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兴地区土壤肥力现状及其培肥途径

马 恒 惕

《江苏 省宜兴县 农业局 )

土壤是发展农牧业 的基础
,

培肥土壤是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措施
。

为了闸明宜兴县 1 9 8 1年

秋种开始实行联产承包以来的土壤肥力状况和今后培肥途径
,

现就 1 9 8 1年全县设立的21 个土

城肥力监测点
,

大面积抽样调查和 1 9 8 1年 9 月
, 1 9 8 5年 1 月全县 18 个村 (组 )的肥料结构调查

以及长期肥料试验 ( 4 一 7 年 )观察结果
,

对宜兴县土壤肥力演变
、

现状
、

主要问题
、

产生原

因与解决办法
,

概述如下
。

一
、

土壤肥力的演变
、

现状及其主要原因

(一 )土城有机质下降
,

土坡速效钾锐减
,

土滚普遮缺翻缺锌 宜兴县联产承包以来
,

土

城肥力发生了很大变化
。

以 1 9 8 1年秋种前和 1 9 8 4年秋种前同期土样相比
,

从 21 个土壤肥力监

侧点和面上 56 一 1 19 块田 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
: 1

.

土壤有机质下降极显著
,

三年下降 0
.

1 89 %
,

平均每年下降 0
.

06 3%
。
2

.

土壤速效钾下降最多
,

三年下降 3 1
.

I PP m ,

平均每年下 降 I O
.

3P p m
。

随着土壤速效钾的迅速下降
,

土壤缺钾面积也相应扩大
,

1 9 8 1年缺钾面积为 82 %
,

而 1 9 8 4年

达 95 %
,

平均每年扩大 5%左右
。

由于土壤缺钾面积的扩大与加重
,

导致三麦缺钾黄化症和水

稻细菌性基腐病的相应扩大与加重
。

1 9 8 4年全县三麦缺钾黄化苗约 15 万亩
, 1 9 8 5年三麦缺钾

黄化苗近 27 万亩 , 1 9 8 3年水稻细菌性基腐病约 10 万多亩
, 1 9 8 4年近 26 万多亩

, 1 9 8 5年到处都

有零星发生
,

有的相 当严重
。

3
.

土壤速效磷略有下降
,

缺磷面积不断扩大
。
1 9 8 1年全县农田

缺磷面积为80 %
,

而 1 9 8 4年达” %
。

由于缺磷状况依然存在
,

增施磷肥 (普钙 )的增产效果相

当显著
。

据 325 块田的试验结果
,

与单施氮肥相比
,

小麦每亩增施磷肥 ( P Z O
。
) 7 斤

,

亩增产

69 斤
,

因施磷肥增加净收入 4
.

4元
; 油菜每亩增施磷肥 ( P

Z
O

。
) 10 斤

,

亩增产 1 88 斤
,

因施磷肥

增加净收入 80
.

3元 , 水稻每亩增施磷肥 ( P
:
O

。
) 3

.

6斤
,

亩增产 35 斤
,

因施磷肥增加净收入 3
.

4

元
。

4
.

土壤普遍缺硼缺锌
。

据 1 9 8 2年年底 I n 个水稻土耕层土样化验结果
* ,

全县水稻 土 缺

翻面积占98 %
,

缺锌面积占86 %
。

由于土壤缺硼缺锌
,

近年来
,

硼
、

锌肥施在缺硼缺锌的农

田里
,

表现出明显的增产效果
,

据 21 组三麦硼肥肥效试验
, 6 组平产

,

15 组增产
,

增产幅度

为 6一 15 %
,

平均增产4
.

3% (包括 6 组平产 )
,

14 组三麦锌肥肥效试验结果
,

有 4 组平产
,

10

组增产
,

增产 5一15 %
,

平均增长 6
.

2% (包括 4 组平产 )
。

还有铜峰乡南河村油菜施翻肥
,

亩

增产 54 斤
。

油菜施锌肥 已有极少数田块增产极显著
,

这种情况在宜兴县历 史 上 未 曾有 过
,

1 9 8 4年
,

新街乡民耽村小粉白土发生了油菜缺锌病— 白化苗
,

经叶面喷锌肥
,

比对照亩增

产 1 4 4斤
,

增长 1 2 0%
。

(二 )土滚物理性状 , 泊变好
,

级和了土坡缺素矛后 根据21 个土壤肥力监侧点的监测
,

上

* 南京 农学院土化系化验徽 t 曹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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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容重 由 1 9 8 2年的 1
.

