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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县低丘红壤耕地的养分
平衡状况与对策

’

茅昂江 王明珠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南京 21 。阅8 )

摘 要

对江西省余江县低丘红壤耕地的养分平衡状况进行 了定位监侧
.

结果表明
,

在氮
、

璐
、

钾三要素中
.

除早地上的磷基本平衡外
,

其它均有亏缺
.

处于人不赦出状况
.

其中尤以钾亏缺最大
,

氮次之
,

磷则因土

而异
,

为改变这一状况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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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丘红壤是我国南方主要的农业土壤资源
,

探讨其耕地在现状利用条件下的肥力变化
,

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对该 区农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

八五
’

期间我们在典型的低丘红壤

区

— 赣东北余江县 中部 (N 28
0

1 5’ lE 1 6
0

5 5, )选择水田和早地各 3块
,

每年对这些 田块的

产量
、

土壤养分
、

施肥水平和 田间管理进行定位监测
,

现将结果简述于下
.

1 监测区的概况

余江县地处 我 国中亚热带东部
,

气候温热多雨
.

年平均气温 17 .6 0℃
,

年降雨量达

17 94 .7 毫米 (年蒸发量为 13 1 8 毫米 )
,

但 时空 分布不均
,

4一 6 月 的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 的

47
.

6%
,

7一 8 月又高温少雨
,

易于产生伏秋早
.

地形多为丘陵岗地
,

属赣东北山区向都阳湖

平原 的过渡地段
,

坡度平缓
.

土壤多为红壤和红壤性水稻土
.

作物主要有水稻
、

花生
、

芝

麻
,

经济作物有茶
、

麻
、

桔等
.

2 监测区土壤养分状况

将监测 区采集的 1 09 个土壤农化样品的养分测定结果
,

按江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

级标准 (表 l) 进行分级统计 (表 2) 则可看出
,

土壤养分属丰富的极少
,

有机质达 3 0 9 / k g 的土

壤仅占测 区面积的 6
.

4 %
,

全氮达 1
.

5 9 / k g 的只占 13
.

8%
,

速效磷达 10 m g / k g 和速效钾达

10 Om g / k g 的 比例略大些
,

但也只分别为 21
.

2%和 18
.

4%
,

而养分明显缺乏的土壤所 占面

积较大
,

有机质含量低于 10 9 / k g 的约 占 33
.

1%
、

全氮含量低于 。
.

7 5 9 / k g 的约 占 45
.

8%
、

速效钾含量低于 50 m g / k g 的约 占 34
.

8%
,

速效磷所 占比例更大
,

含量 低于 s m g / k g 的约

占 4 7
.

7%
.

监测 区土壤养分测试结果表明
,

养分的丰缺与利用方式有明显关系 (表 3)
,

有机质
、

全

氮
、

碱解氮的含量是水 田 > 旱地 > 林地 > 荒地
,

而磷
、

钾以早地最高
,

水 田 的全磷
、

速效

,

本文为国家
`

八五
’

攻关
`

红壤退化机制及防治措施研究
’

中肥力退化的部分研究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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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

速效钾虽仍高于林地和荒地
.

且均 比早地低
,

正好与有机质
、

全氮的含量排序相反 ; 表

3 中还能看出
,

同是旱地的 XJ H 9 2 0 7 0 5 田块
,

由于在耕种过程 中曾人工平整田块
,

先后植

稻两年
,

该田块土壤 的有机质
、

全氮
、

碱解氮含量均高于其他未改水植稻的早地
,

但钾素则

低于未种过水稻的早地
,

这也和上述水
、

旱地养分状况有相同趋势
.

表 1 江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土壤养分分级标准

级 别 丰富程度
有机质

毯 / k g )

> 4 0

3 Oes 4 0

ZG es 3 0

10一2 0

6 es l o

< 6

全 氮

丰富

中t

中 t

缺

极缺

(g / k g )

> 2
.

0

1
.

5一2乃

1
.

O es l
.

5

0
一

7 5ee l
。

0

0
.

s ee 习
.

7 5

< 0
.

