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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钾比对晒烟产质量的影响研究

贺晓辉１，钱颖颖２
!，谢丽华２，刘　祥１

（１．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云南 保山 ６７８０００；２．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３１）

摘要：试验以云晒１号为材料，Ｋ１处理为对照，设置不同的氮钾比进行小区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施钾水平对
晒烟经济性状影响较明显，对烟叶化学成分、农艺性状有一定影响，而对生育期、成熟期几乎没有影响．经济性
状以Ｋ２处理为最佳；化学成分随钾肥比例增加烟叶质量有改善的趋势，但当氮钾比达ｍ（Ｎ）∶ｍ（Ｋ２Ｏ）＝１∶４
后改善不明显；农艺性状表现为氮钾比达ｍ（Ｎ）∶ｍ（Ｋ２Ｏ）＝１∶５时，对烟株生长有抑制作用．综合各项指标认
为，云晒１号的氮钾比以ｍ（Ｎ）∶ｍ（Ｋ２Ｏ）＝１∶２～３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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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磷、钾是决定烟草生长及产质量的重要
营养元素，俗称“三要素”，其不仅会影响烟株体

内碳、氮新陈代谢的生理活动，还可促进烟株良

好生长和正常开片成熟［１－２］．虽然钾素营养在烟
株体内不形成任何稳定的结构物质，但它是多种

酶的活化剂，能促进或平衡烟株生理活动，增强

烟株的抗病能力，提高烟叶香吃味和安全性，在

烟草生产中发挥着同氮、磷营养元素一样的重要

作用［３］．采用合理的氮、磷、钾配比施肥是获取优
质特色晒烟的一项重要技术［４－５］．本试验在氮、
磷用量相同的情况下，探索不同钾素营养水平对

晒烟产质量的影响，旨在为晒烟施肥提供科学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品种
以云晒１号为试验材料．

１．２　试验设计

在施氮量为１２０ｋｇ／ｈｍ２及氮磷配比为ｍ（Ｎ）∶
ｍ（Ｐ２Ｏ５）＝１∶１．５的条件下，试验设置不同氮钾比
例处理，共设５个处理，以 Ｋ１处理为对照（ＣＫ），各
处理分别如下．



Ｋ１（ＣＫ）处理：ｍ（Ｎ）∶ｍ（Ｋ２Ｏ）＝１∶１；
Ｋ２处理：ｍ（Ｎ）∶ｍ（Ｋ２Ｏ）＝１∶２；
Ｋ３处理：ｍ（Ｎ）∶ｍ（Ｋ２Ｏ）＝１∶３；
Ｋ４处理：ｍ（Ｎ）∶ｍ（Ｋ２Ｏ）＝１∶４；
Ｋ５处理：ｍ（Ｎ）∶ｍ（Ｋ２Ｏ）＝１∶５．
田间采用顺序区组设计，重复 ３次，小区面积

４０ｍ２，移栽规格１００ｃｍ×５０ｃｍ，每个小区栽烟８０
株，共１５个小区．
１．３　管理措施

试验在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镇芒瓦村进

行，前茬作物为水稻，采用小棚漂浮育苗方式［６］，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６日播种，１１月 ２８日移栽（按试验
设计要求移栽），地膜覆盖栽培．全部施用化肥，复
合肥［ｍ（Ｎ）∶ｍ（Ｐ２Ｏ５）∶ｍ（Ｋ２Ｏ）＝１５∶１５∶１５］总量

１２００ｋｇ／ｈｍ２的４０％作基肥（中层肥），提苗肥移

栽后８ｄ用复合肥总量的１０％兑水浇施，中耕肥移
栽后２０ｄ用复合肥总量的２０％兑水浇施，而复合
肥总量的３０％用作揭膜后环施培土．肥料施用量
及施肥方法见表１和表２．全田５０％烟株中心花开
时一次性打顶，单株留叶 ２２～２４片，涂抹止芽素
抑芽，其余管理参照当地优质晒烟生产技术规范

执行．晒制采用标准钢架棚［７－８］，开始采收晒制时

间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０日，结束时间为５月５日．

表１　肥料施用量情况 ｋｇ／ｈｍ２

肥料名称 有效成分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Ｋ５

硫酸钾 ω（Ｋ２Ｏ）＝５０％ ０ ２４０ ４８０ ７２０ ９６０

复合肥
ｍ（Ｎ）∶ｍ（Ｐ２Ｏ５）∶

ｍ（Ｋ２Ｏ）＝１５∶１５∶１５
８０３ ８０３ ８０３ ８０３ ８０３

普钙 ω（Ｐ２Ｏ５）＝１６％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表２　施肥方法及施肥量 ｋｇ／ｈｍ２

