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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土地资源质量及管理方法

王力扬 马谈斌 周学金

(扬州市农业局 扬州 2 2 500 2 )

摘 要

为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
.

必须在控制建设用地过快增加的同时
,

加强对土地资源的质t 管理
,

提高土地

的生产能力
,

保证
`

高产
、

高效
、

优质
,

农业的持续发展
,

为此
.

提出了一系列的土地资源的管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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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土地管理法》 和 《江苏省基本农 田保护条件》 中明确指出
,

土地资源的管理包括

数量和质量两大内容
.

要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
,

必须在控制建设用地过快增加的同时
,

加强

对土地资源的质量管理
,

提高土地 的生产能力
.

扬州市地处长江下游
,

自然条件优越
,

是典

型的农业持续综合高产地区
.

但目前该区土地资源质量不断下降
,

日趋影响
“

高产
、

高效
、

优质
”

农业的持续发展
.

为此
,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管理方法
,

与大家共同研究探讨
.

1 扬州市土地资源质量不断下降
所谓土地资源的质量

,

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 一是土地的环境条件 ; 二是土壤肥力 ;

三是土地的生产性能
.

扬州市于 1 9 8 5 年全面完成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
,

为了更好地利用第二次土壤普查成

果
,

市农业局在全市建立了一百多个土壤肥力监测点
,

以点推面
,

监测土地资源质量的动态

变化
,

并于 1 9 9 0 年进行了一次 3 5 2 3个样品一万多项次的土壤化验分析调查
.

一系列监测结

果表明
,

土地资源
,

特别是耕地资源的质量明显下降
.

具体表明在以下几个方面
.

l( ) 土壤养分含量下降
.

全市土壤主要养分含量有升有降
,

但总体是大幅度下降 (表

表 1 各农业区耕层土坡某些养分含且的变化

农业区 年 份 有机质妞 / k g ) 速效磷伊
,
m g / k g) 速效钾仪

,

m g / 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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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区

高沙土 区

沿 江 区

丘 陵 区

19 8 0

19 9 0

19 8 0

19 9 0

19 8 0

19 9 0

19 8 0

19 9 0

耕层 中除有机质
、

速效磷
、

速效钾的含量下降 (表 1 )外
,

其缓效钾的含量一般也下 降

50 一 l oo m g / k g
,

说明养分含量下降的影响是长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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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壤物理性状恶化
.

土层变浅
,

土壤紧实化
.

据定位监测资料
,

1 9 50 年全市土壤耕

层和犁底层平均厚度分别为 1 5
.

c3 m 和 1 6
.

c5 m
,

到 1990 年
,

上述两土层的厚度分别降至

13
.

o cm 和 12
.

3cyn
.

1 980 年耕层土壤的容重为 1
.

249 / c m ’ ,

而 1 990 年增加到 1
.

2 69 / cm
’ .

(3 )基础地力产量下降
.

基础地力产量是土壤生产性能表现的重要指标
.

由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
,

从 19 8 1
、

1 9 8 2 年至 19 9 2
、

19 9 3 年扬州市小麦基础地力产量从 1 8 9
.

7 k g / 亩下降

到 14 .7 7 k g / 亩
,

占大田产量比率从 63
.

5% 下降到 5.2 0%
,

T 检验差异极显著
.

水稻基础地
力产量从 3 30 .7 k g / 亩

,

下降到 306 .0 kg / 亩
,

占大 田产量 比率从 73
.

7 % 下降到 6 0 .9 %
,

T

检验差异极显著
.

稻麦两熟基础地力产量 19 92
、

1 9 93 年为 4 54 2 k g / 亩
,

比 19 81
、

1 9 82 年

下降了 12
.

7%
.

而且这种趋势在扬州四大农业区是一致的
.

表 2 扬 州 市 历 年 基 础 地 力 产 里

年 份 19 8 1一 19 8 2 19 8 5一 98 6 1 98 7一 19 88 19 92一 1 99 3

扬交 5 号

基础产 t (k g / 亩) 18 9
.