0 5

孩解氮

(m g / k g )

15 0

1 20 es l 50

90 es 1 20

丰缺程度
速效磷

(m g / k目

的
曰
刁旧

洲卜币 O

< 30

丰富

中 t

缺

极缺

> 40
2 0一叨

】Oes 20

5一 1 0

3一 5

< 3

速效钾

(m g / k g )

》 2加
1 5 0 es Z的
1以卜1 50

又卜 1X()
3 0se 5 0

< 30

,月,山.j

气ù6

表 2 监 测 区 土 坡 养 分 状 况

有 机 质 全 氮 速 效 磷 速 效 钾

肥力 肥力等级 样品数 占样品 肥力等级 样品数 占样品 肥力等级 样品数 占样品 肥力等级 样品数 占样品

级别 标 准 总 数 标 准
’

总 数 标 准 总 数 标 准 总 数

( g / k g ) (个 ) (% ) (g / k g ) (个 ) (% ) (m g / k g ) (个 ) (% ) (m g / k g ) (个 ) (% )

1 > 4 0 1 0
.

9 > 2乃 4 3
.

7 > 4 0 0 0 > 2X() 4 3
.

7

2 3 (} es 4 0 6 5
.

5 1
.

5一 2
.

0 1 1 10
.

1 2 0 es 4 o 2 l
.

s l 5 0se Z仅 ) 4 3
.

7

3 2 0 se 3 0 2 7 2 4
.

名 l
.

O es l
.

5 2 2 2 0
.

2 10 - 2 0 2 1 1 9
.

3 1 0 0 se l匆 1 2 1 1
.

0

4 I Ose 2 0 3 9 3 5
.

8 0
.

7 5es l
.

0 2 2 2 0
.

2 5一 10 3 4 3 1
.

2 5 0一 100 5 1 4 6
.

8

5 5一 10 2 1 1 9
.

3 0
.

5 we 0
.

7 5 14 12
.

8 3一 5 1 2 1 1
.

0 3 0 es 5 0 3 0 2 7
.

5

6 < 5 15 1 3
.

8 < 0
.

5 3 6 3 3
.

0 < 3 4 0 3 6 7 < 3 0 8 7 3

表 3 监测区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土滚养分状况
.

利用

方式
田块编号

有机质

(g / k g )

全 氮

毯 / k助

全 磷

咙 / k g )

全 钾

毯 / k g )

碱解氮

(m g / k g )

速效磷

(m g / k g )

速效钾

(m g / k g )

,才ó口Jù曰弓孟1U1几」O八OJfj0
tO4,..

…
n.,JOJ40尹6 O0产口08,

r

6

OJ成Ul曰,二n,OfJ,ù̀U,̀,
尹
n甘七J口U7
`
月产砚」,̀

Z1C
ù
0O0C
ù水

田

早

地

林地

荒地

J X S 92 0 70 1

J X S 92 0 70 2

J X S 9 20 7 0 3

平 均

J X H 9 2 0 7(抖

J X H 9 20 7 0 5

J X H 9 2 0 7 06

平 均

JX G 9 2 0 7 07

未编号

3 7
.

9

4 1
.

3

3 6
一

6

3 8
.

6

1 1 3

1 6
.

8

1 5
.

5

1 4
.

5

11
.

4

1 0
.

1

.2 04

0
.

5 1

1
.

0 9

0
.

9 6

0月 3

0
.

9 9

0 6 0

1
.

2 4

0
.

3 4

1
.

0 6

0
.

5 7

0
.

4 6

7
.

3 9

7
.

6 0

8
.

3 5

7
.

7 8

8
.

4 9

6
.

3 0

10
.

0 6

8
.

2 6

9
.

3 3

10
.

6 1

2 04
.

4

2 2 1
.

5

18 5
.

1

2 0 3
.

7

7 1
.

9

1 04
.

4

8 5
.

0

8 7
.

1

6 9
.

7

4 3
.

5

16
.

1 6

1 1
.

7 3

6
一

5 0

1 1
.

4 6

6
.

4 0

2 1
.

2 0

2 2
.

名O

1 6
.

8 0

1
.

17

0
一

4 0

1 59
.

9 7

9 9
.

3 7

5 1
.

6 7

3 0
.

1 0

.

表内数据除荒地外
,

均为 1 992 一 1 9 94 年 3 年的平均数值
.