处理
　　　中层肥　　　 　　　提苗肥　　　 　　　中耕肥　　　 　　　　　培土肥　　　　
复合肥 普钙 复合肥 复合肥 硫酸钾 复合肥 硫酸钾

Ｋ１ ４０１ ３７５ ８０ １２０ ０ ２００ ０
Ｋ２ ４０１ ３７５ ８０ １２０ １４４ ２００ ９６
Ｋ３ ４０１ ３７５ ８０ １２０ ２８８ ２００ １９２
Ｋ４ ４０１ ３７５ ８０ １２０ ４３２ ２００ ２８８
Ｋ５ ４０１ ３７５ ８０ １２０ ５７６ ２００ ３８４

　　注：１．中层肥理墒时条施；２．提苗肥栽后８ｄ兑水浇施；３．中耕肥栽后２０ｄ兑水浇施；４．培土肥栽后３５ｄ揭膜环施培土．

１．４　观测内容
按ＹＣ／Ｔ１４２—２０１０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测量办

法［９］调查记载生育性状和农艺性状．分级扎把依据
“云南‘晒黄烟’分级标准（试行）”进行，统计各处

理烟叶的产值、产量、上中等烟比例、均价，并对烟叶

外观质量进行评价．每品种小区在打顶后定株定叶，
调制后分别取中部叶和上部叶各２ｋｇ，待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育期
由表３可见，各处理生育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参试的５个处理从播种、移栽、大田期、整个生育期
及叶片成熟期都几乎一致．由此说明，氮钾比几乎不
会对晒烟的生育期和成熟期造成影响．

表３　各处理生育期调查统计结果

处理
播种期／

（日·月－１）

出苗期／

（日·月－１）

移栽期／

（日·月－１）

团棵期／

（日·月－１）

现蕾期／

（日·月－１）

　　叶成熟期／（日·月－１）　　 　　生育期／ｄ　　
脚叶 腰叶 顶叶 苗期 大田期

全生育期／

ｄ
Ｋ１ ６／１０ １５／１０ ２８／１１ ３０／１ ２７／２ ５／３ １９／３ １８／４ ５３ １４２ １９５
Ｋ２ ６／１０ １５／１０ ２８／１１ ３０／１ ２７／２ ５／３ １９／３ １８／４ ５３ １４２ １９５
Ｋ３ ６／１０ １５／１０ ２８／１１ ３０／１ ２７／２ ５／３ １９／３ １８／４ ５３ １４２ １９５
Ｋ４ ６／１０ １５／１０ ２８／１１ ３０／１ ２７／２ ５／３ １９／３ １８／４ ５３ １４２ １９５
Ｋ５ ６／１０ １５／１０ ２８／１１ ３０／１ ２７／２ ５／３ １９／３ １８／４ ５３ １４２ １９５

２．２　农艺性状
由表４可见，不同氮钾比农艺性状有一定差异．其

中，氮钾比以Ｋ１和Ｋ２处理的株高有较明显的优势，特
别是Ｋ１处理，农艺性状综合指标优于其余４个处理，

而Ｋ５处理的综合表现较差．由此说明，氮钾比以
ｍ（Ｎ）∶ｍ（Ｋ２Ｏ）＝１∶１～２为宜，若进一步增加钾肥比
例，不仅不会改善晒烟的农艺性状，而且钾肥比例过高

［达ｍ（Ｎ）∶ｍ（Ｋ２Ｏ）＝１∶５］，甚至还会产生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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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处理主要农艺性状统计结果

处理
打顶株高／

ｃｍ

茎围／

ｃｍ

节距／

ｃｍ

有效叶数／

片

叶面积

指数

Ｋ１ ９１．４０ １０．４２ ４．１０ ２４．００ ３．４４
Ｋ２ ８５．１０ １０．４９ ４．３６ ２３．００ ３．１２
Ｋ３ ８０．１０ １０．４４ ４．１６ ２３．００ ３．２２
Ｋ４ ８３．００ １０．３７ ４．２７ ２３．００ ３．２３
Ｋ５ ８１．４０ １０．２２ ４．１８ ２２．００ ２．９２

