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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对冬小麦越冬性及农艺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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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钾能不同施肥量处理，研究了钾肥对冬小麦越冬性及农艺性状的影响。结果表

明，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越冬率明显提高。因此，可以通过增施钾肥提高冬小麦抗寒性，以促进其

安全越冬。不同施肥量处理之间在主穗小穗数、有效小穗数、单株粒重等主要产量因素及小区产

量上具有显著差异。冬小麦施用钾肥的适宜用量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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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是作物生长发育必须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钾肥可以增加作物的产量已有不少研究3"4，

但在东北地区通过钾肥提高冬小麦的越冬率，进而增加冬小麦产量的报道甚少。越冬率是冬

小麦能否在东北地区种植并大面积推广的关键因素。因此，钾肥对越冬率的提高极其重要。

本试验的目的旨在探讨钾肥用量和越冬率之间的关系及钾肥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以期为

当地冬小麦种植及制定增产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及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所用冬小麦品种为加 %5$，种子由牡丹江军马场提供。所用钾肥为硫酸钾!含氧化

钾 )$6’。施用量设 7 个水平，分别为 $、")、#$、1)、%$、()、5$ 和 "$) *+ , -.&。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次重复。"$ 行区，行长 1 .，行距 $0# .，小区面积 "& .&。&$$$ 年 5
月 "1 日播种于军需大学试验田。施肥方式为种肥一次施入3&4。

!+( 试验方法

!"#"! 越冬率测定

在冬小麦越冬前、后定点调查茎数，计算越冬率。计算公式：

越冬率!6’ 8 越冬后茎数
越冬前茎数

9 "$$

!"#"# 考种与测产

每小区取样 "$ 株进行室内考种。考种项目为：株高、穗长、有效分蘖数、主穗小穗数、有

效小穗数、单株粒重和千粒重，小区测产。

#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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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钾肥用量对越冬性的影响

图 ! 是不同钾肥用量下越冬率的变化趋

势。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施用量的增加，越

冬率明显提高。如钾肥用量为 " 时，越冬率为

#$%&#’；而当施肥量逐渐升高到 !"& () * +,-，

越冬率也逐渐上升到 $!%".’，这说明增施钾

肥可以增强冬小麦的越冬能力。

对钾肥施用量与越冬率进行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为 "%$&/0012"%"!3"%4./5，说明钾肥施

用量与越冬率之间具有极显著正相关。钾能促进有机物质向可溶性糖的转化，使细胞汁液浓

度增加，冰点下降，保护原生质体免受低温伤害，从而增强作物的抗寒性，越冬率明显提高。

在长春地区，由于冬季比较寒冷，低温对于冬小麦的安全越冬构成很大威胁。因此，除了在品

种、播种方式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外，适当地增施钾肥也将有助于冬小麦的安全越冬。当

钾肥用量高于 !"& () * +,- 是否能使冬小麦的越冬率进一步提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 不同钾肥用量对农艺性状的影响

对不同钾肥用量处理的冬小麦产量进行

多重比较，结果列于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 4 个施肥水平中，每

公顷施用 #& () 硫酸钾产量最高，与不施钾

肥和每公顷施用 !& () 处理达到显著差异水

平，虽然 ." 6 !"& () * +,- 的 7 个处理差异不

显著，但钾肥施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小麦

产量的增加。小麦缺钾，首先会降低冬小麦的

越冬率，其次会使许多生理功能失调、生育受阻、根系不发达、株高降低、抽穗推迟和叶片枯

黄早衰，进而影响产量；多施钾肥，虽然可以提高越冬率，但钾素过多，又会影响小麦对氮磷

的吸收，同样不会获得高产。

对株高、穗长、有效分蘖数、主穗小穗数、有效小穗数、单株粒重、千粒重和小区产量等性

状进行了测定，其平均值和 8 测验结果列于表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不同处理间在穗长、有效分蘖数和千粒重等性状上差异不显著，而

在株高、主穗小穗数、有效小穗数、单株粒重等主要产量因素及小区产量上差异达到显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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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钾肥施用量对越冬率的影响

表 # 小区产量方差分析结果

施用量1() * +,-5 小区产量1() * 区5 差异显著性1&’5
#& -%&& 9
$" -%!4 9:

!"& -%!# 9:
." -%"& 9:
7" -%"" 9:
/& !%$. 9:
" !%7# :
!& !%.& :

表 ! 农艺性状的平均值和 $ 值

施用量 株高 穗长 有效分蘖数 主穗小穗数 有效小穗数 单株粒重 千粒重 小区产量

1() * +,-5 1;,5 1;,5 1个5 1个5 1个5 1)5 1)5 1() * 区5
" &$%$. #%.& -%47 !/%"7 !-%7/ -%7$ -4%$. !%7#
!& &#%-4 #%"# .%!/ !.%.- !!%$. .%"& -$%$. !%.&
." 7.%7- #%&. .%&! !&%&# !.%&# .%$# -$%$. -%"&
/& 7"%#! 4%-4 .%!# !7%#" !&%/. .%#7 -4%&. !%$.
7" 7.%!# 4%#/ -%#- !&%#- !.%#. -%7- -$%4$ -%""
#& &$%/# #%7" /%.7 !#%&/ !&%## &%#4 -$%!4 -%--
$" &7%4/ #%4- .%&! !&%7- !.%4& .%74 -4%44 -%!4

!"& &4%74 #%.! -%&4 !&%4! !/%!! -%$7 -$%47 -%!#
8 .%"!0 !%&# !%"$ /%/"00 .%/-0 .%4/0 "%$. -%$&0

8"%"&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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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产量及各农艺性状总体趋势为随着钾肥量的增加逐渐上升，到 !" #$ % &’( 时最好，继续

增加肥量时又会逐渐下降。

钾有利于光合作用和碳水化合物的运输，植株体内有较高的钾浓度时，光合活性加强，

呼吸消耗减少。钾能提高氮素利用率，促进含氮化合物向小麦子粒转运及蛋白质合成。因此，

施钾可以改善小麦的穗部性状，减少退化小花数，提高单株粒重，同时，增加钾肥量又能提高

小麦的越冬能力，增强作物的群体优势。因此，在每公顷施用 !" #$ 磷酸钾时，产量及各农艺

性状的平均值都达到最高。但随着单一钾肥量的增加，肥料比例失调，会影响对氮磷的吸收，

有效分蘖数、主穗小穗数和单株粒重开始下降，虽然增加肥量使越冬率提高，但增加的群体

优势不足以弥补个体优势的降低，产量及农艺性状又呈下降趋势。

目前生产上随着作物产量的增加，土壤钾素的支出日趋增加，肥料结构则很不平衡。氮

磷钾比例失调，尤其是钾素不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障碍因子。因此，适当增施钾肥有利于提

高小麦产量。

! 结 论

钾肥施用量与冬小麦越冬率之间具有极显著正相关，即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越冬率明显

提高。因此，可以通过增施钾肥提高冬小麦抗寒性，以促进其安全越冬。

不同施肥量处理之间在主穗小穗数、有效小穗数、单株粒重等主要产量因素及小区产量

上具有显著差异。适当地施用钾肥可以提高冬小麦产量，本试验中冬小麦施用钾肥的适宜用

量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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