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阳县耕地土壤主要肥力因素分析
,

汪 力 忠

(浙江省富阳县农业局 )

浙江富阳县是个八山
、

半水
、

分半田的丘陵地区
,

自然地理条件复杂
,

耕地土壤主要种植粮食作物
,

由

于开发利用年限有长 有 短
,

土地改造利用程度不同
,

因而决定了土壤肥力的复杂性
。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

酸

碱度
、

地下水位
、

可溶性盐分浓度
、

矿物胶体性能
、

土

壤质地和耕层厚度等各土均有不同
,

从而构成不同的

土壤
。

现根据土壤普查和常规化验结果
,

简述富阳县

的主要肥力因素如下
。

一
、

土坡有机质

1
.

耕地土堆有机质的含盆和地区分布的关 系

耕层土壤有机质的数量和质量是体现土壤肥力的重要

标志
。

根据我们对全县 3 4
.

5 6万亩耕地 (其中水田 3 2
.

81

万亩
,

早地 1
.

75 万亩 )的31 3个土样的分析结果
,

全县

水田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2
.

99 %
,

早地平均为 1
.

53 %
,

水

田土壤高于早地
。

从水田地区土壤有机质的分布规律

看
,

湖河相沉积为主的阳破湖周围
,

主要是潜育型水

稻土
,

有机质含量为 4
.

5写左右 , 金桥
、

灵桥等公社以

典型土种泥质田为主要组成的河谷坂心处
,

有机质含

量为 3
.

3 %左右 , 而位于富春江沿岸的东州
、

新桐等公

社
,

主要土种是培泥砂田和砂田
,

有机质含量为 2
.

2%

左左
,

山区由于人 口密度高
,

每人耕地负担少
,

畜肥

用量较多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龙羊山区六个公社有机

质含量达 3
.

2%
。

从典型土壤中有机质的分布规律看
,

平原湖河相地区的草渣田和青丝泥 田有机 质 含 量 最

高
,

达 5 % 以上 , 泥质田在 2
.

5一4
.

5% 之间 ; 培泥砂

田在 2 %左右 , 砂田 1
.

5%左右 ;山区的主要代表性土

种狭谷和谷口泥砂田
、

黄泥砂田和黄泥田
,

由于人为

作用不 同
,

施用有机肥料的多寡等多种原因
,

有机质

含量在 2
.

5 %一 4
.

5 %之间
。

2
.

河谷平原土壤有机质的含蛋和土壤质地的关

系 富春江
、

禄清江河谷平原土壤
,

江边的砂田有机

质平均含鱼为 0
.

7 2% ;稍靠里的培泥砂田为 1
.

63 % ;坂

心的泥质田为 3
.

43 %
。

这说明在河谷平原上有机质含

量随着土壤质地的变化而变化
。

3
。

有机质含 t 和耕作条件的关 系 有机质的含

量和各地耕作制和土壤培肥条件有很大关系
。

例如山

区礼玩公社
,
1 9 5 8年后大面积早地改水田

,

由于改田年

份短
,

有机质含量仅2
.

2% ,而同样是山区的常绿
、

新建

两公社
,

水田开发年限长
,

有机质含量则分别为 3
.

27 %

和 4
.

29 % , 又如受降公社神堂坂和新联公社村前坂同

是黄泥砂田
,

质地基本相同
,

由于有机肥用量和管理

水平不同
,

其有机质含量则分别为 2
.

44 %和 3
.

69 %
。

4
.

有机质含量和土壤的碳 氮比 土壤肥力高低

不仅和有机质数量有关
,

也与其质量有密切关系
。

有

机质质量主要以碳氮比值 ( C / N )为标志
。

我县各种不

同类型水田土壤
,

有机质随着耕作熟化程度的提高
,

其

C / N逐渐趋向于 8一 11 之间 (表 1 )
。

如皇天坂地区
,

随着开深沟抬田
,

种植形式从绿肥
、

稻
、

稻
、

改为麦 (油

菜 )
、

稻
、

稻
,

加快了土壤的熟化
,

其中青丝泥 田的 C / N

已在 9
.

