中期期 9 ,
。

7 000 4 6
。

8 444 , 呜
。

0 000 6 1
。

0 999 17 8
.

8 000 介
。

4 888

后后后后期期 7 ,
。

9 000 3 7
。

1222 2 4
。

‘000 2 7
。

7 888 9 3
。

3 000 3 0
。

0 000

晚晚 稻稻

前前前前期期 17
。

呼000 19
。

7‘‘ 1 1
。

8 555 2 ,
。

9 000 3 1
。

6 ,, 2 2
。

2000

木木 施 肥肥肥 中期期 6 0
。

7 ,, 6 9
。

2 000 2今
。

1 ,, , 2
。

7 999 7 6
。

3 ,, , 3
.

, 555

成成成优 ‘号号 后期期 9
,

7 ,, t l
。

0 444 9
。

7 ,, 2 1
。

3 111 3呜
。

6 ,, 2咚
。

2 ,,

前前前前期期 4 3
。

6 ,, 2 6
。

‘略略 1 2
。

3 000 1 4
。

9 000 6 3
。

3 000 2 2
。

0 111

旅旅 肥肥肥 中期期 8 3
。

7 000 , 1
。

1 222 弓3
。

1 000 6 峪
。

, lll 20 7
。

000 , 2
。

0 666

后后期期期 2 2
。

2丹丹 1 6
。

8 000 2 0
。

3 999 1 7
。

1000

在不施肥的情况下
,

无论是杂交早稻还是杂交晚稻钾的吸收量都比施肥区为少
。

早

稻为施肥区的 47
.

” 务
,

晚稻为施肥区的 49
.

“%
。

生育中期的吸钾比例分别为 56
.

33 务和

, 3乃 , 劳
。

这一现象说明
,

杂交水稻生育中期吸钾最多
,

是其内在的需肥特点
,

在我国当前

钾肥资源贫乏的情况下
,
生产上可攀握这一特点

,

将有限的钾肥集中应用到水稻生育中

期
,

以提高钾肥的经济效益
,

这对增产增收都具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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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杂交水稻各时期的钾素营养特点 据我们 1 9 7 8一 1 9 8 0 年 3 年对杂交水 稻 各生

育时期测定结果表明
,

杂交早稻地上部全株干物含钾高峰在生育前期
,

而单位时间每公顷

植株的吸钾高峰则在生育中期
,

整个生育过程只出现一个明显的吸钾高峰
。 3 年测定结果

平均是
,

杂交早稻施肥区 (每公顷施钾 (K lo )1 50 k g )
,

前期植株干物含钾 4
.

2拓
,

中期

2
.

8 %
。

而每天每公顷植株吸钾量生育前期为 1
.

9 , k g / h
。 ,

生育中期为 9
.

6 k g /h
。 ,

生育中

期为生育前期的 4
.

9 倍
。

杂交晚稻施肥区植株生育前期含钾量 4
.

35 关
,

中期为 2
.

95 务
。

每天每公顷植株吸钾

t 前期为 4
.

9 5 k g
,

中期为 1 1
.

5 5 k g
,

中期为前期的 2
.

3 倍
。

(二 ) 土垠的供钾特点

在水稻生长期间
,

由于温度的变化和水稻的吸收导致土城速效钾发生规律性的变化

(图 1 、 2 )
0

重
耳

、 里
飞芯少 辜

80创,0洲

�岁亩E�翻如拱侧众璐引

娜
10 即 加 40 50

移栽后天致《天)

60 70

移续后天孩《天 )

种稻施肥 ; 2 不种稻不施肥 ; 3 种稻不施肥

图 1 杂交早稻生长期间与土城供钾规律

种稻施肥 ; 2 不种稻不施肥 ; 3 种稻不施肥

图 2 杂交晚 稻生长期间与土坡供钾规律

图 1 看出
,

杂交早稻施肥区土壤速效钾自水稻返青后(移栽后 5 天)直线上升
,

分莫末

期(移栽后 25 夭)达到高峰
,

25 天后迅速降低
,

抽穗期降至最低水平
,

比不施肥区还低 ;不

施肥区和空白区 ( 19 8 。年增设 ) 与施肥区基本相似
。

图 2 看出杂交晚稻施肥区土壤速效

钾水稻移栽后 巧 天达到高峰
,

比早稻早 10 天
,

巧 天后迅速下降
,

移栽后 30 天达到最低

水平 ;不施肥区基本一致
,

空白区土壤速效钾含量高峰出现的时间晚 10 天
,

且高峰维持的

时间长
。

(三 ) 杂交水稻钾肥的施用技术

1
.

钾肥不同用里对稻谷产量的影响 在同一施肥方法的条件下
,

不同钾素用t 对

稻谷产t 的影响均具有显著差异
,

经方差分析( 5 个处理
,
3 次重复)

,
F 值早稻达到 17

.

3 2 ,

晚稻达到5
.

81 的显著水准
。

早稻在每公顷施钾( K ZO ) 75 k g (产 t 7 7 2 0
.

0k g / h :
)

,

晚稻每

公顷施钾 1 5 0 k g (产量 7 8 8 0
.

