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尼木县农地土壤的

养分含量和培肥措施

崔 广 全

(西藏拉萨市农业区划队 )

摘 要

根据西藏尼木县各农地土壤养分三要索的特点
,

将土壤划分 为21 个养分组 配类型
,

并提出了各自的培肥措

1 9 8 6年
,

笔者在参加尼木县土壤普查期间
,

对该县农地土壤的养分含量作了大量的分析

和研究
。

现整理如下
。

一
、

土壤养分含量

土壤养分状况受成土母质
、

环境条件和人为耕作
、

施肥等因素的制约
。

据全县 78 个耕作

层土样和 77 个剖面土样的化验结果统计
,

耕作层土壤养 分平均含量
,

有机质 2
.

49 % 士 0
.

91

(
n = 1 5 5 )

,

全氮 0
.

1 5 0% 士 0
.

0 4 7 (
n = 1 5 5 )

,
C / N为 9

.

6 ,

全磷 0
.

0 9 5写 土 0
.

0 2 4 (
n == 7 7 )

,

全钾
2

.

0 5 % 士 0
.

3 2 ( n = 1 5 )
,

碱解氮 1 0 5 p pm 士 3 1 (
n = 1 5 5 )

,

速效磷 1 2 p pm 士 8 (
n = 1 5 0 )

,

速效钾
1 6 8 PP m 士 60 (

。 一 14 5)
。

单从平均含量看
,

耕层土壤养分含量比较丰富
,

但从不 同土壤类型和

不同地区看
,

土壤养分含量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
。

(一 )土壤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是衡量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

尼木县农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比较丰富
,

耕作层含量平均 2
.

49 % 土 0
.

9 1 ( n = 1 5 5 )
,

变异系数为 3 6
.

5 %
。

其中含量在 4 %

以上的面积占 8
.

2%
, 3一 4 %的面积 占1 3

.

3%
, 2 一 3 % 的面积占5 6

.

8%
,
1一 2 % 的面积 占

20
.

6%
,

不足 1 % 的面积占1
.

1%
。

这就是说
,

农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中等以上的面积达 80 %左

右
。

从各区
、

乡土壤有机质含量看
,

吞区最高
,

一
、

二级含量的面积达 63 % , 其次是安岗区
,

一
、

二级含量的面积约 40 % ; 其余三个区大致相仿
,

都以三级含量面积最大 ( > 60 % )
,

见表

1
。

可见
,

尼木县土壤有机质的特点是
:
含量比较丰富

,

分布不太平衡
。

表 1 农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分级和面积比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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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3

2 5
。

4

5
.

8

2 3
.

4

8
.

2

3 7
。

6

1
。

1

9
.

9

1 3
。

3

影响农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
,

在尼木县
,

地形及其水热条件
、

前身

母土原来的有机质含量
,

以及人为的垦殖利

用和施肥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

(二 ) 土峨氮案 据分析结果统计
,

尼木

县农地土壤耕作层 全 氮含 量 为 0
.

150 % 士

0
.

0 47 ( n = 1 5 5 )
,

变异系数为 3 1
.

3%
,

碳 氮

比 9
.

6
。

其中
.

:
全氮含量大于 。

.

2%的面积占

1 2
.

4%
,
0

.

1 5一 0
.

2%的面积占2 4
.

7%
,
0

.

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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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的面积占5 6
.

2 %
, 0

.

0 75 一 0
.

1% 的面积 占6
.

3%
,

小于 0
.

0 75 %的面积 占。
.

4%
。

90 %以

上的面积全氮含量在中等以上 ( > 。
.

1% )总的说
,

农地土壤氮素含量也 比较丰富 (见表 2 )
。

表 2 农 地 土 壤 全 氮 含 量 分 级 和 面 积 比 例 ( % )

地 点
1级

> 0
.

2

2级
0

.

2一 0
.

1 5 溉
3级

`

4级 ! 5级
1 0一 0

.

0 7 5 0
.

0 7 9一 0
.

0 5

安岗区

帕古区

吞 区

尼木 区

尚 日区

全县

由于土壤氮素约 95 %存在于土壤有机质之中
〔 ` “ ,

所以氮素的多寡与有机质 含量 极为相

关
,

有机质越多
,

全氮含量愈高
。

据 1 55 个土样的统计分析
,

尼木县农地土壤有机质与全氮的

相关系数
r 二 0

.

9 2 6 4
,

呈极显著相关
。

土壤碱解氮是一种速效氮
,

反映近期内土壤供应氮素的能力
。

尼木县农地土壤耕作层碱

解氮含量大多属中等偏下水平
,

平均为 l os p p m 士 3 1 (n = 1 55 )
,

变异系数为 2 9
.

5%
,

其中
,

大

于 1 5 0p p m的面积占5
.

4% ; 1 2 0一 1 5 0p p m的面积占 5
.

9% ; 9 0一 1 2 op p m的面积占5 3
.

4% ; 6 0一

9 0 p pm的面积占2 2
.