56 一 10
.

77 之间
。

同一类型的水田
,

由于人为

作用的不同
,

有机质的数量和质量也不相同
。

如同是

油泥田的南新公社了岸大队
,

有机质含量为 3
.

且%
,

C / N为 8
.

17 , 洞桥公社小坞大队有机质高达 5
.

5 1%
,

C / N为 2 4
.

0 2
。

二
、

土坡酸碱度

耕地土壤由于受人为耕作施肥的影响
,

其酸碱度

与自然土壤有着显著的区别 , 但由于母质来源和成土

条件的不同
,

酸碱度的变化范围也较大
。

我县水田土

壤中
,

微酸性土壤约占2 8
.

2 %
,

中性土壤约占5 4
.

3 %
,

酸性土壤仅占1
. 。%

,

微碱性土壤约占16
.

4%
。

随着熟

化程度的提高
,

耕地土壤〔主要指水田 )渐趋中性和微

酸性 , 我县龙羊山区及其它石灰岩地区公社
,

石灰石

和石煤资源丰富
,

由于有长年施用石灰习惯
,

土壤偏微

碱性
。

本县早作地土壤主要分布在山边缓坡上和富春江

两岸边
,

早地土壤大部分呈酸性和微酸性
。

山边缓坡

土壤主妥是由强酸性山地土壤开垦而成
。

山地土壤绝

*( 1) 本文经浙江农业大学教授俞震豫先生
、

省农业厅严

学芝同志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修改而成 , 常规化验由省农科院

于文涛老师
、

省农业厅严伯瑛同志具体指导
,

深表感谢
。

(2 ) 本文化菠致据均根据县土肥工作站化脸资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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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呈酸性
,

但其中的黑油泥土来自石灰岩风化物
,

p H 7
.

6左右
,

石灰反应强烈
。

三
、

速效磷和速效钾

我县水田土壤速效磷平均含量 6
.

4 P p m
,

速效钾平

均含量 5 4 p p m
。

总的说来是缺磷
、

缺钾
。

由第四纪红

色粘土发育的黄筋泥 田
,

土壤酸碱度小于 5
.

0
,

其速效

磷含量一般均小于 3 p p m
。

低注坂心处速 效 磷 仅 含

0
.

5一 3
.

s p p m
。

大量施用石灰的地区
,

速效磷含量也

小于 3 p p m
。

速效钾的含量和成土母质
、

地形部位有

关
,

龙羊山区等主要是石灰岩和泥质页岩形成的土壤
,

其水田速效钾含量相应大于石英砂岩地区水田的速效

钾含量
。

由第四纪红色粘土形成的黄筋泥田及质地较

轻的培泥砂田
、

砂田地区
,

速效钾含量约4O p p m
。

部

分公社座落在低洼的皇天贩地区
,

土壤速效钾含量较

低
。

相对说来
,

土地负担轻
,

有机肥多
,

村边近地及

土壤质地较重的地 区
,

速效钾含量相应较高
。

但各公

社的不同类型土壤中
,

均有缺磷
、

缺钾情况
。

造成缺磷

缺钾的原因
:
一是远地

、

飞地
、

偏地
、

偏施化学氮肥
,

有

机肥料少 , 二是随着三熟制面积的扩大
,

作物从土壤

中吸收的磷钾养分增加
,

新补充的磷钾养分不能满足

作物生长的需求
。

四
、

石灰含量和石灰施用向皿

水田施用石灰
,

在我县有悠久的历史
。

施用石灰

得当是有好处的
,

但如盲目大量施用
,

就会引起土坡

变坏
。

据有石灰反应的.9 95 万亩水田中90 个土样的石 。

灰含量分析结果
,

凡土壤有石灰反应的
,

p H均在 7
.

1

以上
,

极大部分在 7
.

