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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熟旱耕人为土的诊断特征及其分类参比 

张 民 ． ． 

触业 27埘 ／々 ， ／ 
摘 要 在对我国多种起源土壤上发育的菜商土壤的调壹及对其发生发育．分异特性的初步研究基础 

上，以(中国土壤幕坑分类)(隹订方案)为依据．探讨了设类土壤的谚断特征和诊断属性．明确了它们在中国土 

壤系坑分类中的归属．并对其与土壤发生分类、美国土壤系扼分类 (sr钳)、联音国土壤图图例单元(FAO／Un 

熟化的影响．土壤性质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随着种菜历史的延长，逐渐形成了明显区别于起 

源母土特征的暗色的富含养分的肥熟表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起源土壤的影响越来越少．相 

应的 自然成土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在人为定向培育作用下．逐渐地走向同一． 

成为人为土Ⅲ。但在我国以往的发生分类系统中，这类土壤没有给予独立的分类位置．仍 

归属于原起源土壤的类别中。按照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将具有 

肥熟表层和磷质耕作淀积层的菜园土壤蜘归为人为土纲中的肥熟早耕人为土土类 一，这不 

仅从理论上更确切地反映了这类土壤的现代成土过程和发生学特征，而且对于合理区划和 

利用这类土壤资源也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1 土壤形成及其发生学特点 

菜园土壤由于长期施用大量可溶有机物质(如人畜粪尿等)、有机垃圾、土杂肥，并经精 

耕细作而形成暗色富含养分的肥熟表层，这一过程称为肥熟过程。肥熟过程使土壤性质发 

生了较大改变，主要表现在：土壤颜色明显变暗．有机质积累加强，养分特别是磷素富集，土 

壤生物活动加强．土壤结构改善和一定程度的淋溶粘化，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闻内形成了其独 

特的肥熟诊断表层和富磷耕作淀积表下层。 

土壤肥熟表层的形成是人为强烈活动作用的结果，但肥熟表层层次的分化常因起源土 

壤的质地类型、透水性 以及堆垫或耕作熟化程度的不同而异。据对我国主要起源土壤类型 

上的菜园土剖面观察及研究发现．发育在长沙红壤、无锝水稻土以及上海潮土上的三个肥熟 

早耕人为土，由于母土质地粘重，腐殖质层之下即为紧实的透水层．可溶性物质很难向下迁 

移而形成淀积熟化过渡层．剖面上有效磷含量呈 陡变状态，在地表下 30era或至 40era以下 

含量明显降低。发育在质地较轻、透水性较强母土如泰安棕壤、济南褐土、长沙潮土上的肥 

熟早耕人为土有效磷含量则呈逐渐降低状态。不同土壤有机质含量在剖面上的垂直分布状 

态与有效磷有着相同的趋势 。 

土壤的酸碱度及粘土矿物类型等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 了母 土的基本特征，如酸性母土 

上发育的菜园土，其 pH值仍低于发育在中性和石灰性母土上的菜园土壤(表 1)OL然而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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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相应粮田土壤相比，土壤DH值均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发育在南京黄棕壤母土 

上的全剖面土壤 pH值均在 8．0以上，显著地高于黄棕壤的pH值。与此相关的是土体中的 

c~co3相当物含量的增加，除长沙红壤母土上发育的肥熟土未检 出游离 c~co3以外，其糸 

菜园土壤表层中 c~co3相当物含量均显著高于相对应的粮 田土壤。这主要与菜园土壤大 

量施用垃圾、煤灰、有机肥等造成的复盐基过程有关。与此相关的是，上部土层的粘粒含量 

比粮田土壤明显降低，而砂粒含量则显著升高(表 1)。随种菜历史的延长，菜园土壤上部的 

质地有明显变轻和变粗的趋势，下部土体仍表现出与起源母土或母质相一致的继承性。 

2 土壤诊断属性及指标 

从 1O个菜园土壤和 5个作对照的粮田土壤剖面基本属性可以看出(表 1)，菜园土壤最 

重要的属性是有效养分强烈富集．尤其是剖面上部有效磷富集最为明显。与对照土壤区别 

极显著。统计结果表明，肥熟菜园土表层速效磷含量为 154 1±77．6mg／kg(n=10)。变异 

系数为 0．50，变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除人为作用强度不同外，也受母土质地和透水性不同 

的影响。发育在红壤、黄棕壤及水稻土母土上的菜园土．其表层和亚表层(O--35em范围内) 

的有效磷贪量均大于lOOmg／kg，然而由质地较轻的潮土及棕壤等母土上发育的菜园土，表 

层有效磷含量都小于lOOmg／kg，大多在 50--lOOmg／kg之间。腐殖质层厚度均在 35em以 

上，而且腐殖质层中的有机质和其它可溶性物质随永向下迁移，并在下层淀积，形成较厚的 

富磷耕作淀积，此类土壤在 O～100∞t范围内有效磷的加权平均值仍超过 50mg／ 。与此 

对照的是5个粮田土壤剖面中．各层中有效磷含量均小于 30mg／kg．与肥熟的菜园土有着极 

显著的差异。土壤中碱解氮和速效钾含量在肥熟菜园土和粮田土壤中的分布存在着与有效 

磷相似的富集和分异趋势(表1)，均以表层含量较高，向下逐渐降低，但变化的幅度不像有 

效磷那样明显。 

比较肥的菜园土与对照粮田土壤的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变化(表 1)可以看 出，有机质和 