3 监测区土壤养分平衡状况

监恻区耕地红壤肥力受 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
,

并且 以后者影响更为明显
,

如

生产过程 中养分投人与产出的不干衡 ; 坡
、

旱地利用不当引起的侵蚀
,

农业结构的配置不 当

等
,

都可导致土壤养分状况恶化
。

下而就从监恻田块 19 92 一 1994 年的投人与产出量分析红

壤耕地养分的平衡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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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养分投入

监测田块的养分主要来源是化肥
、

有机肥 (厩肥
、

秸秆还 田 )和种子带人的养分
.

化肥
:

据 1 ” 2一 19 94 年对监测 田块的农户调查统计
,

平均每年每公顷地施用的各种化肥

量 (分别折算成 N
、

P Zo s
、

K Z

O)
,

水 田是氮 205
.

5 千克
,

磷 4 9
.

83 千克
,

钾素 192
.

67 千克 ;

旱地是氮素 1 1 5
.

0 千克
,

磷素 58
.

83 千克
,

钾素 87
.

67 千克 (表 4)
.

表 4 199 --2 1 , 94 年监测田块化肥施用最
’

利用

方式

施肥盆
. “

你 g /恤 ) 施肥 t
“ .

作 g / ha )

年份 田块编号

1 9 9 2

J X S 9 2 0 7 0 1

JX S9 2 0 7 0 2

JX S 9 20 70 3

平 均

JX S 9 2 0 7 0 1

JX S 9 2 0 7 02

JX S 9 2 0 7 0 3

平 均

JX S 9 2 0 7 0 1

JX S 9 2 0 7 0 2

JX S 9 2 0 7 0 3

平 均

3年平均数

氮肥

洲
13 8

.

0

12 4
.

5

1 6 3
.

,

14 2
.

0

19 2
一

0

3 18
.

0

24 1
.

5

2 50
.

5

22 5 .0

2 0 7
.

0

2 40
.

0

22 4
.

0

2 0 5
.

匆

磷肥

叭 0 9

4 5
.

0

4 5
.

0

10 9
.

5

6 6
.

5

19
.

5

钾肥

仪
20 )

90
.

0

1 8 0
.

0

, 2
.

5

1 0 7
.

5

1 1 7
.

0

2 4 7
.

5

2 40
.

0

2 0 1
.

5

利用

方式
年份 田块编号

1 9 92

早

1 9 9 3 1 9 93

1 9 9 4

7 5
.

0

3 1
.

5

64 .5

9 0
.

0

一9 3
·

5 地
2 08

.

5 1 9只

5 1
.

5

4 9
.

名3

钧 .5 0

2 6 9 0

1 9 2
.

6 7

JX H 920 704
JX月 , 2 0 7 0 5

JX H 9 2 0 7O石

平 均

」X H 9 2 0 7 04

JX H9 2 0 70 5

JX H9 2 0 70 6

平 均

JX H9 2 0 704
JX H9 2 0 70 5

JX H 9 2 0 70 6

平 均

3年平均数

氮肥

(N )

1 3 3
一

5

1 3 5
.

0

铭 .0

1 0 5
.

5 0

9 1
.

2

13 9
.

5

12 9
.

0

12 0
.

0

13 8
.

0

13 8
.

0

8 2
.

5

1 19
.

5

1 1 5
.

0

碑肥

伊
ZO p

64
.

5

6 7
一

5

3 0
.

0

54 .0

3 7
.

5

34
.

5

34
.

5

3 5
.

50

1 17
一

0

9 0
.

0

弘 .0

吕7
一

0

5吕
.

8 3

钾肥

仪
2 0 )

1 6 2
.

0

3 1
.

5

4 2
.

0

7 8
.

5 0

5 2
.

5

5 2
.

5

14 2
.

5

8 2
.

5

9 0
.

0

13 5
.

0

8 1
.

0

10 2
.

0

名7
.

6 7

·

化肥在施人田间后
.

都有一定的扳失
.

此统计数字
.

未考虑扭失的部分
.

