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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调控措施对烟叶钾素调节效应研究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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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田间试验 ,研究了施肥 、打顶和涂抹生长素 IAA 对烟叶钾素的调节效应 。结果表明 ,随

施肥水平升高 ,团棵期烟叶叶片钾素含量大致呈下降趋势 ,旺长期呈上升趋势 ,圆顶期施肥水平较

高的处理烟叶叶片钾素含量则呈下降趋势 ,而烟叶主脉钾素含量在不同时期大致呈上升趋势;留顶

和移栽后追施硫酸钾结合打顶时涂 1次生长素可以明显提高烟叶钾素含量 ,尤其后者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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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f fect of Different Regulating

Measures on Potassium in T obacco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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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 fects o f fert ilizing , topping and apply ing IAA on the potassium in tobacco leave s

before and af ter topping stag e w ere studied in f ield expe rime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erti lization level , the potassium content in tobacco leaves tended to decline at

roset te stage , and ascend at blo oming stage;The po tassium content of tobacco leaves tended to

decline in the treatm ent of highe r level o f fertilization at topping stage , but the po tassium content

in tobacco midrib tended to ascend roughly on different stage.The potassium content in tobacco

leaves w as increased g reat ly by keeping i ts top unrem oved and dressing K 2SO 4 af ter t ransplant ,

com bined w ith applying IAA at t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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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普遍将烟叶钾含量高于 3%作为优质烟

的重要指标之一[ 1 ～ 3] 。长期以来 ,我国烟叶中钾含

量多在 1.5%左右
[ 4]
。基于我国烟叶钾含量较低的

现状 ,洪丽芳等
[ 4 ～ 5]
研究物理 、化学 、生理等 3 个方

面的调控措施对提高烟叶钾含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

生理调控中的生长素处理能有效提高烟株叶片钾含

量。而关于打顶前后不同调控措施对烟叶钾素的调

节效应究竟有多大 ,目前尚不太清楚。为此 ,进行了

施肥 、打顶和涂抹生长素对烟株打顶前后烟叶钾素

调节效应的初步试验 ,旨在为制定烟草生产合理的

调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概况

试验于 2005年在河南农业大学科教园区进行 ,

供试品种为云烟 87。试验地土壤为中壤 ,0 ～ 20 cm

土层养分含量为:碱解氮 55m g/kg ,有效磷 18 mg/

kg ,有效钾 135 mg/kg 。烟苗采用漂浮育苗 ,于 5月

8日移栽 ,行距 1.2m ,株距 0.5m 。施纯氮 49.5kg/

hm
2
, N ∶P2 O5 ∶K 2O 为1∶1.3 ∶3。肥源为腐熟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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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饼肥 、硝酸铵 、过磷酸钙和硫酸钾 ,其中 40%的氮

素由腐熟芝麻饼肥提供 ,以上肥料作为基肥在起垄

时开沟条施。田间管理按优质烟栽培措施进行。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8个处理 ,分别为 T1 :留顶;T2 :正常打

顶;T3:打顶时涂1次生长素(IAA);T4 :打顶后涂 2

次生长素(分别在打顶时和打顶后 14 d 涂 IAA);

T5:移栽后 25 d追施硫酸钾 3 g/株+打顶;T6 :移栽

后 25 d追施硫酸钾 3 g/株+打顶时涂 1 次生长素

(IAA);T7:移栽后 25 d追施硫酸钾 3 g/株+打顶后

涂 2 次生长素(分别在打顶时和打顶后 14 d 涂

IAA);T8:移栽时穴施复合肥(10 ∶10 ∶20)3 g/株

+移栽后 25 d追施硫酸钾 3 g/株+打顶 。每个处理

30株 ,且均为正常抹杈。涂生长素方法:用脱脂棉

蘸取 0.03 mol/L 的 IAA 涂抹在茎顶端切口处 。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在烟株生长的团棵期 、旺长期和圆顶期(打顶后

20 d)每个处理取整株烟 3株 ,将烟株冠层自顶部向

下平均分为 3层 ,并分别命名为上部 、中部和下部 。

取样时将各层烟叶依次摘下杀青烘干 ,每株各层烟

叶叶片和主脉分开粉碎 , 用盐酸提取火焰光度计

法[ 6]测定烟叶叶片和主脉钾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打顶前不同处理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打顶前实质上为 3个处理 ,即 T1 , T2 , T3和 T4

为基肥处理 , T5 , T6 和 T7 为基肥+追肥处理 , T8

为基肥+窝肥+追肥处理。打顶前的团棵期和旺长

期不同处理烟叶叶片和主脉钾素含量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 ,团棵期不同部位烟叶叶片钾素含量随