全氮含量不仅在表层有很大差异．而且在剖面的垂直分布上也呈现极显著的差异。肥熟菜 

园土表层有机质含量的平均值达 47．82117．47g／kg(n=lO)．但 35--60cma熟化过渡层中有 

机质含量仍可达20．Og／ 以上．甚至大干粮田土壤耕作表层。综上所述，菜园土壤的有效 

磷、有机质的富集和累积是最为突出的属性特征，因此以肥熟表层的厚度，包括上部高度肥 

熟表层和下部过渡的肥熟亚层的厚度以及有效磷和有机质的含量作为菜园土壤的重要诊断 

属性及指标．以此体现肥熟菜园土壤的发生特点，也具有定量化诊断意义。 

3 供试土壤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位置及其与其它分类制的参比 

从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特性可以看出．肥熟菜园土壤虽然在质地、粘土矿物组成等在一 

定程度上继承了母土的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起源土壤 的影响越来越小，土壤性质发生 

深刻的改变，在人为定向培育的影响下，逐渐地走向同一。调查及研究的结果表明．一般连 

续种菜在 2O年以上的菜园土，巳形成暗色的富含养分的肥熟表层，显著不屙于起源的粮 田 

土壤。(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首次方案))(1993) 中，将具有厚熟表层的肥熟菜园土壤作为 

人为土纲中的厚熟土土类，并制订了相应的检索系统，后来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 

案))(1995) 中，将具有厚熟表层的菜园土壤归属于人为土纲中肥熟旱耕人为土土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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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方案针对我国菜园土人为堆垫或耕作熟化程度，起源土壤类型以及淋溶淀积强度不同的 

具体特点．对首次方案中厚熟表层的层次厚度、有效磷和有机质含量等诊断标准作了修正， 

并改名为肥熟表层．使之更符台我国菜园土的实际情况。 

表 l 供谜菜园土壤与起源粮田土壤主要理化性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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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机质采用重铬醴抨加热氧化法 速效碡采用 O 5mdjL NdtCO~漫提、铝锑抗比色法．碱解氰采用碱解扩散法 

速效钾采用火焰光度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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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供试土壤系统分类亚类级别单元趔f分置其与其他分类制的比较 

按照修订方案的诊断标准，对供试土壤进行系统分类检索，本文所研究的土壤剖面中， 

l0个种菜历史在 20年以上的菜园土均属于肥熟旱耕人为土土类，同时根据是否具有附加 

过程特性以及母质残留特性将这些土壤划归为斑纹肥熟、石灰肥熟、酸性肥熟和普通肥熟旱 

耕人为土亚类(表 2)。丽将与之相对应的粮田土壤在高级分类单元级别中区分开来。与原 

中国土壤发生分类 系统中菜园土归属于起源土壤嘲相 比，更充分地体现了肥熟菜 园土壤的 

发生学(CSTC制)与美 国土壤系统分类(ST制)吲及联合 国土壤图图例单元(c】、AC Un． 

eseo)c7~相比较(表 2)，可以看出，供试土壤在修订方案中的分类单元的归属和位置，比原发 

生分类的亚类归属更接近于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这两个分类制，同时还还体现了我国土壤分 

类的特色，能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使菜园土壤的分类走上定量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下转第 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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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探讨 

1，不同作物间，从空白区地力产量看， 

油菜对土壤及肥料的要求高于小麦，而小麦 

对土壤及肥料的依赖性大于水稻(表 7)。 

2，目前大田产量还有潜力可挖，常规施 

肥技术有待提高，从相同大 田施肥方式 的常 

规施肥区，相 比于配方区产量两者平均年亩 

产要相差 96．9kg，相差达 12．5％，因此 我市 

大田产量提高潜力很大。 

表7 不同年毋不同作物空白区地力产量 

相对常规产量 (％) 

作暂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水稻 

小麦 

油菜 

63．1 

51．3 

／ 

61 6 

56 3 

| 

58．O 

50．8 

／ 

57．4 

／ 

45．2 

55．3 

／ 

34．7 

作物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年均 

56 5 

52 8 

31．5 

注 常规产量指大 田上最推翻平均产量 

3。从三种处理方式的秸杆还 田小区产量 以及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看，秸杆 区第一、二 

年内由于檄生物夺氮作用。小区产量低于常规区及纯化肥区，但连续几年后产量开始上升， 

年投入量在300kg以上的小区产量，除低于配方区外，明显好于其它区。因此足量秸杆还田 

与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相配合，是当前的可行途径。 

4，长期单施化肥，无法保持产量的稳定。从定位施用纯化肥小区与常规有机肥区相 

比．开头 1—2年内无明显差别，但随着年份增加，施纯化肥区产量则明显下降，8年后单产 

要比常规低近一成，同时土壤有机质明显减少，养分失词情况大于常规区。 

5，增施磷钾肥效果显著．从配方区与常规相比，有机质及氮衰相同情况下，配方区每年 

比常规区增加施五氧化二磷2．3kg,氧化钾7kg，而单产平均要增96 9kg，其投入产出比在 1 

：7以上．效益显著。 

总之．从土壤角度看，肥沃疏松的土壤是作物高产的基础，而科学台理施肥既要考虑当 

季高产，又要考虑稳定提高地力，而从目前现状条件看，应用猪羊灰加秸杆，从收支平衡角度 

考虑足量的 N、P、K及微肥相配套施用，是既能获得高产，又可保证土壤地力经久不衰的重 

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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