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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关中土娄土区线辣椒对氮、磷、钾肥的肥效反应
Ξ

赵护兵, 同延安, 高义民, 司立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在陕西省关中土娄土区布置线辣椒缺素大田试验, 研究线辣椒对氮、磷、钾肥的肥效反应。结果表明,

氮肥和钾肥能明显促进线辣椒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氮肥能使线辣椒果实维生素 C 含量增加 206 m gökg, 而钾

肥不仅能使线辣椒果实维生素 C 含量增加 137 m gökg, 而且可使果实硝态氮含量降低 10. 3 m gökg; 氮肥可使线辣

椒增产 19. 0% , 钾肥能增产 10. 4% , 磷肥对线辣椒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果实品质以及产量各方面的影响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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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 我国北方黄土区氮磷

俱缺, 钾素富余, 只需重视氮磷肥投入, 而不需施用

钾肥[1, 2 ]。陕西省在 1985 年第二次土壤普查后指出,

关中地区绝大部分土娄土区氮磷含量匮乏, 钾素含量

丰富, 在粮食和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中, 应重视氮

磷肥的投入[3 ]。所以, 关中地区的农民在粮食生产中

长期施用氮磷肥, 在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的生产

中, 氮磷肥用量更大, 很少或者几乎不施用钾肥。这

种施肥模式经过多年的应用, 作物对氮磷钾肥的肥

效反应是否还如多年前所述。为弄清这一问题, 笔者

在陕西省关中土娄土区以线辣椒为指示作物, 布置缺

素大田试验, 旨在揭示氮、磷、钾肥对线辣椒的肥效

反应, 进而为陕西省的线辣椒生产提供科学的施肥

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大田试验于 2002 年在陕西省关中土娄土区具有

代表性的扶风县天度乡齐横村进行。供试线辣椒品

种为线辣椒 8819, 2002205211 施肥, 2002205212 移

栽, 试验地为土娄土, 耕层 0～ 20 cm 土壤的养分状况

为: 有机质 13. 70 gökg, 全氮 0. 73 gökg, 速效磷 (P)

35. 91 m gökg, 速效钾 (K) 96. 52 m gökg。

1. 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P+ KC l, N + KC l,N P,N P+ KC l, N P+

K 2SO 4 5 个处理, 每处理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30 m 2,

在大田中随机区组排列。磷肥用普通过磷酸钙, 用量

为 1 500 kgöhm 2; 氮肥用尿素, 用量为 652. 5

kgöhm 2; KC l 用量为 375 kgöhm 2, K 2SO 4 用量为

450 kgöhm 2。磷、钾肥在移栽前做基肥全部施入, 施

肥日期为 2002205211, 氮肥在移栽缓苗 30 d 后结合

灌水以追肥方式施入。

1. 3　样品的采集及测定

于线辣椒的生殖生长初期 (2002208210) , 在各

处理中随机连续选取 10 株线辣椒, 对其株高、幅宽

以及每株挂果数进行调查; 在线辣椒采收初期

(2002209209) , 在各处理中随机选取 10 个线辣椒果

实对其单果重和单果长进行测定。并在采收初期, 取

鲜红线辣椒样品, 去蒂、去籽, 切碎混匀, 用 2, 62二
氯靛酚滴定法测定维生素C 含量; 用研磨法测定硝

态氮含量。浸取硝态氮时, 称取线辣椒果实样品2. 00

g, 放入研钵内, 加入 1 mL 300 göL 的三氯乙酸 (抑

制硝酸还原酶的活性) 及少量石英砂, 研磨至匀浆

后, 用 29 mL 蒸馏水分多次转移至 50 mL 离心管

中, 以4 000 röm in离心 10 m in, 吸取上清液5 mL 定

容至 100 mL 制成待测液[4 ] , 待测液中的硝态氮用

连续分析仪测定。分别在 2002209209, 09217 和10203

待线辣椒果实由绿全部转红时开始采收, 采收分 3

次完成, 每小区单收, 将 3 次采收的结果累加作为最

后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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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氮、磷、钾肥对线辣椒形态特征的影响

