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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
,

南京郊区 蔬菜地大多至今仍不具有诊断表层— 人工熟上层
。

说 明南京地区 蔬菜地的生产潜力是很大

的
。

近十年来
,

随着城市人 口增长以及城郊部份老蔬菜地被占用
,

郊县许多农困逐渐改种疏

菜
。

栽炸蔬菜与大田作物相比
,

前者无论是施肥
、

灌溉和田间管理水平都大大超过后者
。

城

市的各种废弃物 魏往往堆施在这些土地上
。

这种新的人为土壤的面积正在逐年扩大
。

国际上
,

对这类土壤的研究及其在分类中的位置越来越受到重视
。

联合国 F A O的
“

世界

土壤图
”

的28 个一级图例单元中就有一个是人为土
。

它的主要诊断层是 F 三m ic A层
,

指地表人

为堆垫达 5阮 n l
或更厚的并且 富含有机质以及柠檬酸溶性磷 ( P

:
O

。
)大于 2 5 0脚。m 的诊断表层

。

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中
,

虽未设人为土
,

但有
“

人为松软表层
”

和
“

厚熟表层
”

的诊断层
。

在中

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中 ( 1 9 87 )
, “

堆垫表层
”

和
“

人工熟土层
”

一

也都是为反映和容纳这些土壤

而提出的
。

尽管如此
,

我国关于人为土的资料还是相当厦乏的
。

制定 的人工热土层① 的指标大多参

考国外的标准
。

这些诊断炭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 以及多大程度上符合
,

也少见报道
。

最近
,

笔者通过对南京郊区主要的蔬菜种植地雨花区广洋村和栖霞区青马村蔬菜地土壤 的详

细野外调查和室内理化分析
,

对蔬菜地土壤诊断表层的鉴定指标提出一些初步讨论
。

一
、

土壤的特点和理化分析

雨花区广洋村位于南京市南侧与江宁县交界处
,

是南京市最重要的菜区之
一 。

土壤由秦

淮河冲积物发育而成
,

地形平整
。

栖霞区青马村位于南京市东郊
,

土壤由下蜀黄土发育而成
,

地形呈低丘状
。

该两地区均在十余年前由植稻改为种菜的
。

大多数土壤的30
。 m 以下

,

可或 多

或少见到原水稻土剖面残留的铁锰结核和锈纹锈斑
。

在一半以上的剖面中还可见到正在退化

的犁底层
。

由于致密紧实的原犁底层 的存在
,

给蔬菜生长带来了一些问题
。

显然
,

它们是属

于水稻土和人工菜园土之间的过渡类型土壤
,

不仅对土壤发生
、

分类具有重要意义
,

而且对

蔬菜生产 的管理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

* 室 内分析 由过兴 度
、

黄钱
、

王伏雄
、

杨艳生等同志完成
,

在撰写本文 中得到曹升赓副研究员的指导
,

在 此
~ 一并 致

① 现改为厚熟表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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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人为栽培蔬菜活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土壤上部 8 0 cm 以内
,

我们多在这一深度内采集

样品
,

并且从最肥沃的到最贫疹的蔬菜地都采了样
。

而后在室内进行土壤的颗粒 组 成 测 定

(表 1 )
、

养分和化学性质分析 (表 2 )
,

以及用原状土测定不同吸力下的含水量和通气系数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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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土 壤 的 养 分 和 化 学 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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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剖面号

青1

不同吸力下土壤通气系数K 和水分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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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表中数据 为三次重复的平均数 , (2 ) K值 由水分仪直 接测定

。

二
、

讨 论

如上所述
,

F A O 土壤分类 中人为诊断表层 ( iF m i 。 A )的定义实际包括了美国土壤系统分

类中的人为松软表层和厚熟表层
。

研究表明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稿 )中人工熟土表层的指标基本上符合我 国实际情况
。

若

按美国标准
,

即 。 一 50
c m 内速效磷 ( P

Z
O

S
)大于 2 5OPP m ,

则在调查地区内无一满足
,

这实际

上反映出我国施肥水平较低
,

特别是新蔬菜地植菜历史不长的特点
。

表 2 还揭示了由于母质

的差异
,

全磷和全钾状况在各剖面中并无明显规律
,

常常出现底部 比上部高的现象
。

而速效

钾 同全钾是相关的
,

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掩盖了人为活动的影响
;
但速效磷由于全磷量很低

,

其

含量的变化明显受到人为活动 的影响
。

因此
,

它反映了人为施肥水平而成为蔬菜地土壤诊断

表层的一种有力指标
。

由表 3 可见
,

在 3c0 二 以下
,

通气系数几乎比其上的低一倍左右
,

与 土

壤 剖面 中残存犁底层的情况相一致
。

表 1 中土壤质地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母质
,

而粗砂部分几

乎全是煤渣
,

成为人为活动影响的直接证据
。

但是
,

由表 2 我们发现
,

有机质的指标大多数只符合 。 一 50
c m 内大于 1 %

,

而不符合大

于 2 % 的条件
。

由此得出结论
,

调查地区的蔬菜地大多至今并不具有人工熟土层
,

但可预期
,

当提高施肥水平并结合深耕等措施后
,

人工熟土层很快就能形成 而更适于蔬菜的栽培
。

因此

说
,

南京地区蔬菜生产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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