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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肥基施不同用量对甘薯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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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甘薯高淀粉品种6-9-17为材料,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研究钾肥作底肥一次性施入不同用量对甘薯产量及

植株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产量、单株薯数、单株薯质量、地上部鲜质量、块根鲜质量、茎

长、茎粗、基部分枝数和大中薯率都有所增加;产量与单株薯质量、单株薯数、茎粗、茎长、基部分枝数都达到显著

或极显著正相关;产量与钾肥施用量的最佳估测模型为逻辑斯谛模型:Y=2115.3152/(1+EXP(-0.473980-
0.220043X)).本试验中,在N,P2O5 施用量为9kg和5kg情况下,以施K2O20kg/667m2 产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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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为我国第四大粮食作物,是重要的淀粉与乙醇原料作物、饲料作物和保健食品原料作物.甘薯为

典型的喜钾作物,钾能延长叶龄,促进叶片的光合产物向薯块转运,提高叶片光合能力.增施钾肥可以增

加干物质产量,提高干物质在块根中的分配率,从而提高块根产量,因此钾肥对甘薯生长发育和产量有重

要的影响[1-4].邵代兴等[5]、姚海兰等[6]研究表明钾肥基施对产量、大中薯数、分枝数等都有所增加.秦鱼

生等[7]得出45kg/hm2N、45kg/hm2P2O5 和90kg/hm2K2O的施肥量,川中丘陵干旱区高淀粉甘薯品种

的产量和品质最佳.杨林森等[8]认为在种植密度为47325~53820株/hm2、施过磷酸钙(含P2O512%)

115.5~367.5kg/hm2、施氯化钾(含K2O60%)27~226.5kg/hm2 的栽培模式下,能“充分发挥高淀粉甘

薯产量和淀粉的潜力.鲁剑巍等[9]认为钾肥明显提高了单个薯块质量,K2O用量在75~300kg/hm2 时的

鲜薯产量和薯藤产量随着钾肥用量增加而增加.关于氮磷钾配合施肥对甘薯生长和产量及品质等的影响研

究甚多[10-20],而仅对钾肥基施作用于高淀粉甘薯的研究鲜有报道,且前人研究中关于肥料用量的标准各有

不同,因而本试验研究了钾肥基施不同用量对高淀粉甘薯品种生长及产量的影响,探究高淀粉甘薯生长最

佳钾肥基施用量,为当地甘薯种植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与试验地

供试甘薯品种为6-9-17,由西南大学重庆市甘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试验地位于重庆市酉阳县麻旺

镇吉安村,土质为黄壤土,土壤供钾能力属中下等水平,pH值为5.20,有机质17.38g/kg,全氮1.22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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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磷0.84g/kg,全钾20.83g/kg,速效钾69.25mg/kg,有效磷57.69mg/kg,碱解氮91.77mg/kg.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7个处理(表1),各处理均每667m2 施氮肥(N)9.0kg、每667m2 施磷肥(P2O5)5kg作为

底肥.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小区种植6垄,垄长5m,垄宽0.8m,株距20cm.试验于2012年6
月27日移栽甘薯苗,移栽前进行施肥处理,N肥(尿素,含N量46%)、P肥(过磷酸钙,含磷量12%)、K
肥(硫酸钾,含K量51%)均作底肥一次性施用.2012年6月27日栽插,2012年11月7日收获,其余田间

管理同常规.
表1 各处理钾肥用量

处   理 T1 T2 T3 T4 T5 T6 T7

施K2O量/(kg·667m-2) 0 5 10 15 20 25 30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甘薯移栽后每隔30d,每个处理随机选取5株测定地上部鲜质量及块根鲜质量用以计算R/T 值,收获

时选取5株植株测定茎长、茎粗、分枝数,并按小区收获,统计大小薯数、薯质量和产量.
1.4 数据分析

采用Excel和DPS7.05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施钾量对甘薯结薯及产量的影响

由表2可知,产量随着钾肥用量的加大而增加,各处理的产量极显著高于不施钾肥的处理(T1).T5的

产量最高,与其他处理的差异极显著,其次是T7,T6,T4,但3个处理的产量差异均不显著.T3>T2>T1
的产量,差异达到了极显著.单株薯质量的变化与产量一致,T5的单株薯质量最大,与T7无显著差异,
与T6差异显著.T1与其他处理都达到了极显著差异.T5的单株薯数最多,T1的最少,二者差异极显著,
分别与其他处理(T5,T6,T3有显著差异外)都没有显著差异.

