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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磷钾肥在设施芹菜上的应用效果 
刘本生，许俊香 ，楼 安，李吉进，孙钦平，高利娟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100097) 

摘要 ：在日光温室内采用对比试验研究了施用生 

物磷钾肥对芹菜生长和土壤养分含量的影响。结果 

表明：施用生物磷钾肥促进了芹菜的生长，其中茎 

粗增加 12．9％，产量提高 19．9％，氮、磷、钾养分 

吸收量分别增加 14．6％、44_3％和 22．5％；施用生 

物磷钾肥，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其中速效磷含量增幅为17．7％ ～117．6％， 

速效钾含量增幅为 16．1％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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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磷钾肥是一种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的复合肥 

料，具有不污染环境、不破坏土壤结构、使用方法简 

便等特点Ⅲ，施用后能使土壤中不易被作物吸收的磷、 

钾元素得到活化分解，从而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达 

到少施化肥、节约成本、增加产量的目的口 ，对改善 

植物营养条件、发挥土壤潜在肥力有很大作用。目 

前生物磷钾肥在大田和烤烟作物上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u ，但在蔬菜上应用较少。为明确生物磷钾肥 

对蔬菜作物生长的影响，笔者以设施芹菜为研究对 

象，将生物磷钾肥应用到设施芹菜生产中，从产量、 

养分吸收和土壤养分方面详细阐述生物磷钾肥对芹 

菜生长的影响，以期为生物磷钾肥在蔬菜作物上的 

广泛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于 2011年 11月～2012年 2 在北京市延 

庆县康庄镇小丰营村绿菜园蔬菜专业合作社日光温 

室内进行。土壤理化性状为 ：有机质1．41％，全氮 

0．12％，速效磷 43．1 mg／kg，速效钾 170．1 mg／kg， 

pH 7．51。 

1．2 试验材料 

供试芹菜品种为威克。生物磷钾肥为百田生 

物磷钾肥，有机质大≥25％，有效活菌数 2~10 

亿个 。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 2个处理，生物磷钾肥处理记作 BPK， 

用量为90 kg／hm ；以不施生物磷钾肥作为对照， 

记作 CK。2个处理其他肥料施用量相同，均施用有 

机肥 250 m3／hm 。有机肥理他陛质为 ：有机质20．3％， 

全氮 1．07％，全磷090％，全钾1．75％，pH 8．34，作 

为底肥一次性施入。试验小区面积为 48．64 1TI 

(7．6 m×6．4 m)，3次重复。每个试验小区包括 

3个 畦，每 畦面 积 15．36 m (2．4 1TI×6．4 m)， 

两畦间距 20 Cm。株行距20 cmx20 cm，栽培密 

度为24万棵 ／hm 。 

芹菜定植时间为2011年 11月27日，收获时间 

为 2012年 2月28日。 

1．4 测定项目与方法 

叶绿素含量 ：采用Et本产SPAD一502叶绿素仪 

测定芹菜叶片叶绿素含量。 

产量 ：每畦划定 1 m 面积 (36棵)测定产量， 

换算为每公顷产量。 

株高和茎粗 ：芹菜收获后带回实验室进行株高 

和茎粗测定。 

芹菜品质 ：品质测定包括芹菜硝酸盐和VC，其 

中硝酸盐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还原性VC采 

用 2,6一二氯靛酚法测定。 

养分吸收量 ：芹菜收获时取样称取鲜质量，植 

株鲜样于 105℃杀青 30 min，然后70℃烘干至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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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碎，然后用H SO 一H：O 消煮，标准酸滴定法测 

定全氮 ；用钒钼黄比色法测定全磷 ；用火焰光度计 

法测定全钾。 

土壤氮磷钾含量 ：分别于 2011年 l2月23日、 

2012年2月15日、2月28日取 0～20 cm的土壤样 

品，每小区取 3钻土混匀。新鲜土样带回实验室后 

立即过 5 mm筛，充分混匀后称取 20．0 g放人铝盒 

中，105℃烘干测定土壤水9o另取 12．0 g鲜土，加 

入 100 mL的0．01 mol／L CaC12浸提液振荡 60 min， 

过滤后采用流动分析仪 (AA3，德国Bran Luebbe) 

