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办事
,

处理好有机肥和化肥
,

基肥和追肥
,

积肥和用

肥
,

肥料的质量和数量
,

养分供应的强度和容量
,

以及

用地与养地等各种关 系
,

逐步形成一个新的
、

与社会

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
、

完整的施肥体系
,

以适应农业现

代化的要求
,

把农业生产迅速搞上去
。

上海郊区土壤磷素形态及其有效性的初步研究
,

汪 寅 虎

(
_

L海市农业科学院土肥 所 )

上海郊 区处于东海之滨
,

长江三角洲南侧地势平

缓的平原区
。

土壤母质由长江冲积物沉积而成
,

土层

深厚
。

土壤质地大部为中壤一重壤
,

少部分为轻壤和

粘壤
。

土壤 p H 值大 多在 6
.

5一 7
.

5之间
。

由于成 土条件

和不同的耕作措施的影响
,

形成了上海郊区不同的土

壤类型
。

大体分布情况是西部地区地势低洼
,

以青紫

泥为主
,

东部以黄泥头为主 ; 中部古岗身地带为沟干

泥和黄泥头成复区分布
,

沿海大片土地在长期耕作利

用下为 已经脱盐或基本脱盐的夹沙土
。

上海郊区 目前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
、

麦
、

棉
、

油
、

绿肥夹种沐
。

其特点是复种指数高
,

耕作制度类型丰

富
,

土壤肥力因素日趋复杂
。

近年来
,

根据我们对上海郊区土城肥力特性的研

究
,

发现上壤中全磷的含量并不 因复种指数的增加而

减少
,

而是逐年有所积累
。

据分析
,

儿种主要土壤如黄

泥头
、

青紫泥
、

沟干泥和夹沙泥
,

土壤全磷量都在 0
.

13

一 0
.

17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土壤超过 0
.

20 %
。

可是一

些田块磷素含量虽高
,

但产量水平并不高
。

形成作物

高产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

然而在上海郊区氮肥水平

比较高的情况下
,

磷素无疑是影响产量的相当重要的

肥力因 素之一
。

据试验
,

西部地区青紫泥土壤有效磷

( 0
.

SM N a H C O :
提取 ) 和 早 稻 单

.

产 的 相 关 系数

丫 = 。 .

95 *( P = 0
.

05 )
,

这就说明了土坡磷素的供应水

平直接影响着作物对磷的吸收
,

而磷素的供应水平又

往往取决于土壤中不同形态的磷素
。

本文从主要土壤

类型的磷长形态研究 出发
,

简要讨论土壤磷素的有效

性间题
。

一
、

不同形态确素的含经

无机确的形态分级按张守敬和 M
、

L
、

J a c k s o n 等

人提出和修改的系统分级方法〔 1〕 ( l )
。

土壤有机磷采

用 M e h t a ( 2 9 5 4 )的方法
,

即用 H C I一 N a 0 H 提取以后

再氧化
。

供试土壤为黄泥头
,

由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

和永久大队采集 , 青紫泥取自青浦县城东公社城东大

队和松江县古松公社
,

沟干泥由嘉定县徐行公社徐行

和陈介两个大队采集 , 夹沙泥则采自南汇县泥城公社

人 民大队
。

不同形态的磷素含量结果见表 1和表 2
。

表 1 和表 2结果表明
,

郊区不同上壤磷的形态以

无机磷为主
,

有机磷相对较少
,

除青紫泥以外
.

黄泥

头
、

沟干泥和夹沙泥的无机磷含量都在 90 % 以
_

L
,

青紫

泥较其他土壤有机磷的积累相对高一点 (可能由
一

于地

下水位高
,

土壤长期处 于嫌气状 况所致
。
)

.

占全磷的

2 0% 左右
。

在无机磷中
,

水溶性礴 (数据末列入表内 )含坛极

低
,

各种土壤都只有痕蚤到极低
,

这 和 M
·

L
·

J a c k s

。 n 和一些单位的分析结果是 一致的
。

磷酸铝和礴酸铁的量
,

从分析结果看是 比较低的
。

磷酸铝的含量更低一些
,

仅占全磷里的 3
.

7一 8
.

9 %
,

平

均 5
.

2 %
。

铁铝两级形态碑的总滋以黄泥头最高
,

占

1 4
.

1%
,

青紫泥不到 10 %
。

礴酸铁和礴酸铝在南方酸

性土镶中是确素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
。

上海郊区的土

壤 p H一般是中性或偏孩
,

土壤中游离的铁离子和铝离

子较酸性土城相对减少
,

这可能是这两级形态礴含盈

少的主要原因
。

磷酸钙是郊区上城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形态
。

从分

析结果可 以看出
,

它占了上海郊区土城全礴盈的50 %

以上
,

占无机磷 (包括闭蓄形态碑在内 ) 60 %左右
,

是郊

区土城中礴素的主要形态
,

它和土城全礴有一定的关

系 (Y
= 。

.