12 克 /厘米
3

下降到 1 9 8 4年的 1
.

15 克 /厘米
“ ,

土壤总孔隙度 由 1 9 8 2年 的

55 %上升到 1 9 8 4年的56 %
,

土壤通气孔隙度由1 9 8 2年的5
.

2%
_

L升到 1 9 8 4年的 6
.

4%
。

土体中青

泥层 已消失
,

但耕层深度多数仍在 1 2一 13 厘米
,

没有加深
。

山于作物产量受土壤肥力中多因

素的综合影响
,

因此
,

近三年来
,

虽然土壤有机质与土壤速效钾显著下降
,

但由于土壤物理

性状明显变好
,

又增施 了钾肥
,

采用了高产良种
,

才使作物产量较为稳定
,

并且有所上升
。

二
、

土坡肥力演变的原因

(一 )土滚养分收支不平衡 宜兴县 1 9 8 2一 1 9 8 4年氮
、

磷
、

钾养分定点调查材料表明
:

氮素

每年有盈余
,

磷素从盈余到亏损
,

钾素每年亏损 ( 表 1 )
。

表 1 抽 样 稻 麦 田 氮
、

磷
、

钾 收 支 惰 况 n = 2 0

投 入总且 《斤 /亩 》 支 出总 t (斤 /亩 )

年 份
P :

o
o K :

O P z o s

1 1
.

9 0

1 1
,

7 4

1 2
.

4 3

K
: 0

产 t

( 斤 /亩 )

Où丹gU曰

ō -丹山命J,U

19 82

19 8 3

19 8 4

13
.

2 8

1 4
.

2 0

1 1
.

8 0

2 0
.

3 0

18
.

9 0

1 9
_

7 0

0 5

8 5

3 8

2 8
.

3 1

2 8
.

0 6

3 0
_

0 1

余 ( + )
,

亏 ( 一 )情况

N P 2
0

o
K

:
O

+ 8
.

4 7 + 1
.

3 8 一 8
.

0 1

+ 7
.

2 5 + 2
.

4 6 一 9
.

1 6

+ 8
_

7 4 一 0
_

6 3 一 1 0
_

3 1

麦 4 6 5
,

稻 9 9 5

麦 4 52
,

稻 9 9 5

麦 4 30 ,

稻 1 1 0 8

州洲
1N.7oo’.1

注。
水相以杂优稠为主

。

( 二 )有机肥与无机肥比例失润 宜兴县有机
、

无机肥的合理比例为 1 : 1
。
1 9 8 2一 1 9 8 4年全

县有机肥比例平均为 37 %
,

比联产承包前三年 ( 1 9 7 9一 1 9 8 1年 )下降了 6%
。

由于有机肥含有机

质
、

氮磷钾和微量营养元素
,

随着有机肥的减少
,

容易造成土壤缺乏有机质
、

磷
、

钾和微量

营养元素
。

( 三 )氮确钾化肥 比例不协润 3年55 9块田的氮磷钾配比试验结果表明
,

氮 ( N )
、

磷 ( P
Z
O

。
)

、

钾 ( K
:
O ) 的合理配比

,

水稻应为 1 : 0
.

2 4 : 。
.

8 ,三麦为 1: 。
.

3 5 : 0
.

7 ; 油菜为 1: 0
.

4 : 0
.

6
。

但宜

兴县 1 9 8 2一 1 9 8 4年化肥用量比例平均为 N : P :
O

。
: K : O = l : 0

.

1 9 : 0
.

0 7
,

其中 1 9 8 2年 为 l : 0
.

2 3 :

0
.

0 3 2 , 1 9 5 3年为 l : 0
.

2 0 : o
.

o s e ; 1 9 5 4年为 l : 0
.

1 5 : 0
.