6% ; 小于 6 0p p m的面积占 6
.

7% (见表 3 )
。

与全氮含量比较丰富的情况相比
,

碱解氮含量相对较低
,

说明尼木县农地土壤氮素供应

强度 (以碱解氮占全氮的百分数表示 )较低
,

为 7 %
。

这与该县的温度和湿度有关
。

气温低
,

湿

度大
,

不利于土壤微生物活动
,

影响土壤有机质的矿化
。

但是
,

碱解氮的易变性很大
,

一年

四季
,

作物的不 同生育期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

(三 ) 土壤磷素 据77 个土样分析数据统计
,

耕作层全磷 ( P )含量平均在 0
.

0 95 % 士 。
.

0 24
,

变异系数为 2 5
.

3 %
。

其中
,

含量 0
.

1 3一。
。

1 5 %的占1 0 %
,
0

.

1 0一 0
.

1 3%的占2 5%
,
0

.

0 7 5一 0
.

1 0%

的占42 %
,

0
.

05 一 0
.

07 5%的占20 %
。

就是说
,

全磷含量中上等的占三分之一强
,

含量很低的

只有五分之一
。

土壤磷素储备水平较好
。

全磷含量是反映土壤磷素贮量水平的
,

而对作物直接起作用的是土壤速效磷含量
,

它常

常被看作是土壤供磷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

对指导施肥具有重要意义
。

据 1 50 个分析数据统计
,

耕作层速效磷 ( P )含量平均 1 Z p p m 士 6
,

但变异系数较大
,

为 4 9
.

6%
。

一般来说
,

速 效磷含

量超过 20 p p m
,

指示土壤速效磷达到较为丰富的程度
,

这一含量水平在尼木县 占农 地 面 积

n
.

8%
,

含速效磷 10 一 2 0 p p m的占农地面积 4 4
.

1%
,

含速效磷 (中等水平 ) 5一 1 0 p pm占 农地

面积 3 7
.

5%
,

低于 5 p p m的缺磷土壤占农地面积 6
.

6% (表 4 )
。

表 3 农地土壤碱解氮含量 ( PP m ) 分级和面积 表 4 农地土壤速效磷含量 ( PP m )分级和

比例 ( % ) 面积比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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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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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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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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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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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3
.

000 5 6
.

555 2 4
.

000

222
.

999 2
。

222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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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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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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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四 ) 土壤钾素 尼木县农地土壤全钾含

量平均 为 2
.

0 5 士0
.

3 2 (
n = 1 5 )

,

变 异 系 数

1 5
.

4%
。

表明土壤钾素贮量普遍比较丰富
,

且

含量变幅很小
。

这与成土母质富含含钾矿物

(云母等 )有关
。

速效钾含量是土壤供钾能力 的 重 要 表

征
。

据分析资料统计
,

尼木县农地土壤耕层

速效钾含量平均 1 6 8 p p m 土 6 0 (
n = 1 4 5 )

,

变异

系数为 3 5
。

8%
,

各区分布也不均衡 (表 5)
。

速

表 5 农地土壤速效钾含鱼 ( PP m )分级和

面积比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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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含量偏低的面积占 8
.

8%
,

但真正缺钾的面积甚少
,

大约 5 %左右
。

二
、

农地土壤养分组配类型

根据前述土壤养分含量材料
,

对农地土壤氮
、

磷
、

钾三要素含量的组配类型 进 行 了 划

分
。

划分的方法是
,

首先将氮 (或有机质 )

表 5 三要素养分分级标准

养养分 类型型 高高 中中 低低

全全 撼撼 > 0
.

2%%% 0
.

2一 0
.

1%%% < 0
.

1%%%

有有 机 质质 > 3
.

0%%% 3
.

0一 1
.

5%%% < 1
.

5%%%

速速 效 磷磷 > 1 5 P Pmmm 1 5一7 P Pmmm < 7 P Pmmm

速速 效 钾钾 > 2 0 0 P Pmmm 2 0 0一 1 0 0P P mmm < 1 0 0 PP mmm

速效磷
,

速效钾含量分为高
、

中
、

低三级 (表 6 )
,

然后根据土壤化验数据组合成养分类型
。

根据 1 5 5个耕层土样分析数据统计
,

尼木

县农地土壤可以组成 21 种养分类型 (表 了 )
。

由表 7可知
,

尼木县农地土壤养分三要

素养分类型主要是中N一 P 一 K 型
,

中 N一

K一高 P 型
,

中N一 P一高 K型
,

中 N一 K一

低 P型四类
,

这四类约占全县农地面积 67 % ;

表 7 农 地 土 壤 养 分 组 配 类 型

养 分组配 类型 面积 (亩 ) 占全县 农地总面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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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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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N一 P 一高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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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N一 K一中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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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N一 P一中 K

低 N一 P 一 K

全县合计

面积 (亩 ) 占全县农地总面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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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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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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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中N 一高 P 一K 型
,