4一 7
。
9之间

。

石灰反应强烈 (指

石灰含量大于 5 % )的水田土壤
,

极大部分分布在有石

灰石资源和长年烧石灰的地区
,

以及部分水陆交通 比

较方便的有施用石灰习惯的老水稻区
。

大量施用石灰带来一些问题
,

凡石灰反应强烈的

土壤
,

一般土壤速效磷含量较低
,

如万市公社有大量

施用石灰习惯
,

土壤呈强石灰性反应
,

p H 7
.

7一 7
.

8
,

速效磷平均3
.

6 p p m
。

另外
,

土壤中大量施用石灰将引

起土壤板结
,

造成耕作层浅薄
,

犁底层结场
、

增厚
。

根据县土肥站和龙羊区农技站试验证明
,

石灰性

土壤再施用石灰既不能增产
,

又增加了农本
。

如采取
“

以磷代钙
”

的措施
,

既可解决土镶缺磷的矛盾
,

又可

减少了农本
,

还能较大幅度地提高产量
。

五
、

土坡质地和底诵性状

土壤质地有较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
。

富春江
、

禄清

江
、

葛溪两岸的河谷地区土壤
,

一般上游及中游地段土

壤质地较粗
,

下游地段质地较细 , 狭谷地区质地较粗
,

宽谷地区质地较细 ,同一地段沿江边质地较粗
,

靠坂心

或内侧质地较细 ,凸岸质地较粗
,

凹岸质地较细
。

其中

砂砾质
、

砂质
、

培泥砂质和泥质的土壤
,

基本上成条带

状分布
。

地处富春江北岸的皇天贩湖河相沉积地区
,

质

表 2 典 型 水 田 耕 层 的 颗 粒 组 成

土土 集 类 型型 质 地 *** 颗 粒 含 夏 % (毫米 )))

亚亚 类类 土 属属 土 种种种 > 222 2一0
。

222 0
。

2一 0
。

0 222 0
。

02一 0
。

0 0 222 < 0
。

0 0 222

菇菇育型水稻土土 砂 田田 砂 田田 砂 坡 上上 < 111 2 3
。

0 333 5 1
。

4333 1 2
。

1 666 13
。

3 888

培培培培 泥 砂 田田 枯 壤 土土 < 111 3
.

