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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究追施钾肥对烤烟叶片和土壤钾含量的影响。[ 方法] 通过大田试验研究不同追施钾肥处理对烤烟叶片和土壤钾含量
的影响。试验设T1 、T2 、T3、T4 4 个处理。T1 为不追施钾肥 ;T2 为移栽后20 d 追施K2SO4 105 kg/ hm2 ;T3 为移栽后20、40 d 分别追施 K2SO4

105 kg/ hm2 ;T4 为移栽后20 、40 、60 d 分别追施K2SO4105 kg/ hm2 。[ 结果] 结果表明: 追施钾肥显著提高烤烟叶片和土壤钾含量。在3 个追
施钾肥处理之间 ,烟叶钾含量、土壤速效钾含量、土壤缓效钾含量均差异显著。烟叶和土壤钾含量表现为T4 > T3 > T2 > T1 。[ 结论] 该研
究为进一步探讨提高烤烟钾含量、改善烤烟品质的施钾技术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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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 PotassiumContents i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and Soil
ZHENG Xian- binet al  ( National Tobacco Cultivation, Physiology & Biochemistry Research Center ,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Zhengzhou , Henan
450002)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 potassiumcontents i n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and soil . [ Method] Throughthe fiel d tes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 ments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 potassiumcontents influe-cured to-
bacco leaves and soil were studied . 4 treatments were set up , in which, T1 was no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 T2 was dressing K2SO4105 kg/ hm2onthe

20th day after transplanting , T3 was dressing K2SO4 105 kg/ hm2 on the 20th day and the 40th day after transplanti ng respectively and T4 was dressing

K2SO4 105 kg/ hm2onthe 20th, 40th, and 60th day after transplanting respectively . [ Result] Dressi ng potassiumfertilizeri ncreasedthe potassiumcontents
i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and soil significantly . The content of potassiumi n tobacco leaves , the contents of available potassiumand slowly available
potassiumin soil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3 treatments of dressing potassi um. The potassiumcontents in tobacco leaves and soil showed T4 > T3
> T2 > T1 . [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have i 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study onfertilizing techni ques of increasing potassiumcontent of flue-cured

tobacco and i 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l ue-cured tobacco .
Key words  Fl ue-cured tobacco ; Dressi ng fertilization; Leaf ; Soil ; Potassi um

  一般认为, 钾含量高的烟叶品质较好, 优质烟叶的钾含

量在 2 % 以上[ 1] 。我国北方烟区烟叶的钾含量很少超过

2 % [ 2] 。通过提高烟叶钾含量来提高我国烟叶品质, 一直是

烟草科技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施钾量和施钾方法是影

响烟叶钾含量的重要因素。现已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 3 - 17] ,

但其中大多采用相同施钾方法研究不同施钾量或采用相同

施钾量研究不同施钾方法, 而关于通过追施钾肥增加钾肥量

的研究报道较少。为此 , 笔者研究了不同追施钾肥处理对烤

烟叶片和土壤钾含量的影响, 旨在探讨提高烤烟钾含量、改

善烤烟品质的施钾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06 年在河南省叶县龙泉乡碾张

村进行。土壤为黄壤土, 质地中壤, 土壤碱解氮含量为71 .5

mg/ kg , 速效 磷含 量为 9 .01 mg/ kg , 速效 钾含 量 为 105 . 8

mg/ kg , 有机质含量为12 .1 mg/ kg , 土壤pH 值为7 .1。前茬作

物为红薯。供试品种 NC89。

1 .2  试验设计  按追施硫酸钾肥料( K2O 含量 50 %) 的不

同, 设4 个处理:T1( 不追钾肥) , 全部肥料作基肥, 施N 量52 .5

kg/ hm2 ,N∶P2O5∶K2O 为1∶1∶3 , 作对照;T2( 追1 次钾肥) , 在T1

基础上, 于移栽后20 d 追硫酸钾105 kg/ hm2 ;T3( 追2 次钾

肥) , 在T2 基础上, 于移栽后40 d 追硫酸钾105 kg/ hm2 ;T4( 追

3 次钾肥) , 在T3 基础上, 于移栽后60 d 追硫酸钾105 kg/ hm2 。

每个处理重复3 次, 随机区组设计。行距1 .2 m, 株距0 .5 m。

小区面积60 m2 , 共12 个小区, 每小区100 株。5 月3 日移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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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后覆盖地膜。6 月3 日揭膜、培土。每株留叶20 片。其