T7的大中薯率最高,T2的最低,二者差异显著,与其他处理均没有显著差异.T2的小薯率最高,T7
的小薯率最低,二者差异显著,T7与其他处理均无显著差异.表明钾肥的施用提高了甘薯的单株薯质量和

大中薯数,进而提高了产量.
表2 施钾量对甘薯产量及块根相关指标的影响

处 理
鲜薯产量

/(kg·667m-2)
单株薯质量

/(g·株-1)
单株薯数

/(个·株-1)
大中薯率

/%

小薯率

/%
T1 1296.73eE 340dD 2.25bB 43.70abA 56.30abA
T2 1778.98dD 427.5cC 2.83abAB 38.80bA 61.20aA
T3 1941.76cC 467.08bcBC 2.67bAB 46.58abA 53.42abA
T4 2049.55bB 482.5bcBC 2.73abAB 45.34abA 54.66abA
T5 2179.55aA 577.08aA 3.33aA 45.71abA 54.29abA
T6 2070.66bB 512.5bABC 2.69bAB 48.13aA 51.87bA
T7 2107.88bAB 524.58abAB 2.75abAB 48.32aA 51.68bA

  注:①小写字母表示0.05显著水平,大写字母表示0.01极显著水平;(下同).②区组自由度为2,处理自由度均为6,

误差自由度均为12;(下同).③产量、单株薯质量、单株薯数、大中薯率、小薯率及干率的误差均方分别为1406.8090,

1146.3627,0.1063,0.0017,0.0017和0.0000.
对产量Y 和钾肥施用量X 的关系进行数学模拟,以逻辑斯蒂非线性回归模型最佳,方程为

Y=2115.3152/(1+EXP(-0.473980-0.220043X))

F值为103.0093,p值为0.0004,达到极显著水平,决定系数R2 为0.9810.表明在一定钾肥用量范围

内,产量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钾肥用量超过某个范围时,产量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反而降低.
2.2 施钾量对甘薯茎蔓生长及其R/T值的影响

由表3可知,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茎长、茎粗及基部分枝数都有所增加.T5有最大茎长值,T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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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者无显著差异,T5与其他处理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T5茎粗最粗,T7,T6次之,三者差异不显

著,T5与其他4个处理差异显著或极显著.T5分枝数最多,T6,T7次之,三者并没有显著差异;T1至T4
的分枝数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多.

表3 施钾量对栽后130d(收获期)茎长、茎粗及基部分枝数的影响

处 理 茎长/cm 茎粗/mm 基部分枝数/(个·株-1)

T1 153.71eD 6.322ceB 3.07dC
T2 191.4bcABC 6.7737bcdeAB 3.73cdBC
T3 167.32deCD 6.8623bcAB 4.50bcAB
T4 204.45abAB 6.8603bcdAB 4.53bcAB
T5 214.75aA 7.4673aA 5.63aA
T6 180.18cdBCD 7.1633abA 5.27abA
T7 192.8bcABC 7.437aA 5.07abA

  注:茎长、茎粗和基部分枝数的误差均方分别为112.4262,0.0806和0.1874.

由表4可知,甘薯在整个大田生长时期,各处理的R/T 值均不断地加大.栽后30d,结薯少,R/T 值

较小,T4的R/T 值最大,与其他处理都有极显著差异.栽后60d,T5有最大R/T 值,T1次之,T5与其

他几个处理的R/T 值有显著或及显著差异.栽后90d,T5的R/T 值最大,T2次之,二者分别与其他几个

处理都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差异;此时仅T5的R/T 值大于1,表明T5结薯早,为获得高产奠定了基础.
栽后130d,T3有最大R/T 值,T2,T1次之,T3与其他处理都有极显著差异,随着施钾量的增多,T4至

T7的R/T 值递减,表明茎叶衰退早晚与钾肥施用量有关.
表4 各个时期R/T(块根鲜质量/块上部鲜质量)值的动态变化

处 理 30d 60d 90d 130d

T1 0.0186dC 0.2579abAB 0.6515dCD 1.3774bB
T2 0.0579bcB 0.1724dCD 0.9729bAB 1.397bB
T3 0.0673bB 0.2147cBC 0.8266cBC 1.7831aA
T4 0.112aA 0.1602dD 0.6923cdCD 1.2863bcBC
T5 0.0486cB 0.2797aA 1.1555aA 1.2438bcdBC
T6 0.0197dC 0.1724dCD 0.7306cdCD 1.1273cdBC
T7 0.301dC 0.2399bcAB 0.5961dD 1.0589dC

  注:栽后30d,60d,90d,130d的误差均方分别为0.0001,0.0003,0.0058和0.0100.

