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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江苏省 132个省级土壤肥力监测点的监测结果
,

并参考 39 0个市县级土壤肥力监

测点的有关监测资料
,
对全省近 1 0年来农田土壤肥力演变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概括与 阐述

。

一
、

土壤肥力演变状况

(一 )土坡有机质和土壤养分

1 32 个省级监测点是 1 9 8 2一 19 8 9年逐步建立起米的
,

由于设点时 blI 不一
,

土壤肥力演变状

况 ,
则用各点各年度土壤肥力监测结果的

“

持续性 ( S lst at i l l a ib h t y )
”

来表示
, “

持续性
”
即为年

度 x() 与土壤肥力监测值分)直线回归方程 中的斜率 ( l)
,

它的数值 可以是正数
、

零
、

负数
,

以

此分别表示每年土壤肥力发展趋势
。

为了反映江苏省 口前的土壤肥力状况
, 我们决定以各点

19 91 一 1 9 9 2年度的实测值为依据
,

将 3 5个省级监测主点的统计结果
,

首先按各点分别计算持

续性 (t ) , 然后分各土区加权平均统计 ( 各点以土属所代表的面积为权数 )
,

算出监测 期 间土

壤肥力平均持续性 ( T )和 19 9 1一 1 9叨 年度平均监测值 ( y )( 表 1 )
。

以下就各土 区土壤肥力的

持续性 ( T )和 目前现状 ( Y
,

分述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养分的演变状况
。

1
.

有机质略有上升
:

全省有59 %的土壤
,

有机质呈上升状态
;

25 %持平
;
有 15 %呈下降

趋势 (表 2 )
。

19 91 一 1 9 9 2年度平均含量为 1 5
.

3克 /千克
,

每年平均持续上升 0
.

06 克 /千克
。

太湖
、

里下河土区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最高
, 分别为 2 4

.

4克 /千克
、

2 0
.

6克 /千克但以 0
.

07 克 /千克

0
.

09 克 /千克逐年下降 ; 徐淮
、

沿江
、

丘陵土壤有机质含量最低
,

在 1 2
.

1一 1 6
.

2 克 /千克之间

但每年持续上升 0
.

10 一 0
.

16 克 /千克 , 沿海比较稳定
, 基本维持在 1 5

.

0克 /千克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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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3 2个省级监测点土壤肥力变化趋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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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全 氮基本持平
:

全省土壤全氮含量
, 、 9叭一 19 9 2年度平均为 1

.

14 克 /千克
。

各土区每

年度持续变化值为 一 0
.

0 01 一 0
.

0 02 克 /千克
。

3
.

碱解氮波动较大
:

全省土壤碱解氮升
、

平
、

降比例相当
,

口前
,

平均含量为 9 1
.

3毫克 /

千克 ,
每年持续上升 0

.

5毫克 /千克
。

各土区土壤碱解氮含量的变幅 以里下河
、

太湖两土 区最

大
, 里下河土区每年以 1

.

1毫克 /千克持续下降
, 而太湖土区则 以每年 1

.

7毫克 /千克上升
。

4
.

速效磷普遍提高
:

全省各土区平均每年持续上升 0
.

1一 0
.

二毫克 /千克
。

1 9 9 1一 1 9 9 2年

度全省土壤速效磷 (尸 )的平均含量为 8
.

5毫克 /千克
。

5
.

速效钾大幅度下降
:

全省每年 以 2
.

3毫克 /千克下降
, 6 大上区的下卜刹须序为

:

里下河

区 > 沿江区 > 徐淮区 > 太湖区 > 丘陵区 > 沿海区
, 1 9 9 1一 19 9 2年度各土区土壤速效钾平均含

量为 63
.

1一 10 0
.

0毫克 /千克
。

缓效钾也呈下降趋势
。

据对 28 个监测
J

点 (代表面积约为 吐6 0 0万亩的 17 个土属 )的连续测定

结果的统计
,

有 了个点上升
, 8 个点持平

, 13 个点下降
, 它们分别占 25 %

、

29 %和 .16 %
。

(二 )土壤耕层厚度和容重

土壤耕层变浅
、

容重增加
。

据统计 (。 二 2 6 8 ) , 日前
,

全省土壤耕层厚度比 80 年代初平均

减少 1
.

