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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氮配施对湖南丘陵双季稻钾肥效应及钾素平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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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田试验，研究丘陵双季稻区红黄泥田和黄泥田 2种土壤 4个水平钾肥用量(记为 K0、K1、K2、K3)

与 2个水平氮肥用量(中量氮肥水平 N1和高量氮肥水平 N2)配施(共 6个施肥处理 N1K0、N1K1、N1K2、N1K3、N2K0、

N2K3)对早、晚稻产量、钾素吸收利用、钾素平衡、土壤钾素含量和钾肥经济效益的影响。早稻 K0、K1、K2、K3

分别为 0、105、150、195 kg/hm2(K2O，下同)，晚稻分别为 0.0、136.5、195.0、253.5 kg/hm2；早稻 N1、N2分别

为 150、195 kg/hm2(N，下同)，晚稻分别为 180、234 kg/hm2。结果表明：①施用钾肥能显著提高早、晚稻产量，

且晚稻的增产效果尤为显著，在中量施氮(N1)水平下，红黄泥田早稻 N1K1和晚稻 N1K2的产量最高，分别比 N1K0

增产 5.1%和 13.9%；黄泥田早稻 N1K3和晚稻 N1K2的产量最高，分别比 N1K0增产 12.9%和 17.7%。②施用钾肥

有利于维持土壤钾素平衡，提高土壤钾素肥力。在中量施氮(N1)水平下，2 种土壤早稻 N1K0和 N1K1的土壤钾素

呈亏缺状态，N1K2和 N1K3土壤钾素出现盈余；晚稻 N1K0、N1K1和 N1K2土壤钾素均呈亏缺状态，N1K3出现钾素

盈余。③2种土壤早稻和晚稻收获后 N1K2、N1K3和 N2K3的土壤速效钾含量均不同程度增加，N1K0、N1K1和 N2K0

均显著降低。④红黄泥田上施用钾肥对早稻的增收效果不明显，而对晚稻的增收效果达到了显著水平，黄泥田施

用钾肥对早、晚稻的增收效果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考虑到钾肥在提高水稻产量、维持土壤钾素肥力和增加收入等

方面的综合效应，湖南省丘陵双季稻生产应重视早稻与晚稻的钾肥合理分配，根据土壤钾素状况和早、晚稻的钾

肥增产效应差异，采取“早稻轻，晚稻重”的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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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trials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nitrogen and potassium on rice 
yield, K absorption, K utilization efficiency, K balance, K content in soil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K fertilizer at 2 
types of paddy soil in hilly regions of double-rice cropping system. Six plots were arranged, they were N1K0, N1K1, N1K2, 
N1K3, N2K0, N2K3 with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four K levels, namely, K0, K1, K2 and K3, and two N levels (N1 and N2). 
K application rate of K0, K1, K2 and K3 in early rice and late rice were 0, 105, 150, 195 kg/hm2 (K2O，the same belo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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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36.5, 195.0, 253.5 kg/hm2, respectively. N application rate of N1, N2 in early rice and late rice were 150, 195 kg/hm2 

(N, the same below) and 180, 234 kg/hm2,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K fertilizer application could obviously 
increase grain yields of early rice and late rice, especially for the late rice. Under N1 application level, the grain yield of 
N1K1 plot in early rice and N1K2 in late rice were the highest in reddish yellow soil, which increased by 5.1% and 13.9% 
compared with N1K0 plot, respectively. The grain yield of N1K3 plot in early rice and N1K2 in late rice were the highest in 
yellow clayey soil, which increased by 12.9% and 17.7% compared with N1K0 plot, respectively. K application was 
helpful to keep soil K balance and improve soil K level. Under N1 level, K balances of the experimental soils were 
deficient in N1K0 and N1K1 plots, and surplus in N1K2 and N1K3 plots in early rice, while, they were deficient in N1K0, 
N1K1 and N1K2, surplus in N1K3 in late rice. Compared with the initial level, the available K content in the two soils were 
increased in N1K2, N1K3 and N2K3 plots while decreased in N1K0, N1K1 and N2K0 plots after early rice and late rice were 
harvested. The economic profit of K application in reddish yellow soil was not significant in early rice but it was 
significant in late rice. The economic profit of grain in yellow soil was significant both in early and late rice. Therefore,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ake K fertilizer suitable distribution under consideration in early rice and late ri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ice yield, maintenance of soil potassium fertility and enhancement of grain economic benefit. The 
utilization principle should be recommended as less K application in early rice and more in late rice at double rice 
regimes in hilly regions of Hunan Province.  

