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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土壤有效硫状况与施肥预测

吕玉平 陈光亚

(江苏省农林厅土肥站 南京 1 2的13 )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江苏省土坡有效硫状况
,

分析了土城硫素平衡情况
。

目前硫源总 t 可以满足作物

的需求
,

但随着农作物产 t 的提高和含硫肥料用 t 的减少
.

土坡硫的消耗 t 将逐年增加
,

顶测今后含硫化肥年

用 t (以普钙计 )不应少于 1印 万吨
。

关键词 有效硫 ;预侧 ; 江苏

硫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 16 种养分之一
,

其需要量在植物正常生长情况下
,

排在氮
、

钾有时

在磷之后的第三或第四位
。

可见
,

硫在植物营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近年来
,

硫在农业上的重要意义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

但有关江苏省土壤硫素研究资料很

少
,

第二次土壤普查时
,

也没有对土壤有效硫进行调查分析
。

为此
,

我们自全省 100 多个土壤

肥力监测点采集了 1巧 个土样 (包括 6 个土类 )进行有效硫分析
。

分析方法采用 0
.

s mo -lL `

N aH (玛 浸提
,

aB 以玉比浊法
,

见参考文献【1」
。

关于土壤有效硫临界值问题
,

一般取决于土壤性质
,

浸提方法和种植作物等因素
。

据徐州

市丰县土肥站试验
,

在用 N a H O飞作浸提剂
,

测定结果为含 5 23 一27
n l

岁k g 的砂土上
,

种植特

种经济作物牛芬
,

比不施硫肥 的具有 明显的增产效果
。

据南京土壤研究所刘崇群先生介

绍 2[]
,

通常土壤有效硫小于 1--0 16 n l

g/ 吨 时
,

作物有缺硫的可能
。

故本研究中土壤有效硫临

界值定为 16 n l

g/ 吨
,

即土壤有效硫 ( S ) < 16 n

官吨 属缺硫
,

1 6一30
n

官吨 属土壤供硫潜力不
·

大
,

> 30
n堪 / kg 属丰富
。

1 江苏省土壤有效硫状况

据对 6 个土类
、

1 15 个土样分析结果统计
,

土壤有效硫平均含量为 33
.

52
n l

岁k g
,

其中 >

30
n l

g/ k g 的有 44 个土样
,

占样品总数的 38
.

3% ;1 卜30
n

官 k g 的有 56 个土样
,

占 48
.

7 % ; <

16 n

官掩 的有 15 个土样
,

占 13
.

0 %
。

1
.

1 江苏省主要土类有效硫含 t

将所分析样品
,

按土类进行分组统计结果
,

呈现出水稻土有效硫含量高于潮土
、

棕壤和盐

土的趋势
。

由表 1可以看出
,

水稻土缺硫样品数所占比例比潮土小
,

而水稻土有效硫含量
,

大

于 30 n l

g/ kg 的样品数所占比例高达 60 %
,

明

显 高 于 其 它 土 类

,

这 与 耕 作 施 肥 有 关

。

潮 土

、

棕 壤

、

盐 土 三 类 土 壤 中

,

有 效 硫 含 量 在 16 一

30
n l

g/ k g 的 样 品 数 占样 品 总 数 比 例
,

均 在

50 % 左右
,

反 映 出 这 三 类 土 壤 供 硫 潜 力 小 于

水 稻 土

,

今 后 在 施 肥 中

,

应 注 意 选 择 含 硫 化 肥

和 补 施 有 机 肥 料

。

表
1 江 苏 省主 要土 类有 效硫 状 况

> 30 (
口
刁 kg ) 1 6

~ 一

30 (
n
艰 /kg ) ( 1 6 (

n
心 /kg )

(个 )
样品数 占总数 样品数 占总数 样品数占总数
、
` I一) (个 ) (% ) (个 ) ( % ) (个 )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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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 苏 省 不 同 农 业 区 土 坡 有 效 硫 含 t

将所分析样品
,

按 全 省 六 大 农 业 区 进 行 分 组 统 计 结 果

,

呈 现 出 苏 南 土 壤 有 效 硫 含 量 高 于 苏

北 的 趋 势

。

这 与 苏 南 地 区 水 稻 土 面 积 大

,

施 肥 水 平 较 高 以 及 工 业 发 达 等 因 素 有 密 切 关 系

。

工

业 密 集 区

,

大 气 中 硫 污 染 程 度 高

,

通 过 降 雨 或 干 沉 降 输 入 土 壤

。

由 表
2 看出
。

太 湖 农 业 区 土 壤

有 效 硫

,

大 于 30
n

喇 味 的 样 品 所 占 比 例 最 表 2 江苏 省不 同农 业区土 坡有 效 硫 状况

样品

农业区

> 3 0 (
n
召 /纯 ) 16一

~

3() (
口
侧掩 ) < 16 (
。 艰 /kg )

