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砂姜黑土养分监测 0 1年总结报告
’

徐 强

《安徽省篆城县农业引用外资办公室 》

摘 要

本文对蒙城县农业引用外资项目区
,

23 个砂姜黑土养分监侧点的 10 年 ( 1 9 8 3一 1 9 0 2) 化脸致据进行了系统盆

理
。

结果表明
,

土坡有机质
、

全泥
、

孩解犯和速效礴
、

钾含盆呈增长趋势
,
其中尤其速效确最为显著

,

抓
、

礴比

例也趋 于协调
。

安徽省蒙城县是黄淮海平原农业引用外资综合治理中低产土壤重点县之一
。

本县农业引

用外资项 目治理区 (简称项目区 )
,

耕地面积 20
。

1。万亩
,

基本上都是砂姜黑土 〔。 。

其中以普

通砂姜黑土为主
,

占9 9
.

6% , 碱化砂姜黑土只 占。
。

4%
。

前者包括黑姜土
、

黄姜土
、

淀白黑姜

土和淤黑姜土等土属
,

各土属又各包括若干个土种
,

大部分都是中低产土壤 〔幻
。

从 1 9 8 3年开

始
,

由世界银行贷款
,

对项目区的砂姜黑土进行综合治理
。

与此同时
,

在项目区内设立了 23

个土壤养分监测点
,

进行了连续 10 年的土壤养分监测
,

目的在于掌握砂姜黑土在综合治理过

程中的养分变化规律
,

为改土培肥提供科学依据
。

现将结果报道于后
。

一
、

监测点土壤的基本性质

砂姜黑土是黄淮海平原南部的古老耕作土壤
,

是由草甸潜育土 经过长 期 耕 种 而 形成

的 〔1〕 。

项 目区内的砂姜黑土具有下列特点
:

(一 )土城质地枯孟

颗粒组成以粉砂为主
,

其含量在50 一 65 %之间 , 粘粒次之
,

多数在30 一 40 %之间 , 砂粒

含量最少
,

多数 < 10 %
。

各个土种之间略有差异
,

例如淀白黑姜土耕层粘粒的含粒较少
,

只

有22 一 24 %
,

其粉砂和砂粒的含量相对较高
。

就质地而言
,

大多数砂姜黑土全剖面都是粉砂

枯土
,

只有淀白黑姜土的耕层属粉砂粘壤土
。

(二 )呈中性至碱性反应

从表 1 可知
,

砂姜黑土的 p H 多数在 7
。

2一 8
.

6 之间
,

呈中性至碱性反应
。

但应指 出的

是
,

碱化砂姜黑土的碱化表土层则呈强碱性反应
, p H g一 10

。

(三 )游离碳酸钙含旦较低

多数砂姜黑土游离碳酸钙的含量都 < 1 g0 k g 一 ` 。

但有两种情况例外
:
一是底土层出现

`
面

砂姜 ,( 未硬化的碳酸钙结核 )的砂姜黑土
,
C a C O

:
含量可达 1 0 Og k g “ ` 以上 , 二是受黄泛物质

影响的红花淤黑姜土
,

剖面上部有较多的 C a C O
: ,

可达 50 一 1。。g k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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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阳离子交换 t 较高

砂姜黑土不仅粘粒含量高
,

而且粘土矿物以蒙脱为主
,

故具有较高的交换量
,

达20 一 30

。 m o
l/ k g ,

淀白黑姜土的耕层明显低于其它土种
。

二
、

土壤养分监测方法

各养分监测点以附近的地形地物作标记
,

于每年 9 月下旬秋播前 (未施肥 )
,

在定点地块

内
,

采取 1 00 个点的耕作层土样
,

充分混合均匀
,

经多次用
“ 四分法

”

