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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淡黑钙土玉米钾肥

适宜用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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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0年 对 吉 林 省 半 干 旱 区 淡 黑 钙 土 玉 米 进 行 了 合 理 施 用 钾 肥 试 验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钾 肥 的 施

用 促 进 了 玉 米 生 长 发 育 ，增 强 了 光 合 作 用 ，提 高 了 光 能 利 用 率 和 水 分 利 用 效 率 ，增 强 了 玉 米 抗 旱 力 。 不 同 钾

肥 施 用 量 对 玉 米 产 量 构 成 因 素 有 一 定 程 度 影 响 。在 施 用 等 量 的 氮 ’1/!%"/23456(）、磷,7(89/&9/23456(*基 础 上 ，

钾 肥 最 佳 施 用 量 为&9/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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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图 分 类 号 ：:9!#-")(////////////////////////////// 文 献 标 识 码 ：;

//// 钾肥作为作物主要营养元素肥料，可以提高作物抗逆性和作物的品质，与其它肥料配施可充分发

挥其它肥料的作用。同时钾在增强作物抗旱能力方面的作用很大。然而对于钾肥在半干旱地区淡黑钙

土玉米上的研究不多，特别是不同的施用量及其对玉米水分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很少。本试验拟对上述

问题进行探讨，以便对半干旱地区，特别是吉林省西部淡黑钙土玉米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 材料和方法

!-!// 试验地点及土壤

试验设在吉林省乾安县赞字乡父字村，土壤为淡黑钙土，前茬为玉米，地势平坦，肥力均匀。其土

壤的基本肥力情况如表 !。

!-(// 试验处理

在固定1/!%"/23456(、7(89//&9/23456(的基础上，设)个不同施钾水平处理："，#&-9，&9-"，!!(-9，!9"-"，

!%&-9/23456(。

!-#// 田间试验设计

本项试验设 # 次重复，9 行区，!"6行长，小区面积 ##-&96(，随机排列。试验所用的玉米品种为吉

单 ("+，种植密度 9-9 万株 456(。0 月 #" 日采用坐水种播种。全部磷、钾肥和 !40 的氮肥作底肥，采用

三犁穿打垄法施底肥,0 月 (! 日*，其余的 #40 氮肥于 & 月 ( 日施入。由于春夏干旱严重，) 月 !) 日灌

水 ! 次,采用隔垄灌溉法灌溉，灌水量为 !0!<456(*，确保试验顺利进行。

(//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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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ª« 

¡¢ ¡¢N(mg/kg) ¡¢P2O5(mg/kg) ¡¢K 2O(mg/kg) ¡N(%) ¡P2O5(%) ¡¢£(g/kg) pH 
¡¢ 94. 74 8. 04 99. 54 0. 1 2 0. 1 3 1 . 66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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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钾肥施用量对玉米植株生长发育的影响

由表 ! 可见，各处理的株高分别比对照高 %"&!’、%"%&(、)"*+(、+,**(和 !,-!(；叶面积指数分别比对

照多 %,**(、-,.!(、&,*.(、&,#/(和 !,*&(；穗位叶叶绿素含量分别比对照增加 .,+#(、!,.%(、#,/%(、!,
!)(和 #,-%(。说明施用钾肥后使玉米植株的光合作用增强了，光能利用率提高了，为增产奠定了基础。

!,! 不同钾肥施用量叶面积指数的差异显著性

由 表 + 可 见 ，各 处 理 的 叶 面 积 指 数 均 大 于 对 照 ，与 0# 相 比 ，除 了 0/ 未 达 到 差 异 显 著 性 水 准 外 ，

0!、0%、0) 均 达 到 了 差 异 显 著 性 水 准 ，0+ 达 到 了 差 异 极 显 著 性 水 准 。0+!0/ 的 叶 面 积 指 数 与 0! 相

比，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准，但 0+ 的叶面积指数比 0! 大 !,-*(。

!,+$$ 不同钾肥施用量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由表 % 可见，各处理的穗粒数分别比对照提高 !,/#(、-,%+(、.,!/(、1) ,%-(和 .；千 粒 重 分 别 比

