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是人类生活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也是

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约占全国粮食总产

量的 1/2，占世界种植面积的 1/5[1]。在水稻生态系

统中，钾是植物的主要营养元素，同时也是土壤中

常因供应不足而影响作物产量的三要素之一。钾

对增进水稻代谢功能及增加水稻抗逆性都十分重

要。特别是在增施氮、磷肥时，施用钾肥的作用更

显得重要。但随着水稻产量的不断提高，它从土壤

中所摄取的养分也随之增加。生产中，多数人只重

视氮、磷肥的施用，而轻视钾肥的施用，以致大多

数地方土壤中的钾已不能满足水稻高产的需要，

成为水稻高产的限制因素。本文从钾素对水稻生

长发育及产量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总结，目的为

水稻优质高产高效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 钾素对水稻生育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8-07-16

作者简介：杨 建(1979-)，女，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化验分析

工作。

通讯作者：魏春燕，女，博士后，研究员，E-mail: weicy820@ya-

hoo.com.cn

1.1 钾素对水稻生育性状的影响

钾素对碳水化合物的合成和转移有 重要作

用，能促进和协调对氮、磷的吸收和利用，并很快

转化为蛋白质，使叶色青绿，光合作用增强，缺乏

钾时水稻的叶色暗绿、叶片宽而短，出现棕色斑

点，叶尖及叶边缘卷曲，叶缘看似火烧；根短而细，

秆弱易倒伏，失去生理功能，最后危及产量。
钾素能提高根系活力，增强根系氧化力，活化

过氧化氢酶，释放大量新生态氧，在根际周围形成

氧化圈，减轻 Fe2+ 毒素危害，缺钾时稻根氧化能

力低，还原物质易侵入引起根腐，抑制呼吸，产生

生理病症，造成水稻早衰，抗病力减弱。
钾素还能促进植物经济用水。由于钾离子能

较多地累积在作物细胞之中，因此使细胞渗透压

增加并使水分从低浓度的土壤溶液中向高浓度的

根细胞中移动。在钾素供应充足时，作物能有效地

利用水分，并保持在体内，减少水分的蒸腾作用。
1.2 钾素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钾素能以许多方式影响总产量。多年来，人们

从不同角度对植株干物质的积累和分配进行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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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研究。干物质的转移量和转移率，是反映灌浆

期间物质转运变化的两个指标，前者表示各营养

器官对粒重的贡献大小，后者表示器官中贮存物

质的输出能力[3]。有研究表明钾素可明显提高各

器官转移量和转移率[4]。从而影响产量构成因素，

提高穗粒数和穗重。
随着产量的增加，倒伏问题对产量的影响越

来越大。有研究表明，在不施钾肥的地块倒伏发生

的面积比施钾肥的高 8.7%[5]。水稻发生倒伏主要

是基部节间易折断即茎倒使其减产 8.7%~10.3%[6]。
试验证明施用钾肥可以使水稻茎基部节间的充实

度增加，茎秆是光合产物向穗部运输的通道，茎变

粗后必然能使营养物质向穗部运输变通畅，为子

粒的饱满创建良好条件[5]。

2 钾素对水稻生理的影响

钾在植物体内几乎完全成为离子状态存在，

部分在原生质中处于吸附状态。钾与氮、磷不同，

它不是原生质、脂肪、纤维素等的组成成分。但在

一些重要的生理代谢上如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和转

移等，钾素能促进这些过程的顺利进行。钾还有助

于氮素代谢和蛋白质的合成，所以施氮越多，对钾

的需要量也就相应增加。钾对植物体内多种重要

酶有活化剂的作用。适量钾能提高光合作用和增

加稻体碳水化合物含量，并能使细胞壁变厚，从而

增强植株抗病抗倒伏的能力。
2.1 钾素对蛋白质合成的作用

水稻吸收钾含量的多少与蛋白质含量有关，

从钾与蛋白质在植物体内分布的一致性关系上

看：凡是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部位，如生长点、幼叶

等部位，钾的含量就多。影响这种相关关系的原因

是：①钾素促进氮的吸收和运输。钾素作为伴随阳

离子可以促进硝酸根离子的吸收和运输; 还能够

促进植物体内氨基酸的运输，尤其是运往种子。②

钾素影响核苷酸和核酸的合成。蛋白质合成依赖

核酸，核酸对蛋白质合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

此，钾直接或间接地在蛋白质合成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③钾素对蛋白质合成有直接影响。不但蛋白

