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不同性质的磷矿的合理利用的可能和途径
,

并且从

理论上和经济效益方面进行了有关问题的讨论
。 参 考 文 献

表 3 磷矿的尤
一

衍射线主峰 (2
.

7 99) 参数与相对

肥 效 的 关 系

碑 矿 类 型
宽宽 度度 高 度度 宽度度
(((毫米 ))) (毫米 ))) 高 度度

333
。

777 4 8
。

666 0
。

0 7 666

555
。
000 3 4

。

000 0
。

1555

666
。

777 2 4
。

555 0
。

2 777

生 物 试 验 的

增 产 效 率

( % )

确编

变 质礴块岩

确 块 岩

碑 块 岩

4
。

6

4 4
.

6

7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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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土壤磷素含量图及其说明
.

李锁宝 鲁如坤 蒋柏藩

《中国科学 院南京 土坡研究所 )

太湖地 区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部
,

西起莫干山
、

茅

山
,

南临钱塘江
,

北至长江
,

东达东海
。

包括江
、

浙
、

沪太

湖周围的三十一个县
。

面积约三万多平方公里
,

其中低

山丘陵
、

水面各占20 %
,

平原好田约占60 %
。

该地区土

壤磷素状况过去系统研究不多
,

一般认为磷肥在该地

区肥效不大
。

但随着生产的发展
,

氮
、

磷不平衡的间题

愈来愈明显起来
,

缺磷面积不断扩大
。

为此
,

我们采

集了太湖地区的不同类型土壤耕层标本 ( 。 一巧厘米 )

180 个
,

进行全礴
、

有机碑和有效磷的分析
,

并据此绘

制了
“

太湖地 区土坡有效磷含里示意图
”

和
“

太湖地区

土壤全磷
、

有机磷含量示意图
” ,

其目的是对该地区土

坡磷素基本状况有个概括的了解
,

并为物资部门和生

产部门在磷肥分配和合理施用方面提供参考
。

水水稻土全磷童之所以高
,

是由于其母质为含礴较高

且风化微弱的海积物和江河冲积物
。

而板浆白土可能

是由于地形和水分状况而导致全磷含量很低
。

土壤全礴含量和土壤供磷能力并无直线相关
,

因

此
,

在制图时
,

土壤全磷的分级并无一个通用的分级

界限
。

但考虑到土集全磷低到一定水平后
,

磷素即感

缺乏
,

这一界限大概是在 0
.

0 35 %
,

所以我们把最低一

级定在 < 0
.

03 5 %
,

其余各级则主要根据本地区土坡全

磷含量的范围而定
。

一
、

土坡全确 ( P )含 t

土城全礴是用通过 100 目的土样
,

采用酸溶消煮法

侧定〔 1〕
。

本区土城全磷 t 一般变幅在0
.

035 一 0
.

070 %

范围内
,

侧渗水稻土是本区全磷含量最低的土壤
,
一

般都在 0
.

04 % 以下
,

甚至低到 0
.

02 %
。

全礴最高的土

坡是漏水型水稻土
,

一般含量在 0
.

07 %左右
。

按土坡

类型分①
,

土壤全磷含 t 有如下次序
:
漏水水稻土 > 爽

水水稻土 > 囊水水稻土 > 滞水水稻土 > 侧 渗水 稻土

(表 1 )
。

土坡全礴含里明显受到母质等重大影响
,

例如
:

漏

二
、

土滚有效确 ( P )

我们用过 20 目的土样按 0 1s e n 法侧定
,

浸提温度

为 25 士 1 ℃ ,

这一方法在我国应用较广
,

且与作物产

t 有较好相关
。

图中所有的分级是参考生产上对碑肥

的反应和过去的资料 〔2一 5〕 而制定的
。

其不同有效礴

* 本图是以我所徐琪等同志编创的百万分之一土城图为

墓础编制的
,

由绘图室李宝琴
、

谢佩珠两 间志清绘
。

上海农

科 院土肥所
、

弃兴地区 农科所
、

吴县农科所
、

本所水相土生

态研究组
、

钾组
、

周正度和朱蔺 汤同志提供了部分标本成狡

据
。

有关县市农业局在采 集标 本过程 中给 予了大力文持
.