舍取
,

最后保留约50 0克

的土样备用
。

与此同时
,

对监测点的农业生产措施
,

如作物种类
、

耕作方式
、

肥料及产量等
,

详为记载并建档
。

土壤养分监测项目包括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氮
、

全磷
、

速效磷
、

全钾和速效钾
。

均按常

规分析方法进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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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土壤养分监测结果

8 1 9 3一 192 9年
,

各监测点的土壤养分监测结果
,

经整理以后列在表 2 和表 3 ,

现按土种

分别予以表述
。

表 2 各 监 测 点 10 年 内 有 机 质 和 氮 素 含 里 的 变 化

土 种 } 侧点代号

有 机 质
(沙 g一 ’

)

全 撼
( g k g 一 1 )

碱 解 拓
( m g k g一 1 )

1 9 83 } 1 9 92 增 或减 I 于 11 0 5 5 } , 。。 2 1增或减 1 丁 1 9 83
1 9 92 1增或减 } 下

青黑姜上 1 4 5 1 3
.

6 1 1 5
.

7 + 2
.

1 { 1 4
.

5 0
.

9 2 0
.

9 6 + 0
.

0 4 0
.

9 3 5 7
.

6 1 0 0
.

4 + 4 2
.

8 7 7
.

6

黑 姜 土
6

1 4 1 6
9

.

9 } 1 3
.

3 + 3
.

4 { 1 1
.

5 0
.

7 8 0
.

8 2 + 0
.

04 1 0
.

8 1 } 5 4
.

7 9 2
.

7 + 3 8
.

0 6 9
.

0

吸Ut才

青黄姜土 } 1 5 2 1 1 2
.

3 】1 4
.

4 + 2
.

1 1 1 4
_

2 0
,

8 6 0
。

8 9 + 0
.

03 0
.

9 5 5 5
.

2 9 9
.

4 1 + 4 4
.

2 7 0
.

1

黄 姜 土
1 2 1 5

2 0 2 2 2 3
1 0

.

1 ! 12
.

8 + 2
.

7 } 1 1
.

8 0
.

7 4 0
.

83 + 0
.

09 1 0
.

8 0 . 6 8
.

5 9 2
.

0 ! + 2 3
.

5 7 7
。

1

卜. 目. . . 曰. ~

一
-

百~ - ,

一
一门

一
l

一
】

一
l

—
l

一一一一
l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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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7 1 9 1 0
.

3 } 1 3
.

7 + 3
.

4 } 1 1
,

6 0
.

7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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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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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0
.

7 8 1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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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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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8
,

3

1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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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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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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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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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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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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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值 1 0
.

8 1 1 3
.

8 + 3
.

0 0
_

8 1 0
.

8 7 } + 0
.

0 6 5 8
.

5 9 5
.

0 1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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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 : I

表 3

.

表中的
“
增或减

”
系指 1匀9 2年与 1 9 8 3年 比较 , 2

.

x 为 1 9 8 3一 1 9 92 年的加权平均值
, 3

.

括号内为 1 9 9 1年教拐
。

各 监 测 点 10 年 内 磷 和 钾 含 最 的 变 化

二

土土 种种 测点代 号号 全 磷磷 速效磷 ( P : 0 6
))) 抓磷比 *** 全 钾钾 速效钾 ( K :

0 )))
((((((( P 2

0
5 ))) ( m gk g一 1 ))))) ( K :

O ))) ( m g吨
一 1 )))

((((((( g k g 一 1 ))))))) ( g掩
一 1 )))))

贾贾贾贾贾 1 9 8 333 1 9 9 222 增或减减 XXX 1 9 8 333 1 9 9 222 丁丁 1 9 8 333 19 9 222 增或减减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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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 2 5
.

1 ))))))))))))))))))) 1 1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 3 666青青黑姜土土 4 555 0
.

9 111 5
.

444 3 3
.

777 + 1 9
,

999 1 5
.

333 1 0
.

111 4
.

000 1 7
.

666 1 3 777 1 4 888 + 1 111 1 3 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4
.

