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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浙江 、安徽两省茶园土壤有效态硫素营养状况及近十年来的变化情况的调查 ,当前茶

园土壤有效硫含量变异很大 ,变化范围在 5.17～ 259.30mg/ kg 之间 ,平均为 61.41mg/ kg。高产茶园有效硫含

量高于低产茶园。在 0～ 40(45)cm 的范围内有效硫含量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呈现较明显的递增趋势。近十

年来 ,两省茶园土壤硫素营养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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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是茶树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 ,茶树体内许多生化成分中都有硫元素存在 ,硫作为其营

养元素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茶树生命物质的组成 。茶树硫素营养的丰缺直接影响着茶叶的

品质和产量[ 1 ,2] 。据研究 ,缺硫茶树叶片的游离氨基酸总量较不缺硫的低 37%①。因此 ,缺

硫对茶树的生长和品质产生不良影响。茶树是一种多年生采叶作物 ,每年的采摘及修剪等

都会从茶园中带走部分硫素。据报道[ 3]每采叶 100 公斤 ,可带走约 2kg 硫。与茶树硫素营

养状况直接有关的是茶园土壤中有效硫的含量。印度试验表明 ,每公顷茶园年施硫 20公斤

能使茶树获得显著的增产提质效果[ 4 , 5] 。我们取样调查了浙江 、安徽两省茶园土壤有效硫

含量状况 ,同时对 1990年在这两个省取的土样也进行了分析 ,以比较近十年来两省茶园土

壤中硫素营养状况的变化情况 。

1　材料与方法
1.1　土壤样品

1998年夏秋季(7 ～ 9月份),根据浙江省和安徽省的茶园分布情况 ,在两省各选择了有

代表性的 52个不同产量水平 、不同肥力水平及不同土壤母质类型的茶园 ,按 0 ～ 20cm ,20 ～

40cm 深度采集土壤样品 286个 。1990年土壤样品安徽省 39个 、浙江省 41个。1990年的

取样地点与方法基本同 1998年 ,但取样深度为三层 ,即 0 ～ 15cm ,15 ～ 30cm 和 30 ～ 45cm 。

1.2　样品测定[ 6 ,7]

土壤有效硫用含磷(P)500mg/ l的磷酸二氢钙溶液按 1∶5的土液比浸提 ,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测定;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滴定法测定;土壤 pH 值采用 1∶1的土

液比 ,用 pH 计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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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浙江 、安徽茶园土壤有效硫状况

当前浙江 、安徽二省的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变异很大 ,变化范围在5.17 ～ 259.30mg/kg

之间 ,平均为 61.41mg/kg 。从表 1看出 ,浙江省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低于 40mg/kg 的占

43.94%,40 ～ 100mg/kg 之间的占 36.36%,高于 100mg/kg 的占 19.70%。而安徽省当前

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低于 40mg/kg 的占到了 63.88%, 40 ～ 100mg/kg 之间的占 30.56%,

高于 100mg/kg 的仅占 5.56%。可见 ,浙江省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的总体水平高于安徽省。

不同产量水平的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差异较明显 ,总体上是高产茶园(150公斤/亩以上)高

于低产茶园(75公斤/亩以下)。但是即使是高产茶园 ,土壤的有效硫含量的变异也很大 ,变

化范围在 5.17 ～ 259.30mg/kg 之间 。高产和低产茶园土壤有效硫的差异表现在分布情况

上 ,综合二省情况 ,23.5%的高产茶园有效硫含量在 100mg/kg 以上;而低产茶园有 50.1%

的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在 40mg/kg 以下 。同样 ,浙江省的高产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相对较

高 ,有 31.6%的含量在 100mg/kg 以上。而安徽省高产茶园中有效硫在 100mg/kg 以上只

占 16.3%。
表 1　当前浙江 、安徽不同产量水平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及其分布(1988 年)

省份
茶园

类型

0～ 20cm 20～ 40cm 含量分布

平均值

(mg/ kg)
变化范围

(mg/ kg)
平均值

(mg/ kg)
变化范围

(mg/ kg)
<40

(%)
40～ 100

(%)
≥100

(%)

浙江

高产

中产

低产

合计

70.09

54.18
30.70

55.76

19.80～ 189.60

9.37～ 154.60
6.38～ 43.00

6.38～ 189.60

93.70

60.84
77.20

71.32

39.10～ 259.30

18.60～ 257.73
1.90～ 249.90

1.90～ 259.30

17.44

40.00
43.78

43.94

50.96

37.50
35.70

36.36

31.60

22.50
20.52

19.70

安徽

高产

中产

低产

合计

39.70
39.43

19.41
30.99

5.17～ 124.70
5.62～ 113.24

6.10～ 54.46
5.17～ 124.70

55.30
37.85

25.16
42.27

6.50～ 130.60
7.32～ 96.51

5.20～ 90.93
5.20～ 130.60

31.50
42.50

56.24
63.88

52.20
31.25

29.81
30.56

16.30
16.25

13.95
5.56

表 2　茶园土壤有效硫在土层中的分布

省份
取样

时间

土层深度

(cm)

