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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
,

南 京市郊菜 园土养分含 量较高
、

熟化层土壤结 构性好
、

供肥保肥能 力强 , 但质地粘重
,

养分不平

衡
,

垃圾毒害
,

还有设施栽培的盐渍危害等间题
,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 了一些初 步改 良培肥措施
。

南京市位于 长江 !
:
游丘陵地区

,

气候温暖湿润
,

年均气温 1 5
.

4 ℃ ,

稳定通过 ) 10 ℃的积

温为 4 8 97 ℃ ; 年降水量” 2毫米
,

其中夏季降水较多
,

占全年降水量的 43 %
,

春
、

秋
、

冬三季分

别占2 7 %
,

19 %
,

n %
。

温湿的水热条件十分有利于蔬菜的生长
。

南京商品蔬莱栽培历史悠久
,

现有菜园地 6 7 0 0公顷左右
。

南京菜园土主要由三类母 土演

变而来
:

西郊沿江地 区的菜园土由长江冲积物上的灰潮土演化而成 , 南郊秦淮河沿岸菜园土

则发育于秦淮河冲积物上的水稻土 , 而东郊一带的菜园土则形成于下蜀黄土及坡积物上的黄

棕壤
。

它们一方面继承了母土的某些特性
,

一方面又形成了各自的肥力特征
。

本文试 图通过

对南京菜园土壤的理化性状的研究
,

对南京菜园土壤肥力状况
、

存在问题及改 良培肥措施作

一初步探讨
。

一
、

南 京 菜 园 土 的 肥 力 概 况

菜园土作为耕作土壤中一个典型的土类有其特定的内涵
,

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土壤经历了

熟化过程
。

即母土在人类集约性的种植
、

耕作
、

施肥 (特别是有机肥 )
、

灌溉和改良等措施的

影响与定向培育管理条件下
,

土壤理化性状发生明显变化
,

有效肥力逐步提高
,

蔬菜产量逐

步趋向高而稳产的过程 ; 在上壤剖面上则表现为熟化层的形成
。

但它们仍不同程度地继承 了

母 土的理化特征
,

因而熟化程度不一
。

就南京菜园土而言
,

它们均未达到典型菜园土的标准
。

据调查
,

由黄棕壤母 土发育的莱园土仅表层 18 厘米厚的土体熟化程度较高
,

而心土层中铁
、

锰

胶膜
、

结核淀积层次仍清晰可见 , 秦淮河冲积物发育的具有典型 A
、

P
、

W
、

B
、

C剖面构型

的水稻土
,

改种蔬菜后
,

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和城市生活垃圾
,

熟化层增厚
,

已超过 20 厘米
,

原紧实犁底层变薄 (只有 8 厘米 )
,

但其下的渗育层
、

淀积层
、

母质层等层次没有明显变化
。

这

一地区种菜较久的菜园土熟化层可厚达 40 厘米
,

在 60 厘米土层内
,

养分较丰
,

物理性状较好
;

发育于长江冲积物上的菜地系由荒地开垦而成
,

种植时间较短
,

因而与自然土壤相比尚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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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变化
。

表层 45厘米以内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但物理性状较差
。

由于投入少
、

精耕细作差
,

尚

未形成很厚的熟土层
。

菜园土是由母土在 自然和人为因素交互作用下演变而形成的
。

母土的性质
、

人类的耕作

活动
、

种菜的年限等因子对菜园土的肥力都会有所影响
。

南京菜园土在人工定向调控下
,

向

着养分含量丰富
、

保肥供肥能力强
、

孔隙多
、

通透条件好的方向发展
。

它具有如下的特征
。

(一 )养分含量较丰宫

表 1 结果表明
,

南京市菜园土表层有机质含量在 2 0
.

3一 3 8
.

5 9 / k g之间
,

并随剖面深度增

加而减少
,
耕层全氮量为 0

.

85 一 1
.

7 79 / k g
,

部分剖面亚表土也可达 1
.

16 9 / k g
,

明显高于母土
。

表土速效磷 ( P )含量为 36
.

2一 1 62
.

8m g / k g
,

是一般大田的 4 一 10 倍
,

部分剖面亚表土也可达

30
.

6一 9 2
.