一 将施用的各种氮
、

磷
、

钾不扫把分别折算成 N
、

几 o,
、

K户

表 5 1, 92 一 1 , 94 年监测田块有机肥施用最 (水田 )

秸秆 ( k g / h a ) 厩月巴你 g /恤 )

年份 田块编号 氮素

19 9 2

19 9 3

JX S 9 2 0 7 0 1

JX S 9 2 0 7 0 2

JX S 9 2 0 7 0 3

平 均

J X S 9 2 0 70 1

JX S 9 2 0 70 2

JX S 9 20 70 3

平 均

JX S 9 2 0 7 0 1

JX S 9 2 0 7 0 2

JX S 9 2 0 7 0 3

平 均

3年平均数

数盆

(风干 )

1 5 9 0

1 8 0 0

1 2 0 0

1 5 3 0

1 9 9 5

1 9 9 5

1 5 9 0

1 8 6 0

1 5 9 0

1 5 90

3 0 0 0

2 0 60

18 16
.

7

14
.

1 5

18
.

4 5

18
.

4 5

14
.

7 0

17
.

2 0

14
.

7 0

14
.

7 0

2 7
.

6 0

19
.

0 0

16
.

7 8

磷素

伊
: o p

4
.

15 5

4
.

6 9 5

3
.

13 5

3
.

9 9 5

5
.

2 0 5

5
.

2 0 5

4
.

15 5

4
.

8 5 5

4
.

15 5

4
.

15 5

7
.

3 3 0

5
.

3 8 0

4
.

7 4 3

钾素

仪
2 0 )

4 8
.

0 15

只 .3 60

3 6 J 40
4 6

.

2 0 5

6 0
.

2 5 5

` 0
.

2 5 5

4吕
.

0 15

5 6
.

1 7 5

4 8
.

0 15

数童

(风干 )

氮素

23 2 5

17 4 0

钾素

(K 2 0 )

2 3
.

2 5

17
.

4 0

丝ō一ō

13 5 5 1 7
.

5 0 14
.

2 5 13
.

5 5

15 15

23 2 5

12 3 0

18 60

23 2 5

1 9
.

5 0

3.0 00
1 6

.

5 0

2 4
.

00

3.0 0 0

15
.

9 0

24 .4 5

13
.

4 5

19
.

50

2 4
.

4 5

1 6
.

5 0

2 3
.

2 5

1 3
.

2 5

1 8
.

60

2 3
.

2 5

19 9 4

13 9 5

144 3
.

2

1 8
.

0 0

1 7
.

3 3

14
一

6 5

14
.

12

1 3
.

9 5

1 3
.

5 8

注
: 1

,

据3年记录早地没有施用过厩肥和还田秸秆
,

故未列人表中
.

2
,

秸 秆是 早稻 草
,

其 养分 含盆 以 3个 田 块两 年侧定 的平均 值
: N = 9

.

2 29 / k s
,

P Z
仇 = 2

.

6 19 / k g
,

K ZO

3 0
.

2 9 / k g
.

3
,

厩肥讽 干 )养分含里以两田块农户厩肥测定平均值
: N 二 12 .9 9 / kg

,

P ZO , = 10
.

5 9 / k g
,

K : O 二 10 .0 9 / k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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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
:
有机肥也是当地农 田养分的来源之一

,

它包括厩肥
、

还 田秸秆等
.

近几年冬种

绿肥急剧减少
,

每年施用的厩肥
,

还田秸秆 (表 5) 数量也甚少
,

厩肥主要用于房前屋后的蔬

菜地和水 田
,

平均每年每公顷用于水 田的厩肥 (折合风干物 ) 14 43
,

2 千克
,

秸秆 (折合风干物 )

1 8 16
.

7 千克
,

约 占早稻秸秆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

晚稻秸秆全部作为牛 的过冬饲料和燎

料
.

早地上所收获的秸秆或藤蔓几乎全作燃料
,

离村较远的旱地也很少施用厩肥
.

水田每年

从有机肥 (秸秆和厩肥 )中获得的养分也仅每公顷年均获氮伽 )素 34 .2 千克
,

磷口
2 0 乡素 18

.

86

千克
,

钾仪
20 )素 68

.

44 千克
.

种子带人
:
据对监测田块种子用量调查

,

水 田平均每年每公顷为 1 61 千克
,

旱地为 170

千克
,

由种子带人每公顷土壤的养分
,

水田为氮困 )2
.

1” 千克
,

磷少
2 0 ,

) .0 885 千克
,

钾

仪
2 0 ) 0

.

6 6 0 千克 ; 早地氮伽 ) 7
.

9 5 5 千克
,

磷 (P
2 0 5

) 1
.