样品数 占总数 样品数 占总数 样品数占总数

曰
、

) (个 ) (% ) (个 ) ( % ) (个 ) (% )

总数

(个 )

“̀ J,,̀
飞
ù

?
卜色么.4
亡J门比尸1̀

7 5
.

0

4 5
.

5

3

1 0

2 5
.

0

4 5
.

5

111
苦尹J

研,孟

66
.

7

3 9
.

5

2 7
.

8

5 2 7
.

8

1 6 4 2
.

1

9 5 0
.

0

6 8 5
.

7

91012巧51222湖江大沿

高
,

占 75 %
,

其 次 是 镇 宁 扬 丘 陵 农 业 区

,

占

6 6
.

7 %
。

里 下 河 农 业 区 共 分 析
7 个 样 品

,

含

量 在
16一 30

n

官 吨

,

属 供 硫 能 力 不 大 的 样 品

数 占 85
.

7 %
,

小 于 16 n

喇 吨

,

属 缺 硫 的 样 品

占
14

.

3 %
。

沿 江

、

徐 淮

、

沿 海 等 三 农 业 区

,

属

土 壤 供 硫 能 力 不 大 的 样 品 比 例 均 在 50 % 左

右
。

相 对 而 言

,

徐 淮 和 沿 海 农 业 区

,

土 壤 有 效

硫 含 量 低 于 太 湖

、

镇 宁 扬 丘 陵 农 业 区

,

施 用 硫

肥 可 能 有 效

。

2 江苏 省土 壤硫 的 平衡

2
.

1 肥 料 施 用概 况 和 硫 的 用 最

江 苏 推 广应 用 氮
、

磷

、

钾 化 肥 分 别 是 在 50
、

60
、

70

达到 6% 公斤 /公顷
,

N :
几 几

:
玫 O 比例为 :1

0
.

3 “ 0
.

14
。

硫 从 未 当 作 植 物 养 分 而 纳 入 施 肥

内 容

,

但 含 硫 肥 料 的 施 用

,

常 将 大 量 硫 素 带 人

土 壤

,

如 过 磷 酸 钙 ( 12 % S )
,

低 浓 度 复 混 肥

(7一 8 % S )
,

硫 酸 钱 ( 24 % S )
,

硫 磷 钾 ( 18 %

)S
。

随 着 含 硫 化 肥 用 量 的 增 加

,

带 人 土 壤 的

硫 逐 年 增 加 (见表 3)
。

—

年代
表3
年份

。

目 前 三 要 素 化 肥 总 施 用 量

,

平 均

江 苏 省 普 钙 与 硫 肥 应 用 (万吨 )

普钙 (带人的) S

0
.

5 5

3
.

8 7

1 4
.

2 0

1 6
.

3 7

1 8
.

加

1 4
.

4D

21

:l3朋朋.32118136150120
960970980988992996

196 0 年 0
.

55 万 吨硫
,

1 9 9 2 年增加到 1 8 万吨
,

增 加 了 3 2 倍
。

近 j’L 年
,

随 着 无 硫 化 肥

,

如 尿

素

,

抓 化 钱

、

氯 化 钾

、

磷 酸 钱

、

高 浓 度 复 混 肥 等 用 量 的 增 加

,

含 硫 化 肥

,

如 硫 酸 钱

、

硫 酸 钾

、

过 磷 酸

钙 等 用 量 的 减 少

,

土 壤 硫 素 的 投 人 呈 下 降 趋 势

。

据 资 料

,

近 几 年 全 省 年 产 普 钙 基 本 稳 定 在
200

万吨左右
,

其 中 约 40 %销往外省
,

本 省 施 用 在
120 万吨左右

,

相 当 于 施 用 硫 肥 14
.

4 万 吨
,

其 中

70 % 制成 低浓度复混 肥使用
,

30 % 以单质普钙直接施用
。

2
.