2m g / k g
,

可见
,

菜园土有效磷的含量较高
。

这主要是 由于蔬菜生长周期短
、

倒茬

换茬频繁
、

磷肥施用量较大
,

而 由收获物带走磷量相对较少的缘故
。

菜园土壤速效钾 ( K )含

量多在 1 00 m g / k g 以上
,

属较低水平
。

表 1 南 京 市 菜 园 土 理 化 性 状

鹦…塑
母土 及 采样深度

P H C /N

种莱年限 ( e m )

有机质
含量

( g / k g )

全氮含 量

( g / k g )

速效磷 }速效 钾 }缓效钾
( p

,

} ( K
,

} ( K
,

m g / k g ) }m
g / k g ) }m g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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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乡 水稻土
5 0 3

0 4

后江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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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一 4 0

4 0一 6 0

8
.

1 1

8
.

1 0

7
.

8 0 :::

0 5

江 东乡

农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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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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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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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潮土

0 一 1 8

1 8一 3 5 :
.

:: :;
`

:
,

:
’

: :: : :)
一

: :::
9 7

.

1

8 1
.

1

9 9
_

6

7 9 7

7 7 4

9落6

5017

O9

马群乡

青马村
黄棕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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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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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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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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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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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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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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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3
.

8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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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l) 表中数 据由实 习 小组分析 ,

(2 ) 速效磷用碳酸氢钠法测定 , 速效钾用 l m ol / L醋酸按提取
,

火焰光度计测定 , 缓效钾用 l m ol / L

HN O 3消煮提取
,

火焰光度计测定 ,

(3 ) 肥力水平 二 3

护石反 7压了
,

式中 a 为有机质含量
,
b 为速效礴 ( )P 含量

,
C 为速效钾含量

,

其值 >

2 1
,

肥力高 , 1 4一 2 1
,

肥力较高 多 1 1一 1 4
,

肥力较低 . < 1 1
,

肥力低
。

触 对土壤有机质
、

速效磷
、

速效钾含量的综合评价 (三者乘积的立方根值 )① 表明
,

大多数

剖面的表土肥力水平较高而下部土体肥力降低 , 种菜年久的菜园土 ( 4 号及 n 号剖面 )
,

其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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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明显高于新近开辟的菜园地
。

由表 1 可知
,

土壤速效磷
、

速效钾含量
、

肥力水平也大

致随剖面深度增加而减少
。

(二 )供肥
、

保肥能力较强

南京莱园土的质地一般较粘重 (质地多属中壤
、

重壤
、

粘土 )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土壤阳

离子交换量较高 (如广洋村菜园土表土的阳离子交换量为 Z o
.

gc m ol / k g
;
青马村菜园土表土的

为 1 8
.

gc m o
l/ k g)

,

故土壤保肥能力较强
。

(三 ) 土滚物理性状变好

蔬莱根系发达
、

须根及根系分泌物较多 ; 同时
,

大量有机肥的施入和精耕细作有利于土

壤团聚体的形成
,

使土壤结构性变好
、

通气孔隙增多
、

三相比协调
、

容重降低
。

( 四 )土滚 p H适中
,

有利于蔬菜生长

南京菜园土的 p H值为 6
.

6一 8
。

2 ,

介于中性至微碱性之间
,

适宜蔬菜生长
。

目前仅发现局

部地区因施肥不当而使土壤趋向酸化
。

二
、

南 京 菜 园 土 存 在 的 一 些 问 题

( 一 )缺钾

由于蔬菜作物对钾的需求量较大 ( 氮
、

磷
、

钾比为 1 : 0
.

4 6 : 1
.

1 2)
,

加之
,

菜园地复种指

数较高
,

以及在施肥上的重氮轻钾
,

因而菜园土普遍缺钾
。

(二 )质地粘孟

由下蜀黄土母质发育的黄棕壤
,

质地粘重
,

耕层以下基本保留了母土的特征
:

铁锰胶膜
、

结核淀积层
、

粘盘层的存在使得土体紧实
、

硬结
、

结构性差
。

其表土硬度为 2
.

6 k g c/ m “ ; 亚

表土为 9
.

4 k g .c/ m
“ 、

粘盘层为 1 6
.

4 kg c/ m
Z ,

严重影响蔬菜的正常生长
。

(三 )垃圾肥 引起的危容

施用垃圾肥对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

增加土壤养分
、

改善土壤结构虽有一定作用
,

同时也

引来一些危害
,

主要是
:

1
.

垃圾中坚硬物体 (如玻璃
、

砖瓦石砾
、

铁钉铁器和不易分解的橡胶塑料制品 )给耕作管

理带来极大不便
;
部分金属

、

塑料废弃物不易被生物分解而残留于土壤中
,

对蔬菜生长不利
,

它们进入食物链后还要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

2
.