施肥水平升高大致呈下降趋势;主脉钾素含量则表

现为下部烟叶基肥处理最高 ,基肥+窝肥+追肥处

理次之 ,上部和中部烟叶随施肥水平升高大致呈上

升趋势。这表明团棵期施肥水平较高的处理烟叶叶

片钾素含量反而较低 ,而主脉钾素含量较高。旺长

期不同部位烟叶叶片与中部和下部烟叶主脉钾素含

量随施肥水平升高大致呈上升趋势 ,上部烟叶主脉

钾素含量则是基肥+追肥处理最高 ,基肥处理次之。

2.2　打顶后不同处理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2.2.1　不同施肥水平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施

肥水平较高的 T5和 T8处理与施肥水平较低的 T2

处理相比(表 2), T5可显著提高上部烟叶主脉钾素

含量 ,显著降低中部和上部烟叶叶片与下部和中部

烟叶主脉钾素含量;T8可显著提高下部烟叶叶片与

表 1　打顶前不同处理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

生育

时期
处理

下部

叶片 主脉

中部

叶片 主脉

上部

叶片 主脉

团棵期 基肥 4.32 6.62 5.13 5.80 4.96 4.84

基肥+追肥 3.68 5.76 4.61 5.66 4.73 5.04

基肥+窝肥+追肥 3.80 6.45 4.41 6.62 4.65 5.26

旺长期 基肥 4.13 5.74 4.20 4.83 4.29 3.88

基肥+追肥 4.43 5.86 4.24 4.82 4.40 4.10

基肥+窝肥+追肥 4.50 6.62 4.67 5.37 4.80 3.47

　注:基肥处理烟叶钾素含量为 T1 , T 2 , T3 , T4所有烟株的平均

值;基肥+追肥处理烟叶钾素含量为 T5 , T6 , T7所有烟株

的平均值

表 2　圆顶期不同施肥水平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

处理
下部

叶片 主脉

中部

叶片 主脉

上部

叶片 主脉

T2 2.38b 4.33a 2.83a 3.63b 3.43a 3.08 c

T5 2.23b 3.07b 2.37c 2.26c 2.89b 3.35b

T8 2.70a 4.62a 2.60b 4.46a 3.34a 4.44a

　注:小写字母表示 0.05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中部和上部烟叶主脉钾素含量 ,显著降低中部烟叶

叶片钾素含量。

2.2.2　内源生长素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打顶

处理的 T2 , T5和 T8处理与留顶的 T1相比(表 3),

T2 , T5和 T8不同部位烟叶叶片与 T2 和 T5处理

不同部位烟叶主脉钾素含量均低于 T1 处理 ,并且

T2下部与 T5不同部位和 T8中部烟叶叶片钾素含

量均显著低于 T1处理。这说明 T1处理烟叶叶片

钾素含量不仅高于与其施肥水平相同的 T2 ,而且高

于施肥水平较高的 T5和 T8。由此表明 ,圆顶期 ,

留顶处理提高不同部位烟叶叶片钾素含量的效果较

为明显 。

表 3　圆顶期内源生长素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

处理
下部

叶片 主脉

中部

叶片 主脉

上部

叶片 主脉

T1 2.90a 4.62a 2.95a 3.71b 3.49a 3.43b

T2 2.38b 4.33a 2.83a 3.63b 3.43a 3.08 c

T5 2.23b 3.07b 2.37c 2.26c 2.89b 3.35b

T8 2.70a 4.62a 2.60b 4.46a 3.34a 4.44a

2.2.3　外源生长素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打顶

并涂生长素的 T3 , T4 , T6和 T7处理与打顶不涂抹

生长素的 T2相比(表 4), T3可显著提高下部烟叶

叶片与中部和上部烟叶主脉钾素含量;T4可显著提

高中部和上部烟叶主脉与下部烟叶叶片钾素含量 ,

显著降低上部烟叶叶片钾素含量;T6可显著提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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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位烟叶叶片与中部和上部烟叶主脉钾素含量;

T7可显著提高不同部位烟叶主脉钾素含量 ,显著降

低中部和上部烟叶叶片钾素含量。由此可见 ,圆顶

期 ,打顶并涂生长素的处理与打顶不涂生长素的 T2

相比 , T6提高烟叶叶片和主脉钾素含量的效果均

优。同样 T3 , T4 , T6和 T7与留顶处理的 T1 相比

(表 4), T3和 T4 可显著提高中部和上部烟叶主脉

钾素含量 , T4可显著降低下部烟叶主脉和上部烟叶

叶片钾素含量;T6可显著提高不同部位烟叶叶片与

中部和上部烟叶主脉钾素含量;T7可显著降低不同

部位叶片钾素含量 ,显著提高不同部位烟叶主脉钾

素含量。由此表明 ,打顶并涂生长素的处理与留顶

处理 T1相比 ,仍以 T6提高烟叶叶片和主脉钾素含

量的效果好。

表 4　圆顶期外源生长素对烟叶钾素含量的影响　(%)

