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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低产土壤的障碍因素及治理途径

宇文高峰

(咸阳师范专科学校

郭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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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咸阳市低产土壤障碍因素的分析
,

从提高和保持土壤肥力
.

增强土城生产力出发
.

提出了排除库

碍因素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治理途径
.

关健词 低产土坡 ; 障碍因素 ; 咸阳市

咸阳市位于八百 里秦川腹 地
.

全市各类土壤总面积约 150 余万亩
,

其 中黄绵土 占

33 %
,

缕土占 29 %
,

黑沪土占 15 %
,

褐土占 9%
,

红粘土占 8%
.

土壤大都以黄土或黄土

性土为母质
,

土层深厚
,

土体构型好 ; 但长期以来或是由于所处环境条件
,

或是土壤本身属

性
、

或由于经营管理不当
,

造成土壤中水
、

肥
、

气
、

热不协调
,

土壤生产水平低
,

产量低而

不稳
,

严重地制约着本地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

为此
,

本文根据咸阳市土壤普查结果
,

结

合实地考察
,

对咸阳市低产土壤的主要障碍因素及成因作了初步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排除障碍
、

提高土壤生产力的措施
.

这为更好地发挥土壤肥力
,

促进咸阳市农业经济持续发

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

1 主要障碍因素及成因分析

土壤的性状和结构影响农作物生长
.

对咸阳市农业产量与土壤性状的关系研究表明
,

导

致产量一直低而不稳的主要原因是土壤中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障碍因素
,

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L l 养分贫瘩
、

营养比例失调

咸阳 市各种土壤 中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9 79 / kg
,

全氮含量 2 149 / k g
,

速效氮为

表 1 咸阳市各种地貌类型耕地土坡养分含最
.

地貌类型 有机质 全氮 全碑 全钾 孩解盆 速效磷 速效钾

1
.

北部山地 16
.

7 0
.

9 3 1 4 1 16
.

5 5 9
.

9 4
.

7 14 6

马兰山地 2 1
.

7 1
.

1 1 1
.

5 2 19
.

6 7 2
.

2 4
.

3 14 1

永寿梁 1 1
.

8 0
.

7 4 1
.

2 9 13
.

4 4 5
.

7 5
.

2 1 50

11
.

北部源区 9
.

6 0
.

6 7 1
.

3 0 2 1
.

2 3 9
.

7 5
.

4 14 3

渭北黄土高源沟奥 1 0
.

1 0
.

7 1 1
.

3 8 2 1
.

2 4 2
.

7 5
.

2 15 4

渭北斜源沟壑 9
.

1 0
.

6 4 1 2 1 一 3 6
.

7 5
.

6 17 5

111
.

南部平原 9
.

8 0
.

7 1 1
.

7吕 2 3
.

8 4名 4 7
.

5 17 5

渭北台源 9
.

3 0
.

6 9 1
.

5 7 2 3
.

9 4 5
.

4 6
.

1 一

径渭平原 10
.

4 0
.

7 3 1
.

9 9 2 3
.

名 5 7
.

3 8
.

9 17 5

.

有机质
.

全盆单位为 g / gk
.

速效养分含盆单位为 m g /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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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

3m g / k g
,

速效磷为 6
.

57 m g / k g
,

速效钾为 179 m g / k g
.

养分含量分级统计资料显示
:

咸阳市所有土壤中
,

有机质含量 < 1 2 9 / k g 的 占 89 .4 %
,

< 10 9 / k g 占 56 .7 % ; 全氮含量低

于 .0 7 5 9 / k g 的耕地 占总面积的 60
.

3% ; 碱解氮含量 < 30 m g / k g 的占 83
.

7% ; 速效磷含量
< 10 m g / k g 的 占总面积的 ”

.

4% ; 也即贫疮土壤所 占比例很大
.

且土壤养分分布极为不

均
,

一般南部土壤养分含量高于北部地 区 ; 平源耕地养分含量 > 源区耕地 > 坡地耕地 (表

1)
.