测定土壤无机氮 (硝态氮和铵态氮)；速效磷采 

用 0．5 mol／L NaHCO 钼蓝比色测定 ；速效钾采用 

NH4Ac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施用生物磷钾肥对芹菜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 

响 

从图1可以看出，施用生物磷钾肥处理与对照 

相比，芹菜叶片叶绿素含量无论试验初期还是试验 

结束时均没有显著差异。叶绿素含量可以间接反映 

氮素的供应情况，充足的氮素供应使植株叶色正常， 

2个处理叶片叶绿素含量没有差异，说明土壤和肥 

料氮对 2个处理的植株影响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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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处理芹菜叶片叶绿素含量 

2．2 施用生物磷钾肥对芹菜株高和茎粗的影响 

由表1可知，试验结束时2个处理的芹菜株高 

差异不大，但施用生物磷钾肥的芹菜茎粗显著高于 

对照处理，增加了12．9％。表明施用生物磷钾肥虽 

然没有增加芹菜株高，但显著增加了芹菜茎粗。 

2．3 施用生物磷钾肥对芹菜产量和养分吸收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施用生物磷钾肥处理与对照 

- 58一 

Vegetables 2012．9 

表1 不同处理芹菜株高和茎粗 

表2 不同处理芹菜产量和养分吸收量 

相比，芹菜产量增加 19．9％。氮磷钾养分吸收量也 

有不同程度增加，氮素吸收增加 14．6％，磷素吸收 

增加 44_3％，钾素吸收增加 22．5％。表明施用生物 

磷钾肥可以显著促进芹菜对氮磷钾尤其磷和钾的吸 

收，从而保证芹菜生物量的增加。其主要原因可能 

是生物磷钾肥含有固氮菌和解磷解钾活性菌，可以 

固定空气中的氮素、活化土壤中的磷钾元素，提高 

可供作物吸收的土壤中的氮磷钾含量，促进芹菜对 

氮磷钾三元素的吸收，因此提高了产量。 

2．4 施用生物磷钾肥对芹菜品质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与对照相比，施用磷钾肥不 

同程度改善了芹菜品质，其中VC含量提高40．7％， 

二者硝酸盐含量差异不显著。 

表3 不同处理芹菜品质 

2．5 施用生物磷钾肥对土壤氮磷钾含量的影响 

由图2可知，2个处理的土壤铵态氮含量均很低， 

且在芹菜整个生育期内变化幅度不大，处理之间差 

异不明显。两处理的土壤硝态氮含量也不高，随生 

育期延长均表现为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处理间差 

异不明显。 

图3表明，生物磷钾肥处理 (BPK)的土壤速效 

磷和速效钾含量在整个生育期均高于对照处理，增 

幅分别为 17．7％～117．6％和 16．1％～36．4％。表明 

施用磷钾肥能提高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可能 

是由于生物磷钾肥中含有解磷解钾活性菌，能活化 

土壤中的磷和钾，提高土壤中速效磷钾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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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施用生物磷钾肥，有效促进了芹菜生长，与对照 

相比，茎粗增加 12．9％，产量提高 19．9％；改善了芹 

菜品质，其中VC含量提高 40．7％。施用生物磷钾肥， 

氮磷钾养分吸收量分别增加 14．6％、44．3％和22．5％； 

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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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磷含量增幅为 17．7％～117．6％，速效钾含量增幅为 

16．1％～36_4％。唐心等p 在大豆上施用生物磷钾肥， 

提高大豆产量8．7％～10．4％；孙世清等圆在棉花上 

施用生物磷钾肥，提高棉花产量 9．5％；笔者施用生 

物磷钾肥，芹菜产量提高 19．9％。由此可见，生物磷 

钾肥可提高不同作物的产量，且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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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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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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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巫溪县引种黑马铃薯喜获成功 

重庆市巫溪县今年从甘肃引进新品种黑马铃薯在尖山镇八佳村示范种植6．7 hm 。该品种薯型呈长椭圆 

形，芽眼小，富含原花青素，黑紫色。目前正处于收获时节，预计可产鲜薯5万kg，市场价格5元／kg， 

667 m 产值可达 1万元。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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