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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提高烟叶镁含量的农艺措施，采用田间小区试验，研究了不同施镁方法和时期对烤

烟镁含量及产量、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镁肥基施＋追施（Ｔ３－Ｔ５处理）可提高烤烟生长中期植

烟土壤中交换性镁含量及烤后烟叶镁含量，其中，Ｔ４处理（镁肥基施＋移栽后１５～２０ｄ追施）烟叶

镁含量较ＣＫ（全部移栽时追施处理）增加１２．６８％，并能促进烤烟的生长发育，且烤烟农艺性状表

现较优。Ｔ３处理（镁肥基施＋移栽时追施）烟叶经济性状指标均高于ＣＫ和Ｔ２处理（全部基施），
且烟叶产量、产值最高，分别较ＣＫ提高１９．３１％、２３．９０％。镁肥基施＋追施（Ｔ３－Ｔ５处理）的烟

叶化学成分含量比较适宜，各化学成分间比例较协调，中、下部烟叶评吸得分均高于ＣＫ。因此，在
生产上建议百色烟区烤烟镁肥基施与移栽后追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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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镁是烟草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对烟

草生长发育以及产量和品质形成具有重要影响［１－２］。
烟叶镁含量与土壤中交换性镁含量及烟株对土壤中

镁的吸收直接相关［３－４］，而烟株对土壤中镁的吸收又

受养分间的相互作用、水旱轮作、降雨等多方面因素

影响［５－６］。近年来，国内很多 学 者 在 镁 肥 种 类、镁 肥

用量和施用方法、减少其他养分对镁吸收的抑制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能提高当地烟叶

镁含量、改善烟叶品质的生产技术措施［７－９］。但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在低镁区或钙镁适宜区，而有关高钙

低镁区的报道较少。广西百色烟区是全国重点烟区

之一，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壤风化较严重，土壤

钙含量丰富，当地降雨充沛，土壤镁易淋失、含量较

低，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镁 的 吸 收 及 烟 叶 的 产、质

量［１０］。生产实践中，百色部分烟区烤烟生长过程中

缺镁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影响了烟叶的产量和质量

提高，甚至造成烟叶大幅度减产。尽管生产上在施

肥配方中也有镁肥的施入，但施用方式多为在烤烟

移栽后对水灌根，易使镁肥集中在表土层或通过垄

面流至垄沟，降低了旺长期烟株对镁的吸收，从而造

成缺镁现象。为此，研究了镁肥不同施用方法和施

用时期对高钙低镁区烤烟镁含量及产量、品质的影

响，旨在为生产上合理施肥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１０年在广西百色市靖西县化峒镇街上

村进行。供试土壤为水稻土，０～２０ｃｍ土层有机质

含量５１．８８ｇ／ｋｇ、全氮３．３４ｇ／ｋｇ、全磷１．７２ｇ／ｋｇ、全
钾５．２９ｇ／ｋｇ、碱 解 氮２１０ｍｇ／ｋｇ、速 效 磷（Ｐ２Ｏ５）４６
ｍｇ／ｋｇ、速 效 钾（Ｋ２Ｏ）１２８ｍｇ／ｋｇ，硫２７ｍｇ／ｋｇ、铜

３．９４ｍｇ／ｋｇ、锌３．０４ｍｇ／ｋｇ、铁７６．９０ｍｇ／ｋｇ、锰９．０１
ｍｇ／ｋｇ、硼０．１３ｍｇ／ｋｇ、氯１４ｍｇ／ｋｇ，交换性钙９　２８５
ｍｇ／ｋｇ，交换性镁６６ｍｇ／ｋｇ，ｐＨ值８．００，属高钙低镁