不 同类型土壤养分含量的差异也较大
: 褐土 中有机质和全氮

、

碱解氮含量高于其他类

型 ; 全磷含 量最 高 的是 潮 土 ; 缕 土 中速 效磷含量 最高为 .7 s m g / gk
,

褐 土 最低 为

.2 6m g / k g( 表 2)
。

从土壤养分构成比例分析
:
整个地 区土壤 C / N 和 N / P 比分别为 .7 2 : 1

和 3
.

14 : 1 ; 均低于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所需要的 C / N 和 N / P
,

且分布不均匀
.

而且土壤

碳氮比随土壤类型 的不同而不同 (表 :3) 其中以湿潮土最大 (9
.

:3 1)
,

楼土性土最小 (6
.

:6 1)
.

表 2 不同类型土壤养分含最

土壤类型 有机质 全氮

g( / k g )

全磷 碱解氮 速效礴

(m g / k g)

速效钾

ÙLU飞J护J,̀40
J̀工了O声丹石n,
J
O乙U

口且, .二节. ., .且. .压, .吕, ..

乃“51.7570.672646474448504955.0978J

?
10叭10叭.9.913黑沪土

黄绵土

红粘土

嵘 土

潮土

新积土

褐土

0
.

6 8 1
.

3 8

0
.

7 0 1
.

2 5

0
.

7 3 1
.

20

0
.

7 1 1
.

52

0 7 3 1
.

54

0
.

7 5 1
.

53

0 9 3 1
.

2 1

表 3 咸阳市不同类型土壤 C / N 比

潮湿土脱潮土
土壤

类型
缕
土

盐化

缕土

缕土

性土

黑沪

土性

土

石灰

性新

积土

潮

土

盐化

潮土

粘黑

沪土

红粘土黄楼土潮缕土

C / N 7
.

3 : 1 8
.

8 : 1 7
.

4 : 1 6
.

6 : 1 7
.

8 : 1 7
.

6: 1 8
.

9: 1 7
.

7 : 1 7
.

8 : 1 7
.

7 : 1 9
.

3 : 1 7
.

6 : 1 8
.

4

上述充分反映了咸阳市土壤有机质数量少
、

氮素含量低
、

磷素较缺乏
,

营养结构构成比

例失调
.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
其一是由于当地自然植被差和非平衡性农业生产方式 (秸秆收割

法 )
,

致使每年归还土壤的有机质数量很少
,

加之气候干旱
,

不利于有机质腐殖化过程的进

行
,

从而使土壤有机质
、

腐殖质
、

氮素等含量较低
,

养分比例失调
,

生产能力低下
.

其二是

咸阳市土壤大都以黄土为母质
,

土壤中富含钙质
、

全市土壤碳酸钙平均含量为 1 1 19 / k g,

北部源 区平均含量达 1 3 5 9 / k g
,

南部平原灌 区平均含量为 10 3 9 / k g
,

且随土壤类型发生变

化
,

依次为粘黑坊土 > 红楼土 > 潮楼土 > 潮 土 ; 土壤中代换性盐基离子 以 c a +2
、

M g +2 为

主
,

代换量为 2 0c m ol / k g 土左右 ; 土壤中丰富的 c a +2 与可溶性磷酸盐作用
,

生成难溶性磷

酸钙
,

从而使活性磷素被固定
,

降低了磷的有效性
,

致使 N / P Zo s 比例失调
,

不利于农作

物的生长
,

成为农业发展的栓桔
.

L Z 土壤干旱
,

次生盐渍化严重

咸阳市所在 地属暖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

四季分明
,

雨热同期
.

全年平均降水量约

58 0m m
,

年实际蒸发量平均约 1 5 98
.