3 7 5千克
.

钾仪
20 ) 1

.

7 3 5 千克 (表 6)
.

表 ` 199 2一 199 4 年监测田块由种子带入土壤的养分且

利用

方式

种子

名称

种子用 t 你: / h a )

( 19 9 2 , 4年平均数 )

种子带人土城养分你g / ha )

田块编号 氮素

(N )

钾 t

仪
2

0)

备 注

水稻

水稻

水稻

JX S 9 2 0 7 0 1

JX S 9 2 0 7 0 2

JX名 9 20 7 0 3

平 均

14 2
.

5

16 0
.

5

18 0
.

0

1 6 1
.

0

1
.

卯 5

2
.

14 5

2
.

4 15

2
.

15 5

磷索

伊 , 0 9

0
.

7 8 0

0
.

名8 5

0 .9 9 0

0
.

8 8 5

0
.

5 8 5

0
.

6 6 0

0
.

7 3 5

0 .6 60

花生

花生

花生

平均

JX H 9 2 0 7 04

JX H 9 2 0 7 0 5

JX H 9 2 0 7 0 6

16 2
.

0

13 8
.

0

2 10
.

0

1 70
.

0

7
.

5 7 5

.6 46 5

9
.

8 2 5

7
.

9 5 5

1
.

3 0 5

1
.

12 5

1
.

6 9 5

1
.

3 7二

1
.

6 50

1
.

4 10

2
.

14 5

1
.

7 3 5

19 9 2年种黄麻
l , 9 3年种黄麻

水田早地

注
: l

,

每块田的种子用里是 3 年的平均数 ; 黄麻地的种子用盒很少
,

未计算其带人土壤的养分
.

2
,

水稻
、

花生的养分含量均以两年各田块实际分析数据的平均值计
.

由于各 田块每年所种作物种类
、

品种各不相同
,

所需种子量就不相同
,

如一般常种的水

稻种每公顷需种子 1 1.2 5一 1 35 .0 千克
,

而现有的早稻新品种 ( 83 一 4 9) 只需 75 千克
,

晚稻新品

种 (4 0 1 5) 所需种子量更少
,

每公顷种子只需 30 千克
,

早地也随种植作物种类不同而异
.

因

此
,

各田块种子带人土壤养分差异较大
.

将上述各项投人相加
,

养分投人总量平均 为每年每公顷水 田为氮 (N ) 241
.

” 千克
、

磷

伊 20 5 ) 6 9
.

5 8 千克
、

钾 (K Z o ) 2 6 1
.

7 7 千克 : 早地为氮 (N ) 122
.

9 6 千克
、

磷 (p Z o 乡60
.

2 1 千克
,

钾

仪
2

0) 89 .41 千克
.

不难看出
,

监测 田块土壤养分来源主 要依赖于化肥
,

水 田 约占 71
.

6一

85
.

0%
,

旱地占的比例更大
,

约 93
.

5一 98 % (表 7)
.

.3 2 养分的支出

农田养分的支出
,

除主要供给作物吸收外
,

还有随水土流失和土壤水分渗漏过程引起的

养分损失
.

本文将雨水带人土壤中养分与因土壤水渗漏而损失养分相抵
,

另外
,

考虑到农田

特别是水 田水土流失量较小
,

故因它引起的养分损失亦未列人支出
,

主要以监测田块的产量

和作物的主要养分含量计算每年作物支出的养分数量
.

根据 1992 一 1 9 94 年监测 田块的产量与作物养分含量的分析结果
,

平均每年每公顷低丘

红壤农 田 提供作物 的主 要养分量
,

水 田 是氮伽 ) 2 73
.

25 千 克
,

磷 ( P Z O S) 9 5 .2 5 千克
,

钾

恨
2 0 ) 3 7 9

.

4 5 千克 ; 早地是
:
氮 (N )为 16 0

.

3 5 千克
、

磷 (P 2 0 5
拼2

.

9 0 千克
、

钾 (K
ZO ) 2 6 8

.

2 0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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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表 7 1 992一 1 994年监测田块养分年投入总盆

水田作 g /h a)早地任 g /h a
)

养分来源
氮素

(N)

磷素

口
2 0,

)

钾素

伏
: O )

氮素

(N )

磷家

伊 ZO p

钾素

恨
: O )

化 肥

还田秸杆

展 肥

种子带人

合 计

化肥 占%

2 0 5
.