在

此一并致谢
。

①徐琪等
:

太翻地区水稻土的发 生分类
。

太湖地 区水粗

土肥 力研究论文集 (摘要 》 ,
. 一玲页

,
1马7分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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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土 城城 土 坡 名 称称 标 本 数数 有 效 确确 有 机 礴礴 全 礴礴

类类 型型 (亚 属 ))))) ( P
,
P P m ))) ( P % ))) ( P % )))

炎炎 水水 黄 泥 土土 1 888 1 3
。
7 士 5

。

555 0
。

0 1 4 士 0
。

0 0 222 0
。

0 6 0 土 0
。

0 1 666

水水 稠 土土 乌 黄 泥泥 555 1 4
。

8 士 9
。

777 0
。

0 1 6 士 0
。

0 0 222 O
。

0 6 2 士 0
。

0 1 555

黄黄黄 板 场*** 777 8
。

3 士 3
。

lll 0
。

0 16 士 0
。

0 0 222 0
。

0 5 9 士 O
。

0 0 777

翻翻 水水 乌 沙 土土 1 000 1 0
。

8 士 5
。

000 0
。

0 1 4 士 0
。

0 0 111 0
。

0 7 3 士 0
。

0 0 555

水水 稠 土土 沙 土土 444 7
。

7 士 4
。

444 0
。

0 1 1 士 0
。
0 0 222 J

。

0 6 7 士 0
。

0 1 444

月月 诊诊 板 蒙 白 土土 555 3
。

5 士 l
。

555 0
。
00 888 O

。

0 2 4 士 0
。
0 0 555

水水 稻 土土土土土土土

沛沛 水水 小 粉 白 土土 2 000 6
。 2 士 3

。

111 0
。

0 14 士 0
。

0 0 333 0
。

0 4 3 士 0
。

0 1 666

水水 稻 土土土土土土土

鑫鑫 水水 青 萦 泥泥

::::
1 3

。
0士 7

。 888 0
.

0 1 6士 0
。

0 0 666 0
。

0 5 5 土 0
。

0 1 444

水水 稻 土土 乌 . 土土土 7
。
8 士 2

。

666 0
。

0 1 8 土 0
。

0 0 333 0
。

0 6 3 士 0
。

0 0 666

* 黄板场主要分布在浙江奋兴地区

水平下
,

作物对碑肥的反应如下
:

I
。

< 5 p p m 施礴肥对一切作物有效
。

1
.

5 一 10 p p也 对水稻肥效一般不明显
,

但对

其它作物有效
。

I
。

1 0一 15 p p m 对水稻
、

小麦一般肥效不明显
,

但对豆科
、

十字花科作物有效
。

丁
.

15 一 20 p p m 对大多数作物一般无 效
,

但对

碑敏感的作物
,

如豆科绿肥
、

油菜等可能有效
。

V
。

> 20 p p ln 对一般作物
,

施碑效 果 都 不 明

显
。

土坡有效碑的变化深受耕作施肥的影响
,

所以我

们均用 19 79一 1 9 8。年采集的标本
,

以便能够反应最近

的礴素水平
。

同时由于这种影响造成了同一类型土镶
,

甚至相邻两块田的土城有效礴含 t 都有可能不同
。

所

以表现在同一类型土旗中
,

有效礴含量的变幅较大 (表

2 )
,

因此
,

用土城类型来表示有效磷水平有一定困难
,

图中有效脚水平
,

虽然大体上依据土坡类型
,

但根据

分析结果
,

作了必要的修改
。

从一般情况来看
,

本地区有效磷含量
,

以侧渗性

水稻土最低
,

大部分低于 5 p p m ,

因此
,

一切作物常

需施磷
。

另一方面
,

爽水型水稻土一般有效磷水平较

高
,

特别是苏州地区的乌黄泥更高
,

浙江的爽水田类

型比苏州地区的稍低
。

从土种上分 (亚属 )
,

乌黄泥
、

黄

泥土
、

青紫泥和乌沙土的有效磷一般都在10 p p m 以上 ,

在这些土集上
,

水稻和麦类作物一般对磷肥反应都不

太明显
。

但豆科绿肥和油菜等对磷敏感的作物仍需注

意碑肥的施用
。

小粉白土
、

沙土和乌栅土有效碑含量

一般为 6 一 8 p p m
,

除了一部分土城上水稻对磷肥反

应不明显外
,

其它作物施碑均有一定肥效
。

小粉白土

中的多数有效磷小于 s p p m ,

它和板浆白土一样
,
属

严重缺碑的土种
,

应重点施用碑肥
。

三
、

土玻有机礴 ( P )

土城有机磷采用灼烧一浸提法测定
,
即用过60 目

的风干土 5 克
,

5 5 0℃灼烧一小 时
,

用 0
.

2 N H Z S O ;

10 0毫升60 ℃保温 8 小时浸提
,

与不灼烧按同样方法浸

表 2

土土 族族 土城名称称 有 效 脚脚 各 级 有 效 礴 占 总 致 的 百 分 率 (% ))) 有 机 礴礴

类类 型型 (亚 属 ))) 变 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忆 占 全 礴礴
((((((( P

,

PP nr ))) < 5 P P nnnI 5一 10 P Pmmm 10一1 5PP mmm 1 5一 20 P Pmmm > 2 0 PPmmm 百分数 ( % )))

究究 水 里里 黄 泥 土土 7
。
0一2 5

。

333 1 0
。
000 2 7

。

888 3 3
。

333 27
一
888 1 1

。
111 24

。

000

扭扭 水 塑塑 乌 沙 土土 4
。
7一1 9

。
666 4万一 000 5 0

。

OOO 2 0
。
000 2 0

。
00000 19

。
333

汤汤 水 班班 小粉 白土土 2
。
2一1 2

。
77777 4 0

。

000 1 5
。
0000000 3 1

。
666

... 水 组组 青 萦 泥泥 2
。
9一3 0

。
000 3 0

。
444 .8 777 2 1

。

777 17
。
444 2 1

。
777

沐;;;
乌乌乌 . 土土 3

。
4一1 2

。
777 8 一 333 6 6一 777 2 5 一 000000000

1了8



提的差值作为有机磷量
。

本区土坡有机磷含量变动在

0
.