5m m
,

土壤水分 自然收支人不敷出
,

春
、

夏
、

冬 3 季土

壤严重干早
,

导致土壤养分活性降低
,

生产能力下降
,

特别是影响北部地区 (包括北五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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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
、

礼泉
、

径阳等 )的农业生产 水平
,

使得该地区粮食亩产仅 200 公斤左右
.

南部地区 水

利条件较好
,

但又因灌概方法和定量性不科学
,

排水设施不健全
,

大量农田灌溉水 下渗 导

致地下水位抬升
.

据市水文地质队观测
,

自 19 7 7 年以来
,

该地区地下水位普遍上升 1 59 一

15 .9 米
,

导致一些低洼地出现明水 (地下水渗出形成湖泊 )
,

或土壤沼泽化
.

同时 由于地 F水

抬升及强烈的蒸发作用
,

使得土壤表层盐分增加
,

出现了次生盐演化
,

土壤含盐量增加 0
.

2

一 1
.

0%
.

土壤板结僵硬
,

理化性质变坏
,

孔隙度降低 (仅有 44 一 47 % )
,

土壤水
、

空气
.

热量

以至养分结构失调
,

严重地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
.

1 .3 侵蚀严重
,

污染日趋加剧
,

土壤生态失调

咸阳市地处黄土高原南缘
,

由于气候干燥
,

降水分配不均
,

植被稀疏
,

土质疏松
,

地形

沟壑纵横
,

地表坡度大等原因
,

致使土壤侵蚀
、

水土流失严重
,

尤其渭北沟壑区更甚
.

土壤

侵蚀面积达总面积的 78
.

0% ; 侵蚀模数达 2 13 2一 3 0 9 5t / k m Z ,

每年侵蚀量约 17 80
.

1 万吨
.

以此计算
,

每年平均冲刷表土深度 0
.

17一 0
.

23 厘米
.

超出允许侵蚀量 2一 3 倍
.

因此每年损

失有机质 18
.

3 万吨
.

氮素 .0 98 万吨
,

使土壤生产能力下降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与此同时
,

南部县区由于污水灌溉和大量施用农药
,

随意排放工业废水
、

废气和废渣
,

造成土壤环境污染淇中兴平县
、

秦都
、

渭城两区和武功县污灌面积达 3
.

0 万亩
,

兴平县就

有 2
.

0 万亩左右;) 土壤中有害物质 c r +6
、

c u Z十 、

c N 一 , 、

H g 和 A s 等大量增加
,

其中含 c u +2

量高达 58
.

5m g / k g
,

含 c r +6 达 ”
.

69 m g / k g
,

含 cd 0
.

04 一刃
.

28 x 1--0
39 / k g

,

超过土壤允许

含量标准达 20 一 30 % 以上
.

加之近 几年来大量使用农药
,

其中有 3 0一50 % 的农药飘落到土

壤中
,

有的将农药直接与种子拌合
,

加剧了污染
,

使土壤生态环境失调
,

并严重影响了农产

品品质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除此之外
,

土体构型不合理 (如表粘型
、

粘盘石底型和底漏型 )以及土壤酸碱性等均对养

分的有效性和植物正常生长有很大影响
,

制约着咸阳市土壤肥力水平和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

展
。

2 排除障碍因素
,

提高土壤生产力的途径
.2 1 培肥土壤

,

改善土壤营养条件

土壤肥力是影 响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

要保持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
,

首先要

增加土壤养分含量
,

协调养分构成
.

为此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 1

.

大力推广种植绿

肥 (绿豆
、

豌豆
、

草木梅
、

紫首蓓等 )
,

或轮作
、

或间作套种
,

以地养地
,

增加养分
,

恢复

地力 ; 2
.

积极鼓励发展养殖业 (家禽
、

家畜等 )
,

搞好畜禽积肥
.

推广秸秆归田
,

但严禁在

田间焚烧
,

保持土壤肥力水平 ; 3
.

增施化肥
,

坚持碳氮配合
,

氮磷配施
.