5 0 4 9
.

8 3

4
.

74

14
,

12

0
.

8 9

6 9
.

5 8

7 1
.

6

1 92
.

6 7

54
.

8 6

1 3
.

5 8

0
.

6 6

2 6 1
.

7 7

7 3
.

6

1 1 5
.

00 5 8
.

8 3 8 7
.

6 7

.2

24 1

8 5
.

0

7
一

9 6

12 2
一

9 6

9 3
.

5

783316

表 8 1 99 2一 199 4 监测田块供给作物的养分t

籽 实 枯 杆
利用

方式
年 份

年产盆
氮素

(N )

压g / ha )

磷家

( P
z O户

7 6
.

3 5

7 0
.

8 0

57
.

6 0

邸
.

2 5

钾索

仪
: O )

年产t
氮索

(N )

你g / 血 )

磷家

口
2 0 ,

)

钾素

仪
2 0 )

水
19 9 2

19 9 3

19 9 4

3年平均

13 9 0 5

12 8 8 5

10 5阅
12 4 30

18 6
.

9 0

17 3
.

10

14 1
.

1 5

16 7
.

0 5

57
.

15

5 2
.

9 5

4 3
.

2 0

5 1
.

10

1 12 50

1 1 8 6 5

1 0 2 7 5

1 1 1 3 0

2.7 30

28
.

名O

24 .9 0

2 7
.

00

3 3 1
.

9 5

3 4 9
.

9 5

3 0 3
.

1 5

3 2 8
.

3 5

早
1 9 9 2

19 9 3

1 9 9 4

3年平均

12 4 5

2 8 3 5

22 2 0

2 10 0

4 6
.

9 5

9 9
.

9 0

8 2
.

, 5

7 6
.

6 0

7 4 2 5

10 5, O

44 5 5

7 4 9 0

16
.

2 0 2 4 9
.

3 0

3 64
.

5 0

1 3 2
.

2 0

2 4 8
.

6 0

2500”60-,
产ǎUQ夕,.

22
,..

”

…95
.8161614

表 , 19 92 一 19 94 年监测田块养分收支平衡状况

利用

方式

氮 (N
,

1吕 / h a
) 磷家 (P

20 , ,

k ` / h a ) 钾索仪
2 0

,

1 9 / h a
)

年份

投人t 产出盆 盈亏 t 投人 t 产出盆 盈亏 t 投人 t 产出里 盈亏 t

1 9 9 2

1 9 9 3

1 9 94

平均

17 5
.

80

2 8 6
.

3 5

15名
.

70

2 0 6
.

9 5

2 9 4 3 0

2 8 6
.

3 5

2 3 9
.

10

2 7 3
.

2 5

一 1 18
.

50

持平
一 8 0

.

4 0

- 6 6
.

3 0

8 5
.

6 5

5 0
.

7 0

7 2
.

4 5

6 9
.

90

一】8
.

00
-呜8

.

9 0

一 10
.

0 5

一 2 5
.

6 5

1 6 7
.

8 5

2 7 1
.

0 5

3 4 5
.

7 5

2 6 1
.

5 5

一 2 2 1
.

2 5

一 1 3 1
.

8 5

一 1
.

5

一 1 1吕
.

2

1 9 9 2

1 9 9 3

1 9 94

平均

1 13
.

4D
1 2 7

.

9 5

12 7
.

5

1 2 2
.

9 5

1 04
.

4 0

2 1 1
.

3 5

1 6 5
.

3 0

1 6 0
.

3 5

2 4
.

7 5

5 8
.

9 5

4 5
.

00
4 2

.

9 0

十 3 0
.

6 0

一22 .0 5

呻闷 3
.

3 5

+ 17
.

30

8 0
.

2 5

8 4
.

3 0

10 3
.

8 0

8 9 4 5

2印
.

5 5

3 9 1
.

5 0

1 5 2
.

5 5

2铭
.

2 0

一 18 0
.

3 0

一 3 0 7
.

20
~礴8

.

7 5

一 1 7 8
.

7 5

”903520
J̀̀U00八U咤J,、100口b

早地

将监测 田块的养分收人 (表 7) 与支出 (表 8) 进行比较 (表 9)
,

则可以看出
,

低丘红壤农 田

的大量元素 (N
、

P
、

K )均为人不敷出
.

