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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淮阴市所辖各县主要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及其保持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

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

一般说来
,

在其它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

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
,

其肥力水平及生产力也较高
。

因此
,

研究土壤有机质变化及平衡状

祝
,

对指导改土培肥具有重要的意义
。

从 1 9 7 9年开始
,

我们研究了淮阴市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及其保持措施
。

一
、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根据对全市 8 9 80个耕层土样的分析
,

土壤有机质的平均含量为 1
.

21 % 士 0
.

53 %
。

其中以

金湖县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
,

平均含量为 1
.

95 % 士。
.

59 %
。

淮安县为 1
.

78 % 士。
.

87 %
,

洪

泽县为 1
.

67 % 士 0
.

35 %
,

淮阴县为 0
.

87 % 士 0
.

2 4%
,

最低为泅阳县 0
.

75 % 士 0
.

20 %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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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土壤类型而 言
,

其耕层有机质含量状

况之不龙
,

j生淮阴 布冷土类中
,

以水稻土有

机质含量最高
,

其后依次为基性岩土
,

石灰

岩土
,

砂姜黑土
,

棕壤
,

潮土
,

黄棕壤和紫色

岩土 (表 2 )
。

关于各土壤的 I ln 土体内的有机质含 量

(根据2 1 8 6个剖面土壤祥品分析结果 )状况则

有 以下两个共同特点
:

1
.

各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虽然差 异 很

大
,

但随着剖面深度的增加
,

有机质含量的

表 2 淮阴市不同类型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

土壤类型 n
含量范 改

(% )

水 稻 土 17 7 6

潮 土 5理5 3

砂姜黑土 7 89

棕 壤 3 5

黄 棕 壤 6阴

基性岩土 邪

石灰岩土 n

紫色岩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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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差异逐渐缩小 (表 3 )
。

表明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对底土层有机质含量的影响是下大的
。

说明有机质在剖面中的移动性是较小的
;

·

同时也

表 5 各 土 类 剖 面 中 有 机 质 的 分 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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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质含量 弓土壤剖面的深度呈板明显的负相关
,

只是土壤类型不同
,

杯关函数方程

略有差异
`

各土类的有机质含量 ( y )与剖面深度 ( x )之间的回归方程郊下
:

水 稻 土 y = 10
.

“ x ” 。 ` 。 ” n 二 15 r = 一 0
.

9 8 9 8
’二

料

潮土 ( 沙土
,

两合土 ) y 二 0
.

7 86 一 0
.

0 0 5 1 二 n 二 20 r 二 一 0
.

8 5 5* ` *

潮土 ( 淤 土 ) y = 1
.

3 6 6 一 0
.

0 0 7 3 x n = s r = 一 0
.

8 4 9 4 寸 *

砂姜黑 土 y = 1
.

4 1 一 0
.

0 0 8 7 x n 二 8 : = 一 0
.

9 0 9 9扣冲

棕
.

壤 y = 1
.

0 4 1 一 0
.

0 0 6 9 x n = 2 4 r 二 一 0
.

8 5 6 6
水 花 *

黄 棕 壤 y = .1 0 4 1 一 0
.

0 0 7 4 x n = 14 r = 一 0
.

8 7 6 5秘
冰

石灰岩土 y 二
27

.

56 x 一 。 ’ 吕 ` n 二 s r 二 一 0
.

9 5 8 7 * 字 *

基性岩土 y = 7
.

4 9 二 一 。 ’ 。 ’ n 二 s r = 一 0
.

9 0 2 3 水 * *

紫色岩土 y = 0
.

7 8 5 一 o
.

o o 5 5 x n = 4 r = 一 0
.

9 1 3 6水

从上述函数方程可以看出
:

凡耕层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
,

其有机质含量在剖面上是按指

数方程规律变化
,

如水稻土
、

石灰岩土
、

基岩土等
; 凡耕层有机质含量低的土壤

,

有机质含

量在剖面上是按直线方程规律变化
,

如潮土
、

黄棕壤
、

紫色岩土
、

棕壤土等等
,

这是由于耕

层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
,

其亚耕层有机质含量下降较多
,

而底土层降低速度较慢所致
。

2 4



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主要受施肥
、

耕作制度所制约
。

根据对 5 4个定位试验点土样的分析

结呆
,

在 5年时间内
,

土壤拼层有机质含量总的趋势是增加的
,

增加的绝对 值 平 均 每 年 为

0
.

0 33 %
,

增加 的相对值平均每年为 2
.

82 %
,

耕层有机质含量增加的幅度与其原有机质含量呈

负相关
,

如果以原来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为
x ,

以增加的有机质的绝对数为 y
,

统计得到如下回

归方程
:

y = 0
.

8 3 1 一 0
.

6 1 0 x n = i 4 r = 一 0
.

9 8 3 9* * *

上述函数方程说明
,

有机质增加的绝对数量与其原有机质的含量呈极明显的负相关
,

相

关系数为 一 0
.

9 8 3 9 ,

达极显著水平
。

若设有机质增加 的绝对数为 0( 即几年中土壤有机质保持

平衡 )
,

则
x = 1

.

36 2%
,

此值说明
,

在现有耕作
、

施肥水平下
,

当耕层土壤的有机 质 含 量 达

1
.

3 62 %时其有机质含量可保持平衡
; 当耕层土壤有机质低于 1

.

3 62 %时
,

其有机质含量一般呈

上升状态
; 当高于 1

.