0 0k g /h
。 )

,

在此施肥范围内
,

稻谷产最随施钾 t 的增加而提

高(表 4 )
o

19 7 9一 1 9 8 。年进行的不同钾肥用量定位试验 (表 , )表明
,

杂交水稻钾肥的效果
,

是

晚稻产t 高于早稻
,

并且有随着种植茬数的增加效果越趋显著的现象
。

这一现象对杂交

水稻种植老区指导钾肥的施用具有意义
。



土 坡 学 报 2 9 卷

农 ‘ 不同钾素用t 对稻谷产工的形响(1 , 8 , )

旅钾t

(互9 1肠)

产 t

(k Blh
.
)

与无钾区

比较

与 3 ,
.

弓k g 区

比较

与 7 5 k g 区

比较

与 1 12
.

sk g 区

比较
备注

KKK 000 ‘8 0 5
。

0 0000000000000

盆盆 3 7
。

,, , 15 0
。

0 000 3碍5
.

0 0 ......... L
.

5
.

000

KKK , ,
。

000 , , 2 0
。

0 000 9 1弓
.

0 0 . 奋奋 , 7 0
.

00二二二二 0
。

0 , 。3 1,
.

‘‘

KKK 1 12
。

555 , 6 0 0
。

0 000 7 9 5
.

e ot ...
今, 0

。

0 0 ... 一 1 20
。

0 00000 0
.

0 1二4 , 9
.

1,,

KKK l, 0
。

000 , , 0 0
。

0 000 8 9 5
.

0 0 * ***
, 5 0

,

0 0二二 一 20
。

0 000 1 0 0
。

0 0二二二

KKK 000 7 0‘,
。

0 0000000000000

KKK 3 ,
。

555 , ‘3 ,
。

0 000 , 7 0
。

0 0 ......... L
一

S
一

DDD

KKK 7 ,
。

000 7 4 80
。

0 000 4 15
.

0 0 ... 一 1 , ,
.

0 0000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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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钾肥不同施用时期对稻谷产t 的影响 上述杂交水稻各生育时期的吸钾特点和

土坡的供钾特点表明
,

杂交水稻生育前期需钾量少
,

根系吸钾能力强
,

土壤供钾充分
,

常表

现为土城供钾过剩
,

而到生育中期(植株吸钾高峰期 )
,

土坡钾素处于最低值
,

钾素供不应

求
,

故常造成中期缺钾
。

如能在施肥技术上采用中期施钾
,

用人工补钾的办法来协调植株

吸钾和土坡供钾之间的矛盾
,

就能够充分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 1 9 8 5 年晚稻期间

,

我们在每公顷施钾 (Kz O )1 1 2
.

, k g 等钾最的基础上
,

设计了不同施钾时期试验
,

结果见

表 6
0

表 6 可以看出
,

在每公顷施钾 1 12
.

, kg 的情况下
,

孕穗期 (生育中期 )施钾较分莫期

(生育前期)施钾处理增产稻谷 5
.

16 %
。

从产量构成因素上看
,

孕穗期施钾处理
,

表现为每

平方米穗数和每稼实粒数增加
,

千粒重略有降低
。

3
.

配施氮磷肥对稻谷产盘及其对钾素吸收利用的影响 水稻吸钾的多少和钾素利



3 期 刘运武 : 杂交水稻施钾技术的研究 , 3 3

农 ‘ 杂交水稻不同施钾时期对稻谷产且及产且构成因紊的影响

今 处处 理理 每乎方米穗穗 每穗实粒粒 千拉重重 产 ttt 比 K 。 处理增产产 比分典期施钾处理增产产

数数数(穗))) 数(校))) (g ))) (k g / h
a
))))))))))))))))))))))))))))))))))))))))))))) (((((((((((((k g lh

一
))) (% ))) (k g lh

a
))) (肠)))

对对 照照 3 6 000 8 666 2 7
。

000 6 7 0 6
。

500000000000

KKK ll2
.

5 k ggg 今1222 9 333 2 6
。

000 7峪6 6
。

5 555 7 6 0
.

0 ,, 1 1
。

3 3333333

(((分典期施)))))))))))))))))))

KKK 1 2 2
.

, k ggg 今2 000 9 777 2 6
。

555 7 8弓l
。

6 000 1 14 ,
。

1000 17
。

0 777 3 8 ,
。

0 555 ,
。

1 666

(((孕德期施 )))))))))))))))))))

用率的高低
,

不仅与土壤供钾多少有关
,

而且还受最小养分因子的影响(表 7 )
。

表 7 可以看出
,

在土壤速效钾 32 一35 m g / k g 的红黄泥水稻土上
,

种植杂交水稻单施

钾肥
,

钾的利用率仅为 48
.

67 一 76
.

13 务
,

当配施氮肥和氮
、

磷肥后
,

钾的利用率分别提高

到 8 0
,

8一 9 7
.

8 7 % 和 8 7
.

4 7一 10 7
.

8 7外
,

较钾肥单施
,

钾肥利用率提高 2 1
.

7 4一 3 2
.

13 并

和 3 8
.

8一3 1
.

7 4 %
。

表 7 氮
、

磷配施对杂交水耗吸钾
、

相谷产, 及钾镶利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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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配施氮
、

磷肥后
,

植株体内含钾量增加
,

促使植株体内非蛋白质氮减少
,

蛋白质氮

增加
,

产t 提高
,

稻米品质改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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