0 11一。 .

0 17 %范围内
,

有机磷占全磷约为 20 一 30 %
。

土壤有机磷主要和有机质含量有关
,

因此囊水水

稻土有机礴含量最高
,

而侧渗水稻土最低
。

土壤有机磷中除少数可供作物直接吸收外
,

相当

大的一部分需逐渐矿化而转化成有效态后才能被作物

利用
。

所以它对当季作物作用不大
,

但它是土城磷素

的重要储备
。

四
、

不 同地 区土谊确众水平概况

为了较好地反映实际情况
,

并便于各地参考
,

现

按地理位置将土壤的磷素情况分述如下
。

1
.

丹阳县的洱陵一武进县奔牛一带
,

有效磷
、

有

机磷和全磷都比较高
,

有效磷一般在 20 p p瓜左右
,

目

前作物一般不需要施用磷肥
。

2
.

武进县东南部
、

宜兴县北部
、

无锡县北部和西

部的小粉白土地 区全磷和有效磷均低
,

是本区连片面

积最大的重缺磷区
,

在科研和生产实践中都证明在该

种土坡上
,

即使水稻施用礴肥也有较显著效果
。

3
。

常州东北部的长江沿岸地区土坡母质为 长 江

下游新沉积物
,

全礴含量虽高
,

但有效磷含量低 ( 5 一
I Op p m )

,

除水稻外
,

其它作物特别是豆科
、

十字花科

作物都需施用磷肥
。

4
.

常熟县南部
、

吴县北部
、

桐乡县东北部和昆山

县及嘉兴县的大部分地区有效磷为 5一 10 p p m ,

全磷

蛋中等
,

早作和绿肥一般需要施磷
。

桐乡县义马公社

以南
,

大部分小粉白土有效磷小于 5 p p m ,

水早作施

用磷肥均可有效
。

5
。

上海郊区绝大部分地区全磷含量较高
,

大部分

地区有效礴在 l o p p m 以上
,

禾谷类作物一般对磷肥反

应不明显
,

但豆科绿肥及油菜一般需施用磷肥
。

对于

上海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土坡有效磷大于 20 p p m ,

一般

不需施磷肥
。

6
。

德清县的大部分地区
,

有效礴 含 t 为 10 一

15 p p m
,

豆科绿肥和油菜需要施用确肥
。

7
。

吴兴县和长兴县东南部
,

全碑中等
,

有机碑中

等偏高
,

但许多地区地势低洼
,

性冷
,

肥效不易发挥
,

除了吴兴县的溪西公社等少数地区外
,

多数地区有效

礴都较低
,

早作上需施用礴肥
。

8
。

漂阳县城附近的青紫泥土城全磷含盘较高
,

有

效磷含量多数在 20 p p m左右
,

一般作物对确肥反应不

够明显 ,该县的新昌到竹资一带全礴和有效磷均低
,

应

注意礴肥施用
。

9
.

金坛县境内的小粉白土有效磷含童甚低
,

小于

s p p m
,

包括水稻在内的多数作物
,

均要注意施用磷

肥
。

由于情况的复杂性
,

本图只能大体上说明本区礴

素养分宏观上的概况
。

在施用碑肥时
,

还要根据各地

土城有效确水平等具体情况决定
。

由于土族磷素特别是有效碑受耕作施肥和环境条

件的重大影响
,

因此本图只能表示本区土城磷素的一

般概况
。

但是从本图所反映的情况看
,

碑素已经是本

区施肥方面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

由于各地礴素

水平的巨大差异
,

因此在礴肥的分配和施用上都要进

免盲目性
。

物资部门应将碑肥重点支握严重缺确区
,

如

宜兴县北部
、

武进县东南部和无锡县西北部
。

礴肥品

种的搭配应考虑土城的酸碱度
,

根据已有资料
,

宜兴

和漂阳县的南部许多土城是酸性的
,
可以钙镁碑肥为

主
。

沙洲到太仓一线的沿江平原土镶多呈微孩性
,
应

尽量施用过磷酸钙等水溶性品种
。

在碑肥不足的情况

下
,
将有限的碑肥先施在有效磷最低的田块上

。

在水

早轮作中
,

在缺礴土集上
,

碑肥应该重点施在早作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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