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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莱园土的养分状况
、

熟化度和产量主要取决于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及其品质
。

施用有机肥 料
,

提高菜园土

的有机质含皿是培育莱园 土肥力水平的重要措施
。

菜园土是城镇邻区长期集约经营蔬菜的土壤
。

与一般农田相比
,

它具有有机质含量丰富
,

耕性好和经济肥力高的特点
。

西安市西郊潘家乡五一村是解放后逐渐发展成为以种植蔬菜为主的
.

单位
。

在 种 植 蔬 菜

的过程中
,

施用了大量 的有机肥料
,

注意精耕细作和合理 的灌溉
,

因而土壤熟化程度不断提

高
。

当地菜农根据种植蔬菜的年限和蔬菜的常年产量
,

将菜园地分为三个类型
:
种植蔬菜年

限达 40 年而亩产又在 2 万斤以上 的称老菜园地
,

即高度熟化 的菜园上 ; 种植蔬菜年限在 15 年

以上而亩产达万斤以上的称中等菜园地
,

即中等熟化菜园土 ; 种植蔬菜在 5 年左右而亩产在

万斤以下的称新菜地
,

即低熟化度的菜园土
。

不同熟化程度的菜园土其肥力水平与土壤有机

质的质量有密切联系
。

一
、

菜园土熟化程度与有机质含量的关系

菜园土受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极为深刻
,

其中主要表现在菜园土耕层的厚度上
。

例如
,

老

菜园上 的耕层厚度约为 2 7厘米 ; 中等熟化程度的菜园土的耕层厚度约为 25 厘米
;
低熟化程度

的新菜园土
,

其耕层厚度仅 20 厘米
。

通常
,

老菜园土的耕层厚度约为相邻农 田土壤的 2 一 3

倍
。

耕层加厚是大量施用有机肥料
、

精耕细作和合理灌溉的结果
,

致使土壤色泽也发生了明

显 的变化
。

例如
,

老菜园土耕层的土色通常为灰褐色 ; 中等菜园土和新菜园土耕层 的土色通

常为褐色
,

而一般农 田则为黄色
。

由表 1 可见
,

菜园土 的熟化度的高低是与土壤有机质含量相一致的
。

其中以老菜园土耕

层 的有机质含量最高 ( 2
.

43 % ) ; 中等菜园土次之 ( 2
.

13 % ) , 新菜园土再次之 ( 1
.

49 % )
,

农 田

土壤最低 ( 1
.

26 % )
。

从有机质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来看
,

老菜园土的底土 ( 27 一 60 厘米 )的有

机质含量也很高 ( 1
.

20 % )
,

几乎接近于农田耕层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

但中等菜园土和新菜园

土底土 的有机质含量明显的低于老菜园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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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 同 熟 化 程 度 菜 园 土 土 壤 剖 面 特 征 及 有 机 质 含 是

机 质%有
田 类

取样深度
( 厘米 )

剖面 特征 {
全 碳

!
_
一竺止

响

全 氮
( % )

C/ N

老莱园土

.

0一 27

2 7一 6 0

6 0一7 0

深褐色
、

中壤
、

团粒

褐色
、

中班
、

团粒

淡褐色
、

中壤偏重

2
。

4 3

1
。

2 0

1
。

0 3

0
。

1 2 0

0
。

0 64

0
。

0 61

1 1
.

8

1 0
。

8

9
。

9

中等莱园土

0一 2 5

2 5一5 0

5 0一7 0

褐色
、

中壤

淡 褐色
、

中壤

暗黄色
、

中壤

2
。

1 4

1
。

07

仁
。

1 9

0
。

1 1 0

0
。

5 0 9

0
。

5 0 9

1 1
。

0

1 0
。

5

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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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菜 园土

0一 2 0

2 0一4 5

4 5一7 0

淡褐色
、

中壤

暗黄色
、

中壤

黄色
、

中壤

0
。

0 91

0
.

08 6

0
。

048

9
。

1

8
。

6

8
。

8

农 田

O一1 0

1 0一2 0

2 0一5 0

淡黄 色
、

中壤

黄色
、

中壤偏重

黄色
、

中维偏重

1
。

2 6

1
。
1 2

0
。

7 2

0
。

7 3

0
。

5 6

0
。

4 2

0
。

8 08

0
。

7 0 9

0
。

05 9

8
。

3

8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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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菜园土熟化程度与胡敏酸富里酸比值的关系

份

表 2 结果表明
,

菜园土的腐殖质组成与其熟化程度有关
。

就耕层土壤而言
,

老菜园土 的腐

殖质组成以胡敏酸为主
,

因而其 H / F 比值较大 ( 2
.

5 3 )
,

中等菜园土与新菜园土的 H / F分别为

2
.

33 和 2
.

1 0
,

而农田土壤
.

的H / F则仅为 0
.