2.3 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5可知,茎粗与单株薯质量、基部分枝数和产量达到极显著正相关,与单株薯数呈显著正相关;
基部分枝数与单株薯质量、茎粗和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单株薯数达到显著正相关;茎长与单株薯数达

到极显著正相关,与单株薯质量和产量达到显著正相关;产量与单株薯质量、茎粗和基部分枝数达到极显

著正相关,与单株薯数和茎长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茎粗、茎长、基部分枝数等地上部分的增加提高了单株

薯质量、单株薯数和产量,甘薯地上部分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形成的干物质多,转移到地下部分的相应

增加,有利于薯块质量和数量的增加,从而提高了产量.
表5 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 单株薯质量 单株薯数 大中薯率 茎粗 茎长 基部分枝数

单株薯数 0.84
大中薯率 0.55 0.04

茎粗 0.96** 0.77* 0.55
茎长 0.77* 0.87** 0.02 0.71

基部分枝数 0.98** 0.74* 0.66 0.94** 0.66
产量 0.96** 0.76* 0.51 0.90** 0.76* 0.93**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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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钾肥的施用提高了甘薯的单株薯质量和大中薯数.
鲁剑巍等[9]研究结果表明,钾肥一定施用量范围内,薯块产量随着钾肥用量增加而提高,施钾明显增

加单薯质量,随着钾肥用量增加效果越明显,而对单株薯数影响不大.徐冰等[10]研究表明分枝数、单株薯

质量随着施钾量的增加而增加.林琪等[16]研究表明,甘薯施钾肥前期地上部增质量较慢,高峰期后维持时

间较长,后期衰落慢.骆科群等[21]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钾肥用量增加,甘薯发棵提前,茎叶盛长期增长,增

长了光合作用时间,促进碳水化合物迅速向地下块根运输,从而促进了块根的膨大,增加了块根大中薯比

例,达到增产.邓日烈等[22]研究表明甘薯增施钾肥对增加结薯数、提早结薯等有明显效果.张东昱等[23]研

究表明,马铃薯株高、茎粗及产量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当钾肥用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则递减.本试

验中,随着施钾量增加,产量、单株薯质量、单株薯数、茎粗、基部分枝数不断增加,超过20kg/667m2,
增幅不明显甚至有降低的趋势,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当钾肥施用量为20kg/667m2,R/T 值较早达到1,
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收获期的R/T 值逐渐减小,表明钾肥较早促进茎叶生长并延长了茎叶生长期.

本研究表明产量与大中薯率有正相关关系,单株薯质量与茎长、分枝数有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与

大中薯率正相关,茎粗与基部分枝数达到极显著正相关.此结果与汪宝卿等[24]研究表明鲜薯产量与大

中薯率呈显著正相关,后猛等[25]研究表明单株薯质量与茎蔓长、分枝数、单株结薯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茎粗与分枝数、分枝数与结薯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茎粗与茎蔓长、茎蔓长与分枝数呈极显著负相关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但茎粗与茎长、茎长与分枝数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品种

对钾肥的反应差异.
试验得出,甘薯产量和钾肥施用量的关系符合逻辑斯蒂非线性回归模型最佳,以施K2O20kg/667m2

增产效果明显.获得最佳产量施肥方案为N+P2O5+K2O=9+5+20(kg/667m2).

参考文献:
[1] 史春余,王振林,赵秉强,等.钾营养对甘薯块根薄壁细胞微结构、“C同化物分配和产量的影响 [J].植物营养与肥料

学报,2002,8(3):335-339.
[2] LARRYKH,CONRADHM,WILLIAMHS,etal.InfluenceofNSource,NRateandKRateontheYieldandMin-

eralConcentrationofSweetPotato[J].JAmSocHortSci,1984,109(3):294-298.
[3] BOURKERM.InfluenceofNitrogenandPotassiumFertilizeronGrowthofSweetPotatoinPapuaNewGuinea[J].

FieldCropsResearch,1985,12:363-375.
[4] NICHOLAIDESJJ,CHANCY HF,MASCAGNIHJ,etal.SweetPotatoResponsetoKandPFertilization[J].