有效硫含量分布

含量范围

(mg/ kg)

平均含量

(mg/ kg)

<40mg/ kg

(%)

40～ 100mg/ kg　≥100mg/ kg

(%)

浙

江

省

1998

1990

0～ 20

20～ 40

0～ 15

15～ 30

30～ 45

6.38～ 184.20

9.08～ 259.30

11.45～ 189.60

10.02～ 235.10

13.45～ 410.50

55.76

71.32

84.83

106.09

125.01

54.55

33.33

33.33

15.38

6.67

30.30

42.43

33.34

38.47

39.48

15.15

24.24

33.33

46.15

53.85

安

徽

省

1998

1990

0～ 20

20～ 40

0～ 15

15～ 30

30～ 45

5.17～ 124.70

6.46～ 130.60

5.20～ 114.50

5.87～ 190.80

5.41～ 210.60

30.99

42.27

40.28

55.81

59.41

72.97

54.29

57.14

42.86

42.86

21.62

40.00

35.72

35.71

42.85

5.41

5.71

7.14

21.43

14.29

2.2　茶园土壤有效硫在土层中的分布

从两省的茶园土壤样品来看 ,不管是 1990年的土样还是 1998年的土样 ,其有效硫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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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 0 ～ 40cm 或 0 ～ 45cm 的范围内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呈现较明显的递增趋势(表

2)。由表 2可看出 ,表层土的有效硫含量均低于深层土 ,同时处于缺硫临界阈值(40mg/kg)

以下的比例也明显高于深层土 ,含高硫的几率也明显低于深层土。这可能是本文中测定的

有效硫的形态主要为 SO2-
4 ,土壤胶体对其吸附能力比较弱 ,极易因降雨而淋溶至深层。

2.3　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与有机质 、pH 值的关系

从两省 1990年和 1998年的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 、有机质含量及 pH 值的测定结果来

看 ,土壤有效硫含量与有机质含量有着一定的负相关性 ,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随着土壤有机

质含量的递增 ,有效硫含量呈现递减的趋势;土壤有效硫含量与土壤 pH 值之间没有相关。

2.4　近十年来土壤有效硫含量的变化

与1990年情况相比 ,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和分布情况在近 10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表 2)。1990年浙江省茶园耕层土壤(0 ～ 45cm)有效硫平均含量达到了 99.07mg/kg ,变化

范围在 11.65 ～ 180.96mg/kg 之间。而 1998年该省茶园耕层土壤(0 ～ 40cm)有效硫平均含

量下降到了 63.54mg/kg ,变化范围在 14.600 ～ 166.88mg/kg 之间。以 0 ～ 15(20)cm 土层

为例 , 1990年该土层有效硫平均含量为 84.83mg/kg ,含量在 100mg/kg 以上的占 33.33%,

低于 40mg/kg 的占33.33%;而 1998年 0 ～ 20cm 土层有效硫含量平均为 55.76mg/kg ,含量

在100mg/kg 以上的仅占 15.15%,低于 40mg/kg 的占 54.55%。安徽省 1990 年茶园耕层

土壤(0 ～ 45cm)有效硫含量平均为 51.75mg/kg ,而 1998 年下降到了 36.47mg/kg 。相应

地 ,1998年 0 ～ 20cm 土层有效硫含量平均值从 1990年的 40.28mg/kg 下降到 30.99mg/

kg ,其中低于 40mg/kg 的土样从 57.14%增加到 72.97%。显然 ,近 10年来 ,两省茶园土壤

有效硫含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据报道[ 3] ,茶园土壤有效硫含量的临界阈值是 35 ～

40mg/kg 。按此阈值计算 ,浙江省 1990年仅有 21.05%的茶园土壤可能缺硫 ,而 1998年则

上升到了 33.33%;安徽省 1990年有 50.00%的茶园土壤可能缺硫 ,而 1998年则上升到了

64.86%。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硫被茶树吸收并通过采茶而移出茶园;二是近

年来含硫肥料投入量减少而降低了土壤中硫的来源。如硫酸铵基本被尿素取代 ,并且越来

越多地施用以磷铵和氯化钾为原料的复合肥 。因此 ,茶园中应定期或不定期地补施一些含

硫肥料 ,如硫酸钾 、过磷酸钙或硫酸铵等 。多降雨的地区考虑到土壤中硫的淋失等因素 ,一

般每生产 100公斤成茶应补施 2 ～ 3公斤硫。对降雨不多的地区可每 3年施一次硫肥 ,每次

施硫量以每公顷施 20 公斤较为合适。施肥可将每年氮使用量的 20%以硫酸铵的形式施

入 ,N∶S 的比例维持在 1.0∶0.2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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