土壤。前茬作物为水稻。

１．２　供试材料和试验方法

供试烤 烟 品 种 为 云 烟８５，采 用 漂 浮 育 苗，于

３月３日利用移栽器膜上移栽，种植行距１２０ｃｍ、株
距５０ｃｍ。施用 肥 料 种 类 和 用 量：烟 草 专 用 复 合 肥

（９－１２－２６）７５０ｋｇ／ｈｍ２，硝酸钾２２５ｋｇ／ｈｍ２，硼砂１８
ｋｇ／ｈｍ２，硫酸锌３０ｋｇ／ｈｍ２，即纯 Ｎ　９７．５ｋｇ／ｈｍ２，

Ｎ∶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１∶３。其中，烟草专用复合肥

起垄时条施；硝酸钾７５ｋｇ／ｈｍ２ 移栽时随定根水施

用，其他１５０ｋｇ／ｈｍ２ 分别在移栽后７～１０ｄ、１５～２０
ｄ分２次灌根追施，每次用量７５ｋｇ／ｈｍ２；硼砂、硫酸

锌在移栽时随定根水施用。硫酸镁用量及方法依各

处理而定。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采取随机区组设计，共设５个镁肥施用处

理，即Ｔ１：全部移栽时追施（灌根）（当地常规施肥方

式，ＣＫ）；Ｔ２：全部 基 施；Ｔ３：基 施＋移 栽 时 追 施（灌

根）；Ｔ４：基施＋移栽后１５～２０ｄ追施（灌根）；Ｔ５：
基施＋团棵时追施（灌根）。小区面积６０ｍ２，每 小

区３ 行，重 复 ３ 次。所 用 镁 肥 为 硫 酸 镁，用 量

９０ｋｇ／ｈｍ２，基 施 和 追 施 时 硫 酸 镁 的 用 量 分 别 为

６０ｋｇ／ｈｍ２、３０ｋｇ／ｈｍ２。

１．４　测定项目和方法

１．４．１　土壤养分含量　在烤烟生长各时期，取各处

理耕层土壤混合样品，经风干、磨细、过筛、混匀后装

瓶，按土壤农 化 分 析 方 法［１１］测 定 土 壤 交 换 性 钙、镁

等含量。

１．４．２　烤烟农艺性状　依据ＹＣ／Ｔ　１４２－１９９８，测

定烤烟圆顶期株高、茎围、叶数、最大叶面积。最大

叶面积＝最大叶片长×最大叶片宽×０．６３４　５。

１．４．３　经济性状　按处理统计烤后烟叶产量，并根

据烤烟４２级国标（ＧＢ　２６３５－９２）对烤后烟叶分级，
确定 烤 烟 的 产 值、均 价、上 等 烟 比 例 及 中 上 等 烟

比例。

１．４．４　烤烟质量　各处理 取 下 部 叶Ｘ２Ｆ（３～５叶

位）、中部叶Ｃ３Ｆ（８～１２叶位）、上部叶Ｂ２Ｆ（１４～１７
叶位）等级烟 样 各３．０ｋｇ，由 农 业 部 烟 草 产 业 产 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山东青岛）测定其化学成分

（还原糖、总糖、烟碱、总氮、Ｋ２Ｏ、Ｃｌ－）含量，并进行

感官评吸；测定中部烟叶钙、镁含量。

１．５　数据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进行数据统计；采用ＤＰＳ　６．５５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镁 肥 施 用 方 法 和 时 期 对 土 壤 和 烟 叶 钙 镁 含

量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在烤烟生长各时期各处理土壤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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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性 钙 含 量 均 较 高，变 化 较 稳 定，大 多 在９　７００～
１０　０００ｍｇ／ｋｇ波 动，仅４月２０日 Ｔ１、Ｔ３处 理 低 于

９　７００ｍｇ／ｋｇ，５月６日Ｔ２处理和６月１３日Ｔ３－Ｔ５
处理高于１０　０００ｍｇ／ｋｇ。在烤烟生长前期（４月２０
日），各处理土壤中交换性镁含量差异无明显规律性，
烤烟生长中期（５月６日）Ｔ２－Ｔ５处理土壤中交换性