92
。

但三类菜园的 H / F比值均随土壤剖面 的深度 而

降低
,

而农田 的情况则与之相反
。

这可能与菜园土的耕层长期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频繁的 耙
、

籍和灌溉
,

促使土壤胶粒下移有关
。

而农田因施用有机肥料相对较少
,

且又多为质量不高的

占%碳的酸碳敏酸胡敏性胡活总占%碳碳酸总敏壤胡土性始活原

表 2

田 类

不 同 熟 化 程 度 菜 园 土 的 腐 殖 质 组 成

取样深度
(厘米 )

胡敏酸碳 占原
始土壤 总碳%

富里酸碳占原

始土壤 总碳%

胡敏酸碳

富里酸碳

老莱园土

0一 2 7

2 7一 6 0

6 0一 7 0

2 8
。

8 3

2 2
。

8 5

2 1
。

4 4

1 1
。

9 2

1 4
。

1 5

2 3
。

0 5

2
。

4 2

1
。

6 1

0
。

9 3

2
。

5 5

0
。

0 0

0
。

0 0

8
。

1

0
。

0

0
。

0

中等莱园土

0一 2 5

2 5一 5 0

5 0一 7 0

2 6
。

4 6

2 5
。

6 8

18
。

32

1 1
。

3 8

19
。
6 0

2 0
。

3 5

2
。

3 3

1
。

3 1

0
。

9 0

9
。

7

0
。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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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园土

0一 2 0

2 0一 4 5

4 5一 7 0

4 2
。

2 7

2 7
。

5 3

9
。

6 9

2 0
。

1 3

2 5
。

0 3

1 0
。

5 3

2
。

1 0

1
。
1 0

0
。

9 2

3
。

0

0
。

0

0
.

0

农 田

0一 1 0

1 0一 2 0

2 0一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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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5 8

3 0
。
2 5

2 0
。

3 6

2 4
。

2 0

0
。

9 2

l
。

0 6

1
。

25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

0

0
。

0

公

土粪

从表 2还可看出
,

菜园土 的耕层均有一定量的活性胡敏酸存在
,

其中以老菜园土含量最高

其次为 中等菜园土和新菜园土
,

而农 田土壤耕层则根本无活 ;性胡敏酸存在
。

这可能与菜园土

年复一年的大量施用有机肥料
,

将原来的耕层深深地埋藏起来
,

使新形成的胡敏酸难 以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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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钙质的黄土母质相接触
,

因而呈活性胡敏酸状态存在
。

.

但菜园土耕层 以下亦无活性胡敏酸
。

三
、

菜园土熟化程度与胡敏酸絮凝极限的关系

表 3 的资料表明
,

土壤胡敏酸的絮凝极限与土壤熟化程度有关
。

以耕层为例
,

老菜园土

因其熟化度较高
,

故加入 16 毫克当量的 C a C I : 即可使之开始发生絮凝
,

而中等和新菜园土 因

其熟化度较低
,

故需加入 18 一 19 毫克当量的 C a
CI

:

方才出现絮凝现象
。

说明老菜园土中 的 胡

敏酸分子的芳构化程度较中等和新菜园土中的胡敏酸分子高一些
。

因而有利于土壤水稳性结

构的形成
,

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
。

表 3 不同熟化程度菜园土胡敏酸絮凝极限的差异

作用后立即观察 作用 4 小时后观 察
田 类

C
a C 12毫克当量 C a

C I名毫克当址 现 象

老菜园土 ::
开始絮凝

开始絮凝

中等菜 园土
2 5一 5 0 ::

开始絮 凝

开始絮凝

1 1

9

1 3

1 0

开 始絮凝

开始絮凝

一

新莱园土
0一2 0

2 0一4 5 ::
0一 1 0

1 0一 2 0 ::

开始絮凝

开始絮凝

开始絮凝

开始絮凝

::

农 田
1 7

1 4

{ 开始絮凝

{ 开始絮凝

…
开始絮凝

1 絮 凝
巾

一
}

开始絮凝

} 絮 凝

四
、

菜园大的有机质含量与土壤中某些养分的关系

据分析
,

菜园土 的有机质含量与土壤全氮
、

效速磷
、

水溶性硼和有效锌含量有极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表 4 )
。

表 4

养
’

分

菜园土的有机质含量与几种养分含量的相关性

样 品 数 相关系数 回归方程

全 氮

速 效 磷

水溶性硼

有 效 锌

1 8

1 8

1 8

1 8

0
。

4 6 3* * > r o . o l = 0
.

3 7 2

0
。

4 7 1* * > r o 。 0 2 二 0
。

3 2 5

0
.

5 4 5* * > r o . o x = 0
.

4 4 9

0
。

4 2 4* * > r o . o l = 0
.

3 7 2

Y
= 0

。

0 2 5 5x + 0
.

0 5 9

Y 二 2 7
。

s x 一 2 5

Y 二 1 5 4 0x 一 6 0
。
9

Y = 0
。

2 3x + 0
.

2 0

众所周知
,

土壤全氮含量一般反映了菜园土的氮素供应的潜在常能力
,

与蔬菜的产量呈

正相关 ; 速效磷代表了菜园土的供磷能力
。

已有的工作表明
,

有机酸和有机肥料能抑制石灰

性土壤对磷的固定作用和活化土壤中潜在磷
,

从而提高土壤磷的有效性 ; 硼和锌则是蔬菜生

长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
。

而土壤有机质含量则是综合反映这些养分含量状况的重要指标
,

所

以
,

提高菜园土的有机质含量
,

是培育菜园土肥力水平的主要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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