他生产措施同当地优质烟生产技术规范。

1 .3 测定项目和方法  

1 .3 .1 鲜烟叶钾含量的测定。在移栽后75 d 分别在每小区

选代表性烟株3 株 , 分别按叶数分上部叶1/ 3、中部叶1/ 3、下

部叶1/ 3 取样,105 ℃下杀青20 min ,60 ℃烘干 , 采用火焰光

度法[ 18] 测定钾含量。

1 .3 .2  烤后烟叶钾含量的测定。分别取各小区烤后下部叶

( 下部6 片) 混合样、中部叶( 中部8 片) 混合样、上部叶( 上

部6 片) 混合样各1 kg , 采用火焰光度法[ 18] 测定钾含量。

1 .3 .3 土壤速效钾、缓效钾和全钾含量的测定。分别在移

栽后70、90 d 采集各小区20 c m 耕层土壤样品。采用火焰光

度法测定土壤速效钾( NH4OAc 浸提) 和缓效钾( HNO3 浸提)

的含量[ 19] 。采用偏硼酸锂熔融 - ICP 法测定土壤全钾含量 ,

ICP- OES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的型号为VISTA- MPX。

2  结果与分析

2 .1 追施钾肥对烤烟鲜叶钾含量的影响  由图1 可知 , 在

移栽后75 d 时, 上中下3 个部位鲜烟叶的钾含量均表现为 :

追施钾肥的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不追钾肥的对照。在

3 个追施钾肥的处理中, 上中下3 个部位鲜烟叶的钾含量均

表现为 : 追施3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2 次钾

肥处理和追施1 次钾肥处理 , 追施2 次钾肥在0 .05 水平显著

高于追施1 次钾肥处理。

2 .2 追施钾肥对烤后烟叶钾含量的影响  由图2 可知 , 上

中下3 个部位烤后烟叶的钾含量均表现为: 追施钾肥处理在

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不追钾肥对照。在3 个追施钾肥的处理

中, 烤后上部叶的钾含量表现为: 追施3 次钾肥处理和追施2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1 次钾肥处理 , 追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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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钾肥处理与追施2 次钾肥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 烤后中部

叶和下部叶的钾含量均表现为 : 追施3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

平显著高于追施2 次钾肥和追施1 次钾肥, 追施2 次钾肥

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1 次钾肥处理。

注 : 小写字母不同的处理之间差异达0 .05 显著水平。下同。

Note :  Different lowercase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5 level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The same as below.

图1 追施钾肥对烤烟移栽后75d 鲜叶钾含量的影响

Fig . 1 Effects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 potassiumcontent

inthe freshleaves of flue-curedtobaccointhe75thday after

transplanting

图2 追施钾肥对烤后烟叶钾含量的影响

Fig . 2 Effects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 potassiumcontent

influe-cured tobaccoleaves

2 .3  追施钾肥对植烟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影响  由图3 可

知, 在移栽后70 d , 各处理的土壤速效钾含量表现为: 追施钾

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不追施钾肥对照 , 追施3 次钾肥

处理和追施2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1 次钾

肥处理 , 追施3 次钾肥处理与追施2 次钾肥处理之间差异不

显著; 在移栽后90 d , 各处理的土壤速效钾含量表现为: 追施

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不追施钾肥对照, 追施3 次钾

肥处理和追施2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1 次

钾肥处理, 追施3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2 次

钾肥处理。

2 .4 追施钾肥对植烟土壤缓效钾含量的影响  由图4 可

知, 在移栽后70 d , 各处理的土壤缓效钾含量表现为: 追施钾

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不追施钾肥对照 , 追施3 次钾肥

处理和追施2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1 次钾

肥处理 , 追施3 次钾肥处理与追施2 次钾肥处理之间差异不

显著; 在移栽后90 d , 各处理的土壤缓效钾含量表现为: 追施

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不追施钾肥对照, 追施3 次钾

肥处理和追施2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1 次

钾肥处理, 追施3 次钾肥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追施2 次

钾肥处理。各处理植烟土壤缓效钾含量的差异显著性表现

与各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差异显著性表现相同。

图3 追施钾肥对植烟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影响

Fig . 3  Effects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 the content of

rapidly available potassiumintobacco-growingsoil

图4 追施钾肥对植烟土壤缓效钾含量的影响

Fig . 4 Effects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thecontent of slow-

ly available potassiumintobacco-growingsoil

2 .5  追施钾肥对植烟土壤全钾含量的影响 由图5 可知 ,

在移栽后70 d , 各处理之间的土壤全钾含量差异不显著 ; 在

移栽后90 d , 各处理的土壤全钾含量表现为: 追施钾肥处理

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不追施钾肥对照, 而3 个追施钾肥处理

之间则差异不显著。

图5 追施钾肥对植烟土壤全钾含量的影响

Fig . 5 Effects of dressing potassiumfertilizer onthecontent of total

potassiumintobacco-growing soil

3  小结与讨论

该研究结果表明, 与不追施钾肥( CK) 相比,3 种追施钾

肥处理均能在0 .05 水平显著提高烤烟上中下各部位鲜叶、

( 下转第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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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球孢白僵菌 MZ041016 菌株分生孢子对菜青虫的致死中浓度