镁含量均高于ＣＫ，至烤烟生长后期（５月２４日、６月

１３日）土 壤 交 换 性 镁 含 量 均 以 Ｔ５处 理 明 显 高 于

ＣＫ，而其 他 处 理 与ＣＫ差 异 不 大。土 壤 中Ｃａ／Ｍｇ
变化表现为烤烟生长前期Ｔ２－Ｔ５处理高于ＣＫ，生
长中期低于ＣＫ，生长后期Ｔ５处理明显低于ＣＫ，而
其他处理与ＣＫ接近。

表１　不同处理土壤中的钙、镁含量

日期／
（月－日）

项目 Ｔ１（ＣＫ）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０４－２０ 交换性Ｃａ２＋／（ｍｇ／ｋｇ） ９　３６８　 ９　７３２　 ９　２４０　 ９　９１４　 ９　９３２
交换性 Ｍｇ２＋／（ｍｇ／ｋｇ） ７９　 ７８　 ７３　 ７５　 ７９

Ｃａ２＋／Ｍｇ２＋ １１８．５８　 １２５．５７　 １２６．５８　 １３３．０７　 １２５．７２
０５－０６ 交换性Ｃａ２＋／（ｍｇ／ｋｇ） ９　７１６　 １０　１９７　 ９　７７７　 ９　７５９　 ９　８７６

交换性 Ｍｇ２＋／（ｍｇ／ｋｇ） ６７　 ７２　 ７１　 ７２　 ７２
Ｃａ２＋／Ｍｇ２＋ １４５．０１　 １４１．６３　 １３７．７　 １３５．５４　 １３８．１３

０５－２４ 交换性Ｃａ２＋／（ｍｇ／ｋｇ） ９　７５０　 ９　９９０　 ９　９９０　 ９　８９４　 ９　８４３
交换性 Ｍｇ２＋／（ｍｇ／ｋｇ）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６　 ７１

Ｃａ２＋／Ｍｇ２＋ １５３．６９　 １５０　 １５３．６９　 １５１．０５　 １３８．６３
０６－１３ 交换性Ｃａ／（ｍｇ／ｋｇ） ９　９５９　 ９　９７８　 １０　２６９　 １０　３２５　 １０　６１７

交换性 Ｍｇ２＋／（ｍｇ／ｋｇ） ６９　 ６９　 ６８　 ６９　 ８９
Ｃａ２＋／Ｍｇ２＋ １４４．３３　 １４４．６１　 １５１．０１　 １４９．６３　 １１９．９７

　　由表２可知，各处理烤后烟叶（中部叶）钙含量

均较高，这与土壤中钙含量高有关，除Ｔ４处理略高

于ＣＫ外，其 他 处 理 均 低 于ＣＫ；烟 叶 镁 含 量 除 Ｔ２
处理略低于ＣＫ外，其他处理均高于ＣＫ，增加幅度

为２．８２％～１２．６８％，烟叶中Ｃａ／Ｍｇ的变化则与各

处理镁含量的变化相反。

表２　不同处理烤后烟叶中的钙、镁含量

项目 Ｔ１（ＣＫ）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Ｃａ／％ ３．８９　 ３．７３　 ３．７１　 ４．０６　 ３．６０
Ｍｇ／％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３
Ｃａ／Ｍｇ　 ５４．７９　 ５６．５２　 ４８．１８　 ５０．７５　 ４９．３２

２．２　镁肥施用方法和时期对烤烟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３可知，烤 烟 圆 顶 期 株 高 表 现 为 Ｔ４处 理