２．３　田间自然发病情况
当地几种常见病害调查结果表明（表 ５），各

处理除发生烟草花叶病（ＴＭＶ）外，黑胫病、丛枝
病及曲叶病等病害未见发生．从发生 ＴＭＶ的调
查结果看出，除氮钾比为 ｍ（Ｎ）∶ｍ（Ｋ２Ｏ）＝
１∶２～３未发生外，其余处理均有发生．由此说明，
氮钾比为 ｍ（Ｎ）∶ｍ（Ｋ２Ｏ）＝１∶２～３可能对提高
烟株的抗逆性有一定帮助，而钾肥比例过低或过

高都会对烟株抗逆性造成不利的影响．
表５　田间自然发病情况调查

处理

　黑胫病　 　　ＴＭＶ　　 　丛枝病　 　曲叶病　

病率

／％
病指

病率

／％
病指

病率

／％
病指

病率

／％
病指

Ｋ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Ｋ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经济性状
各处理的产量、产值、均价和上等烟比例统计见

表６，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７～表１０．
表６　各处理经济性状统计结果

处理
产量／

（ｋｇ·ｈｍ－２）

产值／

（元·ｈｍ－２）

均价／

（元·ｋｇ－１）

上等烟

比例／％

Ｋ１ ３６５８．２２ ７３４７８．６５ ２０．０７ ４１．９６
Ｋ２ ４３０４．４０ ９０７９０．３５ ２１．１５ ４９．１５
Ｋ３ ３２９５．１５ ６６９２８．４０ ２０．２７ ３６．６２
Ｋ４ ３１６６．８０ ６２７２７．３０ １９．７９ ３３．２７
Ｋ５ ３２０５．９５ ６４５６５．５５ ２０．１４ ３７．１５

　　注：表中数据均为平均值．

表７　产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ＳＳＲ法）多重比较

品种（系） 产量／（ｋｇ·ｈｍ－２） ５％显著水平 １％显著水平
Ｋ２ ４３０４．４０ ａ Ａ
Ｋ１ ３６５８．２２ ｂ ＡＢ
Ｋ３ ３２９５．１５ ｂ Ｂ
Ｋ５ ３２０５．９５ ｂ Ｂ
Ｋ４ ３１６６．８０ ｂ Ｂ

表８　产值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ＳＳＲ法）多重比较

品种 产值／（元·ｈｍ－２） ５％显著水平 １％显著水平
Ｋ２ ９０７９０．３５ ａ Ａ
Ｋ１ ７３４７８．６５ ｂ Ｂ
Ｋ３ ６６９２８．４０ ｂ Ｂ
Ｋ５ ６４５６５．５５ ｂ Ｂ
Ｋ４ ６２７２７．３０ ｂ Ｂ

表９　均价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ＳＳＲ法）多重比较

品种 均价／（元·ｋｇ－１） ５％显著水平 １％显著水平

Ｋ２ ２１．１５０ ａ Ａ

Ｋ３ ２０．２７３ ｂ ＡＢ

Ｋ５ ２０．１３７ ｂ ＡＢ

Ｋ１ ２０．０６７ ｂ ＡＢ

Ｋ４ １９．７９０ ｂ Ｂ

表１０　上等烟比例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ＳＳＲ法）多重比较

品种 比例／％ ５％显著水平 １％显著水平

Ｋ２ ４９．１５ ａ Ａ

Ｋ１ ４１．９６ ｂ ＡＢ

Ｋ５ ３７．１５ ｂｃ ＡＢ

Ｋ３ ３６．６２ ｂｃ ＡＢ

Ｋ４ ３３．２７ ｃ Ｂ

由表６～１０看出，不同氮钾比对晒烟的经济性
状影响较大．其中，氮钾比为 ｍ（Ｎ）∶ｍ（Ｋ２Ｏ）＝１∶２
的处理产值、均价和上等烟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氮钾比为ｍ（Ｎ）∶ｍ（Ｋ２Ｏ）＝１∶１的处理产量显著或
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但产值等性状优势不明显；而

Ｋ４和Ｋ５处理各项经济指标表现较差．由此说明，
晒烟的氮钾比以ｍ（Ｎ）∶ｍ（Ｋ２Ｏ）＝１∶２～３为宜，而
钾肥比例过高或过低都不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２．５　烟叶外观质量