对 照 增 加 !,!+(、.,%)(、#,&-(、/,.-(和 !,)/(； 有 效 穗 长 分 别 比 对 照 增 加 +,&/(、),&)(、),)-(、

#,--(和 #,--(。穗粒数以 0+ 处理增加最多为 -,%+(。千粒重以 0) 处理增加最大为 /,.-(，有效穗

长以 0+ 增加最大为 ),&)(。说明钾肥施用量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最佳施用量应

该在 0+!0) 处理。

!,% 不同钾肥施用量处理的单产及生育期水分利用效率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2  ¡¢£¤¥¦§¨©ª«¬®¯°±²³´µ¶·¸¹º»¼½¾(8¡20¡) 

¡ ¡ K 1  K2 K 3 K 4 K5 K6 
¡¢(cm) 205. 60    21 5. 30    21 4. 80    21 7. 80    21 3. 80    21 1 . 40    
¡¢£¤(%)  4. 72    4. 47    5. 93    3. 99    2. 82    
¡¢£¤¥ 3. 27    3. 43    3. 53    3. 53    3. 50    3. 36    
¡¢£¤(%)   4. 99    8. 02    7. 90    7. 1 6    2. 97    
¡¢£(SPAD) 48. 90    49. 05    49. 90    49. 70    50. 00    49. 80    
¡¢£¤(%)  0. 31     2. 04    1 . 64    2. 25    1 . 84    

¡¢£¤¥¦§¨3¡¢£¤¥¦§ 
 

¡3  ¡¢£¡¡¢£¤¥¦§¨©ª«¬ 

¡ ¡ ¡¢£¤¥ ¡K1¡(%) ¡K 1¡t¡ ¡K2¡t¡ ¡K3¡t¡ ¡K4¡t¡ ¡K5¡t¡ 
K 1  3. 267       
K 2 3. 430 4. 99 2. 362     
K 3 3. 529 8. 02 4. 675 1 . 605        
K 4 3. 525 7. 90 2. 500 0. 893     -0. 041    
K 5 3. 501  7. 1 6 2. 454 0. 226     -0. 074 -0. 061   
K 6 3. 364 2. 97 0. 957 -0. 630     -1 . 71 0 -1 . 241  -1 . 1 00 

 

                      ¡5  ¡¢£¤¥¦§¨©ª«¬®¯°±²³´µ                (¡¢£ 14%) 
¡ ¡ K 1  K2 K 3 K4 K5 K6 

¡¢(kg/hm2) 7 1 95 7 824 8 232 8 1 85 7 583 7 492 
¡¢£¤¥(%)  8. 74 1 4. 41  1 3. 76 5. 39 4. 1 3 
¡¢£¤¥¦(kg/hm2¡mm) 22. 82 24. 99 26. 04 25. 91  24. 1 7 23. 56 
¡¢£¤(%)  9. 51  1 4. 1 1  1 3. 54 5. 92 3. 24 

 

¡4  ¡¢£¤¥¦§¨©ª«¬®¯°±²³´µ¶·¸¹ 

¡¢£¤ K 1  K 2 K3 K 4 K5 K6 
¡¢£(¡/¡) 575. 00    590. 00    623. 50    576. 50    543. 50    575. 00    
¡¢£¤(%)   2. 61     8. 43    0. 26    -5. 48    0. 00    
¡¢£(g) 241 . 80    247. 20    242. 90    246. 1 0    256. 50    248. 00    
¡¢£¤(%)  2. 23    0. 45    1 . 78    6. 08    2. 56    
¡¢£¡(cm) 1 7. 57    1 8. 23    1 8. 58    1 8. 55    1 7. 90    1 7. 90    
¡¢£¤(%)  3. 76    5. 75    5. 58    1 . 88    1 . 88    

 