5555555555555555555 7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 6 333

黑黑 姜 土土 3 右右 0
.

右88888 ( 3 6
.

6 ))) + 2 8
.

333 16
.

444 8
.

000 2
.

888 1 6
.

666 1 2 555 1 3 888 + 1 33333

77777 1 4 1 666666666 + 16
.

999 16
。

999 1 4
.

888888888
山

广广广广

+++++++++++++++++++++++++++++++++++++++++++++++ 2 8
.

000 1 8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青青黄姜土土 1 8 2 111 1
、

1 444 7
.

6666666 15
.

77777 4
.

111 1 7
.

333 1 4 888 14 444 一 44444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黄黄 姜 土土 1 2 1 555 0
.

7 3333333333333 2
.

555
一

1 6
.

666 1 0 111 1 2 666 +书书 注1 333

22222 0 2 2 2 333333333333333 3
.

0000000 1 4 1111111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淀淀白黑姜土土 1 0 1 7 1 999 0
.

7 222 3
.

333 3 0
.

111 + 26
.

888888888 1 6
.

333 1 2 00000 + 2 111 1 3 111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1 4555薄薄淤黑姜土土 1 222 0
.

7 66666 2 2
.

777 + 16
.

999 1 2
.

000 8
.

11111 1 7
.

000 1 4 888 13 444 一 1 444 18 555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

111 + 1 3
.

888 1 7
.

222 7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6 00000000000 1 9 7
,,

挂挂淤黑姜土土 8 1 333 1
.

1 333 7
.

333 3 0
.

666 + 2 5
.

333 1 4
.

333 9
.

555 4
.

222 1 8
.

444 18 77777 一 2 777 2 0 888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333 2 8
,

000 + 14
.

000 2 4
.

222 6
.

222 3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厚厚淤黑姜土土 1 lll 1
.

1 111 工4
.

000 3 0
.

555555555 4
.

555 1 9
.

999 1 8 111 2 3 444 + 5 33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2222222222222红红花淤黑姜土土 999 1
.

5 555555555555555 2 4
.

000 1 5 111 1 4 666 + 6 11111

加加权平均值值值值 6
.

77777 + 2 3
.

88888888888 1 3 11111 + 1 55555

*
抓磷比指碱解氮 /速效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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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机质
、

全氮和旅娜扳

砂姜黑土在综合治理初 (1 98 3年 )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和碱解氮的含量
,

在土种之间存在

明显的差异
,

其中以青黑姜土
、

青黄姜土
、

厚淤黑姜土和红花淤黑姜土等土种明显高于其它

土种
。

经 10 年治理后 ( 1 9 9 2年 )
,

有机质
、

全氮和碱解氮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23 个监测点统

计
,

有机质和全氮分别提高了 3 g kg 一 `
和 o

.

06 g k g 一 ’ ,

而碱解氮则提高了 3 6
.

s m g k g 一 ’ 。

各个土

种有机质
、

全氮和碱解氮 10 年 ( 1 98 3一 1 9 9 2) 的加权平均值
,

也都高于监测开始的 1 9 8 3年
。

(二 )全确
、

速效确和氮确比

土壤全磷含量因土壤类型而异
,

同类土壤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有显著的增减的
,

因此表 3 中

的全磷含量只列入 10 年 ( 1 98 3一 1 9 9 2) 的加权平均值
。

从中可 以看出
: ( 1) 受黄泛物质覆盖的

淤黑姜土属各土种
,

除薄淤黑姜土外
,

其余 3个土种全磷含量都较高
,

在 1 g k g 一 `以上 , (幻 同

一土属中
,

熟化程度较高的土种 (如青黑姜土和青黄姜土 )高于熟化程度较低的土种 (如黑姜土

和黄姜土 ) , ( 3) 淀白黑姜土全磷含量较低
,

只有 o
.