高于ＣＫ，其他 处 理 略 低 于ＣＫ，差 异 均 不 显 著。除

Ｔ２处理茎围低于ＣＫ外，其他处理均高于ＣＫ。烤

烟最大叶面积表现为Ｔ４处理显著高于ＣＫ，Ｔ３和

Ｔ５处理也高于ＣＫ，但 差 异 不 显 著，Ｔ２处 理 低 于

ＣＫ，差异未达显著水平。Ｔ２－Ｔ５处理烤烟叶片数

与ＣＫ无显著差异。

表３　不同处理烤烟主要农艺性状

处理 株高／ｃｍ 茎围／ｃｍ 最大叶面积／ｃｍ２ 叶数／片

Ｔ１（ＣＫ） １２８．８７ａｂ　 ９．４５ａ １　４３２．８７ｂｃ　 ２１．４０ａ
Ｔ２　 １２４．２７ａｂ　 ９．２７ａ １　３６５．１５ｃ ２１．０７ａ
Ｔ３　 １２４．４０ａｂ　 ９．４７ａ １　４６８．１５ａｂ　 ２１．１３ａ
Ｔ４　 １３０．３３ａ ９．５２ａ １　５０２．７５ａ ２０．６０ａ
Ｔ５　 １２３．２０ｂ ９．５３ａ １　４４４．６３ａｂ　 ２１．０７ａ

　注：同列数字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到５％显著水平，下同。

２．３　镁肥施用方法和时期对烤烟经济性状的影响

由表４可知，Ｔ２－Ｔ５处理烟叶产量、产值均不同

程度 高 于ＣＫ，并 以 Ｔ３处 理 最 高，分 别 达２　０２５．２３
ｋｇ／ｈｍ２、２４　６４５．２１元／ｈｍ２，分别较ＣＫ提高１９．３１％、

２３．９０％；各处理均价高于ＣＫ，但差异不显著；上等烟

比例以Ｔ５处理最高，其次为Ｔ４和Ｔ３处理，Ｔ２处理低

于ＣＫ，但差异不显著；中上等烟比例则以Ｔ３处理最

高，其次为Ｔ５和Ｔ４处理，均显著高于ＣＫ。

表４　不同处理烤烟主要经济性状

处理
产量／
（ｋｇ／ｈｍ２）

产值／
（元／ｈｍ２）

均价／
（元／ｋｇ）

上等烟比
例／％

中上等烟
比例／％

Ｔ１（ＣＫ） １　７２０．０３ｂ １９　８９０．６４ｃ １１．５８ａ １４．０９ａｂ　 ７１．２８ｃ
Ｔ２　 １　８５０．５７ａｂ　 ２１　８３９．６９ｂｃ　１１．６２ａ １１．８４ｂ ７３．５８ｂｃ
Ｔ３　 ２　０５２．２３ａ ２４　６４５．２１ａ １２．００ａ １５．１１ａ ７８．３３ａ
Ｔ４　 １　９０２．６３ａｂ　 ２２　４５０．２７ａｂ　１１．８２ａ １５．８５ａ ７５．９４ａｂ
Ｔ５　 １　９２６．１０ａｂ　 ２３　３６９．２８ａｂ　１２．０８ａ １６．７７ａ ７６．７８ａｂ

