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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Perspective of Potassium Fertilization
Application of Potato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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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potassium chloride was considered as poison to potatoes, potassium sulphate has been mainly used in
potato productions in China. No chemical potassium fertilizer is used in most areas for potato production, because potatoes
are mainly planted in poverty area in China, and this leads to low potato yield in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where the potassium chloride is mainly used in potato production. The potassium chloride, a cheaper potassium
fertilizer, should be used in potato growing after a lot of evaluations, which may increase the yield of pota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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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尤其是云南省马铃薯种植中钾肥不足的原因，并介绍了价格低廉且含钾量较高的氯化钾

在马铃薯种植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依据美国等国在马铃薯种植中普遍应用氯化钾的情况及国内外目前的相关研究，提

出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确定能否在中国的马铃薯种植中广泛施用氯化钾，从而达到改变目前马铃薯的种植中钾肥用

量偏少这一现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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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云南省马铃薯种植面积 46.62 万 hm2，

占全国播种面积的 10％，公顷单产为 15.485 t，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部网站统计数据），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如美国 2006 年

公顷单产达 43.57 t [1]。之所以产量偏低，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施用的肥料尤其是钾肥显著偏

低。如何提高马铃薯的产量，是众多研究者都很

感兴趣的课题，本文拟就肥料应用对马铃薯产量

的影响问题进行分析。

1 肥料的差距

据调查，云南马铃薯的施肥水平（含有机肥）是：

每公顷氮（N）179.9 kg，磷（P2O5）134.3 kg，钾（K2O）
86 kg[2]，与美国主产区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相比，

氮肥基本接近，但磷、钾肥差距甚大[3-4]，与国内权

威机构的施肥建议相比，氮肥、磷肥也具有每 667 m2

3 000 kg的生产水平，而钾肥每 667m2 则不到 1 000 kg
生产水平的施肥量[5]。如果仅算投入的化肥，则为每

公顷施氮（N）147kg，磷（P205）96kg，钾（K20）16. 5 kg，
施钾肥量则更是低得惊人。

虽然以上是 2002 年的统计数据，但近来情况没

有发生大的改变，一个事实是，近 10 年我国的马铃

薯单产一直处于徘徊的局面，其中以 2002 年的单产

为最高，云南省也出现类似情况（表 1）。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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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肥料不足尤其是钾肥不足只是产量低的

一个原因，但当我们的施肥水平普遍达到比较充足

程度后，会对目前马铃薯的生产有什么影响，能否

会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

2 肥料差距产生的原因

钾肥等肥料施用不足与国内对马铃薯与钾肥关

系的认识有关，即认为马铃薯是忌氯作物，不能使

用价格便宜含钾量高的氯化钾，而只能使用价格较

高且含钾量稍低的硫酸钾，近来这种认识有所改

变，但仍认为施用量稍高即会引起“氯害”。如刘

汝亮等[6]认为，可以用氯化钾肥料替代硫酸钾，不

会对马铃薯产生负面影响，但公顷用量不宜超过本

试验条件下的 90 kg。
马铃薯生产中某些地方也使用复合肥来补充钾，

但复合肥价格偏高，50 kg 140 元左右，按含钾

（K2O）量较高的 15％计，使用成本偏高。另一个问

题是，有的复合肥不规范，如昆明出售的某品牌的

硫酸钾复合肥，仅含氮和钾（含量标注为 N-K-Ca:
15-15-15），影响使用。更因为马铃薯种植一般在海

拔较高的冷凉地区，比较贫困，一般施肥，均选用

价格比较低廉的碳酸氢铵、普通过磷酸钙以及其功

效被广大农民认可的尿素等，由此造成了钾肥用量

严重不足。
钾肥的价格近 10 年来变动很大，受影响的因素

很多，我们依据近期国际上的报价[7]，即德国大颗粒

氯化钾 1～2 月新单到岸价为 285 欧元，大颗粒硫酸

钾到岸价为 355 欧元，及云南市场上的硫酸钾每千

克 4 元的价格，估计氯化钾的价格为每千克 3 元左

右（云南市场上，农用氯化钾基本没有销售）。按

农业部推荐的施肥标准[6]，每 667 m2 要达到 3 t 的

产量，需施硫酸钾 30 kg，价值 120 元，或氯化钾

25 kg，价值 80 元，使用硫酸钾成本要比氯化钾高

50％，然而马铃薯主要是在贫瘠的地区种植，大春

马铃薯尤其如此，所以成本较高便成为钾肥使用量

偏低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冬作马铃薯由于效益

较高，农民在肥料上舍得投入，普遍大量使用钾肥

（一般使用硫酸钾），因此产量也相应较高。
另外缺少示范，农民对钾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也是重要的原因。

3 国内外种植马铃薯钾肥施用研究

对于硫酸钾和氯化钾两种钾源，国内研究者大

多认为马铃薯是忌氯作物，不能使用氯化钾，故多

仅以硫酸钾作为钾肥进行研究[8-16]，而美国一般的试

验均是同时用氯化钾和硫酸钾进行比较试验。也有

部分国内研究者认为，马铃薯种植在一定数量范

围内使用氯化钾[17]，不会产生氯害，如刘汝亮等[6]

