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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态镁肥对江西烟区烤烟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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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烟叶特别是下部叶，存在叶色偏淡、身份偏薄、单叶重偏低等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与植烟土壤缺镁有关。通过

田间试验，研究了不同形态镁肥对烤烟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硝酸镁和氧化镁较硫酸镁、碳酸镁能

促进烟株生长，提高叶片单叶面积、单叶重、上等烟比例及中上等烟比例，其中以氧化镁处理表现最好，烟叶内在质量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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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iangxi province tobacco leaves, especially lower leaves,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pale leaf color, thin leaves and 
low single leaf weight, which may result from soil magnesium deficiency. Field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magnesium forms on tobacco growth, yield and quality in Jiangxi Province. Four different forms of magnesium 
[MgSO4, Mg(NO3)2, MgCO3, MgO]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MgSO4 and MgCO3, Mg(NO3)2 
and MgO could promoted the tobacco growth, enhance leaf area, leaf weight and the proportion of high quality leaves. In all these 
treatments, magnesium oxide had the best effect and the tobacco quality was also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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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是叶绿素的重要组分，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需

的营养元素[1]。烟草对镁较敏感[2-4]。崔国明等[5]试

验表明，镁可促进烟草的生长发育，改善其植物学

性状，增加叶片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有利

于烟叶内在品质的提高。烟草各器官镁含量存在差

异，为叶＞茎＞根[6]。一般认为，土壤中交换性镁

含量低于 0.8 cmol/kg（约 97 mg/kg），可能会发生

烟株缺镁症状[7-8]。 

近几年来，江西烟叶特别是下部烟叶，存在叶

色偏淡、身份偏薄、单叶重偏低等问题, 究其原因

可能与植烟土壤缺镁有关系。江西省大部分植烟土

壤属红壤，由于高温多雨，土壤含镁矿物风化及土

壤镁素淋溶强烈，导致土壤供镁能力弱，加之多年

来氮、磷、钾等大量元素化肥的大量施用，土壤中

的镁消耗多、补充少，导致烟草缺镁现象在各地陆

续出现。 

本试验在综合分析江西烟区植烟土壤镁素丰

缺状况的基础上，对主要植烟土壤类型的烤烟优质

适产的镁肥形态进行研究，以期为针对江西省土壤

环境，采取有针对性平衡施肥措施，均衡供应烟株

营养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云烟 87，由玉溪中烟种子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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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试验位于江西省乐安县戴坊镇红光村罗坊村，