7士 5 5
.

7 1 6 2
.

1士 53
.

5 1 5 6
.

4土 5 0
.

2 1 4 7
.

7土 5 1
.

6

n 2 6 7 7 2 7 3 1

占大田产 t 的比卒(% ) 6 3
.

5土 1 1
.

8 5 5
.

2土 12
.

1 5 5
.

1士 14
.

4 52
.

0土 1 5
.

6

n 2 5 7 3 2 7 2 9

中稻

基础产 t ( k g / 旬 3 3 0
.

7土 8 5
.

0 3 2 9
.

7 土 7 4
.

6 3 1一0士 6 6
.

8 30 6 ) 士 70
.

5

n 3 2 6 2 1 5 1 9

占大田产 t 的比率(% ) 7 3
.

7土 14
.

3 6 8
.

2 土 1 1
.

6 63
.

8士 1 5
.

5 60
.

9土 17
.

7

n 2 7 6 2 1 5 1 5

表 3 扬州市各农业区的基础地力

产且 (中稻+’J
、麦) (单位

:

gk / 旬

农业区 19 8 1一 19 8 2 19 9 2一 19 9 3

里下河区

高沙土区

沿江区

丘陵区

5 3 8
.

3

4 44 1

5 34
.

1

5 0 9
.

7

4 5 6
.

6

4 10 3

4 5 5
.

0

4 4 4
.

8

(4 )土壤污染严重
.

19 8 3年国家环保局南

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作的一次环境调查发现
,

扬

州 市郊区土壤中 H g 的含量达 .0 97 m g / k g,

氟化物含量 504
.

8m g / k g
,

这两项指标大大超

过国家标 准
.

十年后的今天
,

从直观情况判

断
,

污染更加严重
.

土地资源的污染破坏
,

势

必影响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发展
.

扬州市土地资源的环境条件
、

肥力
、

生产性能 3 个方面
,

都在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

土地

资源质量的下降
,

破坏了全市农业生产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

1 9 8 0一 19 8 4 年
,

全市粮食单季单产平均 3 3 1
.

s k g / 亩
,

19 8 5一 1 9 8 9 年为 3 6 8
.

6k g / 亩
,

上

升 11
.

1% ; 1 990 一 1994 年粮食单季单产平均 36 2 k g / 亩
,

比上 5 年下降了 1
.

8%
.

这一对比

明显反映出该地区农业已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

而地力下降应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地力下降还造成农本增加

,

1 9 89 年全市每亩地农作物所用化肥折算标准肥为 64
.

9k ;g

19 91 年上升为 70
.

6k ;g 1 9 94 年为 75 .0 k g
.

用肥量 6 年上升 15
.

6%
.

这是在农业单产停滞不

前的情况下增加的用量
.

由于耕地地力的不断下降
,

农业投人的回报率下降
,

农本增加
.

由

土地资源质量下降的现实情况可以看出
,

不少地方农业的持续高产
,

建立在对土地资源的掠

夺和破坏的基础上
,

从长远看
,

是不能真正维持连续高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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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资源质量下降的原因
只有了解土地资源质量下降的原因

,

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

.2 1 农 田基础设施破坏严重 不少地方盲 目追求眼前经济利益
,

不投资建设农 田基础设

施
,

对原有的设施也不加 以维护保养
. ,

甚至破坏
.

如兴化东北部某乡
,

70 年代农田基本建

设良好
,

现全乡大抒千疮百孔
.

70 年代坪上成荫的榆树现已被伐光
.

该乡西部不少农田 田

面被挖走一锹深 (约 30 cm )肥沃表土
,

用于制砖
,

真高本不足 1
.

5m 的田面
,

高度再降
.

原有

暗墒
、

鼠道完全被破坏
.

这种现象不是个别
.