1厘米
,

容重略有增加
。

i爵江及里下河土区较突出
, 10 80 一 19 8 9年 间

, 土壤耕层厚度

由 1 5
.

3厘米变为 1 3
.

0厘米
,

下降一
’

2
.

3厘米 ; 犁底层由 1 6
.

5厘米下降到 1 2
.

3厘米
,

减少了 4
.

2

厘米
。

这两土区的靖江
、

宝应县的监测资料表明
, 1 9 8 2一 1 9 9 1年间

,

土壤耕层容重增加 0
.

0 02 一

0
.

例克 /立方厘米
,

犁底层容重增加 0
.

贝一 。
.

OG 克 /立方厘米
。

( 三 )土壤基础肥力

土壤基础肥力产量是当季或 当年不施肥时的作物产量
, 地基率是土壤墓础肥力产量占常

规施肥产量的百分率
,

它们能综合地反映土壤肥力基础
。

监测结果表明
, 1 0 8 1一 19 8 6年与 1 9 8 7

一 19 9 2年相 比
,

全省主要粮
、

棉
、

油土壤丛础肥力产量和地基率都呈下降趋势
,

其中稻谷
、

小

麦籽粒
、

玉米籽粒的土壤基础肥力产量后阶段比前阶段
一

l
犷
降 5 千克 /亩以上

,

皮棉
、

油菜籽也

下降 3 一 4 千克 /亩
;
地基率下降 0

.

8一 2
.

8%
。

1 9 81 一 1 9 9 1年间
, 沿 海及沿江土区

,

稻麦两熟

的土壤基础肥力产量下降 7 7
.

6千克 /亩
, 地从率下降 8

.

9% ; 里下河及 丘陵土区的土壤肥力基

础产量和地基率也呈下降趋势
, 只有徐淮土 区略有上升

,

太湖土区 比较稳定
。

二
、

土壤肥力演变特点

(一 )土壤肥力的区域差异特点

土壤肥力因索虽然很多
,
但在一定区域内

,

某些土壤肥力指标却很接近
,

从而构成明显

的区域差异
。

从近 10 年来土壤肥力监测资料分析
, 影响江苏土壤肥力演变的区域差异

,
除了

与母质
、

质地和水文等自然条件密切相关外
,

人为耕作制度也有规律地影响着土壤肥力的区

域差异
。

以徐淮土区为例
, 3 2个监测点 6一 8 年的监测结果告诉我们

,

实行旱改水后
,
水早

轮作区比纯旱区的土壤速效磷含量上升慢
、

下降快
, 1 9 8 3一 19 9 1年

,

两合土的水早轮作比纯

早区土壤速效磷含量少上升 0
.

6毫克 /千克
; 1 9 8。一 1 0 91 年

,

淤土的水旱轮作比纯早区多下降

0
.

3毫克 /千克
。

土壤速效钾 也有相 1司的变化趋势
, 1 9 8二一 1 99 1年

,

两合土
、

淤土的水早轮作

比纯
一

旱区 分别多下降 0
.

8
、

1
.

5毫克 /千克
。

长期深耕有利于土壤 中速效钾含量提高
,

而长期旋

耕
,

则导致土壤严重缺钾
。

1 9 8 3一 1 9 9 1年
, 两合土

、

淤
_

卜深耕 比旋耕上壤速效钾分别少下降

理
.

0和通
.

3毫克 /千克
。

此外
,

长期免拼
,

土壤拼层变浅
,

通气状况变差
,

尤其是苏
`
{
, 、

苏南较

1 2 0



为普遍
。

沿江土区的靖江县做 了土壤耕作试验监测
, 19 8G 年耕层厚度为 1 1

.

5厘米
,

在进行 3

年深
、

浅
、

免和深浅免交替耕作试验后
,

土壤耕层厚度分另
}!变为

:

深耕的 1 5
.