针对土壤固磷作

用
,

对磷肥的施用宜采用
“

少量多次
’ .

其他肥料要定时定量
,

施好底肥和拔节肥
.

注意施用

复合肥
,

确保土壤营养结构合理
.

施肥方法上要提倡深施覆土 ; 4
.

深翻改土
、

扩大土壤活

化层
、

增加通气
、

透水性和提高土壤保蓄能力
.

促进土壤营养物质转化
,

协调土壤肥力要

素
,

保证农业持续增产
.

.2 2 防旱抗旱
、

科学灌溉
、

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

针对咸阳市土壤干旱和次生盐渍化的形成和发展特点
,

要排除其对农业生产的不利作

用
.

今后应注意 以下几点
: 1

.

大力发展水利事业
,

尽可能挖掘现有水库
、

渠
、

井的灌溉潜

力
,

加强水利设施管理
.

扩大农 田灌溉面积
,

提高农业抗早能力 ; 2
.

改进灌溉方法
,

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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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逐步推广定位滴灌和喷灌
,

以取代不经济的明渠水灌溉的方法
,

提高水的利用率 ; 3
.

认真组织市区高校和科研机构深人开展土壤水量平衡的研究
,

逐步实行科学
、

合理地定时定

量灌溉
,

节约用水
,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 4
.

完善水利工程
,

灌排结合
,

尤其地势低洼的耕

地要建有排水沟
,

保持土壤水分基本平衡和地下水位的相对稳定
,

力求减少土壤次生盐渍化

和沼泽化的程度
.

为土壤创造良好的微环境
,

使其稳定而正常地发挥肥力效应
.

.2 3 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

防止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是咸阳市土壤低产的一个重要障碍因素
.

根据本地水土流失的特点及区域分

异
,

对其治理着重考虑以下几方面
: 1

.

合理规划
、

布局农业生产用地
,

因地制宜
,

强化合理

利用土壤资源的意识
.

在平原和台源县区要严格贯彻以粮为主
、

发展灌溉农业
.

在黄土高原

源坡区
、

丘陵区要推广发展果林畜牧业
、

植树种草
、

保持水土 ; 2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在

有条件的丘陵
、

沟壑区坡地
,

营造梯 田
、

平整土地
.

这样既能够保持水土
、

加厚土层
,

又能

改善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
,

增强土壤保蓄能力
.

1 4 控制土壤污染
、

净化土壤环境
、

提高农业生产质最

咸阳市土壤污染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一个障碍因素
.

目前虽在平原县区影响突出
,

但有漫

延扩展之势
.

我们认为治理的措施主要有
:
首先要以 《环境保护法》 为依据

,

严禁工业废水

的随意排放
,

尤其是向渭河
、

灌溉用干渠等河渠中排放
.

对随意排放的个人或单位进行经济

处罚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 其次对企业进行资金技术投人
,

提高工业企业处理净化水的能力 ;

第三
,

在地表水和地下水受污染的地区
,

严格控制灌溉定量
,

同时采取增施有机肥
,

深翻改

土
,

提高土壤 自净化能力 ; 第四
,

对于农药污染重点以防为主
,

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标

准
,

实施定时定量科学施用农药
.

尽可能推广利用生态食物链原理防治病虫害
,

降低农药施

用量和农药在农作物中的残存量
,

提高农业生产质量
.

参 考 文 献

【l] 张桃林等
,

我国持续农业研究展望
.

土坡
,

19 93
,

25 (4 )
: 181 一 18 .5

z[] 赵其国
.

加速我国南方农业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
.

土壤
.

1 9 93
,

2 5( :l) l es 书
.

3I] 罗盛国
、

王秀君
.

注重土壤保护 提高土坡生产力
,

土城
,

1 9 93
,

2 5( :1) 48 一5 .2

4[ ] 钮博
,

我国早农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

陕西农业科学
,

1 984
,

6: l ee 4
.

【5] 李天杰等编
,

土壤地理学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 9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