由于直接施用未处理的垃圾
,

其中所含病虫及病原菌进入土壤
,

恶化了生物环境
,

导

致作物感染病害和虫害
,

例如
,

常引起蕃茄落花
,

烂果
、

落果
。

3
.

部分工业废弃物中有毒有机物和可溶性重金属离子含量较高
,

直接施用后 污染土壤
、

影响作物生长
,

甚至发生死苗现象
。

(四 )蔬菜设施栽培导致土滚盐演化

蔬莱实施设施栽培已日益普及
,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明显高于一般栽培方式
,

但设

施栽培
,

土壤受高温及无雨水淋洗的影响
,

常出现盐渍化间题
。

其严重程度随设施栽培方式

而异
。

采用玻璃温室或使用长寿塑料薄膜大棚的方式
,

由于土壤处于终年覆盖的条件下
,

有

利于土壤积盐过程的进行 ; 采用普通塑料薄膜覆盖的大棚方式
,

土壤仅从第四季度至翌年第

① 胳国宝
,

南京莱园土壤的现状与发展
。

南京蔬菜优 质高产土城的堵肥 和改 良的研究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族研究所

跳菜中试签 地论文 集
,

6 、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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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处于塑料薄膜覆盖下
,

在此期间
,

土壤

盐分向表土积聚
,

但到夏
、

秋季揭开薄膜后
,

由

千受雨水及灌溉水的淋洗作用盐分向下移动
,

完成一年中的盐分消长周期
。

表 2 表明
,

季节

性塑料薄膜覆盖大棚
,

其盐渍化程度远低于温

室栽培方式
。

表 2 设施栽培对菜园土盐分含量的影响

剖面号 采样地点
设 施栽
王合方式

采样深 度
( e r n )

盐分含量
( g / k g )

江东 乡
农科站 大栩

O一 2 0

2 0一 4 5

江东 乡
河南村 大棚 1 0 一 2 0 { 0

.

24

三
、

加 速 菜 园 土 的 熟 化 进 程

菜园土的熟化过程是肥力提高的过程
。

加

速菜园土的熟化是蔬菜栽培中一项 基 本任务
。

就南京地区而言
,

抓好以下各项技术措施
,

有

利于加速菜园土的熟化进程
。

(一 )增辟肥源 增施有机肥

{ 江东 乡
} .

。 一 3 { 。
.

89

0 3 { 二 *
, ,

大棚 { 。 , 二

}

一 {
一

“ ” l刹 “ ” {-

一 一…一里洲 一 }一
`

少
“

`

}盐斑地表 土 } 11
.

1

} 马群 乡 { * 该 !
。 _

_ 。

!
。 。

, 八 l } 理` J l` J I U
一

。 一 J
.

U
工 u { l ! }

1 青 马村 { , 。 1 3 一 1 5 } 5
.

9
「

} 皿笙 { }
.

}
.

… {
.

..t ...P
.l

...e … 竹
二

菜园土有机质含量较高
,

但其分解耗竭较快
,

故增施有机肥十分重要
。

目前菜农仅施用

人粪尿显然是不够的
。

施用经加工处理的垃圾肥对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 良土壤结构等方面有

较好的效果
,

应大力提倡
。

对于传统有机肥料也要注意积造
,

充分利用
。

(二 )合理施用磷钾肥

蔬菜作物体内的营养元素组成有 3 个明显特点
:

( l) 养分含量高
,

各器官之间含量差异

小
, ( 2) 养分含量随干物质重的增加而增多 , ( 3) 随着蔬菜作物产量的增加

,

其单位产量所

吸收养分含量仍可继续增加
。

同一蔬菜的不同品种对养分需求比例不同
。

有鉴于此
,

人们有

必要针对南京菜园土制定并推荐适宜于某种蔬菜
、

某种菜地的施肥量
、

养分比例和有效的施

肥技术
,

以确保主要蔬菜品种达到预期的产量和品质要求
。

南京土壤研究所蔬菜中试基地的

试验结果表明
,

不同的施肥量
、

配比及施肥时期对各不同蔬莱作物效果不 同
。

就目前而言
,

在

施用以氮肥为主的前提下
,

适当增加磷
、

钾肥的用量
,

对提高蔬菜产量
、

平衡土壤养分是完

全必要的
。

(三 )合理使用结构改良剂

南京郊区部分菜园土特别是新垦的菜地
,

土壤物理性质差
:
粘重

、

板结
、

僵硬
。

在土壤

有机质短期内不可能明显增加的情况下
,

使用结构改 良剂是一项快速改善土壤物理性质的途

径
。

林长英等人试验结果表明
,

菜园土施用结构改良剂后
,

其容重和硬度都明显下降
,

通气

孔隙增多
,

保水抗早能力增强 , 蔬菜增产效果明显
。

但是在使用结构改良剂时要对菜农进行

指导
,

还要施 以适量 速效肥料
。

( 四 ) 合理轮作

蔬菜生长周期短
、

倒茬换茬频繁
,

而且根系活力强
,

对土壤的影响明显大于其它作物
。

实

行合理轮作
,

有利于发挥不同蔬莱的生物学特性
,

诸如豆科蔬菜与非豆科蔬菜轮作
、

深根作

物与浅根作物轮作
、

密植作物与稀植作物轮作
、

喜氮作物与喜磷钾作物轮作
,

有利于土壤养

分的平衡和各种养分的充分利用
。

.

(五 )适当排灌与耕作

在秦淮河
、

氏江沿岸地区
.

由于地下水位较高
,

土壤发生次生盐渍化的 (下转第 1 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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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结构改良剂对小麦苗期

生物量的影响

处 理
生物 量平均值

( g /盆 )
P=0 05 P=0

.

01

AA Bc

耗
。

而在土壤墒情不足的越冬前
,

应对表土进

行镇压
,

以利保蓄深层土壤的水分
。

盆栽试验结果 (表 2 )表明
,

结构改 良剂处

理有利于小麦苗期生长
,

P A M 和 H P A N处理

的土壤
,

其小麦生物量均极显著地高于对照土

壤
,

且出苗速率也高 23 一 17 %
。

P A入1

H P A N

对照

4 6 0

4 5 8

3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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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要强调适时排灌
。

对质地粘重
、

紧实度大的土壤
,

要适当翻

耕松土
,

以保证蔬菜根系得 以充分吸收养分 (要保证耕作层厚度不少于 17 厘米 )
,

对于部分肥

力高
、

结构疏松的菜地
,

则要适当少耕
,

以减少水土流失和养分的淋失
。

(六 )适当处理垃圾减少其危容

垃圾的堆放
、

倾倒及处理方式对环境卫生影响很大
,

处理不 当
,

土壤
、

大气
、

水体均会

被污染
,

进而影响蔬菜生产
。

所 以垃圾必须经适当处理后方能作为肥料
。

处理方法主 要 是
:

( 1) 回收垃圾中的金属
、

塑料
、

橡胶等废弃物
,

以利再用
,

同时也可以避免它们对耕作管理

的影响
; ( 2) 制取沼气

。

将垃圾 中有机物与粪便在发酵池内混合发酵
,

所获得的沼气作为能

源
,

发酵后的残渣则作为肥料
; ( 3) 堆置发酵

。

垃圾中大量新鲜有机物质通过高温堆置分解

后
,

能形成大量腐殖质
,

施入土壤
,

有利于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 同时

,

通过堆置发酵
,

可使

其中大量病菌在高温下被杀死
, ( 4) 养殖蛆闯

。

利用垃圾中菜叶
、

树叶
、

纸屑等有机物发酵

后养殖蛆绷再将蜕粪用作肥料
。

(七 )治理设施栽培土滚盐演化的措施

1
.

进行季节性大棚栽培
。

在春季气温
、

土温开始回升时即停止塑料薄膜覆盖
,

使土壤处

于洗盐阶段
。

2
.

灌足浇透
。

经分析
,

土壤积聚的盐分中以 N O 石
、

C a “ 十

为主
,

均为植物必需而又可以

利用的元素
,

因此只要每次灌水时都能灌足浇透
,

土壤盐分必将随水下渗而供根 系 吸 收 利
.

用
。

3
.

客土
。

经设施栽培相当时间后
,

土壤需要客土
,

对当季作物而言客土效果十分明显
,

但随着种菜时间的延长
,

盐渍化问题逐渐发生
,

因而要经常地换土客土
。

4
.

埋设暗管
。

在有条件的设施栽培群
,

埋设塑料波纹暗管将灌溉水
、

雨水导入棚 内 洗

盐
。

5
.

选种耐盐蔬菜
。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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