AgronJ,1985,77(3):466-470.
[5] 邵代兴,周开芳,左明玉,等.钾肥运筹方式对脱毒甘薯三康1号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J].贵州农业科学2010,38(6):

36-38.
[6] 姚海兰,张立明,史春余,等.施钾时期对甘薯植株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J].西北农业学报,2010,19(4):82-85.
[7] 秦鱼生,涂仕华,冯文强,等.平衡施肥对高淀粉甘薯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12,29(5):

169-173.
[8] 杨林森,唐道彬,吕长文,等.高淀粉甘薯0409-17高产栽培模式研究 [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3(2):

12-16.
[9] 鲁剑巍,陈 防,许幼生,等.甘薯施用钾肥研究 [J].湖北农业科学,1998,6:41-44.
[10]徐 冰,桂巨德,张从慧,等.甘薯氮磷钾平衡施肥试验初报 [J].杂粮作物,2009,29(1):49-50.
[11]陈玉山,吴志珍.甘薯氮磷钾肥平衡施用效应分析 [J].现代农业科技,2012(18):25-28.
[12]罗凤来.甘薯氮磷钾肥平衡施用效应分析 [J].土壤肥料,2003,4:32-35.
[13]黄梅卿,蔡开地,姚宝全.不同氮磷钾施用水平对甘薯经济指标的影响 [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4,26(2):

251-258.
[14]王彦华,邓森林,张宪铃,等.氮磷钾肥对甘薯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J].杂粮作物,2000,20(4):46-47.
[15]王小晶,蔡国学,王 洋.氮磷钾分期施用对甘薯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7):188-192.
[16]林 琪,周复来.不同氮,钾配比对夏甘薯生长发育及产量形成的影响 [J].土壤肥料,1996,5:42-44.

4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cn     第36卷



[17]余韩开宗,王季春,滕 艳,等.不同因素对甘薯根系发育的影响 [J].作物杂志,2011,2:85-89.
[18]津野幸人,藤濑一马.TheEffectofPotassiumontheDryMatterProductionofSweetPotato[J].日作记,1964(33):

236-241.
[19]王 菲,陈 怡,冉 烈,等.肥料组合对甘薯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4(10):

25-29.
[20]张启堂,赵德秉.甘薯新品种“渝薯34”丰产的密肥模式研究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20(1):

101-106.
[21]骆科群,韦其萍,韩学明,等.脱毒甘薯Ⅰ号不同钾肥用量效果分析 [J].耕作与栽培,2007,1:33-34.
[22]邓日烈,温玉辉.钾肥对甘薯产量影响的初探 [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0(1):74-77.
[23]张东昱,王多成,张荣等.钾肥对鲜食型马铃薯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J].中国马铃薯,2009,23(3):152-154.
[24]汪宝卿,王庆美,张海燕,等.北方甘薯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性及灰色关联度分析 [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2010,27(4):296-299.
[25]后 猛,李 强,马代夫,等.甘薯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倾向及其相关性分析 [J].西北农业学报,2011,20(2):

99-103.

EffectsofPotassiumAapplicationasBasalDressing
ontheAgronomicTraitsandYieldofSweetPotato

TENG Yan1, HUANGTing-rong2, TANGDao-bin1,
YANGGuo-cai1, GAO Xu1, CHENXiang-ying1, WANGJi-chun1

1.ChongqingSweetPotatoResearchCenter,SchoolofAgronomyandBiotechnology,

 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6,China;

2.AgricultureCommitteeofYouyangCounty,YouyangChongqing409800,China

Abstract:Thesweetpotatocultivarwithhighstarchcontent,6-9-17,wasgrowninafieldexperimentwith
thecompleterandomizedblockdesignandsuppliedwithpotassiumatdifferentratesasbasaldressingto
studyitseffectontheagronomictraitsandyield.ofthecropTheresultsshowedthatyield,tubers/plant,

tuberweight/plant,shootfreshweight,tuberfreshweight,stemlength,stemdiameter,numberofbasal
branchesandthepercentageofbigandmedium-sizedtubersallincreasedwithpotassiumapplicationrate.
Tuberyieldwasinasignificantorhighly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withtuberweight/plant,tuber
numberperplant,stemdiameter,stemlengthandnumberofbasalbranches.Ahighlysignificantregres-
sionrelationshipwasobservedbetweenpotassiumrateandtuberyield,whichcouldwellbedescribedwith
thefunction:Y=2115.3152/(1+EXP(-0.473980-0.220043X)).Inthisexperiment,thehighest
yieldwasobtainedinthetreatmentofK2O20kg/667m2+N9kg/667m2+P2O55kg/667m2.
Keywords:sweetpotato;potassium;yield;agronomic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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