调制后各处理烟叶外观质量见表１１．各处理成
熟度均为成熟．颜色除 Ｋ２处理上部叶为深黄，Ｋ２，
Ｋ４和Ｋ５处理中部叶为正黄，Ｋ４处理下部叶为淡黄
外，其他均为红黄．光泽除 Ｋ１，Ｋ３，Ｋ４和 Ｋ５处理中
部叶为鲜明外，其他均为尚鲜明．油分除 Ｋ１，Ｋ３，Ｋ４
和Ｋ５处理上部叶为富有，Ｋ４处理下部叶为稍有
外，其他均为有．叶片结构 Ｋ１，Ｋ３，Ｋ４和 Ｋ５处理上
部叶为细密，Ｋ１和 Ｋ５处理下部叶为疏松，其他为
中等．叶片厚度除Ｋ１和Ｋ５处理上部叶为厚，Ｋ２和
Ｋ４处理上部叶为较厚外，其他均为中等．根据“云
南烟草保山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标准［即晒黄

烟（丝）综合标准］”，Ｋ２处理的烟叶外观质量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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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烟叶外观质量

处理 部位 成熟度 颜色 光泽 油分 叶片结构 叶片厚度

Ｋ１

上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富有 细密 厚

中 成熟 红黄 鲜明 有 中等 中等

下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有 疏松 中等

Ｋ２

上 成熟 深黄 尚鲜明 有 中等 较厚

中 成熟 正黄 尚鲜明 有 中等 中等

下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有 中等 中等

Ｋ３

上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富有 细密 中等

中 成熟 红黄 鲜明 有 中等 中等

下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有 中等 中等

Ｋ４

上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富有 细密 较厚

中 成熟 正黄 鲜明 有 中等 中等

下 成熟 淡黄 尚鲜明 稍有 中等 中等

Ｋ５

上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富有 细密 厚

中 成熟 正黄 鲜明 有 中等 中等

下 成熟 红黄 尚鲜明 有 疏松 中等

２．６　烟叶化学成分
由表１２可见，不同的氮钾比处理，晒烟的部分

化学成分指标有一定差异．其中，从 Ｋ１～Ｋ４处理来
就看，随施钾肥比例的增加，烟叶的总糖、还原糖、

钾、氯质量分数有增加趋势，而烟碱、总氮质量分数

有降低趋势，也就是说烟叶质量向着有利的方向发

展，但 Ｋ４与 Ｋ５之间差异较小．从化学成分指标间
的协调性来看，以Ｋ２和Ｋ５处理的氮／碱较为适宜，
糖／碱、钾／氯比高，协调性最好；其次是Ｋ３和 Ｋ４处
理的氮／碱较适宜，糖／碱、钾／氯比较高，协调性较
好；Ｋ１处理的钾／氯比值虽较高，但氮／碱、糖／碱比
过低，协调性较差．

表１２　烟叶化学成分

处理
烟碱／

％

总糖／

％

还原

糖／％

总氮／

％

钾／

％

氯／

％
糖／碱 氮／碱钾／氯

Ｋ１ １．４６ ３７．８３２８．５７ 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２６ ２５．９１ ０．９１ ５．１２

Ｋ２ ０．９１ ３６．３０２５．７９ １．１３ １．４６ ０．２６ ３９．８９ １．２４ ５．６２

Ｋ３ １．１２ ３４．５８２７．８６ １．２８ １．４３ ０．３０ ３０．８８ １．１４ ４．７７

Ｋ４ １．１１ ３９．２０２８．１３ １．２５ １．３９ ０．３５ ３５．３２ １．１３ ３．９７

Ｋ５ ０．９７ ３９．８８２８．１０ １．１９ １．４８ ０．３４ ４１．１１ １．２３ ４．３５

３　小结与讨论

云晒１号不同氮钾比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

施钾水平对晒烟经济性状会产生明显影响，对烟株

农艺性状、抗逆性以及烟叶外观质量和化学成分有

一定影响，而对烟株生育期及烟叶成熟时期几乎没

有影响．其中，从经济性状最优的角度来看，氮钾比
以Ｋ２处理为最佳，但从烟叶化学指标的角度，氮钾
比以Ｋ４处理为最佳，综合考虑来看，在生产中推荐
氮钾比ｍ（Ｎ）∶ｍ（Ｋ２Ｏ）＝１∶２～３为宜．

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烟草是喜钾作物，

随着钾肥用量增加烟叶内在质量有增加趋势，这与

以往对烤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０－１１］．但本研究还
表明，钾肥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钾肥并不利于烟株

的生长发育和经济性状的持续改善，这可能与土壤

钾肥质量分数过高烟草生长受到抑制有关［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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