Key words: potassium fertilizer; potassium effects; potassium balance; double cropping rice; Hunan 

 

湖南省地处中亚热带地区，属季风性湿润气

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水充沛。丘陵地区约

占全省总面积的 28.79%[1]，具有较优越的水稻种植

自然条件，是湖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且以栽

培双季水稻为主。随水稻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

高产水稻品种的推广，水稻单产和复种指数提高、

有机肥用量锐减、氮和磷肥用量增加、农民为方便

耕地而将稻草直接燃烧或将其作为燃料和家畜饲

草利用等，导致稻田土壤钾素亏缺越来越严重[2–3]。

此外，南方地区高温多雨，雨水充沛而集中，土壤

养分淋失严重，导致近 30 年来农田养分，特别是
钾素的产出与投入严重失衡[4]，因此，大多数稻–
稻生产体系处于负钾素平衡[4–7]。在传统种植模式

下，农民多重视氮肥施用，轻视钾、磷肥施用，或

减少含钾有机肥施入，以致土壤养分失衡，钾素含

量下降，因此，合理施用钾肥是维持稻–稻生产体

系水稻产量的重要措施[3]。笔者探讨湖南省丘陵地

区钾肥的优化施用技术，旨在为湖南丘陵双季稻区

水稻种植合理配施钾肥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水稻品种(组合)：早稻为浙辐 7号(长沙县
试验点)和威优 402(衡山县试验点)；晚稻为丰源优
272(长沙县试验点)和玉香 88(衡山县试验点)。 

1.2 供试土壤 

试验在湖南省长沙县和衡山县进行。长沙县试

验点土壤为第四纪红土发育的红黄泥田；衡山县试

验点土壤为板页岩发育的黄泥田。试验前 0~20 cm
土壤的基本性状见表 1。 

表 1 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状 
Table 1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soils 

土壤类型 pH(水) 有机质含量/ 
(g·kg–1) 

全氮含量/ 
(g·kg–1) 

碱解氮含量/
(mg·kg–1) 

速效磷含量/
(mg·kg–1) 

全钾含量/ 
(g·kg–1) 

速效钾含量/ 
(mg·kg–1) 

缓效钾含量/
(mg·kg–1) 

红黄泥田 5.3 32.9 12.5 298.1 6.4 9.2 54.2 103.5 

黄泥田 5.8 38.3 13.4 191.2 4.9 9.9 74.3  94.4 
 

1.3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2 年早、晚稻种植期间进行。试验

钾肥用量设 K0、K1、K2、K3共 4 个水平，氮肥用

量设中量氮肥(N1)和高量氮肥(N2)2个水平，钾、氮

肥配施共 6个处理，即 N1K0、N1K1、N1K2、N1K3、

N2K0、N2K3。早稻 N1、N2的施 N量分别为 150、

195 kg/hm2，晚稻分别为 180、234 kg/hm2；早稻

K0、K1、K2、K3的施钾(K2O)量分别为 0、10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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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kg/hm2，晚稻分别为 0.0、136.5、195.0、253.5 

kg/hm2。各处理磷肥施用均一致，早、晚稻施用 P2O5 

量分别为 75、45 kg/hm2。氮肥为尿素。磷肥为过磷

酸钙。钾肥为氯化钾。早稻 70%的氮肥作基肥，30%

作分蘖肥；晚稻 60%的氮肥作基肥，40%作分蘖肥；

磷、钾肥均 100%作基肥。 

早稻于 4 月下旬移栽，7 月中下旬收获，株行

距 13.3 cm×20.0 cm；晚稻于 7 月中下旬移栽，10

月中下旬收获，株行距 20.0 cm×20.0 cm。小区面积

20 m2，重复 4次，随机区组排列。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于每季水稻成熟期采集植株样品，测定其钾养