0厘米
,

浅耕的

1 2
.

9厘米
,

免耕的 9
.

0厘米
,

交替耕作的 ] 3
.

0厘米
,

免耕比交替耕作薄 4
.

。厘米
。

(二 )土雄肥力的极值稳定特点

试验监测结果表明
,
在一定环境条件下

,
如果长期过量投肥或消耗

,

土壤肥力将逐步趋

于稳定
, 形成最高或最低的相对稳定指标

。

以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为例
。

太湖灰黄泥土试验

监测结果表明
,

每季施用 2 5 0。千克 /亩稻草猪厩肥
,

稻麦轮作 7 季后
,

上壤有机质从 2 3
.

1克 /

千克基本稳定在 2 9
.

泣一 2 9
.

5克 /千克
; 而 长期不施肥

, 7 一 10 季之间
,

土壤有机质 则 从 2 3
.

1

克 /千克稳定在 2 0
.

6一 2 0
.

9克 /千克①
。

沿江高沙土试验监测结果也有同样趋势
,

从 1 9 7 9年始
,

12 年间
, 连续施用有机肥的试验小区

,

前 5 年每季施棉饼 5 3
.

3千克 /亩
, 5 年后至今

,

每季改

施 1 2 5 0千克 /亩猪粪
,

结果前 9 年
,

土壤有机质 由原来 1 5
.

4克 /千克逐年增加
, 9 年后一直稳

定在 2理
.

5一别
.

8克 /千克
; 长期不施肥区

, 5年后
, 土壤有机质稳定在 1 5

.

0一 1 5
.

2克 /千克
。

(三 )土壤肥力的制约因子特点

土壤肥力各因子的合理组合是快速
、

高效培肥土壤的根本措施
。

从全省监测点统计结果

看
, “

水
、

肥
、

耕
、

轮
”

是影响江苏上壤肥力的主要因子
,

若一个 因子不满足
,
就必然影响土

壤肥力的总体效能
。

耕作制度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己如上述
,

以下从水
、

肥两方面加以分析
。

地下水位埋深和地下水的矿化度对土壤肥力影响很大
。 二L壤环境和肥力状况 同时受水文

条件的制约
。

近年的监测结果表明
,

淮北和沿海区部分盐碱土引淡水种稻后
,

地下水矿化度在

5一 8 克 /升 以下
, 1 米土体盐分下降 3 5一 7 5% ; 里下河

、

太湖区部分低洼地 以及丘陵区部分冲

田
,

农田水利实施配套后
,

地下水位下降 30 一 70 厘米
,

减轻渍害
,

夏熟产量可增加 1 2一 33 %
,

秋熟产量可增 9 一 16 % ;
淮北半干早地 区改善灌溉条件后

,

墓础地力产量可大幅度提高
, 该

区丰县试验监测结果为
:

一般年份小麦在需水期灌水 2一 3次
, 比不灌水增产 3 1

.

5一 4 8
.

4%
。

从营养因子分析
,

全省钾素和微量元索长期入不敷出
,

己 成为 目前作物生长的主要 限制

因子
。

从省级监测点近 10 年来的三要素盈亏资料分析
,

全省土壤 N
、

P
、

K 养分平均总投入量

与作物 (地上部 )总摄取量相 比
,

磷素有余
,
氮索从本满足 (不平衡性较大 ) ,

钾素 严 重不 足
,

年亏缺 1 0
.

8千克钾 /亩
。

近几年监测结果还发现
, 老稻区有效硅急剧 F降

,
缺硅稻 田 的 而积

日见增多
。

里下河有效硅含量从 1 9 8 0年的 1 6 2
.

9毫克 /千克猛降到 l g e g年的 1 0 2
.

8 毫克 /千克
,

平均每年下降 6
.

7毫克 /千克 ; 沿江 及丘陵区水稻土缺硅现象也逐年严重
。

因此
,

有效硅将成

为水稻土 区又一个营养制约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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