处理
下部

叶片 主脉

中部

叶片 主脉

上部

叶片 主脉

T1 2.90bc 4.62b 2.95b 3.71c 3.49b 3.43c

T2 2.38d 4.33bc 2.83b 3.63c 3.43b 3.08d

T3 2.78c 4.53b 3.05b 4.17b 3.39b 3.62b

T4 3.02b 4.19c 3.12b 4.19b 3.19c 3.72b

T6 3.72a 4.42b 3.90a 4.04b 4.01a 3.83b

T7 2.14d 5.24a 2.54 c 4.53a 2.69d 5.10a

3　小结与讨论

1)试验结果表明 ,打顶前的团棵期 ,随施肥水

平升高不同部位烟叶叶片钾素含量大致呈下降趋

势 ,而烟叶主脉钾素含量部位间存在差别。这可能

与团棵期不同处理烟株生理代谢不同 ,从而影响了

烟株对钾素的吸收利用及分配不同有关 ,也可能与

施肥水平较高的处理叶片干物质积累相对较多对钾

素产生的稀释效应有关
[ 7 , 8]

。旺长期 ,随施肥水平

升高不同部位烟叶叶片钾素含量呈上升趋势 ,提高

烟叶主脉钾素含量的作用有所显现 。这可能与旺长

期烟株根系增大 ,根系活力增强 ,施肥水平较高的处

理土壤供钾水平较高 ,根系吸收钾素较多 ,导致叶片

积累钾素大于干物质积累有关 。

2)研究结果表明 ,打顶后的圆顶期 ,施肥水平

较高的处理不同部位烟叶叶片钾素含量有下降趋

势 ,而施肥水平高的处理则明显提高不同部位烟叶

主脉钾素含量 。这进一步说明施肥水平较高的处

理 ,打顶后的圆顶期烟叶叶片钾素含量较低可能是

其叶片干物质积累较多对钾素产生的稀释效应引起

的 ,或者是烟株打顶后烟叶叶片钾素早于烟叶主脉

钾素流失引起的 ,也可能是二者共同作用造成的。

这可能是目前生产上采用不同施用钾肥措施烟叶叶

片钾素含量仍然难以有效提高的原因之一 。

3)打顶后的圆顶期 ,留顶抹杈的 T1 烟叶叶片

钾素含量不仅高于与其施肥水平相同的 T2 ,而且高

于施肥水平较高的 T5和 T8 。究其原因 ,可能是留

顶处理烟株生长后期由于顶端优势产生内源激素调

节了烟株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运输和分配[ 9 ～ 11] 。同

时也表明烟株打顶后烟叶钾素可能存在流失现

象
[ 1 2 , 13]

,且随着烟叶成熟钾素流失可能会更加严

重 。圆顶期正常打顶的 T2 , T5 和 T8 处理下部烟

叶叶片钾素含量均明显较低 ,这似乎可以证明打顶

后烟叶钾素的流失是先从烟叶叶片开始的 ,并且钾

肥施用水平的升高也没有改变打顶后烟叶钾素流失

这一现象。

4)试验结果显示 ,移栽后追施硫酸钾结合打顶

时涂 1次生长素 ,可使打顶后的圆顶期烟叶叶片和

主脉钾素含量明显提高 。这可能与其施钾和土壤供

钾水平较高有关 ,同时也说明在施钾和供钾水平较

高的基础上 ,施加外源生长素提高烟叶叶片钾素的

能力较强。这与他人[ 14] 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这可

能与施肥水平和涂生长素不同有关。

5)本研究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留顶和打顶

后涂生长素均可提高烟叶钾素含量[ 5 , 14] ,显然留顶

措施不可采用 ,而打顶后施加生长素随着钾素含量

的提高 ,烟叶质量是否同步提高 ,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有关烟田在施用基肥 、窝肥和追肥的基础上结

合烟株打顶后施加生长素 ,对烟叶钾素和质量的影

响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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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大豆整体去雄杂交技术在成活

荚数 、杂交成活率 、真杂种数 、真杂种率等方面均优

于常规去雄杂交技术 ,成功率比常规去雄杂交技术

高 28.33个百分点。

大豆整体去雄杂交技术是笔者在多年实践中摸

索总结出的大豆杂交实用技术 ,除能够显著提高杂

交成活率 、真杂种率 ,缩短杂交时间外 ,还能减轻育

种者的劳动强度 。

大豆组合配制成功与否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内

因是品种的遗传基因的差异;外因是空间因子(温

度 、湿度 、光照)和土壤因子(水 、肥)各异 ,都对其有

影响[ 4] ,但其和大豆整体去雄杂交技术的互作效应 ,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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