分含量。各小区单打单晒，单独计产。试验前采集

0~20 cm耕层基础土壤样品，用于土壤基本理化性

状测定；早、晚稻收获后采集 0~20 cm耕层土壤样

品，风干磨碎后用于测定速效钾、缓效钾含量。土

壤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磷、全钾、速效钾、

缓效钾含量和植株钾含量及土壤 pH 均采用常规分

析法[8]测定。 

1.5 数据分析方法 

钾素利用率，钾肥农学效率和钾素(K2O)盈亏

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钾素利用率=(施肥区植株吸钾量－对照区植株

吸钾量)/施钾量。 

钾肥农学效率=(施肥区子粒产量－对照区子粒

产量)/施钾量。 

钾素(K2O)盈亏量(kg/hm2)=肥料投入钾素量－

植株吸收钾素量。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检验，用

Excel 2003软件绘制图形。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处理水稻的产量 

2.1.1  早稻产量 

由表 2可见，在不同施氮水平下，不同钾肥施

用量对水稻产量有较大影响。在中量施氮水平(N1)

下，红黄泥田早稻 N1K1、N1K2、N1K3的产量分别

比 N1K0增产 5.1%、2.4%和 3.7%，其中以 N1K1的

产量最高，N1K1与 N1K0产量间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在中量施氮水平(N1)下，黄泥田早稻 N1K1、N1K2、

N1K3 的增产效果随钾肥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N1K1、N1K2、N1K3的产量分别比 N1K0增产 10.3%，

12.4%和 12.9%，且与 N1K0的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

平。在高量施氮水平(N2)下，红黄泥田和黄泥田

N2K3的早稻产量分别比 N2K0增产 13.7%和 14.9%。

这说明在早稻生产中提高氮肥施用量，并相应提高

钾肥施用量是实现丘陵双季稻区早稻高产的重要

措施。

表 2  2 种土壤各处理水稻的产量 
Table 2 Rice yield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two paddy soils 

土壤 处理 早稻产量/(kg·hm–2) 增产率/% 晚稻产量/(kg·hm–2) 增产率/% 

红黄泥 N1K0 5 396 cB  5 663 cB  

 N1K1 5 676 bB  5.1 6 175 bAB  9.0 

 N1K2 5 528 bcB  2.4 6 450 abA 13.9 

 N1K3 5 594 bcB  3.7 6 238 abAB 10.2 

 N2K0 5 412 cB  6 200 abAB  

 N2K3 6 155 aA 13.7 6 650 aA  7.3 

黄泥 N1K0 5 663 dD  6 218 bB  

 N1K1 6 244 bBC 10.3 7 229 aA 16.3 

 N1K2 6 363 bB 12.4 7 318 aA 17.7 

 N1K3 6 394 bB 12.9 7 020 aA 12.9 

 N2K0 6 088 cC  6 390 bB  

 N2K3 6 994 aA 14.9 7 103 aA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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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晚稻产量  

在中量施氮水平(N1)下，红黄泥田和黄泥田晚
稻施用钾肥的增产效果明显，与 K0 之间的产量差

异均达极显著水平。红黄泥田 N1K2 的产量最高，

比 N1K0高 13.9%；N1K3的产量其次，比 N1K0高

10.2%；N1K1比 N1K0增产 9.0%。黄泥田也以 N1K2

的产量最高，比 N1K0高 17.7%；N1K1的产量其次，

比 N1K0高 16.3%，N1K3比 N1K0增产 12.9%。黄泥
田晚稻施钾的增产效果比红黄泥田的好。在高量施

氮水平(N2)下，红黄泥田和黄泥田 N2K3的晚稻产量

分别比 N2K0增产 7.3%和 11.2%。这一结果说明在
丘陵双季稻区中量施氮(N1)并配合中量施钾(K2)有

利于提高晚稻产量 

2.2 各处理水稻的钾素吸收利用及钾素平衡情况 

2.2.1 水稻植株的总吸钾量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中量施氮(N1)水平下，红
黄泥田的早稻和黄泥田的早、晚稻植株总吸钾(K2O)
量均随钾肥量的增加而增加，而红黄泥田晚稻植株