3 62 %时
,

则土壤有机质的含量通常是下降的
。

目前
,

由于淮阴耕层土壤

有机质含量平均为 1
,

21 %
,

因此
,

从总体上来说
,

土壤有机质含量将仍然保持上升的趋势
。

但

是
,

在 4 5个定位试验点中仍有部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呈下降的趋势
。

因此保持和提高土壤有

机质含量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

二
、

生壤有机质的保持与提高

如前所述
,

保持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关键在于合理施肥
。

定位试验结果表明
,

施用土杂肥

有利于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若以施有机肥量为
x ,

以增加的土壤有机质量 为丁
,

经统计得如

下回归方程
;

. y = 一 0
.

4 0 3 1 + 0
。

0 0 0 2 3 3 3 x n = 1 2 r = 0
.

7 9 2 0纽
, *

说明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与施入土壤的土杂肥量极为相关
。

假如令y = 。 ,

即土壤有机质含

量处于平衡状态
,

则 x == 1 7 2 8( 斤 /亩 /年 )
,

说明在现有生产水平下 ( 即年亩产粮食 1 1遭4斤 )
,

年

亩施氮肥 22 斤
,

土杂肥 1 7 2 8斤 (含有机质 3
.

32 5% )
,

就可使土壤有机质保持平衡
。

为了保证土壤有机质的含量逐年提高
,

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

(一 )增施化学氮肥 这既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
,

也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必不可少的一项

措施
。

定位试验表明
,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加
,

与氮肥施用量也密切相关
,

施氮肥多
,

土壤

有机质增加也多
,

如果以施氮肥量为
x ,

以增加的土壤有机质量为 y ,

经统计得如下 回 归 方

程
:

y = 一 1
。

3 9 2 4 + 0
。

0 6 4 9 4 x n = 1 4 r = 0
。

7 9 1 1* *

假设土壤有机质保持平衡
,

即 y 二 o ,

解得
x 二

21
.

4 ,

即是说明
,

在现阶段生产水平情 况
,

施氮肥量每季每亩应超过 2 1
.

4斤
,

才可能使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
。

土壤中消耗了的有机质主要是靠作物残留的根茬及施入的肥料补充
,

其中又以作物残留

根茬为主
。

而施用化学氮肥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
,

从而增加了作物根茬量
。

据测定
,

作物根

茬量占其产量的 60 % 以上
。

( 二 )秸秆还田 这是增加土壤有机质的有效方法之一
,

因为秸秆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

半纤维素
,

碳氮比较大
,

经微生物作用后
,

能形成较多的有机质
,

补充土壤有机质含量
。

秸

。
杆还田应注意二个间题

:

1
.

适宜的还田量
。

桔杆还田量水
、

旱地有所不同
,

根据试验
,

我们得到如下两个回归方

程
:

(下转第 42 页 )



呀荣度 ( cm “ 方程的 r俏书 JO
。

9 8 6 7* *
(。 = 9 )

。

板据运个方程 粉出 5仇m 深处土壤年子均温度是年平均气上那 2
。

乏5
`

轰
尹 。

这徉
,

在广西北纬 2 1
。 八 , `

一 2 6
“

昭
` ,

东经 1 0 5
。

。 5 `

一 1
_

飞lo 吐4 ` ,

海拔 逐一 9 7 9。 的范 田 内

作野外调查
,

就可以随时判琦所在位置 5肚 m深处年平均土壤温度的状况
。

广西的年平均气温分布规律也许比较单纯
。

其它地区可以根据分布特点分地区采用不同

形式来表达
,

这样对野外调查无疑是较方便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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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田 ( 小麦 )
:

y 二 2
.

8 1 + 0
.

3 9 x 一 0
.

0 9 4 x 2
R = 0

.

9 9 9 2

水田 (水稻 )
: y = 3

.

9 4 1 + o
.

4 49 7 x 一 o
.

i i g 7 x “
R = 0

.

9 9 7 7
。

式中
: y

— 作物产量百公

斤 /亩 多 x

— 还草量百公斤 /亩
。

对上述方程求一阶导数并令其为 0 ,

求得最佳还 草量为
:

对旱田而言为 2 10 公斤 /亩
,

对水

田为 1 8 8公斤 /亩
。

2
。

适当补施氮肥
。

由于秸秆碳氮比大
,

补充适当氮肥调节 C / N 值有利于微生物的活 动
。

据试验
,

每向土壤归还 100 公斤秸秆
,

应补施碳按 10 公斤
。

(三 )种绿肥 绿肥的碳氮比小
,

易分解
,

长期种植并施用绿肥
,

也能有效地提高土壤的

有机质
。

当前应注意解决三个问题
: 1

.

提供廉价的保肥种子
,

着重 自繁自用
; 2

.

提高绿肥产

量 ; 3
.

有条件地方种绿肥与发展畜牧业等结合起来
,

以利对绿肥进行综合利用
。

( 四 )增施土杂肥 目前
,

关键是提高土杂肥的有机质含量
。

应将其草泥比控 制 在 1 :5 以

下
,

这样土杂肥中有机质的含量将会大大提高
。

(五 )合理轮作 稻麦轮作则是较理想的轮作方式
,

既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

还能有效地

提高土壤的有机质
。

因为实行水早轮作的土壤
,

每年有一半左右时间淹在水中
,

土壤基本处

在嫌气状态
,

温度比较低
,

残留土壤的有机物分解缓慢
,

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所 以凡

长期进行水早轮作的田
,

土壤有机质含量总是比旱作田 的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