“ *)
。

从表 l 还可看出
,

夹沙泥中麟琅钙的

. 乡加 此项工 作的有 梅守荣
,

陈 亦芬同志

《 1) 断江农业大学土奥教研组
,

19 7 5
:

土搜 中无机脚 分组系统洲定 ( 资料 》。

了6 9



表1 不 同 土 坡 磷 素 形 态 的 平 均 含 t( P :0 o
PP m)

\ 于之一一
。 。 , 。

{ } 一 巨
~

泛 ’
牙犷一

, 。

而一
}

` 1一 P

}
F

e一 P

}
C

a一 P 闭 蓄 礴 { 有 机 确

八UQ甘R一OUn甘月了月匕八U,工1孟. .孟,工QùUQ勺」的Jno六已n匕
峪J.

泥头泥泥泥萦干沙黄青沟夹

表 2 各 级 磷 酸 盐 占 土 壤 全 磷 和 无 机 磷 的 比 例

、

火
)
称:

l

一

二竺
一

…一
} ( 一 …下万

一

二二
一

.

~
·

} 占无机 一占全礴 { 占无机 ! 占全确 1占无机 }占全确 {占无 机 {占全磷 占全磷 ` % ’

,01J舟bō七
.

…
只ùOù
ù
bó书

口,J

1 4
。

6

2 3
。

3

1 3
。

4

2 9
。

8

1 9
。

9

2 7
。

7

2 5
。

0哪
6080
臼

.

…
舟七60
仙拓匕n甘直ōOé月」

.

…
00̀月月,咬口8

。

7

5
。

2

头泥泥泥泥萦干沙青沟黄夹

表 3 不 同 土 壤 上 水 稻 收 获 期 的 吸 磷 t ( 1 9 7 7年 )

标标 记 32 P 盈盈 从土城 中吸磷虽虽

(((毫克 /盆 ))) ( 毫克
, ,

盆 )))

}}} 2 ,
·

S JJJ 7 6 000

333 5
。

111 5 5 999

666 6
。

555 8 7 888

333 2
。

222 6 9 666

含 t 最高
,

达 l o 00 p p m 以上
,

它反映了石灰性土城磷

酸盐组成的特点
,

这和东部沿海地 区夹沙泥有中一强

的石灰反应是一致的
。

闭蓄态碑
,

从分析结果看
,

除了少数连作水稻的青

紫泥上含盆极少之外
,

一般含量为 220 一 s o o p p 。
,

约

占全磷里 的 13
.

4一 27
.

7 %
,

占无 机 磷 量 的 议
.

6一

2 9
.

8%
。

不同土城中以沟千泥含量最高
,

是否由于大

部分沟干泥处于古岗身地带
,

实行较长期的水早轮作

制度所形成
。

果较低
,

但是更重要的反映了土壤磷对作物的作用
,

因此认识土坡各级磷酸盐对磷素供应的关系是十分重

要的
。

表 4 土雄磷索形态和水稻吸磷的相关
( 1 9 7 7年 )

土搜磷 素形态 1 A l
,

F
e
一 P 】C a

一 P 闭蓄磷 l 有 机碑

丫值 0
.

9 5* 1 0
.

6 2 0
。

5 2
`
一 0

。

88

* P = 0
。

0 5

二
、

土城与作物曹养的关系

作物对不同形态磷的吸收
,

根据不同土坡所进行

的
“ Z P试验

,

收获期水稻吸磷情况见表 3
。

表 3 反映了水稻在整个生育期间吸收土城中的磷

紊超过来 自肥料的磷
。

这一方面说明了磷肥的利用效

从表 4结果可以看出
,

郊区不 同土壤中有机形态

磷素水平和水稻的吸收成负相关汀 = 。
.