7 2 g k g 一 ’ 。

土壤速效磷含量是土壤磷供应水平的重要指标
。

项目区内的砂姜黑土
,

在监 测 开 始 的

19 8 3年除个别土种 (如红花淤黑姜土 )
,

速效磷的含量较高 ( 14 m g k g一 `
)外

,

其余都很低 (3 一 8

m g k g 一 `
)

,

严重影响到作物生长
。

但近 10 年来由于连续施用磷肥
,

速效磷含量显著提高
,

达到

12一 2 4 m g k g 一 1 。

10 年来氮磷比也由 6 一15 :1 变为 3 一 5 : 1 ,

这是一个突出的变化
。

(三 )全钾和速效钾

土壤全钾含量也因土壤类型而异
,
同类土壤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有显著的增减的

。

因此表

3 中的全钾含量也只列入 10 年 ( 1 9 8 3一 1 9 9 2) 的加权平均值 ( X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全钾含量

有与全磷含量类似的规律
,

即
: ( 1) 淤黑姜土属中除薄淤黑姜土外

,

其余 3个土种全钾含量

都较高
,

在 1 8
.

4一 24
.

og k g 一 ’ 之间 , ( 2) 在同一土属中熟化程度高的土种高于熟化程度较低

的土种 , ( 3) 淀白黑姜土全钾含量最低
,

只有 1 6
。

3 g k g一 ’ 。

项目区砂姜黑土速效钾的含量原来就比较高
,

通过综合治理有增加的趋势
,

其加权平均

值 ( X
)由 1 9 8 3 年的 1 3 1 m g kg 一 ’ ,

增加到 1 9 9 2 年的 1 4 6 m g k g一 ’ ,

但不 同土 种 之 间有 增 有

减
。

( 四 )土旅腐殖质组成

关于砂姜黑土的腐殖质组成
,

过兴度曾进行过研究〔3〕
。

他指出了下列特点
:

( 1) 活性腐

殖酸的相对含量极低 , ( 2) 腐殖酸的相对含量较低 , ( 3) 腐殖酸中残渣的相对含量较高 ; ( 4)

腐殖质中 H A / F A 比值较大 , ( 5) 腐殖质中胡敏酸的光密度值较大
。

为了探讨项目区砂姜黑

土腐殖质的组成特点和综合治理前后的变化
,

特选择了 12 个监测点
,

对 1 9 8 3年和 1 9 9 2 年所采

的耕层土样
,

进行了腐殖质组成的分析 (表 4 )
。

研究结果表明
,

项目区砂姜黑土腐殖质组成几

无变化
,

与过兴度的上述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

但 10 年水H A / F A 比值略有升高
,

这可能与土壤

熟化度的提高有关
。

有的研究者指出
: “

黄棕壤
、

红壤
、

砖红壤耕垦后
,

在早耕条件下
,

腐殖质

的性状因土壤熟化程度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
,

熟化程度亮的其 H A / F A比值和胡敏酸的芳

化度常较自然植被下的相应土壤为高
,

熟化程度低的则没有多大差别
” 〔。 。

砂姜黑土有与之

相类似的变化规律
。

2 1 2



表 4 主 要 土 种 的 腐 殖 质 组 成

上上 种种 侧侧 年份份 有机质质 有机碳碳 腐班酸碘碘 胡敏酸谈谈 富里酸谈谈 胡敏素破破 卫全全
勺

里生生
点点点点点 内

一 二二

内
一 111111111111111111111 占有机碳碳 占有机碳碳 占有机破破 F AAA E 。。

代代代代代代代 沙 g 一 111 占有机碳碳 %%% %%%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

青青黑黑 444 1 98 444 13
.

444 2
,

了555 2
.

0 333 2 6
.

1 999 1 2
.

3 999 1 3
.

8 111 7 3
.

8 111 0
。

9000 3
。

5连连

姜姜土土土 1 9 9222 1 4
.

444 8
.

3 555 2
.

1 666 2 5
.