由表 ! 可见，施 钾 处 理 单 产 均 高 于 不 施 钾 ，由 "#!"$ 逐 渐 增 加 ，而 后 逐 渐 降 低 ，单 产 增 加 幅 度 为

%&’()!#%*%#+。各处理水分利用效率变化趋势与单产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单产高的处理，其水分利用

效率也较高。其中 "$ 处理单产比对照增加 ’%,%’)，水分利用效率比对照增加 ’%,’’)。

-,!.. 不同钾肥施用量处理的产量差异显著性检验

由表/可见，与对照比"%0"-1.’’-,!.2345678增产99:234567，达到了显著性水准；"(;"-1.<!.234567=增
产>.:$<.23456-，达 到 了 极 显 著 性 水 准 ；而"-;"-1.$<,!23456-=增 产/-9.23456-、"!;"-1.’!:.23456-=增 产

$??.23456-、"/;"-1.’?<,!.23456-=增产-9<.23456-，三者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准。在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地区

淡黑钙土上钾肥最佳施用量为"-1.<!.23456-左右为宜。如"-1按%,::元423，玉米按:,?%元4.23.计算，施钾

肥;"-1.<!.23456-=比对照增收!<’元456-。

-,/.. 不同钾肥施用量处理对水分利用效率差异显著性检验

由表 < 可见，不同钾肥施用量处理的水分利用效率与对照比只有 "$ 达到了 差 异 极 显 著 性 水 准 、

"% 达到了差异显著性水准，其余各个处理均未达到差异显著性水准。这与产量差异显著性检验一致。

从水分利用效率上看，钾肥最佳施用量也应该在 <!. 23456- 左右为宜。

$ 结 论

不同量钾肥施用后，促进了玉米生长发育，使玉米株高增高、叶面积指数增大、穗位叶叶绿素含量

增加，增强了植株的抗逆性。

不同量钾肥施用后，各处理的玉米株高、叶面积 指 数 及 叶 绿 素 含 量 均 增 加 ，说 明 施 钾 肥 能 增 强 玉

米植株光合作用，提高光能利用率。

不同钾肥施用量对玉米产量构成因素有一定程度影响，千粒重增加:,%!+!/,:?+。穗粒数最高比

对照增加?,%$+。

在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区淡黑钙土施用等量的 @.#?:.234567、A71!.<!.234567 基础上，钾肥最佳施用量

为<!.234567。单产比对照增加#.:(<.234567，相对增加#%,%#+， 效益增加!<#元4567。

钾肥施用后不仅增强玉米抗旱能力，提高水分利用率，而且显著地增加玉米单产，提高经济效益。建

议今后在半干旱地区玉米生产中，科学合理施用钾肥。这对我国旱作农业、节水农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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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ª«¬ 

¡¢ ¡¢(kg/hm2) ¡K 1¡t¡ ¡K2¡t¡ ¡K3¡t¡ ¡K4¡t¡ ¡K5¡t¡ 
K 1  7 1 95      
K2 7 824 1 . 673     
K3 8 232 4. 21 5 1 . 355    
K4 8 1 85 2. 797 0. 91 6 -0. 1 72   
K5 7 583 0. 942 -0. 54 -1 . 887 -1 . 407  
K6 7 492 0. 607 -0. 64 -1 . 71 3 -1 . 381  -0.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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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ª«¬®¯°±² 

¡ ¡ ¡¡ 
(kg/hm2) 

¡¢£¤¥¦ 
(kg/hm2¡mm) 

¡¢£¤ 
(%) ¡K1¡t¡ ¡K2¡t¡ ¡K3¡t¡ ¡K4¡t¡ ¡K5¡t¡ 

K 1  7195 22. 82       
K2 7824 24. 99 9. 51     1 . 775        
K3 8232 26. 04 1 4. 1 1     3. 493* *      1 . 073       
K4 8185 25. 91  1 3. 54    2. 41 7*       0. 697    -0. 098   
K5 7583 24. 1 7 5. 92    0. 978    -2. 609    -6. 232 -1 . 1 91   
K6 7492 23. 56 3. 24    0. 448    -0. 849    -1 . 464 -1 . 367 -0. 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