88
,

但没有达

到显著标准
。

土竣中的有机磷积累增加
,

往往会影响

其他无机磷形态
,

影响水稻对磷的吸收
,

这和郊 区地

下水位较高的一大部分青紫泥水稻土
,

有机质含量高
,

有机礴含量相对提高
,

而土壤速效磷含量较低
,

因而不

1 7D



利于 作物高产的情况是 一致的
。

不同土壤中的 Ca 一 P

和闭蓄形态磷和水稻对磷的吸收
,

其相关性不高
。

但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形态的磷对水稻磷 的 吸 收 没 有作

用
。

C a 一 P 是石灰性土壤中无机磷的一种主要 形态
,

在土城不断风化发育的过程中
,

还是能够逐步释放的 ,

闭蓄形态的磷在还原的情况下也能逐步释放
;
磷酸铁

和磷酸铝这两级形态的磷和水稻磷素的 吸收相关性很

高
,

是水稻磷素的主要给源
。

土壤中的磷酸铁和磷酸

铝过去一直认为是土壤磷素固定的主要机制
,

尤其是

南方酸性土壤
。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不同

的观点〔2〕
。

美国 R u t g e r e州立大学徐拔和教授 1 9 7 7年
1 2月来华讲学时指出

,

土坡中的磷酸和铝的作用主要

不是生成磷酸铝的沉淀
,

而是磷被暂时固定
。

根据他

的试验
,

晶质的磷酸铝要在 80 ℃以上的高温下才能形

成
,

而土坡中的磷酸和铝的作用只能形成一种无定形

磷酸铝
,

而且这种比较容易转化释放
,

这和我们的试验

结果颇为一致
。

三
、

结 论

1
。

上海郊区四种主要土壤中
,

土壤磷素均 以 无

机磷为主
,

约占总碑t 的80 一 95 %
。

其中又 以磷酸钙

为主
,

约占总磷量的50 %
,

占无机磷量的 60 % ; 青紫

泥有机磷含量较其他土壤高
,

可 占到总磷量 的 20 %左

右
。

2
.

上壤中磷酸铁铝和水稻磷素吸收的相关 性 较

好
.

是土壤中磷素的主要给源
。

3
.

磷的固定形态主要是磷酸钙
,

另外有闭 蓄 态

磷
。

如何活化这些形态的磷素
,

有待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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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第三次全国性的土坡普查
。

通过土壤普查
、

土壤分析和进行大量的植物营养

试验研究
,

确定了大田作物氮
、

磷
、

钾营养元素和微量

元素的需肥指标
。

作到因土施肥
,

因土管理
,

使作物

大面积平衡增产
。

四
、

注意甚础研究
,

保护土滚资源
:

朝鲜十分重视做好土壤方面的一些基础工作和土

壤资源保护工作
。

(一 )注意土壤学基础的研究 战后为 了摸清本国

土壤资源
,

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
,

编制 J
’

全国

以及道
、

郡
、

里
、

合作农场的不同比例尺的土壤图和

应用图
。

研究了本国土坡分类
,

分布规律
、

各种上壤的

营养元素状况
,

作得十分细致
。

还于 1 9 6 6年编写出版

了
“

朝鲜土壤
”

一 书
。

在土壤学基础研究方面
,

朝鲜从有限的人力出发
,

并不要求面面俱到
,

而是结合本国实际
,

从某一方面 深

入
。

明显的例子是朝鲜科学院对土壤地球 化 学 的 研

究
。

通过此项研究可 以揭示土坡发生演变中元素迁移

积累的实质
。

朝鲜土壤工作者应用地球化学原理
,

研

究农业生产上最有重要意义的土壤— 水稻土
,

并写

有
“

水稻土地球化学
”

一书
。

书中从地球化学观点出发
,

阐明了水稻土的性质
,

指出水稻 土中各种元素的动态

过程
,

最后
,

还提出 了演水条件下
,

土壤中元素的地球

化学分类
。

类似的著作在世界上尚不多见
。

土壤分析方法是否统一
,

与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

用关系极大
。

朝鲜土城工作者把土城分析方法的研究

和改进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
。

例如
,

他们通过各种方

法的对比
,

结合本国土坡特点统一了 p H
、

N
、

P : O 。 、

K : O
、

C u 、

Z u 、

M 且 、

B
、

5 10 :
和 M g 的分析方法及其分级

标准
。

这对开展土坡普查和合理施肥起了一定的作用
。

(二 )重视土堆资源的保护工作 朝鲜对土城资源

保护工作十分重视
。

在组织上土地管理属全国农业委

员会和土壤规划局领导
,

全国农业委员会直属政务院
,

负责耕地
、

果园的经营管理
,

各道和郡都有相应的农

委组织
。

另有土地规划系统负责士地规划工作
。

朝鲜

上地管理制度严格
,

任何用地调整都得通过 上述 两 个

组织
,

不然就是违法
。

为了保护土坡资源
,

在战后的废墟上 大力发展森

林
,

森林面积不断扩大
,

现有森林面积占” %
,

这样既

发展了森林
,

又保护了水土
,

使土壤肥力得以提高
。

在已开 垦的山地丘睦普遍修筑梯 田
。

通过天然降

雨 和人工降雨
,

在径流小区上观察不同坡度的流 失量

的结果
,

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根据山区土层薄
、

石块多

的特点
,

提出梯田田面宽 7一 8米
,

并可保留 6
。

一 8
。

米

坡度
。

这样化工少
,

节省人力物力
,

讲求实效
,

既适应机

械耕作和灌溉
.

又能保持水土
,

因而得到了生产单位的

广泛采用
。

总 之
,

土城保护工作正在不断改进 和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