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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田长期试验(1988～ 1999)证明红壤施用磷肥后 ,土壤保水力增加 13 ～ 19%,室内试验表明

多种磷肥(普钙 、一铵 、二铵)均能增加红壤保水能力 ,但在石灰性潮土上无此作用 ,故认为这是由于施磷后生成

了胶态磷酸铝在土壤中起絮凝作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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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施用磷肥对土壤保水能力的影响国内未见报导 ,国外也少有报导。红壤地区季节

性干旱较严重 ,施磷肥如能增加土壤保水能力 ,将是一件有意义的结果。我们在江西鹰潭中

科院红壤生态站进行的长期定位试验(1988 ～ 1999 ,4次重复)中发现 ,凡是施用磷肥的小区

(每季施钙磷肥相当于 P4.8 ～ 8.5公斤/亩)土色明显湿润 ,照片显示清晰差异。遂于 1999

年 4月 6日(雨后第三天)采取各处理土壤(0 ～ 15厘米和 15 ～ 25厘米两层)测定土壤水分

含量 ,4次重复平均结果如下:
表 1　长期施磷后不同处理土壤水分含量(%)

处理 NPKCaS NPKCa NPK NP PK NK

0～ 15cm

15～ 25cm■

25.0a

26.5

24.9a

24.6

24.5a

27.4

24.0a

27.3

23.2a

28.1

21.2b

25.8

　　■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表 1 表明 , 0 ～ 15厘米土壤水分

含量 ,凡施磷的处理均较不施磷处理

(NK)高出 13 ～ 19%并达到显著水

平 ,而 15 ～ 25厘米土层中各处理之间

水分含量 ,包括施磷不施磷间的差异

均达不到显著水平 ,这说明施磷 12年后底土受磷影响很小
[ 1]
。

表 2　加磷对土壤水分含量的影响

土壤 处理 pH 水分(%)

红壤(第四

纪 , 江西鹰

潭)

对照

磷酸一钙

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

磷酸一钙 、Ca(OH)2

4.6

4.4

4.8

4.9

8.2

24.9

27.1

27.6

26.0

29.1

潮土(湖南

封丘)

对照

磷酸一钙

8.5

7.5

26.5

26.0

红壤施用磷肥增加土壤保水能力是否需

要长期施用以后才有作用呢? 我们在室内布

置了红壤加磷试验 ,看看加磷能否迅速增加

土壤保水能力 。土壤分别加入磷酸一钙 、磷

酸一铵 、磷酸二铵 ,并加一个磷酸一钙加石灰

调 pH 到 8.2的处理 ,以研究不同磷肥和土

壤 pH 的影响。加磷量为土壤 20mg/kg P ,

加水至饱和状态 ,放在室温条件下蒸发 ,至第

7天测定水分含量 ,为了比较还用了一个石

灰性潮土同时进行加磷测水分 ,结果列于表

2。

从表 2可以知道红壤施磷(20mg/kg P)在短期内即可使保水力增加 ,但潮土施磷并无

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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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施磷为什么能增加土壤的保水能力 ,有人[ 2]认为是由于酸性土壤中存在大量铝和

磷肥作用生成胶态磷酸铝 ,在土壤中起胶结作用造成的 ,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只有在加入

H3PO4时才有 。我们的试验证明 ,加入各种磷肥(一钙 、一铵 、二铵 、钙镁磷肥)均能起到增

加土壤水分作用 ,这是因为只要在土壤中能够生成磷酸铝 ,甚至在 pH 较高的条件下 ,也能

增加土壤水分保涵能力 ,但在其它土壤(如潮土),由于不能生成磷酸铝 ,所以磷肥施用不能

增加土壤保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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