２．４　镁肥施用方法和时期对烤烟化学成分的影响

由表５可知，烤烟下部叶Ｔ２处理还原糖、总糖

含量略低于ＣＫ，其他处理高于ＣＫ；中部叶Ｔ３、Ｔ５
处理还 原 糖、总 糖 含 量 高 于ＣＫ，Ｔ４处 理 则 略 低 于

ＣＫ，Ｔ２处理总糖略高于ＣＫ、还原糖低于ＣＫ；而上

部叶各处理还原糖、总 糖 含 量 与ＣＫ差 异 较 小。烤

烟下部叶烟碱含量表现为Ｔ３处理略高于ＣＫ，其他

处理均低于ＣＫ；中部叶烟碱含量Ｔ４处理低于ＣＫ，

其他处理略高于ＣＫ；上部叶烟碱含量则以Ｔ２处理

低于ＣＫ，其他处理略高于ＣＫ。各部位叶片总氮含

量除Ｔ４处理下部叶、Ｔ５处理中部叶低于ＣＫ外，其

８３ 河南农业科学 第４２卷　



他均略高于ＣＫ。Ｔ２－Ｔ５处理不同部位烟叶Ｋ２Ｏ、

Ｃｌ－ 含量与ＣＫ相差不大，均较适宜，且其Ｋ２Ｏ／Ｃｌ－
值也都比较协调；总氮／烟碱、还原糖／烟碱与ＣＫ相

比也较适宜，并以中部叶的协调性最好。

表５　不同处理烤烟的化学成分

叶位 处理 还原糖／％ 总糖／％ 烟碱／％ 总氮／％ Ｋ２Ｏ／％ Ｃｌ－／％ Ｋ２Ｏ／Ｃｌ－ 总氮／烟碱 还原糖／烟碱

下部叶 Ｔ１（ＣＫ） １８．５０　 １９．２０　 １．８６　 ２．４０　 ３．８９　 ０．４６　 ８．４６　 １．２９　 ９．９５

Ｔ２　 １８．４５　 １９．０５　 １．８０　 ２．５０　 ３．９１　 ０．４１　 ９．５４　 １．３９　 １０．２５

Ｔ３　 １９．９０　 ２０．５０　 １．９１　 ２．４７　 ３．８７　 ０．３８　 １０．１８　 １．２９　 １０．４２

Ｔ４　 １８．７０　 １９．３５　 １．８４　 ２．３４　 ３．７７　 ０．５１　 ７．３９　 １．２７　 １０．１６

Ｔ５　 ２１．６０　 ２２．２０　 １．８２　 ２．４１　 ３．７１　 ０．３８　 ９．７６　 １．３２　 １１．８７

中部叶 Ｔ１（ＣＫ） ２１．７０　 ２１．９０　 ２．３５　 ２．４０　 ３．２５　 ０．３６　 ９．０３　 １．０２　 ９．２３

Ｔ２　 ２１．４０　 ２２．１０　 ２．４７　 ２．４８　 ３．２７　 ０．４３　 ７．６０　 １．００　 ８．６６

Ｔ３　 ２２．３０　 ２２．９０　 ２．５０　 ２．４１　 ３．３０　 ０．３６　 ９．１７　 ０．９６　 ８．９２

Ｔ４　 ２１．０５　 ２１．８５　 ２．３０　 ２．４３　 ３．４１　 ０．４５　 ７．５８　 １．０６　 ９．１５

Ｔ５　 ２２．９０　 ２３．５０　 ２．５８　 ２．３２　 ３．１７　 ０．３５　 ９．０６　 ０．９０　 ８．８８

上部叶 Ｔ１（ＣＫ） ２４．８０　 ２５．３０　 ３．３２　 ２．３０　 ２．２７　 ０．５２　 ４．３７　 ０．６９　 ７．４７

Ｔ２　 ２５．２０　 ２５．６０　 ３．２２　 ２．３４　 ２．２２　 ０．４２　 ５．２９　 ０．７３　 ７．８３

Ｔ３　 ２４．６０　 ２３．４０　 ３．５４　 ２．４２　 ２．３６　 ０．４８　 ４．９２　 ０．６８　 ６．９５

Ｔ４　 ２４．５０　 ２５．３０　 ３．５１　 ２．４１　 ２．２５　 ０．４４　 ５．１１　 ０．６９　 ６．９８

Ｔ５　 ２４．８０　 ２５．４０　 ３．６０　 ２．３２　 ２．３２　 ０．４６　 ５．０４　 ０．６４　 ６．８９

２．５　镁肥施用方法和时期对烤烟评吸质量的影响

由表６可知，烤烟下部叶评吸质量得分表现为

Ｔ２处理低于ＣＫ，而其他处理均略高于ＣＫ；中部叶

Ｔ２－Ｔ５处理评吸质量得分均高于ＣＫ，并以Ｔ２、Ｔ５
处理较为明显，表明不同施镁方法和时期处理的效

果较好，而传统镁肥施用方式（在移栽后全部灌根追

施）的效果不佳；上部叶评吸得分以Ｔ２处理略微高

于ＣＫ，其他处理低于ＣＫ，但差异较小，这说明不同

施镁方法和时期处理对提高上部烟叶感官评吸质量

的效果不明显。

表６　不同处理烤烟的评吸质量

叶位 处理 香型 劲头 浓度
香气质
（１５）

香气量
（２０）

余味
（２５）

杂气
（１８）

刺激性
（１２）

燃烧性
（５）

灰色
（５）

得分
（１００）

质量
档次

下部叶 Ｔ１（ＣＫ）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６７　 １５．４２　 １７．９２　 １２．０８　 ８．５８　 ３．２５　 ２．５０　 ７０．４２ 中等