　　在线辣椒营养生长后期和生殖生长初期, 对线

辣椒株高、幅宽、每株挂果数进行调查, 线辣椒开始

采收时选取鲜红线辣椒果实测量单果重和单果长,

测量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见, 在株高、幅宽、每株挂

果数、单果重、单果长 5 个指标中,N P+ KC l 处理比

P + KC l 处理分别高出 18. 5% , 25. 1% , 50. 7% ,

47. 6% 和 19. 1% ; N + KC l 处理与N P+ KC l 处理相

比差异不明显; N P+ KC l 处理比N P 处理分别高出

15. 0% , 18. 7% , 37. 2% , 40. 1% 和 13. 6% ; N P +

KC l 和N P+ K 2SO 4 处理相比, 差异也不明显。

表 1　不同处理对线辣椒形态特征的影响

T able 1　T he influence of differen t treatm ent on mo rpho 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Cap sicum

处理
T reatm en t

株高öcm
H eigh t

幅宽öcm
W idth

每株挂果数
F ru it num ber

单果重ög
W eigh t

单果长öcm
L ength

P+ KC l 59. 6 29. 5 27. 4 5. 88 15. 2

N + KC l 68. 7 35. 9 40. 3 8. 11 16. 1

N P 61. 9 31. 2 29. 7 6. 26 15. 5

N P+ KC l 70. 6 36. 9 41. 3 8. 68 18. 1

N P+ K2SO 4 70. 1 37. 5 40. 7 8. 47 17. 7

　　在线辣椒生长过程中, 对大田试验效果进行比

较观察, 结果表明, P+ KC l 处理的线辣椒叶片发黄

且薄, 茎干纤细, 挂果少且果实小; N + KC l 和N P+

KC l 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N P 处理的线辣椒表现出

明显的缺钾症状, 叶片发黄, 老叶片由叶尖向里干

枯, 株型细小, 果实小且挂果少, 颜色发黄, 红色淡;