中N 一低 P一 K型
,

高N一低 P 一中K型
,

高N一 K一中 P 型
,

中

N一 P一低 K型
,

低 N一中 P 一K 型六类
,

占全县农地面积 21 %
,

其它十一类占全县农地面积

12 %
。

N
、

P
、

K三要素均低者甚少
,

仅 1 30 多亩 ; N
、

P
、

K三要素均高者也不多
,

全县共 9 30 多

亩
。

现各举一例列示其养分含量 (表 8 )
。

如果根据这个资料编制农地土壤养分类型图
,

对指导 当地科学施肥可能 比通常的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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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图更为方便和合理
。

三
、

培肥要点

综上所述
,

尼木县农地土壤的培肥方法应注意以下几点
:

(一 ) 利用有机肥源 尼木县有机肥源颇为丰富
,

除有大量天然草类和作物秸秆外
,

还有

大量畜禽人粪尿
。

按推算
仁“ 〕 ,

全县畜禽人粪尿的排泄量全年可达 55 万吨
。

如果能够收积 10 %

的牲畜粪尿和 50 %的人粪尿
,

则尼木县每亩耕地每年可施优质粪肥约 2 3 0。斤
,

相当于亩施有

机质 2 0 6斤
,

氮 1 5
.

6斤 (折合尿素 3 4斤 )
,

磷 ( P
:
O

。
) 5

.

5斤
,

(折合过磷酸钙 3 2斤 )
,

钾 ( K
Z

O )

1 6
.

5斤 (折合氛化钾 33 斤 )
。

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

(二 )合理轮作
,

插种绿肥 每年八月初作物陆续收割后
,

尚有 1
.

5~ 2个月的闲茬时间
,

此

时正值气温高
、

雨量大的时期
,

可以种植绿肥和牧草
。

如果每年有 1/ 3 ~ 1 / 5的农地轮种
,

则

3一 5 年即可全部轮种一次绿肥
。

绿肥牧草种植方式有纯种
、

间种和套种等
,

可因地制宜地

选择
。

(三 ) 因土施肥

1
.

氮肥的施用
:

因土壤 N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

单纯依靠某个分析数据 指导合理施N

是困难的
仁 ” 。 。

我们综合分析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氮的分析数据
,

并结合野外调 查 访问

的实际情况
,

提出下列建议
:

( 1 )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氮含量均高
,

说明土壤 N素不仅储备充足
,

而且供氮强度大
,

这种土壤可 以少施 N

( 2)
、

有机质
、

全氮含量高
,

而碱解氮却低
,

这种情况多见于深山窄谷
、

寒冷潮湿之处
,

应侧重施用速效氮肥或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

( 3)
、

有机质
、

全氮含量低的土壤
,

一般说来均系低产土壤
。

应当重施有机肥 以培养地力
,

同时施用速效氮肥以满足当季作物的需要
。

2
.

磷肥的施用
:

根据内地经验
,

土壤速效磷丰缺程度可大致划分如下
:

P > 1 s p p m为丰

富 , 15 一 l o p pm为较丰 ; 10 一 7p p m为中等 ; 7一 SPP m为较缺 ; < s p p m为贫乏
。

据此
,

尼木县

农地土壤约有 60 %属 比较丰富 ; 22 %属缺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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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
a
CI

Z

溶液中的pH值也较水中者高 (图6 )
。

还有一种情况是由石灰岩发育的土壤 ( 3 号土 )
,

其
pH 较高

,

可能是由于粘土矿物组成较复杂
,

虽含有一定量的铁
、

铝氧化物
,

但在 K :
5 0

`
溶液

中的p H值并不比水中者高
。

. 综上所述
,

不同红壤在不同浓度的 K
Z
S O

` 、

K CI
、

B a
1C

2

溶液中的 pH值的变化有明 显 的

不同
。

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红壤的表面上所具有的酸基和碱基的相对数 量
,

从

现代的观点看
,

这是红壤表面所带有的正
、

负电荷的相对多少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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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

富磷土壤不施用磷肥不致减产
,

而贫磷土壤若重施磷肥则增产
。

但是
,

在经

济条件的许可的情况下
,

即使是富磷土壤
,

也应隔年酌量补施一些磷肥
,

借以补充土壤磷素

的消耗或增加土壤磷的贮量
。

贫磷土壤在连续三年重施磷肥后亦可适当减少磷肥的用量或隔

年停施
,

可利用其残效维持增产
〔 ` “ 。

3
.

钾肥的施用
:

土壤分析资料表明
,

尼木县土壤钾素含量总的来说是丰富的
,

比较缺钾

的土壤仅约 5 %
。

土壤速效钾含量是指导施用钾肥的主要依据
。

若土壤中速效钾含量 < 7 o PP m

时 则需施用化学钾肥
。

总之
,

就目前的条件而言
,

尼木县仍应 以施用有机肥为主
,

在此基础上适当施用少量单

元肥料或复合肥料
,

借以调整土壤中三要素的比例
。

因为在商品肥料价格昂贵的条件下
,

化

肥施用量过多
,

虽能提高产量
,

但经济效益却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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