Ｔ２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５５　 １５．３５　 １７．９５　 １１．８３　 ８．３６　 ３．２５　 ２．５８　 ６９．８７ 中等－

Ｔ３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６５　 １５．４０　 １８．００　 １２．１７　 ８．４８　 ３．２５　 ２．５２　 ７０．４７ 中等

Ｔ４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６３　 １５．４５　 １８．０７　 １２．１３　 ８．５０　 ３．２０　 ２．５０　 ７０．４８ 中等

Ｔ５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６７　 １５．５０　 １８．１７　 １２．４２　 ８．８３　 ３．２５　 ２．５０　 ７１．３４ 中等

中部叶 Ｔ１（ＣＫ）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２７　 １５．１８　 １７．８５　 １１．５８　 ８．４２　 ３．３３　 ２．５８　 ６９．２１ 中等－

Ｔ２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６７　 １５．５０　 １８．３３　 １２．５８　 ８．８３　 ３．３３　 ２．５８　 ７１．８２ 中等

Ｔ３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５７　 １５．３０　 １７．８８　 １１．７３　 ８．５５　 ３．３３　 ２．５８　 ６９．９４ 中等－

Ｔ４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５３　 １５．３３　 １８．１０　 １１．８３　 ８．５８　 ３．３３　 ２．５８　 ７０．２８ 中等

Ｔ５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５８　 １５．４２　 １８．１７　 １２．２７　 ８．７５　 ３．３３　 ２．５８　 ７１．１０ 中等

上部叶 Ｔ１（ＣＫ）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４５　 １５．５５　 １８．４７　 １２．４７　 ８．７５　 ３．２５　 ２．８３　 ７１．７７ 中等

Ｔ２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５８　 １５．５８　 １８．５０　 １２．４３　 ８．６８　 ３．２５　 ２．８３　 ７１．８５ 中等

Ｔ３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４２　 １５．５５　 １８．３２　 １１．９５　 ８．４０　 ３．２５　 ２．８３　 ７０．７２ 中等－

Ｔ４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４２　 １５．５３　 １８．３８　 １２．０２　 ８．５８　 ３．２５　 ２．８３　 ７１．０１ 中等

Ｔ５ 中偏浓 适中＋ 中等＋ １０．４５　 １５．６２　 １８．３３　 １１．９５　 ８．４５　 ３．２５　 ２．８３　 ７０．８８ 中等－

　注：表中各指标后括号内数字为其满分值。

３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条件下，不同施镁方法和时期处理可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烤烟生长中期（５月６日）土壤中交

换性镁含量，而该时期是烤烟生长的旺盛期，土壤中

交换性镁含量的增加对提高烟叶镁含量具有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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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２］，其含量过低可引起烟叶缺镁［１３］，而钙的吸收