Table 2  Mediumlethal concentration of conidiumin MZ041016strain of

B . bassiana to P . rapae

处理天数

Treated days ∥d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r LC50 ∥个/ ml

5 Y=3 .24 +0 .42x 0 .987 9 (2 .64±0 .18) ×107

6 Y=3 .32 +0 .26x 0 .976 4 (2 .48±0 .14) ×105

7 Y=3 .38 +0 .34x 0 .986 2 (2 .36±0 .18) ×105

8 Y=3 .27 +0 .39x 0 .994 5 (2 .43±0 .13) ×104

  表3 球孢白僵菌 MZ041016 菌株分生孢子对菜青虫的致死中时间

Table 3  Mediumlethal ti me of conidiumin MZ041016 strain of B .

bassi ana to P . rapae

浓度

Concentration∥个/ ml

回归方程

Regressionequation
r LC50∥d

2 .4×105 Y=1 .64 +4 .14x 0 .984 2 6 .32±0 .24

2 .4×106 Y=1 .58 +3 .26x 0 .997 3 6 .15±0 .13

2 .4×107 Y=1 .46 +4 .37x 0 .924 7 5 .46±0 .17

2 .4×108 Y=1 .32 +4 .68x 0 .879 1 4 .82±0 .12

孢子液对菜青虫有较强的致病性。一般情况下, 前3 d 致病

力相对较差 , 接种前1 ～3 d 是真菌孢子的潜伏期。2 .4×106

个/ ml 浓度下第5 天侵染菜青虫的校正死亡率为51 .2 % , 第8

天为84 .8 % ;2 .4 ×108 个/ ml 浓度下第5 天侵染菜青虫的校

正死亡率为67 .2 % , 第8 天为92 .2 % 。球孢白僵菌 MZ041016

菌株对菜青虫有良好的杀虫效果 , 可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天

敌, 协调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由于球孢白僵菌的药效较

慢, 在生产上应在害虫发生初期用药或与低毒高效的化学农

药混合施用, 以提高对害虫的防治效果[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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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后叶的钾含量以及土壤速效钾、缓效钾和全钾的含量。

在3 个追施钾肥处理之间, 各部位鲜叶钾含量、中部和下部

烤后叶钾含量、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差异在0 .05 水平

显著 , 土壤全钾含量差异不显著。对于上部烤后叶钾含量,

T4 和T3 处理在0 .05 水平显著高于T2 处理,T4 与 T3 处理

之间差异不显著。各处理烟叶和土壤钾含量表现为T4 > T3

> T2 > T1。T4 与T3 处理的上部烤后叶钾含量差异不显著,

可能是由在移栽70 d T4 与 T3 处理的土壤速效钾含量和缓

效钾含量差异不显著所致。

李志勇等研究表明 , 烟叶含钾量与施钾量呈直线正相

关, 其密切程度受土壤速效钾含量的影响[ 13] 。但有不少研

究表明, 烟叶含钾量不因钾肥用量的增加而呈规律性变化。

郑宪滨研究表明, 在豫中烟区常规生产条件下 , 仅靠增加钾

肥用量提高烟叶钾含量的效果不显著[ 3] 。郭合营等报道,

施钾( 225 kg/ hm2) 处理烟叶含钾量与不施钾烟叶含钾量无

明显差异[ 14] 。宋荣官等报道 , 在速效钾含量较高的植烟土

壤上提高钾肥用量2 ～3 倍, 烟叶钾含量没有明显提高[ 15] 。

毕志忠等认为 , 在土壤速效钾含量较高的情况下, 一方面烤

烟对钾素奢侈吸收 , 另一方面根系活力的变化使这种吸收

又不是线性反应[ 16] 。刘正日等认为, 在提高烟叶含钾量的

钾肥施用技术中, 不能盲目提倡增加钾肥用量[ 17] 。笔者认

为, 为使通过增加钾肥用量提高烟叶钾含量取得较好的效

果, 应在增加钾肥用量的同时改进钾肥施用的方法、时期以

及灌水措施等。土壤对烟株持续有效而且充足的钾供应是

提高烟叶钾含量的关键。关于不同条件下植烟土壤中速效

钾、缓效钾和矿物钾动态转化的量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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