2 555 42
。

2777 3 2
。

4777 2 2
。

0 111

泥泥泥 质 田田 泥 质 田田 粉 砂 粘 坡 土土 < 111 1
。

8 999 19
。

7 555 5 7
。

4444 20
。

9 222

黄黄黄 泥 砂 田田 黄 泥 砂 田田 少砾质粘典上上 4
。

444 2 0
。

000 22
。

7 777 3 5
。

6 666 2 1
。

5777

黄黄黄黄 大 泥 田田 集 粘 土土 < 111 4
。

6 111 2 1
。 4 000 4 1

。

6 888 3 2 。
3 111

黄黄黄黄 粉 泥 田田 壤 土土 < 111 6
。

6 777 吐2
。

0 222 3 6
。

7 666 1 4
。

5 555

洪洪洪积泥砂田田 狭谷泥砂田田 少砾质枯壤上上 1
。 222 8 , 1555 30

。

6 888 42
。 2 888 1 8

。
8999

谷谷谷谷 口 泥砂田田 砾 质 砂 维 上上 3
。

222 4 9
。

3 111 2 6
。

1888 12
。

3 333 12
。

1 999

渗渗育型水稻土土 黄 筋 泥 田田 黄 筋 泥 田田 粉 砂 粘 土土 < 111 5
。

8 111 1 4
。

8333 47
。

1 777 3 2
。
1魂魂

红红红 泥 田田 红 泥 田田 少砾质粉砂粘城土土 1
。
444 7

。

0 444 2 0
。
4333 5 1

。

4 333 2 1
。

1 000

油油油 泥 田田 油 泥 田田 少琢质城枯上上 1
。
777 7

。
3 555 2 6

。
6 555 气气 3 1

。

5111

33333333333333333 4
。

4 99999

潜潜育型水稻土土 青 泥 田田 青 丝 泥 田田 粘 土土 < 111 3
。
3 555 3

。
1 777 4 4

。

3 555 4 9
。
1333

草草草草 渣 田田 坡 粘 土土 < 111 7
。

5222 3 9
。

4 222 2 5
。

9 555 2 7 。
1 111

* 国际制



地更为粘细
,

属粉砂粘土至粘土
。

小溪两岸的狭谷泥砂

田和谷 口泥砂田质地较粗
,

带有砂
、

砾夹杂
。

在同一土

属中
,

由于人为耕作影响
,

上层质地较细
,

下层质地稍

粗
。

山区由于沟谷较狭
,

沿山边原积和坡积形成的土

坡及溪沟边冲积形成的土壤
,

往往交叉夹杂在丫起
,

但

土壤质地溪沟边较粗
,

山边较细
。

丘陵山区的土壤还和

成土母质有关
,

石灰岩
、

真岩地区形成的土壤质地较

细
,

石英砂岩
、

花岗岩等地区形成的土壤质地较粗
。

我县水田土壤颗粒组成恰当
,

质地大多属于重奥

土到轻粘土 (表 2 )
,

其中粘粒 ( < 。 .

00 2毫米 )含量占

2 0一 33 %
,

粗砂粒 ( > 0
.

