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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O、4O年代南方土壤的养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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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物产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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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救连了30、40年代我周南方土壤的养分状况、施肥和作物产量。南方般性土壤的垒董古量有 

80％■于 低 和 橇低’水平。礴有 94％■于这类水平。钾有所不同，有 34％■于’高’和’极高 水平。30、柏 

年代酸性土区的作物产量只相当于我国90年代产量的1／3-I／7。文中还提供了30年代我国化肥的进口情况 

关键词 曼三垡I!；差堂 ： 盟  

为了了解我国南方红壤区土壤退化的时空演变(国家重点基金课题)．我们研究了3O、40 

年代(1930--1950年)该地区土壤的养分状况和施肥情况以及当时的作物产量水平。尽管当 

时资料较少而且往往缺少环境条件的记载；养分．特别是有效磷的数据采用的方法和当前有很 

大不同；但是．总结这一部分资料对今天仍会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和意义。 

1 我国南方土壤30、40年代的养分概况 

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我们编制了表 1。 裹1 南方红壤区土壤30、40年代 

范屋涉及：广东、海南、云南、湖南、江西、福 土壤养分状况‘ 一5】 

建、浙江、台湾和四川等9个省。可见土壤来 

源比较广泛．所采土壤多为比较典型的类型． 

所以表1的数据有较大的代表性。 

从表1可知．红壤类土壤的全氮和有效 

磷含量都是相当低的。尤以磷为甚。其中土 

壤全氮含量有近 80％属于“低”和“极低”水 

平。磷(有效磷)则有 94％属于“低”和“极 

低”水平，而“极低”一级即占73％。 

红壤类土壤的交换性钾水平相对较高． 

属于“高”和“极高”的占34％。低和极低的 

共占44％。 

覃树辉 对广东9种红壤、砖红壤和冲 

注 ll表中全董敷据是根据作者对全国2335十标本求得的 

有机质和全董古量 回归方程(土壤全N(g， )= 

0．221+0．O447(土壤有机质(g，kg)换算的 

2．寰中养分水平接分缎法列出，遗主要为了克服君定结 

果由于所用方法不同造成的难于 比较的困难。寰中 

垒氯分缎接现行分缎法．碑分缎尉接原作者分缎、其 

中 中 短可 看作是丰缺的驻界值。而钾分缎剐接 

于天七的分缀。 

0 本文为国家重点基金(49631010号)课题的一部分。 

0 鲁如坤．我国主要类型农业生态系坑丑其优化模式的养分循环特征。中科院珂一85一 一D1—08专题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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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的研究表明，这类土壤有效钾大多在中上水平，生产上缺钾现象很少。 

陈祥 对广东省全省366个标本的测定表明。平均有效钾(K2O)水平达到132mg／kg。其 

中罗岗系(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平均为 166mg／l【g，广州系(红色砂页岩发育的红壤)平均为 

91~g／kg龙眼瀹系(花岗岩冲积豹发育的红壤)平均为 160mg／kg，这类土壤除广州系略低外， 

其他两类土壤都含有较丰富的有效钾。 

广东省土壤科学工作者也对土壤的磷、钾全量进行了研究。陈祥 对366个标本的全 

磷，全钾数据总结后认为。全部标本全磷含量平均为0．41g／kg(P205)，有效磷占全磷含量 

的5．5％。土壤全钾平均为16．1g／kg(K2O)，有效钾占全钾0．7％。 

徐文征-7j对广东省24个县的土壤进行了全氮、全磷和全钾的分析。土壤全氮平均为 

0．92g／kg，全磷(P205)为0．30g／kg’全钾(K2O)为16．1g／kg。其中高地(丘陵和山地)全氮平 

均为0．86g／kg。全磷(P205)平均为0．3g／ 全钾(K20)为15．2g／kg，而低地(平原。冲积土)全 

氮平均为1．12g／~ 全磷平均为0．37g／kg，全钾为15．7g／kg。显然，冲积土养分全量高于高地 

的红壤。 

2 土壤地力铡定(肥料试验) 