的总吸钾量以 N1K2 的最高。对相同钾肥施用量不

同施氮水平植株的钾素吸收量进行比较，发现无论

施钾还是不施钾，2 种土壤早、晚稻植株的总吸钾
量均随氮施用量的增加而提高。N2K0的植株总吸钾

量比N1K0的高，N2K3的植株总吸钾量比N1K3的高。 

表 3  2 种土壤各处理水稻的钾素吸收及钾素平衡情况 
Table 3 Potassium absorption and potassium balanc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two paddy soils 

总吸钾(K2O)量/(kg·hm–2) 钾盈亏量/(kg·hm–2) 钾素利用率/% 钾素农学效率/(kg·kg–2)
土壤 处理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红黄泥 N1K0  87.3 108.2 –87.3 –108.2     
 N1K1 120.4 197.6 –15.4 –61.1 31.5 65.5 2.00 3.75 
 N1K2 131.1 214.0 18.9 –19.0 29.2 54.3 0.67 4.04 
 N1K3 149.6 199.2 45.4 54.3 31.9 35.9 0.77 2.27 
 N2K0 113.5 113.6 –113.5 –113.6     
 N2K3 161.7 259.8 33.3 –6.3 24.7 57.7 2.89 1.78 

黄泥 N1K0 105.3 175.8 –105.3 –175.8     
 N1K1 136.0 190.6 –31.0 –54.1 29.2 10.8 5.53 7.41 
 N1K2 139.4 201.7 10.6 –6.72 22.7 13.3 4.67 5.64 
 N1K3 154.3 228.0 40.7 25.5 25.1 20.6 3.75 3.16 
 N2K0 128.4 181.5 –128.4 –181.5     
 N2K3 171.6 246.1 23.4 7.4 22.2 25.5 4.65 5.18 

 

2.2.2  水稻植株的钾素利用率 

由表 3 可见，在中量氮肥(N1)水平下，红黄泥
田 N1K1、N1K2、N1K3 早稻的钾素利用率平均为

30.9%，黄泥田的平均为 25.7%。黄泥田各施钾处理
的晚稻钾素利用率较低。这可能与该区域稻草还田

有关。对早、晚稻高量氮肥(N2)水平与中量氮肥(N1)
水平下的钾素利用率进行比较，发现 2种土壤早稻
高量氮肥配施高量钾肥(N2K3)的钾素利用率均低于
中量氮肥配施高量钾肥(N1K3)的；晚稻则相反，高
量氮肥配施高量钾肥(N2K3)的钾素利用率高于中量
氮肥配施高量钾肥(N1K3)的。 

2.2.3 水稻植株的钾素农学效率 

由表 3 可见，在中量氮肥水平(N1)下，早、晚
稻黄泥田的钾素农学效率比红黄泥田的高。黄泥田

N1K1、N1K2、N1K3早稻的钾素农学效率平均为 4.65 
kg/kg，红黄泥田的平均为 1.15 kg/kg。黄泥田晚稻
N1K1、N1K2、N1K3 的钾素农学效率平均为 5.40 
kg/kg，红黄泥田的平均为 3.35 kg/kg。对 2种土壤
早、晚稻的钾素农学效率进行比较，发现晚稻的钾

素农学效率均比早稻的高。这表明对于湖南省丘陵

双季稻区土壤更应注重晚稻钾肥的施用，以发挥钾

素资源的最大农学效率。 

2.2.4 2 种土壤的钾素盈亏状况 

在中量施氮(N1)和高量施氮(N2)水平下，早、
晚稻不施钾肥时 2种土壤钾素均处于亏缺状态，且
亏缺量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红黄泥田 N1K0

和 N2K0早稻的土壤钾素亏缺量分别为 87.3、113.5 
kg/hm2，晚稻的分别为 108.2、113.6 kg/hm2。黄泥

田 N1K0 和 N2K0 早稻土壤的钾素亏缺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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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128.4 kg/hm2，晚稻的分别为 175.8、181.5 
kg/hm2。在中量施氮水平(N1)下，2种土壤早、晚稻
钾素亏缺量均随钾肥施用量的增加而降低。当早稻