土壤类型为麻砂泥田，肥力中等，pH 5.81、有机质

16.4 g/kg、全氮 0.099 mg/kg、碱解氮 215 mg/kg、

全磷 0.03%、有效磷 12.6 mg/kg、全钾 2.6%、缓效

钾 284 mg/kg、速效钾 60 mg/kg、交换性钙 640 

mg/kg、交换性镁 44 mg/kg。 

试验镁肥施用量按照当地标准设置为 30 

kg/hm2，按镁肥形态的不同设置 4个处理。处理 1：

施用 300 kg/hm2 MgSO4·7H2O（CK）；处理 2：70 

kg/hm2 MgO；处理 3：105 kg/hm2 MgCO3；处理 4：

186 kg/hm2 Mg(NO3)2。其他肥料的施用按照 135 

kg/hm2纯氮，m(N) : m(P2O5) : m(K2O)=1:1:3的标准

执行，其中处理 4采用控制硝酸钾追肥量来进行氮

肥的调控。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2006 年 12

月 5日播种，2007年 3月 9日移栽。小区面积 40 m2，

行株距 1.20 m×0.50 m。小区四周设保护行。 

1.3  调查项目与方法 

1.3.1  烟苗长势调查  记载不同生育期各处理烟

苗的长势情况。 

1.3.2  生物学性状  各处理烟株打顶后，选择有代

表性烟株 10 株，挂牌作观察株，每株标记下部叶

（5~8 叶，自下而上，下同）、中部叶（9~13 叶）

和上部叶（14~17 叶）各 4片，用于调查生物学性

状（采收时调查叶长、叶宽和单叶鲜重；初烤采收

前调查单株有效叶片数）。 

1.3.3  产、质性状  以不同处理为单位计产。各小

区中标记的叶片与非标记的叶片分别采收、烘烤、

分级。初烤前调查实收株数，用于统计产量。烟叶

采收后随即称取鲜重，再挂牌烘烤。分级时，及时

记载好各等级烟叶重量与叶片数，各处理标记叶片

分级后全部按小区、部位扎把留作分析样，再统计

干烟叶平均产量、上等烟比例、上中等烟比例。 

1.3.4  试验分析  各试验样品分别送往江西省烟

叶科学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进行化验、分

析。试验数据采用 DPS.V 301数据分析系统进行数

据统计。 

2  结  果 

2.1  烟草生长情况 

2.1.1  烟叶长势  移栽后 10 d及烟株打顶后，不同

处理烟株叶色和长势存在差异（表 1）。移栽后 10 

d，施用硫酸镁和碳酸镁的烟株叶色均为深色，但

其长势有所不同，施用硫酸镁的烟株长势偏高、瘦，

而施用碳酸镁的烟株长势为较矮、弱；施用硝酸镁、

氧化镁的烟株叶色均为浅色，但其长势也有所不

同，施用硝酸镁的烟株长势正常，而施用氧化镁的

烟株长势为健壮、偏旺。烟株打顶后，施用硫酸镁

和碳酸镁的烟株长势均为偏弱，其中施用硫酸镁的

烟株叶色为浅绿，长势为偏弱，而施用碳酸镁的烟

株叶色为深绿；施用硝酸镁和氧化镁的烟株长势均

为健壮，其中施用硝酸镁的烟株叶色为深绿，而施

用氧化镁的烟株叶色为黄绿。施用硝酸镁和氧化镁

都能促进烟株健壮，利于烟叶的生长，其中以施用

氧化镁的烟株的烟叶长势表现为最好。 

 
表 1  不同形态镁肥对不同时期烟叶长势的影响 

Table 1  The effect of various forms of Mg fertilizers on 
tobacco growth  

移栽后 10 d  打顶后 
处理 

叶色 长势  叶色 长势 

MgSO4 深 偏高、瘦  浅绿 偏弱 

MgO 浅 健壮、偏旺  黄绿 健壮 

MgCO3 深 较矮、弱  深绿 偏弱 

Mg(NO3)2 浅 正常  深绿 健壮 

 
2.1.2  下部叶叶色和厚度  表 2可以看出，不同处

理采收时的下部叶叶色所表现的特征不尽相同，施

用硝酸镁和施用碳酸镁的烟株下部叶叶色所表现

的特征均为浅绿色，其中施用硝酸镁的烟株下部叶

厚度为稍厚，而施用碳酸镁的烟株下部叶厚度为稍

薄；施用硫酸镁的烟株下部叶叶色所表现的特征为

浅绿、泛白，下部叶厚度为稍薄；施用氧化镁的烟

株下部叶叶色所表现的特征为黄绿，下部叶厚度为

稍薄。不同处理间下部叶叶色无明显差异，但不同

形态镁肥对烟叶厚度有明显影响，施用硝酸镁、氧

化镁的处理烟叶厚度比施用硫酸镁、碳酸镁的处理

更厚，能有效提高烟叶的产量。以上结果表明，施

用氧化镁对于下部叶叶色和厚度的形成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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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形态镁肥对下部叶叶色及厚度的影响 
Table 2  Color and thickness of lower leave  