我国在30、柏 年代曾进行了一些大田肥 

料试验和盆栽试验。于 1935～1940年在江 

西、湖南、云南、贵州、广西5省由张乃风 主 

持进行了比较系统．规模也较大的地力测定 

(肥料试验)共156个。另外在四川也进行了 

67个试验。作物包括水稻、小麦、棉花和玉 

米。表 2是 5省中红壤、黄壤上的结果(73 

个试验)。表2结果显示的一个基本趋向是 

氮、磷是农田最缺乏的养分，而钾只在少数情 

况下表现出不足。 

裹2 红壤区1935~1940年的地力稠定 

土壤类型 试验投 — —  
有数的试验占试验总教的％ 

N P K 

影象元嘲对四JIl省 106个试验结果的结论是 ：77％映N 

31％映碑．1．9％映钾。 

3．南方3O、4O年代的施肥水平和作物产量 

30、40年代南方和全国的农田几乎全部依靠有机肥料而且施肥水平低，施肥面积不太，比 

如。到1949年全国耕地面积中只有40％施肥f 。施肥的面积中的有机肥的平均施用量只有 

500公斤／亩，由于有机肥质量不一。养分含 裹3 四JI【红黄壤农田的施肥水平n 1 (公斤／亩) 

量低，即使在低产量情况下．1949年全国农 

田养分(氮、磷、钾)平衡仍处于全面严重的赤 

字状态[1I]。在这种情况下，作物产量必然处 

于低下水平、表3中是比较富裕的四川红黄 

壤区的施肥水平[I2一I3J。 

从表3可知即使在施肥的情况下，施肥水平也是很低的。而且厩肥一般不施在红黄壤早地 

上，早地上也很少种植绿肥。油饼、骨粉的施用量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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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要依靠有机肥而且施肥水平低，产量水平就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表4中是 

30年 

代我国南方酸性土区主要作物产量。表5中 

是3o年代和90年代我国主要作物产量水平 

的相对比较数据。即以 3o年代的产量为 

100的相对产量。 

表4 30年代我国南方硅性土区主要 

作物产量【1] (公斤／亩) 

表5 我国30年代和9o年代主要作曲产量 

比较[1·m (以3o年代产量为100％) 

注：表中瞳性土区的产量比较、墨采用岢『江、江西、档南 

3省 9D年代 (1994年)的产量为基奠和 30年代 酸性土区 

产量相比而得的相对％；全国一栏是30年代酸性．中性．碱 

性土区产量的平均敦和全国9D年代(1994年)产量相比较 

而得。 

从表5可以看出。从30年代 到 90年代我国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增加了3--7倍，也就是 

说3o年代酸性土区作物产量只有 90年代的1／3--1／7。增加最多的是小麦、籽棉和玉米，其 

中籽棉增加 10倍。 

4 化学肥料的引入我国 
一 般说．3o、40年代土壤养分低是低产的基本原因，而土壤养分低又与长期得不到养分的 

投入有关。从农田养分循环的观点看。单施有机肥料(绿肥除外)其所含养分仍是农田生态系 

统范围之内的养分。只有引入化学肥料才真正从系统之外引入并增加系统的养分，才能为高 

产创造必要的条件，所以我国农业的施肥在引入化学肥料后才能在性质上起根本的变化。 

化肥的引进和试用开创了我国农田养分循环的新纪元。我国化肥进171在 1901年从台湾 

开始。1910年大陆也开始了进171并进行了肥教试验【15-1 。据我们所能查到的数据是 1926～ 

1936年 l1年间的进El记录。现列于表6(1937)u 。 

表中所列进 口化肥主要是氮肥，而且品 

种主要是硫酸铵。表6的数字表疆在 1926 
-- 1936的 l1年问．化肥的年进El量一度达 

到 16万吨。这一数字现在看起来当然微不 

足道。而且进El的肥料主要是为了推销和进 

行试验。但是它代表了一个新纪元的开端。 

我国磷肥的进El大约从 1935年开始，主 

要是过磷酸钙，当年进171了9732担，(大约折 

合500吨)第二年(1936年)迅速增加到1500 

吨，主要仍为推销和试用。1937年抗 日戡争 

爆发，进121就停顿了。 

表 6 我国 1926-1936年间的化肥 

进口量 (万．E．实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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