.2 2 高产农田被征用 比例过大 建设用地的征用以城郊和村镇附近为主
,

而这些土地
,

垦用历史久远
,

设施齐备
、

培肥好
、

土壤肥沃
.

土壤普查中评定的一级地中的 90 %
,

二级

地中的 50 % 集中于城郊及村镇周 围
.

.2 3 农机具退化 全市大中型拖拉机 19 81 年约有 1 100 台左右
,

19 8 8 年约 950 台
,

而

1 994 年仅 500 台左右
,

且大多不再用于农业
.

部分手扶拖拉机手在耕作过程中为了省油
,

故意减少耕作深度
,

加快耕作速度
,

使土壤物理性状恶化
.

在里下河地区曾推广应用过的改

土农具鼠道犁已基本绝迹
.

.2 4 有机肥投入减少 这也是土地资源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

19 80 年全市每亩耕地施用

有机物质 4 6 9 k g
,

可提供氮困 ) 1 1
.

o k g
,

磷 (p Z o 乡4
.

3 k g
,

钾 (K
ZO ) 1 3

.

o k g : 1 9 8 8 年全市每亩施

用有机物质 4 1 7
.

I k g
,

提供氮 (N ) 8
.

6 k g
,

磷 (p
Zo s

)3
.

6k g
,

钾 (K
Zo ) 1 1

.

o k g : 19 9 4 年全市每亩

施用有机物 3 5 3
.

6 k g
,

提供氮 (N ) 7
.

7 k g
,

磷 (P
20 、 ) 3

.

s k g
,

钾 (K
Zo )9

.

6 k g
.

有机肥施用减少的

原因
,

一是绿肥数量减少
,

全市绿肥在 70 年代中后期
,

年种植面积曾达 2 25
.

3 万亩
,

1 980

年仍有 1 67
.

6 万亩
.

而 19 8 8 年后一直徘徊在 50 万亩左右
.

同时
,

绿肥单产也从 19 80 年的

巧 00 kg / 亩
,

降至 目前的 2 5 0 k g / 亩 ; 二是生猪
、

大牲畜的饲养量下降
.

1 980 年全市生猪

饲养量 600 多万头
,

大牲畜 9 万多头
,

1994 年下降为生猪 4 00 多万头
,

大牲畜 3 万多头
,

大大减少了厩肥的数量 ; 三是 自然有机肥浪费严重
.

河泥和
`

三水一萍
’

已几乎不用
.

根据扬

州市 19 91 年调查
,

扬州市水域中
,

淤泥厚度一般在 20 cm 左右
,

里下河地区达 3 5cln
,

河泥

是被水冲走的肥沃表土和肥料的混和物
,

速效养分含量高
.

在沿江灌区
,

淤泥中粘粒含量

大
,

是治沙改土的好肥料 ; 秸秆施用率低
.

秸秆是高质量的有机肥
,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

燃料用秸秆不断减少
,

大量秸秆可直接用于还 田
,

但全市秸秆还 田率仅 20 % 左右
,

大量秸

秆被在田里烧掉
,

或被推人本已严重淤塞
、

污染的河沟中烂掉
.

.2 5 化肥投入虽增加
,

但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追求一时的省工和苗情控制而过多依赖于

化学氮肥
.

从高产
、

稳产
、

培肥角度考虑
,

全市每年需氮肥 95 万吨 (标准肥
,

下同 )
,

磷肥

2 5 万吨
,

钾肥 12 万吨
.

但 目前全市的施肥水平为
:
氮肥 80 万吨

,

磷肥 21 万吨
,

钾肥 2一 3

万吨
.

钾肥施用过少
,

导致土壤养分失衡
,

有效钾含量下降
.

从扬州市土地资源质量下降状况
、

原因和造成的后果等多个角度来看
,

贯彻 《土地管理

法》 和 《基本农 田保护条例 》
,

加强土地资源质量管理
,

保证农业持续发展
,

已刻不容缓
.