处理 叶色 厚度 

MgSO4 浅绿、泛白 稍薄 

MgO 黄绿 稍厚 

MgCO3 浅绿 稍薄 

Mg(NO3)2 浅绿 稍厚 
 

2.2  烟草生物学性状   

2.2.1  单株叶片数及落黄情况  从表 3看出，施用

硫酸镁、氧化镁叶片落黄较正常，施用硫酸镁的烟

株比施用氧化镁的烟株有效叶片少 0.7 片；施用硝

酸镁、碳酸镁叶片落黄稍快。施用硝酸镁的烟株比

施用碳酸镁的烟株有效叶片多 1片。试验结果表明，

施用氧化镁有利于有效叶片数的形成和烟叶落黄。 

 
表 3  不同形态镁肥对单株叶片数及落黄情况的影响 

Table 3  Number of leaves and yellowing  
处理 单株有效叶数/片 落黄情况 

MgSO4 19.5 正常落黄 

MgO 20.2 正常落黄 

MgCO3 19.0 稍快 

Mg(NO3)2 20.0 稍快 

 
2.2.2  烟草不同部位叶片大小及单叶重  由表 4可

以看出，不同处理烟株上、中、下部叶的叶片大小

和鲜烟单叶重都有所不同。从叶片大小来看，施用

氧化镁的烟株上、中、下部叶均为最大，而施用碳

酸镁的上、中和下部叶均为最小。从鲜烟单叶重来

看，施用硝酸镁的鲜烟单叶重最大，而施用碳酸镁

的鲜烟单叶重最小。4 个处理中，施用硝酸镁、氧

化镁能提高叶片单叶面积，并提高烟叶鲜烟单叶

重，而施用硫酸镁、碳酸镁效果则不理想。 

2.3  烟叶经济学性状 

  由表 5可以看出，施用氧化镁处理的小区烟叶

平均重量最高，达 6.6 kg，上等烟及上中等烟比例

均达最高，分别为 64.2%、88.0%，施用硝酸镁次之。

因此，施用氧化镁、硝酸镁能有效提高烟叶产质量。 

 
表 4  不同形态镁肥对不同部位叶片大小及单叶重的影响 

Table 4  The leaf size and weight 
处理 叶片部位 叶长×宽/cm 鲜烟单叶重/g

下 60.0×22.0 64.0 
中 70.0×26.0 125.0 MgSO4 
上 58.0×20.0 101.0 

    
下 61.0×22.6 64.6 
中 72.0×28.0 131.0 MgO 
上 67.0×20.0 108.0 

    
下 59.6×21.4 62.3 
中 70.0×25.6 123.0 MgCO3 
上 57.0×19.0 99.0 

    
下 60.8×22.4 65.8 
中 75.0×28.0 136.0 Mg(NO3)2

上 60.0×20.2 104.0 
    
 

表 5  不同形态镁肥对烟叶质量的影响 
Table 5  The leaf quality 

处理 质量/kg 上等烟比例/% 上中等烟比例/%
MgSO4 6.5 63.1 87.8 
MgO 6.6 64.2 88.0 
MgCO3 5. 9 60.2 86.5 
Mg(NO3)2 5.4 63.2 89.0 

 

2.4  烟叶主要化学成分 

施用硫酸镁会增加烟叶含糖量，同时有增加烟

碱、降低总氮的趋势（表 6），但并不存在线性相关

关系。施用硫酸镁会增加烟叶中镁含量，降低烟叶

钾、钙含量，但对其他矿质元素无明显影响。 

表 6  不同形态镁肥处理烟叶样品的主要化学成分         % 
Table 6  The leaf chemical component  

部位      处理 水分 总糖 还原糖 烟碱 氮 钾 氯 钙 镁 磷 硫 
MgSO4 3.7 18.1 16.1 1.5 1.8 2.51 0.21 1.10 0.29 0.19 1.11 
MgO 3.8 19.5 17.2 1.5 1.9 2.71 0.21 1.16 0.38 0.19 1.09 
MgCO3 3. 8 19.2 17.2 1.4 1.9 2.71 0.20 1.15 0.32 0.19 1.10 

X2F 

Mg(NO3)2 3.7 18.3 16.3 1.3 1.9 2.71 0.20 1.18 0.37 0.18 1.10 
             

MgSO4 3.1 19.5 17.3 1.3 1.8 2.61 0.20 1.50 0.38 0.18 1.12 
MgO 3.0 23.6 21.6 2.3 1.9 2.71 0.21 1.65 0.46 0.19 1.11 
MgCO3 3.1 23.1 21.1 2.1 1.9 2.71 0.19 1.68 0.42 0.18 1.10 C3F 

Mg(NO3)2 3.1 22.6 20.6 2.3 1.9 2.71 0.21 1.62 0.43 0.19 1.11 
             

MgSO4 2.6 23.7 21.7 2.1 1.8 2.61 0.20 2.05 0.42 0.17 1.12 
MgO 2.4 25.0 23.0 3.2 1.9 2.71 0.21 2.08 0.47 0.19 1.10 
MgCO3 2.4 20.1 18.6 3.3 1.9 2.71 0.19 2.11 0.43 0.18 1.10 B2F 

Mg(NO3)2 2. 6 24.0 22.0 2.2 1.9 2.71 0.21 2.10 0.45 0.1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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