2毫米 )含量一般在 20 %以下
,

细砂
、

粉砂含量较高
。

大部分土壤具有松而不板
,

软而

不韧
,

水渗而不漏
。

而小面积的砂 田和谷口泥砂田 土

壤
、

砂粒含量较高
,

保肥
、

蓄肥能力差
,

作物后期易早衰
。

水田土壤的剖面中产生底场的原因主要有二
:
一

是母质原来就存在明显的差异 , 二是土壤形成过程中

的产物
。

为了土坡分类的要求
,

把由母质层带来的差

异
,

称为
“

底
” ,

由土壤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层分化
,

称为
“

场
” 。

全县水田土壤有两种
“
底

” 。

( 1) 砂砾石底 占水田面积 15 一 20 %
。

主要分布

在洪积泥砂田
、

半砂田
、

黄泥砂田
、

红泥田
、

黄筋泥田

中
。

这类土城耕作较困难
,

肥力较低
,

部分 田易漏水
、

漏肥
、

后期易早衰
。

( 2) 泥炭及腐泥底 占水田面积 1 %
。

有上
、

中位

腐泥层青丝 泥田和草渣田
,

这类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

排水不良
,

冷性
、

迟发
、

缺磷
,

主要分布在湖河相沉积

土壤中
。

耕作上应注意开深沟排水
,

平时干干湿湿
,

注

意防止亚铁中毒
。

水田土壤中的
“

媚伙的情况
,

可分以下几种
。

(1 ) 青心编 主要土壤是青心泥质田和青心泥砂

田
,

形成青心原因主要是表层长期滞水
。

这类土壤养

分不能充分发挥
,

土壤活性差
。

可采用稻
、

稻
、

麦或水

稻
、

早粮
、

麦轮作
,

种植水稻要注意及时搁田
,

早作要开

深沟排除地表水及潜层水
,

逐步加深耕作层
。

( 2) 白浆编 主要土壤有白媚
、

白心泥质 田
,

黄泥

田
,

黄大泥田
,

黄泥砂田
,

狭谷泥砂田等
。

这类土坡主

要是受地下侧流水漂洗
。

白浆媚质地为粉砂质
。

分布

在山区冷泉流贯之地和由高到低微有倾斜的河谷过渡

地带
。

白浆编土冷
、

肥缺
、

迟发
、

低产
。

应逐步加深耕

作层
,

注重开沟排水
,

增施有机肥
,

逐步熟化白浆土
。

( 3) 焦福 主要土坡有狭谷或谷口焦砾福泥砂田
,

焦姗黄泥砂田
、

黄粉泥 田和泥质田
。

这类土壤通透条

件较好
,

作物早发
。

在山区应注意不要破福耕作
,

以

免漏水漏肥
。

( 4) 网纹墉 主要是第四纪红色粘土的网纹层上

开发的网心黄筋泥田
。

该土粘实
,

酸性强
,

养分少
,

微生

物活性差
。

除增施有机肥
,

适施石灰外
,

还可客土改良
。

( 5 ) 硬拈媚 主要是指硬塌黄筋泥田和钙质硬墉

培泥砂 田和泥质田
。

前者是黄泥骨上开发的水稻 田
,

后

两者是由于长期大量施用石灰在犁底层硬结成粘盘
。

这类土坡作物根系伸展困难
,

难获高产
。

前者可增施有

机肥或客土
,

后两者可深耕破编
。

(6 ) 腐哄姗 主要有烂泥田
、

烂灰田和烂渝田
。

其

形成原因是因为地下水位高
,

使土壤呈青灰色
、

浮泡
,

耕作不便
,

造成土性
“

寒
” ,

升温慢
,

含毒质
,

作物迟发
。

可采取沿山
、

沿高坎开沟
,

降低河坝高度
,

改用活动闸

板
,

开深沟排水等措施
。

(7 ) 人造场 这是在山区进行改溪造田
、

劈山造

田时
,

为防止漏水漏肥的人为措施
。

六
、

耕作层的厚度

深厚的土层能给作物生长发育带来良好的环境条

件
,

县内大部分耕地土壤的土层都比较深厚
,

但多数

土壤的耕作层较浅
,

其中早地耕作层约 .1 75 厘米
,

水田

耕作层仅 1 4
.

5厘米
。

造成耕作层较浅的原因
,

一是作物品种布局单一
,

一年种两季稻
,

季节紧
,

种植前不进行干耕晒堡多 二

是耕作粗放
,

用牛犁田不破福
,

用手扶拖拉机犁耙
,

入

土不深 , 三是多数地区每年有大量施用石灰习惯
,

造

成犁底层变硬增厚
,

根系不易下扎
。

由于耕作层浅
,

土

壤肥力 不能充分发挥
,

可见本县水田土壤需要适当加

深耕作层
。

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皇天阪农场和大源牧场
,

耕作层较厚
,

分别为 1 6
.

6厘米和 17
.

5厘米
。

七
、

我县低产土滚的改良途径

从县农科所等十个高产单位的典型 田块调查和农

化养分的分析结果
,

可以看出一般的特点是
: 田块排

灌配套
,

76 厘米内土壤不受地下水影响
,

耕作层在 15 一
2 2厘米之间

,

犁底层 2
.

5一 8厘米
,

犁底层次生潜育化

程度很轻
,

有机质含量 3
.

03 一 4
.

43 %
,

碱 解 氮 含 量

1 4 3一 2 3 2 P P m
,

速效磷含量 8
.

4一 4 6
.

S P P m , P H 6
.

5一
7

.

6
,

速效钾朽一 s lP p m (速效钾含量偏低 )
,

碳酸钙最

高田块含量小于 1
.

67 %
,

大部分田块无石灰反应
,

土

壤质地为重集至轻粘土
,

这样的土壤基本上 已经达到

了高产稳产土壤的要求
。

我县还有八万多亩低产 田
,

产

量徘徊在千斤上下
,

急需进行改造
。

低产土壤的原因

主要是农田水利设施差
,

长期耕作粗放
、

缺肥严重
,

土

壤板结
、

僵硬
、

土性死 ,有的地势低洼
、

积水
、

土体糊烂
、

缺磷缺钾 , 有的质地过砂过粘 , 有的酸度过大或石灰

含量过高 , 有的底姗漏水漏肥
。

改造这类低产土壤时
,

应在摸清低产原因的基础上
,

针对病根采取有效的综

合防治措施
,

点面结合
,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