8 777 1 2
.

3 444 1 3
.

5 333 7 4
.

1 333 0
.

9111 3
.

5 555

5555555 1 9 8冬冬 1 6
.

连连 9
,

5 222 2
.

4 555 2 5
.

7 连连 1 2
.

1色色 1 3
.

5 666 7 4
.

2 666 0 9 000 3
.

7 444

1111111 9 9艺艺 17
.

000 9 8 666 2
.

3 333 2 3
.

6 333 1 1
.

5 666 1 2
.

0了了 7 6
.

3 777 0
.

9666 4
.

0333

黑黑姜姜 1 444 1 98 333

l; : ;;;
6

.

5 999 1
·

8 999 27
.

3 111 1 3
.

0 555 1 4
.

2 666 7 2
.

6 999 0
.

9 111 3
.

连888

土土土土 1 99 22222 7
.

3 111 1
.

9 333 2 6
.

4 000 1 3
.

2777 1 3
.

1 333 7 3
.

6 000 0
,

9 333 3
。

9 111

11111666 19 8冬冬 14
.

111 8
.

1 666 2
·

1些些 2 6
.

4 777 12
.

1 333 1 4
.

3 444 7 3
.

5 333 0
.

8 555 3
.

5 222

1111111日9艺艺 13
。

名名 8
.

0 000 1
。

9 555 2 4
.

3 888 1 1
.

3 777 1 3
.

0 111 7 5
.

6 222 0
.

8 888 弓
.

0 666

*** 黄黄 1 888 1 9 8 333 14
.

555 8
.

3 999 1
.

9 888 2 3
.

6 000 1 2
.

0 444 1 1
.

5 666 7 6
.

4 000 1
.

0 444 3
.

5 888

要要土土土 1 马9 222 1 4
.

777 8
.

5 333 2
.

0 333 2 3
.

8000 1 2
.

1 999 1 1
.

6 111 7 6
.

2 000 1
。

0 555 4
。

3 333

黄黄姜土土 111 1 9 8 333 1 2
.

666 Z
·

全ggg 1
.

9222 2 6
.

3444 1 2
.

3 555 1 3
.

9 999 7 3
.

6 666 0
.

8 888

呈书书1111111 9 9 222 1 3
.

444 7 7 777 2
.

0 666 2 6
.

5 111 1 2
.

8 777 1 3
。

6 444 7 3
.

4 999 0
.

9 44444

22222 222

};;;;;
1 2

.

111

; :: ;;; {:;;;;
2 5

.

8999 9
.

6 777 1 6
.

2 222 7 4
.

1 111 0
.

6 555 4
.

7 444

111111111 2
。

8888888 2 5
.

4 777 1 0
.

1 111 1 5
.

3 666 7 4
.

5 333 0
.

6 666 5
.

4 333

22222 333 1 9 8 333 1 2
.

333

; : {;;; }篇篇
2 2

.

0 555 9
.

8 333 1 2
.

2 222 7 7
.

9 555 0
.

8 000 3
。

6 888

1111111 9 9 222 1 2
,

3333333 2 2
.

3 000 1 0
.

3 888 1 1
.

9 222 7 7
.

7 000 0 8 777 3
。

7 888

淀淀 白白 1 777

{;;;;;
1 1

.

000 旦
·

8333 1
.

7 888 2 7
.

9 000 1 2
.

5 444 1 5
.

3 666 7 2
.

1000 0 8 222 3
.

5 888

照照姜土土土土 1 2
.

555 7
.

2 555 2
.

0 工工 2 7
.

7 222 1 2
.

8 333 1 4
.

8 999 72
.

2 888 0
.

8 666 4
。

3 222

IIIII 999 1 9 8 555 1 3
.

444 了
,

8 000 1
·

9旦旦 2 5
.

1 333 1 2 1 777 1 2
.

9 666 7 4
。

8777 0
.

9全全 3
.