2 土 壤 中硫 的 来 源

土 壤 中硫 的来 源 有含 硫 化 肥
、

有 机 肥

、

降 雨 和 灌 溉 水 等

,

其 中 含 硫 化 肥 是 江 苏 土 壤 硫 的 主

要 来 源

。

据
1996 年资料 统计 ①

:

含 硫 化 肥
:
全 省 农 田 随 含 硫 化 肥 (主要是过磷酸钙 )带入的硫约 14

.

4 万 吨
,

以 4 4 35
.

44 千

公顷耕地计算
,

相 当 每 公 顷 施 硫 32
.

4 7 公斤
。

有 机 肥 料

:
江 苏 目 前 主 要 有 机 肥 源 为 人

、

畜

、

禽 粪 尿 和 秸 秆

。

其 中 人
口 因 流 动 性 很 大

,

加 上

城 镇 粪 便 利 用 率 不 高

,

以 乡 村 劳 力 人
口

计 算

;
秸 秆 还 田 量 以 各 市 调 查 上 报 数

,

平 均 每 公 顷 还 草

① 江 苏 省 农 林 厅
、

江 苏 省 统 计 局 编

,

江 苏 农 村 经 济 资 料

,

1卯 6
,

12 一13
、

121 一123



·

3 6 2
·

土 坡
9 9 18 年 第 6 期

巧 00公斤
,

年 还 田 2 2 17
.

72 千公顷计算
。

各 种 有 机 肥 料 含 硫 量 以 全 省 有 机 肥 料 品 质 调 查 分 析

资 料 计 算

。

由 表
4 看 出

,

江 苏 省
1 9% 年由有机肥料提供的硫约 1

.

88 万吨
,

相 当 每 公 顷 耕 地

4
.

2 3 公斤
。

表
4 19% 年江苏农田施用有机肥料中硫的含 t

品种 人畜数t
年排泄 t

(公斤 /年
、

人

、

头 )

含风千

物 (% )

含 S %
.

(风干基 )

利用率

(% )

853050哪oo1大牲畜粪

389弧5888

2 7 58
.

5 万 口

2 8 32 万头

13 7
.

3 万头

6
.

83 亿 只

19 36
.

3 万 只

2 14 1
.

54 万只

3 32
.

7 万 吨

20

15

30

30

30

1 oo

0
.

3

0
.

25 7

0
.

2 9

0
.

3 5

0
.

2 44

0
.

30

0
.

1竹

1田

7 0

S 总 t

(吨/年 )

14 9
.

0

5 7 3 1
.

6

50 , 6
.

7

1 4 34
.

3

卯750姗
粪粪人猪

8

4

8

6

粪粪龚秆兔禽羊 计秸△口

,

各 种 有 机 肥 含
S%

,

根 据 吕 玉 萍 等 对 江 苏 省 有 机 肥 品 质 调 查 分 析 资 料

。

降 雨

:
石 油

、

煤 炭

、

秸 秆 等 燃 烧 产 生 的 大 量 叹 无 进 人 大 气 后

,

随 雨 水 或 干 沉 降 进 入 土 壤 的

硫

,

各 地 都 不 一 样

,

一 般 工 业 密 集 区 比 非 工 业 区 或 边 远 地 区 要 高 得 多

。

据 福 建

、

江 西

、

浙 江 几 省

测 定 资 料
图

,

每 年 降 雨 进 入 土 壤 的 硫 有 13
.

1一 28
.

4 公斤 /公顷
,

若 以 径 流 占 降 雨 量 的 一 半 计

算

,

每 年 进 人 土 壤 的 硫 有
6

.

5一 14
.

2 公斤 /公顷
。

江 苏 未 查 到 有 关 资 料

,

设 想 以 两 者 平 均 数 计

算 约 为 10
.

3 5 公斤 /公顷硫
。

相 当 每 年 输 人 土 壤
4

.

44 万吨硫
。

灌 溉 水

:
据 大 量 样 品 测 定 资 料 图

,

河 水 平 均 含 硫 量 为
1

.

67
n
唱 / k g

, ,

如 果 每 季 每 公 顷 水 稻

灌 水
7 500 衬

,

江 苏 水 稻 面 积 2 33 5
.

91 公顷①
,

则 每 公 顷 水 稻 加 人 12
.

5 公斤硫
,

相 当 每 公 顷 耕 地

6
.

58 公斤硫
,

每 年 输 入 土 壤 硫
2

.

24 万吨
。

2
.