N P+ KC l 处理和N P+ K 2SO 4 处理的线辣椒叶片碧

绿, 株型高大, 挂果多且果实大, 颜色鲜艳血红。

在株高、幅宽、每株挂果数、单果重、单果长 5 个

指标中, P + KC l 处理比N P + KC l 处理的低, 这是

由于 P+ KC l 处理小区土壤矿化分解放出的氮素不

能够满足线辣椒的生长需要, 而外界又没有氮肥的

投入, 从而使线辣椒生长始终处于氮素胁迫状态。N

+ KC l 处理中虽无磷肥投入, 但株高、幅宽、每株挂

果数、单果重、单果长和N P + KC l 处理差异不明

显, 这与关中地区农民长期磷肥投入较大, 而磷肥当

季利用率较低、后效较长有关。供试地块的速效磷

(P)含量为 35. 91 m gökg, 根据全国土壤普查的土壤

速效磷含量分级标准, 含量达到 2 级, 故该供试地块

速效磷含量十分丰富[3 ]。N P 处理与N P+ KC l 处理

相比, N P 处理的株高、幅宽、每株挂果数、单果重、

单果长较低, 其原因是由于农民长期重视氮磷肥而

忽视钾肥的投入, 而经济作物对钾素的需求量较粮

食作物大。另外, 作物连年从土壤中携出钾素也是导

致土壤钾素亏缺的原因之一。

2. 2　氮、磷、钾肥对线辣椒品质的影响

硝态氮和维生素 C 含量是评价蔬菜品质的 2

个重要指标, 人体摄入过量的硝态氮会患高铁血红

蛋白症和诱发消化系统癌变, 维生素C 是人体最重

要的营养之一, 缺乏时会引发败血症。由表 2 可以看

出, N P+ KC l 处理与 P+ KC l 处理的线辣椒果实硝

态氮含量的差别不明显, 而 P + KC l 处理的维生素

C 含量降低了 206 m gökg; N + KC l 处理与N P +

KC l 处理相比, 线辣椒果实硝态氮的含量提高了

3. 3 m gökg, 维生素C 含量下降了 60 m gökg; N P 处

理与N P + KC l 处理相比, 线辣椒果实硝态氮的含

量 提 高 10. 3 m gökg, 维 生 素 C 含 量 下 降 了

137 m gökg。N P + KC l 处理和N P + K 2SO 4 处理在

硝态氮和维生素C 2 个指标方面差别不明显。本研

究还发现, 线辣椒施用钾肥能明显降低果实硝态氮

含量, 这可能是由于N P+ KC l 处理比N P 处理时的

钾素供应充足, 而当植物体内钾素供应充足时, 有利

于促进硝态氮的转运及还原转化[5 ]。

表 2　不同处理对线辣椒硝态氮和维生素 C 含量的影响

T able 2　T he influence of differen t treatm ent on

n itra te2N and vitam in C conten t of Cap sicum m gökg

处理
T reatm en t NO -

3 - N
维生素C

V itam in C

P+ KC l 10. 0 1 514

N + KC l 13. 9 1 660

N P 22. 9 1 583

N P+ KC l 10. 6 1 720

N P+ K2SO 4 13. 3 1 789

　　注: 硝态氮和维生素C 含量以鲜重计。

N o te: N itrate2N and vitam in C con ten t w ere on the basis of

fresh w eigh t.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目前的施肥模式下, 陕

西省土娄土区合理地施用氮肥, 适当增施钾肥能明显

改善线辣椒品质; 而由于连年大量施用磷肥, 在磷肥

相对充足的条件下, 施用磷肥对线辣椒品质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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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已经很小。

2. 3　氮、磷、钾肥对线辣椒产量的影响

各处理 3 个小区累加产量 (鲜重) 的平均值为:

P+ KC l 处理 42. 0 kg,N + KC l 处理 48. 8 kg,N P 处

理 45. 3 kg,N P+ KC l 处理 50. 0 kg,N P+ K 2SO 4 处

理 48. 2 kg。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氮肥、钾肥、磷肥

分别可使线辣椒增产 19. 0% , 10. 4% 和 2. 5% , 而且

N P + KC l 处理和N P + K 2SO 4 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可见, 在本试验条件下, 氮、钾肥对线辣椒的增产作

用明显, 而磷肥对线辣椒的增产作用相对较小。

3　结　论

1) 在陕西省关中土娄土区目前的施肥模式下, 施

用氮、钾肥能明显促进线辣椒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

长, 并能改善品质和提高产量; 在目前磷肥相对充足

的条件下, 施用磷肥对线辣椒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的促进作用及对品质改善和产量的提高作用甚小。

2) 在陕西省关中土娄土区, 对线辣椒来说, 施用

氯化钾和硫酸钾的肥效相当。

3) 为达到合理施肥和“两高一优”农业的需要,

陕西省关中土娄土区在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中应

合理施用氮肥, 稳定或适当减少磷肥而适度增加钾

肥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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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act ion of cap sicum to the effect of fert ilizer N , P , K

in Guanzhong area, Shaanx i p rovince

ZHAO Hu-bing, TONG Yan -an , GAO Y i-m in , SIL i-zheng
(Colleg e of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 t,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F ield experim en t w as carried ou t in Guanzhong area, Shaax i p rovince u sing Cap sicum as

indica to r, to study Cap sicum to fert ilizer effect react ion of N , P, K fert ilizer. T he ob ta ined resu lts show ed

that bo th N and K fert ilizer can p romo te vegeta t ive and rep roduct ive grow th obviou sly. T he N fert ilizer can

increase the vitam in C con ten t of Cap sicum fru it by 206 m gökg, the K fert ilizer can no t on ly increase the

vitam in C con ten t of Cap sicum fru it by 137 m gökg, bu t a lso can decrease the n it ra te2N con ten t by 10. 3 m gö

kg. T he N fert ilizer can increase the yield of Cap sicum by 19. 0% ,W h ile the K fert ilizer can increase the

yield of Cap sicum by 10. 4%. T he influence of P fert ilizer on vegeta t ive grow th, rep roduct ive grow th, fru it

quality and yield of Cap sicum is very m in im al.

Key words: Cap sicum ; N , P, K fert ilizer; guanzhong lou so il; fert ilizer effect rea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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