钾肥施用量增加到 K2和 K3水平时，2 种土壤呈钾
素盈余状态，且盈余量均随施钾量的增加而增加，

即 N1K2和 N1K3呈土壤钾素盈余状态。2种土壤早、
晚稻的钾素盈余量随氮肥施用量的增加而降低，即

N1K3处理的钾素盈余量比 N2K3处理的高。这一结

果表明，在该试验条件下，在早稻施 N 150 kg、晚
稻施 N195 kg的基础上，要维持土壤钾素表观平衡，
早、晚稻至少需分别施用 K2O 150.0、253.5 kg/hm2。

当增加氮肥施用量时，必须相应提高钾肥施用量才

能维持土壤的钾素平衡。 

2.3 各处理土壤的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 

2.3.1 土壤速效钾含量 

由图 1 和图 2 可见，在同一施氮水平下，早稻
和晚稻收获后 2 种土壤的速效钾含量均随钾肥施用
量的增加而提高。与试验前土壤速效钾含量(表 1)相
比，红黄泥田早稻和晚稻收获后 N1K2、N1K3和 N2K3

的土壤速效钾含量均增加，而 N1K0、N1K1和 N2K0

的均下降。黄泥田早稻和晚稻收获后各处理土壤的

速效钾含量变化趋势与红黄泥田土壤的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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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黄泥田各处理土壤的速效钾含量 
Fig.1 Available K conten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reddish 

yellow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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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泥田各处理土壤的速效钾含量 
Fig. 2 Available K content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yellow soil   

2.3.2 土壤缓效钾含量 

试验结果(图 3、图 4)表明，与试前土壤缓效钾
含量(表 1)相比，不同钾肥施用量对红黄泥田早、晚
稻收获后土壤的缓效钾含量影响不明显，黄泥田土

壤的缓效钾含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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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黄泥田各处理土壤的缓效钾含量 
Fig. 3 Slowly available K conten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reddish yellow soil  

0

40

80

120

160
缓
效

钾
含
量

(m
g 

kg
-1

) 早稻 晚稻

 
N1K0    N1K1   N1K2    N1K3   N2K0    N2K3 

       处理 

图 4 黄泥田各处理土壤的缓效钾含量 
Fig. 4 Slowly available K conten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yellow soil   

2.4 各处理水稻的经济效益 

各处理经济效益的成本只考虑肥料成本，产值

只考虑稻谷收入。肥料价格按 N 5.22 元/kg、P2O5 

7.00元/kg、K2O 7.00元/kg计算。收入稻谷价格按
早稻 2.76元/kg和晚稻 2.86元/kg计算。表 4结果
表明，在中量施氮水平(N1)下，红黄泥田早稻各处
理的增收效益为负值，而晚稻 N1K1和 N1K2分别比

N1K0增收 509，886元/kg。黄泥田早稻产值以 N1K2

的最高，为 15 204元/kg，比 N1K0增收 882元/kg。
各处理晚稻产值随钾肥施用量的增加而提高，纯收

入随钾肥施用量的增加而减少。N1K1、N1K2、N1K3

分别比 N1K0增收 1 936、1 781、519元/kg。 
对同一施钾水平不同施氮水平处理的经济效益

进行比较，发现同一施钾水平(K3)下早、晚稻的产值、
纯收入和增收效果均随施氮量的增加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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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种土壤各处理的钾肥效益  
Table 4 Economic benefi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two paddy soils                   元/hm2 

产值 成本 纯收入 增收 产投比 
土壤类型 处理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早稻 晚稻 