质合成的主要步骤需要钾，且刚合成的蛋白质的

稳定也需要钾，钾素对酶蛋白的亚基结构和酶构

象都有影响。钾素可促进淀粉和蛋白质形成，减少

可溶性糖和病原菌的营养来源，从而减弱病菌的

生殖和传播，提高抗病能力。
2.2 钾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钾元素在光合作用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证

明，钾素参与光合作用产物碳水化合物的运转、贮
存，钾素营养可提高叶片叶肉细胞光合活性，从而

提高光合作用。缺钾时，植株叶片总面积减少，光

合作用强度显著下降。钾通过维持酶构象的稳定

性对活化丙酮酸激酶和 ADP 葡萄糖 - 淀粉合成

酶等 60 多种酶有活化作用，从而在光合和呼吸代

谢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2.3 钾素能促进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和运输

钾能促进还原糖转化，促进大量蔗糖与淀粉

运转至叶鞘，为穗和谷粒提供碳素营养。缺钾会引

起植株体内己糖 (葡萄糖和果糖) 的积累和双糖、
多糖(蔗糖和淀粉)分解。植株体内碳水化合物的

合成与利用或运出速率之间的平衡状态都受植株

钾营养状况的影响。
2.4 钾素对水稻稻瘟病的影响

稻瘟病又称稻热病，是水稻上重要病害之一。
发生遍及全国各大稻区，流行年份一般可造成损

失 10%～20%，严重者可达 50%以上。稻瘟病病

菌以分生孢子和菌丝体在稻草和稻谷上越冬。翌年

产生分生孢子借风雨传播到稻株上，萌发侵入寄主

向邻近细胞扩展发病，形成中心病株。病部形成的分

生孢子，借风雨传播进行再侵染。有研究表明，钾对

稻瘟病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钾能促进酚类化合物的

形成，而含酚的化合物能抑制稻瘟病病菌分生孢子

的萌发，从而显著降低水稻叶瘟的发病率。

3 钾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稻米中蛋白质及必需氨基酸的含量是衡量作

物品质的重要指标。在氮、磷肥的基础上施用钾肥

可以提高水稻子粒中必需氨基酸的含量。且对提

高水稻子粒蛋白质中赖氨酸总含量有一定促进作

用。提高供钾水平可促进水稻等农作物灌浆期的

光合作用，增加叶片干物质积累、促进同化物提早

运输、延长灌浆期，可明显增加千粒重。以上表

明，施用钾肥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增加稻米干物质

积累，提高其蛋白质含量及产量，同时提高子粒中

必需氨基酸含量，从而改善谷类作物的品质。

参考文献:

[1] 朱兆良，范晓晖，张永红，等 . 太湖地区水稻土上稻季氮素循

环及其环境效应[J] . 作物研究，2004 (4) ：187-191 .

[2] 胡文河，吴春胜 . 不同群体下水稻生长发育特性的研究[J] .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97，19 (1)：21-27 .

[3] 杨建昌，朱庆森 . 亚种间杂交稻光合特性及物质积累与转运

的研究[J] . 作物学报，1997.23(1)，82-83 .

[4] 贺 梅，张文忠，宋桂云，等 . 钾肥对高产水稻(下转第 58 页)

6 期 47杨 建等：钾对水稻生长发育及生理功能影响分析



(上接第 47 页) 生长发育的影响 [J] . 辽宁农业科学，2007(1)：

12-14 .

[5] 张存銮，徐小兰 . 水稻倒伏原因及防倒对策[J] . 作物杂志，2000

(5)：19-20 .

[6] 赵 平，林克惠 . 钾肥对农作物品质的影响[J] . 云南农业大

学学报，2001，16(1)：56-59 .

[7] 王爱英 . 钾素对水稻生理功能的影响浅析[J] . 山 西 化 工 ，

2005，25(1)：35-36 .

[8] 刘晓燕，何 萍，金继运 . 钾在植物抗病性中的作用及机理

的研究进展[J] .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06，12(3)：445-450 .