认为，每 667 m2 可以在 6 kg 内使用，陆引罡 [18]认

为，每 667 m2 可在 10 kg 以内使用，李济辰等[19]认

为，每 667 m2 可以在 10～15 kg 内使用，其他研究

者则认为，每 667 m2 可以在 15 kg 以内使用 [20-24]，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

即每 667m2 18～25 kg[25-28]，只有个别作者进行了氯

化钾和硫酸钾的对比实验[6]。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

究大多时间偏短，故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验证。
而国外尤其是美国，曾进行了大量的两种钾

源对马铃薯产量、品质、抗病性等方面的差异研

究 [29-32]。如 Panique 等 [32]曾于 1992～1995 年在美国

威斯康星州三个地点进行硫酸钾和氯化钾的 5 种处

理试验，发现氯化钾和硫酸钾对产量和品质并无大

的区别，与硫酸钾相比，氯化钾会轻微地降低薯块

的比重，即轻微地降低淀粉的含量，而硫酸钾在施

肥量较大的情况下会引起减产。因此美国主产区爱

达荷州、科罗拉多州等州的州立大学制定的马铃薯

栽培指导中，均建议农民可以使用氯化钾[3, 4, 33]。我

们咨询过多位美国植物营养学专家得知，因硫酸钾

价格较高，他们普遍使用氯化钾。对于长期施用氯

化钾，并未出现不良反应。

年份

Year
全国平均单产

Average yield in China
云南平均单产

Average yield in Yunnan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3.68

16.12

15.06

15.71

14.52

14.83

14.62

15.18

15.66

17.44

16.61

17.42

15.83

15.95

15.45

15.49

表 1 2001~2008 年全国以及云南省的马铃薯公顷单产情况（t）
Table 1 Potato yield from 2001 to 2008 in China,

especially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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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钾肥的应用方面，我国山东省普遍以硫酸钾

为主，它们一般是以氯化钾为原料来生产马铃薯的

复合肥，即采用低温硫酸分解氯化钾生产氮磷钾复

合肥[34]。而云南省不仅马铃薯生产上不使用氯化钾，

在水稻、玉米等非传统上认为的非忌氯的作物上也

很少使用氯化钾。据调查，在云南很多农资公司从

来没有卖过氯化钾，目前在市场上要买到农用氯化

钾有一定的困难。相关的资料也能印证这一点。据

统计，云南省 2002 年农业生产施用氯化钾的数量仅

为化肥总量的万分之五点六[2]。

4 相关研究展望

到底氯化钾能不能在我国的马铃薯种植中使用，

我们近期就此问题与国内的很多专家进行过交流，

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很多学者均持谨慎的态

度。因此认为此问题很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更需要

进行田间试验具体验证。而在此类试验中，可以参

考美国的做法，进行氯化钾和硫酸钾的比较试验，

进行过高用量（如 40 kg / 667 m2）的比较试验。与此

同时，也要包括对后作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烟草作

为下一茬作物，必须加强研究。
农业栽培方面尤其是肥料方面的试验，是直接

在大田操作，误差大（因土地的均匀性比较难以控

制），影响的因素很多，因此，田间栽培试验也不能

得出最后的结论。笔者认为，最后的结论应该由生

产者的实践结果来决定。当然，应该先进行试点和

示范。在进行上述试验的同时，可在各地进行氯化

钾在马铃薯种植中的试点和示范。云南的不少地方，

如会泽、建水等地，农民种植马铃薯使用含氯化钾

的复合肥，均未见不良反应。
关于具体试验，我们认为马铃薯种植中，每

667 m2 施用 20～25 kg 氯化钾比较恰当（在施用 40 kg
尿素、100 kg 普钙的情况下）。试点和示范主要的内

容为协助进货，免费提供肥料，提供施肥方案，结

果追踪，并进行氯化钾和硫酸钾的比较试验。
如果氯化钾能在马铃薯的种植中大规模使用，

其功效被广大农民认可，再加上国家给予的一定补

贴，则氯化钾的价格可与目前农民普遍使用的尿素

价格相差不大，可到每千克 2～3 元，价格也能够被

广大农民普遍接受，这样钾肥在马铃薯种植中的普

遍使用，将成为现实。而如果马铃薯种植普遍使用

足量的钾肥，则有可能显著提高马铃薯的单位面积

产量，促进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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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Inner Mongolia Potato Planting
GUO xiaojun*, WANG Xiaoyan, BAI Guangzhe, GAO Zhenjiang

( Baotou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13, China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support fro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potato planting and related industries have developed very quickly in Inner Mongolia. The planting area
increases year by year, and the yield increases steadily. Various kinds of varieties are planted, and the base of potato
planting is of more large-scale. Potato production is intensified and specialized. Potato and potato products are more
competitive and international, and these made potato industry a specific and priority one in Inner Mongolia. Potato planting
sector and related industry have a bright future, but on the way to develop potato planting and related industries, lots of
problems have to be settled urgently.

Key Words: potato planting; related industry; situation; prospect

内蒙古地区马铃薯种植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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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内蒙古 包头 01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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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内蒙古地区马铃薯种植业和相关产

业迅猛发展起来，面积逐年增加，产量稳步提高，种植品种多元化，基地种植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相关产业品牌

优势化、国际化，正逐步把马铃薯种植业和加工业打造成内蒙古地区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马铃薯种植业和相关产业

前景看好，但其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马铃薯种植业；相关产业；现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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