3 加强土地资源质量管理的方法
3

.

1 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质盆监测工作

要管理好土地资源的质量
,

必须做好质量评估
,

并不断分析土地资源质量的动态变化趋

势
,

这样才能使管理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

所以首先应当对土地资源质量进行比现在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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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连续地监测
.

设置的监测项目内容必须与土地质量评价有直接关系
,

对工作有直接指导作用
,

并符合

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

初步设想的内容如下
.

l( )农田基本建设情况
:
主要监测内容有防洪抗早

,

能抵御多少年一遇的洪水或大早 ; 防

涝
,

日降水多少以内可不受涝 ; 降演
,

排除 田间积水和低洼地区控制地下水位的措施及能

力 ; 工程设施的配套和养护
,

绿化
,

农田林网和堤抒的植被护坡
,

水土保持情况
.

(2 )土壤的理化性状
:
土壤理化性状应包括耕作层和犁底层的厚度

、

容重
、

毛管孔隙度 ;

耕层土壤物理性粘粒的含量
,

阳离子代换量 ; 低洼地区水稻土的 G 层位置以及 G 层以上各

层次的氧化还原电位 ;’ 障碍层次的类型
、

深度
、

厚度 ; 耕层土壤 p H 值
,

耕层土壤中有机

质
、

全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
、

缓效钾
、

有效锌
、

有效硼等与本地生产实际密切相关的营养物

质的含量
.

(3 )土壤化学污染情况
:
测试土壤中 P b

、

C r 、

H g
、

A s
、

酚以及低降解农药等主要污染物

质的含量
.

( 4 )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情况
:
全年播种的品种

.

投人肥料的数童和结构
.

作物单产和基础

地力产量
.

.3 2 切合农村实际情况
,

广泛开展培肥改土技术的试验示范工作

由于农村实际情况变化
,

一些老的培肥改土措施不会再恢复
,

如不可能减少三麦
、

油菜

面积以扩种绿肥
,

不可能在农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要求农民恢复踩圈养猪
.

旧的措

施淘汰
,

新的措施如秸秆还田
,

机械吸喷河泥等需要在技术上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

并要以

试验
、

示范来探寻更多
、

更新的方法措施
,

适应生产发展变化的需要
.

同时应投人资金
,

扩大吨粮 田建设和 中低产田的改良示范区范围
,

推动改土培肥工作的

全面开展
。

3 3 加强土地资源质 t 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根据监测和试验结果
,

评价土地资源的质量情况
,

并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
.

各级政府必

须每年落实质量管理措施
,

明确职责
,

并订出奖惩办法
.

在建设用地规划时
,

应参考农业部门的意见
,

以减少高产农田的损失
.

1 4 现阶段迫切需要抓紧实施以下几个恢复地力的技术措施

针对当前土地资源质量全面下降的情况
,

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如前所述的工作
,

另一方面

近期内要抓好以下几点措施
.

( 1)秸秆还 田
.

秸秆中含 98 % 以上的粗有机物
,

磷
、

钾等的含量高且都是 易被作物再利

用的速效养分
.

以扬州为例
,

每年产作物秸秆 61 .6 4 万吨
,

直接或间接还 田利用仅 1 10 万吨

左右
,

大量的资源被浪费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各地燃料用秸秆减少
,

如果每年有 300 万吨以

上的秸秆用于施肥
,

土壤中有机质和钾的含量
,

就不会大幅下降
.

土壤物理性状也不会继续

恶化
.

(2 )扩大配芳施肥的推广
.

配方施肥技术
,

可有效地协调土壤养分
,

促进作物生长发

育
.

应用面积应由目前 30 % 扩大到 70 % 以上
.

( 3) 实行
“

深
、

浅
、

免
,

因地制宜的新型耕作方法
,

结合施肥
,

逐步改善土地状况
.

(4 )加紧实施土壤补钾工程
.

促进土壤肥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