[9] 叶定池，林 华，赵佩欧，等 . 钾肥施用技术对水稻产量及稻

米品质的影响[J] . 安徽农学通报，2007(17)：91-92 .

[10]胡 泓，王光火 . 钾肥对杂交水稻养分积累以及生理效率的

影响[J] .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2003，9(2)：184-189 .

[11]倪大鹏，刘 强，阴卫军，等 . 施钾时期和施钾量对玉米产量

形成的影响[J] . 山东农业科学，2007(4)：82-83 .

表 4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施药后 30 d 防治玉米田杂草效果

处
理

稗草 藜 苘麻 其他 杂草总计 单子叶杂草鲜重 双子叶杂草鲜重 杂草总鲜重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1 78.4 c 79.6 c 80.8 c 67.1 c 76.8 c 78.8 c 79.9 c 79.3 c
2 91.0 def 86.1 cd 89.0 c 79.5 cd 87.9 d 93.4 de 85.8 de 89.7 e
3 94.0 ef 88.0 cd 89.0 c 89.0 d 90.7 d 96.5 e 94.7 f 95.6 f
4 97.0 f 94.4 d 94.5 c 90.4 d 95.1 d 98.1 e 98.0 f 98.1 f
5 45.9 b 85.2 cd 82.8 c 79.5 cd 63.2 b 57.9 b 87.8 e 72.5 b
6 90.3 def 41.7 b 38.4 b 35.6 b 64.8 b 95.9 e 58.7 b 77.7 c
7 79.9 cd 79.6 c 80.8 c 65.8 c 77.6 c 86.4 cd 86.1 de 86.3 de
8 85.1 cde 84.3 cd 87.7 c 86.3 d 85.2 cd 82.6 c 81.8 cd 82.2 cd
9 a a a a a a a a

表 5 20%烟嘧磺隆·辛酰溴苯腈油悬浮剂施药后 45 d 防治玉米田杂草效果

处理
稗草 藜 苘麻 其它 双子叶杂草 杂草总计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防效(%)

差异显
著性

1 72.4 c 64.2 c 46.8 c 52.9 bc 55.4 c 64.4 bc
2 82.7 cde 77.9 cd 72.7 def 82.9 d 77.7 d 80.4 d
3 89.0 de 82.1 cd 85.7 ef 85.7 d 84.3 d 86.8 de
4 91.2 e 88.4 d 89.6 f 88.6 d 88.8 d 90.1 e
5 40.1 b 83.2 cd 79.2 def 70.0 d 78.1 d 58.0 b
6 86.8 de 33.7 b 27.3 b 37.1 b 32.6 b 61.3 bc
7 79.8 cd 64.2 c 63.6 cd 47.1 c 59.1 c 70.0 c
8 75.0 c 74.7 de 68.8 de 38.6 c 62.4 c 69.1 c
9 a a a a a a

果见表 3、4、5。结果表明：20%烟嘧黄隆·辛酰溴

苯腈油悬剂的杀草谱包括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

草。其中，药后 45d 调查，对禾本科杂草的防效幅

度为 72.4%～91.2%, 对阔叶杂草的综合防效为

55.4%～88.8%。对杂草的综合防效为 64.4%～
90.1%。防效以 30d 调查时为最好，其中对杂草鲜

重防效幅度为 79.3%～98.1%。与对照药剂相比，

中剂量处理的防效高，且差异性显著。

3 讨 论

综合上述试验结果，20%烟嘧黄隆·辛酰溴苯

腈油悬剂的使用时期为玉米苗后 2～5 叶期，杂草

出齐，一般杂草 2～5 叶期施药，根据其除草效果

及玉米产量结果，推荐适宜用量为：一般田块为

270 g/hm2，杂草基数大的田块可适当增加到 300

g/hm2(有效成分用量)，选择风力小于 2 级的天气，

每公顷对水 375 L，喷雾处理，喷雾要求均匀一

致，不得漏喷和重喷。可有效防除稗草等一年生禾

本科杂草，藜、苘麻等阔叶杂草，对其他阔叶杂草

亦有较好防效。本文只是针对春玉米田杂草防治

进行了研究，其对夏玉米及制种田玉米的使用时

期及剂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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