红黄泥田 N1K0 14 893 16 196 1 308 1 255 13 585 14 941     

 N1K1 15 666 17 661 2 115 2 210 13 551 15 451 –34 509 0.96 1.53 

 N1K2 15 257 18 447 2 358 2 620 12 899 15 827 –686 886 0.35 1.65 

 N1K3 15 439 17 841 2 673 3 029 12 766 14 812 –819 –130 0.40 0.93 

 N2K0 14 937 17 732 1 543 1 536 13 394 16 196     

 N2K3 16 988 19 019 2 908 3 311 14 080 15 708 686 –488 1.50 0.73 

黄泥田 N1K0 15 630 17 783 1 308 1 255 14 322 16 528     

 N1K1 17 233 20 675 2 115 2 210 15 118 18 465 797 1 936 1.99 3.03 

 N1K2 17 562 20 929 2 358 2 620 15 204 18 309 882 1 781 1.84 2.30 

 N1K3 17 647 20 077 2 673 3 029 14 974 17 048 653 519 1.48 1.29 

 N2K0 16 803 18 275 1 543 1 536 15 260 16 739     

 N2K3 19 303 20 315 2 908 3 311 16 395 17 004 1 136 265 1.83 1.15 
 
一般认为，施肥产投比达到 2.0 时经济效益显

著，产投比为 1.0~2.0 时经济效益不明显，但农民

可接受；产投比低于 1.0时则会亏本。由表 4可见，

红黄泥田早、晚稻各处理的产投比为 0.35~1.65，比

值较低，说明该区域施用钾肥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黄泥田早、晚稻施钾产投比为 1.15~3.03，说明黄泥

田施用钾肥获得的经济效益比红黄泥田的高。 

3 结论与讨论 

钾是维持水稻高产、稳产的重要营养元素[9]。

大量研究[10–11]表明，稻田土壤施用钾肥能显著提高

水稻产量。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中量施氮水平下施

用钾肥可显著提高 2种稻田土壤的早、晚稻产量，

且晚稻的增产效果高于早稻，因此，为发挥钾肥的

最佳增产效应，应重视稻–稻轮作体系中早稻与晚

稻钾肥的合理分配，根据不同生态区域土壤的钾素

状况和早、晚稻的钾肥增产效应差异，采取“早稻

轻，晚稻重”的分配原则。 

据报道，氮钾是正互作效应[12]。本研究中，在

施钾或不施钾条件下，早、晚稻产量均随施氮量的

增加而提高，早稻的增产效果尤为显著。2种土壤高

量氮肥配施高量钾肥的增产效果尤为显著，说明在

湖南省双季稻区缺钾土壤上，氮、钾呈正互作效应。 

通常认为土壤供钾能力愈低，钾肥的增产效果

愈显著，钾素利用率越高[13]。本试验中，2 种土壤

的钾素利用率差异显著，红黄泥田的早、晚稻钾肥

农学效率均低于黄泥田。这可能是因为红黄泥田的

缺钾程度较黄泥田的更为严重。 

南方水稻土因长期不施钾肥而导致土壤钾素

严重亏缺，这已成为水稻高产和农民增收的主要限

制因素之一[14–15]，在长江中游双季稻集约化种植区

的表现尤为严重。本试验结果表明，在中量施氮水

平(N1)下，早稻施 K2O 0~105 kg/hm2时土壤钾素呈

亏缺状态，亏缺量随施钾量的增加而降低；施 K2O 

150~195 kg/hm2时钾素呈盈余状态，盈余量随施钾

量的增加而增加。晚稻施 K2O 0~195 kg/hm2时钾素

呈亏缺状态，亏缺量随施钾量的增加而降低；施

K2O 253.5 kg/hm2时出现钾素盈余，因此，对于南

方双季稻区供钾潜力较低的土壤，若不补充钾肥，

将会严重影响氮、磷肥的肥效和作物的产量及品

质。即使目前钾素较为丰富的土壤，如果仅靠农田

生态系统自身循环，即使暂时不缺钾，长期不施用

钾肥也会出现钾亏缺状态。 

近年来，南方稻田土壤速效钾含量普遍呈下降

趋势，年下降量(K)为 0.58~ 3.32 mg/kg[14]。在目前

施肥水平下，农业生产“三要素”中钾素一般处于

亏缺状态，部分区域出现严重亏缺[16–18]。本试验

结果表明，同一施氮水平下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均

随施钾量的增加而增加，早、晚稻不施钾处理的土

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均较试验前降低。这表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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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钾肥是提高水稻产量和保持土壤供钾能力的重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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