其中钾素的亏损最为突出
,

钾素亏损又是早地大于水

田
,

早地年均每公顷亏缺 17 8
.

80 千克
,

约占作物所需量的 6 6
.

6%
,

水田年均每公顷亏缺

11 .8 2 千克
.

约占作物需要量的 31
.

1%
,

氮素的亏缺其次
,

早地年均每公顷亏损 37
.

30 千

克
,

约占作物所需量的 2 .3 3%
,

水 田每公顷年均亏缺 6 6
.

30 千克
,

约 占作物所需量的

24
.

3% ; 由于新垦红壤施用磷肥是作物有无收成
、

产量高低的重要限制因素
,

当地农民从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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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开始就施用较多的磷肥
,

所 以旱地的磷素亏缺状况好于钾素
,

供略大于需
,

而水田年均每

公顷亏损 25
,

“ 千克
,

约占作物所需量的 2 6
,

9 %
.

4 监测区土壤养分不平衡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从上述监测结果可以看出
,

监测区土壤养分处于不平衡状况
.

究其原 因可能有 4 点
:首

先
,

长期重用地轻养地
,

是造成土壤养分贫疥的重要原因
.

早地尤为严重
,

每公顷年均施人

氮
、

钾量分别只有水田的 59
.

4 % 和 3 .4 3%
,

年均每公顷产量只有 2 100一 3 0 00 千克
,

只及水

田的四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 其次
,

肥料中的元素配比也不够合理
,

没有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求

施用 不同量 的肥料
,

如钾素几乎年年亏缺
,

并与作物实际需要量亏缺甚大
,

早地竟达

“
.

7%
,

水田也达 31
.

1%
,

第三
,

施肥中重化肥
,

轻有机肥料和绿肥
.

形成早地的养分几乎

全靠化肥
,

水 田 的有机肥用量也只 占施肥量的 15 .0 % 一28
.

4% ; 第 四
,

耕作单一
,

管理粗

放
.

水田绝大部分是双季稻
,

少数为稻一稻一肥
,

早地大多种植花生和芝麻
,

少数实行花生

与黄麻等经济作物轮作
.

对此
.

相应提出如下对策
:

4
.

1 增加投入
,

用养兼顾 施肥是培育农 田地力和供给作物养分主要途径
,

所以对肥力

低的低丘红壤农田必须加大肥料投人的力度
,

增施各种有机肥
,

合理施用化肥
,

满足作物所

需的养分
,

达到对土壤的用养兼顾
.

.4 2 建立物质能量多重利用的再循环机制 物质能量的多重利用和再循环是农田生态系

统长期生存发展的基本对策
,

中科院红壤生态实验站建立的顶林
、

腰园
、

谷农
、

塘鱼的立体

布局 和以养猪为纽带的草 (饲 )一猪 (粪 )一沼茹一果 (粮 )一鱼 的食物链
.

提高了物流能流利用

率 1 5一 30 %
,

促进了低丘红壤农田生态系统内种养结合的良性循环
.

.4 3 建立 良好 的耕作制度
,

改 善土壤理化性质 在可能条件下
,

水 田最好进行水旱轮

作
,

实行花生一晚稻或早稻一花生耕作制
,

这有利于改善土壤的透气性
、

渗漏性
,

促进土壤

结构的形成以及还原物质 的氧化 ; 在早地 的作物布局上
,

经济作物可与油料
、

薯类作物轮

作
,

有些旱作特别是果
、

茶
、

桑园
,

可进行混作和套作
,

形成多样化的复合农林业体系
.

这

样
,

由于作物的组成多样性
,

既可增强农 田抗病能力
,

又能提高农 田 自身的的维持能力
.

.4 4 加强农 田基本建设 根据农田生产 中存在 的问题
,

针对性地进行农 田基本建设
,

改

善作物生长条件
,

对缺水
、

肥力差
、

土层薄的田块
,

进行挖沟引水
,

挖塘筑渠拦集雨水
,

深

耕筑垅
,

增加土层等措施 ; 对冷侵 田
.

深挖排水 沟
,

稻收后及时落干
,

从而改善农 田的水
、

气
、

温度等环境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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