9 555

1111111 9 9 222 1 4
.

888 吕
.

5 888 2
.

0 777 2 4
.

1 333 1 1
.

7 777 1 2
.

3 555 7 5
.

8 777 0
.

9 555 3
.

8 999

挂挂 淤淤 1 333 1 9 8 333

}: :;;;
7

.

3333

{:{;;;
2 6

.

4了了 1 2
.

2 888 1 4
.

1 999 7 3
.

5 333 0
·

8 222 3
.

5 888

黑黑姜土土土 1 9 9 22222 吕
.

6 44444 2 1
.

7 666 9
.

2 666 1 2
.

5 000 7 8
.

2 444 0
.

9 000 4
。

0 555

99999 1 9 8 555 2 3
·

兮兮兮 2
.

9 000 2 1
.

5 999 1 0
.

7 222 1 0
.

8777 7 8
.

4 111 0 9 999 3
.

0 888

11111 9 9 111 2 1
。

吕吕吕 2
.

7 999 2 2
.

0 666 1 1
.

0 777 1 0
.

9 999 7 7
.

9 444 1
.

0 111 4
,

4 000

四
、

土壤养分增减原因的分析

综上所述
,

10 年来土壤有机质
、

全氮和碱解性氮的含量普遍有所增加
,

速效磷增加尤为

显著
,

氮磷比例也趋于协调
,

速效钾也有增加的趋势
。

与之相呼应的是
,

10 年来粮食产量也有了

显著提高
,

由亩产 25 睦 g ( 19 80 一 19 8 2 三年平均值 )
,

提高到近几年的 60 吐 g 上下
。

这除了与排

灌条件的改善和推广良种有关外
,

连年增施肥料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

的
。

据调查
,

80 年代

初
,

每亩只施农家肥 0
.

7方和饼肥 o
.

l k g ,

而近年每亩约施农家肥 2
.

0 方和饼肥 1
。

Zk g
。

化肥

用量也明显增多
,

80 年代初
,

每亩化肥用量约合纯氮 ( N ) 3
.

k4 g 和纯磷 ( P :
O

。
) 1

。

sk g ,

而 近

几年每亩化肥用量约合纯氮 ( N ) l o
.

s k g 和纯磷 ( P : O
。

) 7
。

3 k g
。

化肥的施用促进了有机肥 (农家

肥和饼肥等 )用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
。

这便是所谓
“
化肥起步

”

和
“
以无机促有机

” 。

同时化学

磷肥的施用
,

促进了生物固氮和氮素循环
,

这便是所谓
“
以磷促氮

’ 。

有人认为
,

随着化肥用量的增加作物产量虽然提高了
,

但土壤肥力却降低了
。

但从蒙城

二 县项 目区 23 个土壤养分监测点的资料来看
,

似乎粮食增产与土壤肥力的提高并不矛盾
。

二者

可 以兼得
。

不过砂姜黑土原来是一种肥力退化的土壤
,

基础肥力不高
,

有机质含量不足
,

严

重缺磷少氮
,

加上质地粘重
,

耕性不 良
,

因此需要较多的有机质以改良其不 良的理化性质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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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前的有机质含量虽然有了提高
,

`

但一般只有 1 3 g k g 一 `

左右
,

有待进一步增施有机肥
,

以

提高其有机质含量
。

同时还要进一步施用化学氮肥和磷肥
。

后者用量较前者可相对减少 `至于

化学钾肥
,

在高产情况下
,

对需钾多的作物 (如甘薯 )也要适当施用
。

此外
,

在增施大量元素

肥料的同时
,

还需有针对性的施用微量元素肥料
。

如禾本科作物施用锌肥
,

豆科作物施用相

肥
,

十字花科作物施用硼肥
,

这虽是微肥适用的一般规律
,

`

但对砂姜黑土也 同样适用
,

这 已

被有关试验和蒙城县项 目区的实践所证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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