3 土 壤 中硫 的 损 失

土 壤 硫 的输 出
,

主 要 有 作 物 吸 收 和 淋 失 二 条 途 径 (表 6 )
。

作 物 吸 收 所 消 耗 的 硫 量

,

由 作 物 品 种

、

每 种 作 物 的 产 量 和 种 植 面 积 决 定

。

由 表
5 可 以看

出
,

1996 年全 省农作物从 土壤 中吸收的硫量达 16
.

98 万吨
,

平 均 每 公 顷 消 耗 38
.

28 公斤
。

表
5 19% 年江苏省农作物吸收土坡硫 t 表 6 19% 年江苏省土壤硫素平衡情况

品种
籽粒 秸秆 籽粒含 S 秸秆 含 S 吸 收总 t

(万吨) (万吨 ) (公斤 /吨 ) (公斤 /吨 ) (万吨 )

4330237274沁98
,̀曰̀ù6内j,̀ (

J

.

弓

Ù

内、ù̀U,̀nllnUù
产-
112 0 0

,

9 5

22 7 5
.

4

l肠
.

3 4

39
.

6 5

53
.

7 5

12 0 0
.

9 5 1
.

5 1
.

2

22 7 5
.

4 1
.

6 7 1
.

2

巧 9
.

5 1 2 1
.

6 7 2
.

0

3 9
.

6 5 7
.

5 0
.

188
16 1

.

2 5 1
.

5 1
.

2 0

S 枪人 (万吨) S 翰 出 (万吨 )

有机肥料
: 1

.

8 8 作 物 吸收
: 16 98

含硫化肥
:

14
.

40 渗漏损失
:

1
.

84

降 雨 : 4
.

44

范 溉 水
: 2

,

2 4

合 计
:

22
.

% 合计
: 18

.

82

麦稻莱生一二水抽花

据 资 料 23[
,

渗 漏 淋 失 的 硫 约 为
3一 5

.

3 公斤 /公顷
,

平 均 为
4

.

巧
公 斤 /公顷

,

相 当 于 每 年 损

失
1

.

84 万 吨
。

3 江苏 省 需硫 预测

从表 6 可以看出
,

江 苏 输 入 土 壤 的 硫 在 总 量 上

,

当 前 可 以 满 足 作 物 对 硫 的 需 求

。

但

,

土 壤

① 江 苏 省 农 林 厅
、

江 苏 省 统 计 局 编

,

江 苏 农 村 经 济 资 料

.

199 6
,

12 一13
、

121 一123



19 98 年 第 6 期 土 坡
·

32 7
·

有 效 硫 含 量 存 在 不 平 衡 现 象

,

不 同 土 类 间 高 低 相 差 25 个百分点
,

这 与 土 壤 类 型

,

施 肥 结 构

,

特

别 是 有 机 肥 和 含 硫 化 肥 用 量 上 的 差 异 有 很 大 关 系

。

随 着 高 浓 度 复 混 肥 和 磷 酸 钱 用 量 的 增 加

,

含 硫 化 肥 和 有 机 肥 用 量 的 减 少

,

以 及 大 气 污 染 的 治 理

,

土 壤 硫 素 输 入 量 将 逐 年 减 少

。

同 时

,

随

着 种 植 业 结 构 的 不 断 优 化

,

粮 食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下 降

,

经 济 作 物 比 重 上 升

,

经 济 作 物 对 硫 的 需 要

量 大 于 粮 食 作 物

,

作 物 从 土 壤 中 取 走 的 硫 素 将 逐 年 增 加

,

如 果 不 注 意 土 壤 硫 素 的 补 充

,

必 将 导

致 土 壤 硫 输 出 超 过 输 人

,

出 现 负 平 衡

,

影 响 农 作 物 优 质 高 产

。

为 了 保 持 江 苏 土 壤 硫 素 平 衡

,

今 后 在 缺 硫 或 土 壤 供 硫 潜 力 不 大 的 土 壤 上

,

应 将 硫 素 纳 入 平

衡 施 肥 中 去

。

在 发 展 高 浓 度 磷 肥 和 复 混 肥 的 同 时

,

要 注 意 稳 定 过 磷 酸 钙 的 生 产 和 保 持 适 当 比

例 的 低 浓 度 复 混 肥
;
在 不 放 松 有 机 肥 料 投 入 的 同 时

,

含 硫 化 肥 以 普 钙 计

,

年 施 用 量 不 应 低 于

10 0 万吨
.

以 保 持 土 壤 硫 素 的 平 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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