则与 镁 相 反。因 此，镁 肥 基 施＋移 栽 后 追 施 处 理

（Ｔ３－Ｔ５处 理）中 部 烟 叶 镁 含 量 较ＣＫ提 高，钙 含

量降低（Ｔ４处 理 除 外），其 中 以 镁 肥 基 施＋移 栽 后

１５～２０ｄ追施处理增幅最大，为１２．６８％。烟 叶 中

镁含量小于０．２％时明显缺镁，介于０．２％～０．４％
时为轻度缺镁，０．４％～１．５％时为正常［１－３］。本试验

中，无论是镁肥基施＋追施处理，还是镁肥全部基施

（Ｔ２处理）以及ＣＫ烟叶中镁含量均小于０．１％，属

于较严重低镁含量范围，但田间观察各处理烟株均

无明显缺镁 现 象 发 生，烟 株 可 能 存 在 潜 在 性 缺 镁。
造成烟叶镁 含 量 低 的 原 因 与 降 雨、Ｃａ／Ｍｇ值、营 养

元素间相互作用［４－６］以及轮作模式［１４－１５］等有关，但造

成试验区烟叶缺镁的原因还需深入研究（特别是田

间未表现出缺镁症状的区域）。而镁肥基施＋追施

处理烟叶镁含量仍然较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土壤中

Ｍｇ２＋ 与Ｋ＋、Ｃａ２＋ 等阳离子存在一定程度的拮抗作

用，抑制了烟株对土壤镁的有效吸收，尽管在低镁土

壤上施用镁肥是保证烟株正常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

生产措施，但单纯靠根际施用镁肥还不能有效提高

烤烟镁含量［４］。
本试验中，镁肥基施＋追施（灌根）处理可明显

促进烤烟生长 发 育。其 中 镁 肥 基 施＋移 栽 后１５～
２０ｄ追施可提高烟 株 株 高，镁 肥 基 施＋移 栽 后 追 施

处理（Ｔ３－Ｔ５处理）烟株茎围、最大叶面积高于ＣＫ
和镁肥全部基施处理（Ｔ２处理），并以镁肥基施＋团

棵时追 施 处 理 茎 围 最 大，镁 肥 基 施＋移 栽 后１５～
２０ｄ追施处理 最 大 叶 面 积 最 高。此 外，镁 肥 基 施＋
追施处理烟叶产量、产值、均价、上等烟比例、中上等

烟比例等均高于ＣＫ和镁肥全部 基 施 处 理，并 以 镁

肥基施＋移栽时追施处理烟叶产量、产值等较高，分
别较ＣＫ提 高１９．３１％、２３．９０％，其 他２个 镁 肥 基

施＋追施处理烤烟经济效益也较好，而镁肥一次性

施用处理的经 济 性 状 较 差，ＣＫ各 经 济 性 状 指 标 均

较低。镁肥基施＋追施处理烟叶烟碱、总氮等化学

成分含量均在适宜范围，Ｋ２Ｏ／Ｃｌ－、还原糖／烟碱、总
氮／烟碱较协调，其中，下部烟叶评吸质量得分高于

ＣＫ，感官评吸质量较好。但各处理与ＣＫ相比对上

部烟叶感官评吸质量的提高效果不明显。因此，百

色烟区生产上可采取镁肥基施与移栽后追施相结合

的方式来提高烟叶的产、质量。研究表明，硫酸镁用

量１８０ｋｇ／ｈｍ２ 对烤烟产、质量的作用效果最优［８］，
在镁比较缺乏的地区，镁肥作基肥施用的效果好于

叶面喷施，基 肥 施 镁 结 合 叶 面 喷 镁 的 效 果 最 佳［１６］。
而本试验中镁肥的用量为９０ｋｇ／ｈｍ２，可能钙、镁含

量未达到协调状态，且未进行叶面喷施处理，这些都

可能影响施镁效果的充分发挥。因此，对于百色烟

区特别是高钙低镁烟区而言，还需在增施镁肥用量、
根外施镁以及影响烟株镁素吸收的因素调控（镁与

其他离子间的拮抗、土壤中镁的淋失等）等方面进行

深入研究，以提高高钙低镁区烟叶的镁含量，改善烟

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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