1 1 ,

这与宜兴县稻
、

麦
、

汕菜正常生长

发育所需要的氮
、

磷
、

和钾的合理比例相比
,

差距太大
。

这个差距不仅反映了氮过头
,

磷不

足
,

钾极缺的施肥状况
,

而且使原来就不协调的土壤养分显得更不协调
。

( 四 )肥料结构有了突变 联产承包以来
,

已有三年普遍不施河泥和草塘泥
,

使土壤有效

钾的含童明显下降
。

据调查
,

联产承包前每年每亩用河泥约 50 担
,

近三年少用河泥约 1 50 担
,

折

速效钾 ( K ) 3
.

4斤
,

缓效钾 ( K )6
.

8斤
,

合计 10
.

2斤
,

占稻田钾素总损失量的 40
.

3%
。

(五 )确肥用 t 减少 全县 1 9 8 2一 19 8 4年每亩磷肥 ( P
:
O

。
) 用量 (包括有机磷 )平均 为 1 3

.

7

斤
,

其中1 9 8 2年为 1 4
.

5斤
, 1 9 8 3年为 1 3

.

6斤
,
1 9 8 4年为1 2

.

0斤
,

比联产承包前的 19 7 9一 1 9 8 1年的

1 5
.

1斤 ( P
:
O

。
)

,

平均每年每亩减少 2
.

4斤
,

从而造成了近几年土壤磷素从盈余到亏损的恶果
。

(六 )耗钾 , 大的作 . 面积大 宜兴县 1 9 7 9一 1 9 8 4年平均每年种杂优稻 32
.

99 5万亩
,

占全

县水稻田面积的 3 2
.

3%
。

杂优稻吸肥能力比较强
,

杂优稻草含钾 2
.

36 %
,

籽粒含钾。
.

25 %
,

梗

稻草含钾 1
.

47 %
,

籽粒含钾。
.

25 %
,

可见
,

千斤杂优稻比千斤梗稻多耗钾 ( K
:
O ) 8

.

9斤
。

联产承包以来土壤物理性状变好的主要原因是联产承包后
,

把原来的稻
、

稻
、

麦三熟制

彻底改为稻
、

麦或稻
、

油 (肥 )两熟制
,

使土壤浸水时间缩短
:

双三熟浸水 18 0天左右
,

两熟制

浸水 1 35 天左右
,

减少 40 多天
,

延长了换茬时间
,

有利于耕翻晒堡
,

克服了烂耕烂种
,

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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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耕水耙
,

致使土壤容重和土壤通气孔隙等物理性状向好的方向转化
,

有利于土壤潜在养分

的释放
,

增强了土壤 的供肥性能
,

为全县 1 9 8 2一 1 98 4年连年增产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三
、

培肥土壤的主要途径

.

宜兴县地力测定表明
,

作物产量的高低对土壤肥力有很大的依赖性
。

据 55 9块田基础产量

的微电脑处理结果
,

作物产量随土壤肥力高低而差异较大
,

肥力高的田块
:
小麦产量依赖土

壤肥力的程度占58 % (即不施肥可收到绝对产量的 58 % )
,

杂优稻占75 %
,

梗稻占 71 %
,

油菜占

2 0 % ;肥力低的田块
:
小麦占43 %

,

杂优稻占65 %
,

粳稻占 58 %
,

油菜占5%
。

全县土壤肥力总

的来讲
,

大致是小麦无肥五成收
,

水稻无肥七成收
,

油菜无肥一成收
。

可见
,

培肥土壤是继

续提高单产的关键措施
。

从宜兴县的实际情况出发
,

提高土壤肥力
,

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
:

(一 )增施有机肥料 增施有机肥料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缓和土壤缺

素的矛盾
,

维持土壤养分平衡
,

提高化肥效益
。

宜兴县五年多来有机肥与无机肥的配比试验

及其养分的测定结果表明
,

以 50 %的配 比为最好
。

每亩用量
,

每年不得少于 35 一 40 担优质草

猪灰 (含氮量为 0
.

35 % )
,

方能保持土壤有机质和磷
、

钾养分的平衡
。

有机肥的主要来 源 是
:

1
.

养猪积肥
。

猪灰含氮量达 0
.

32 %
,

质量高
,

对培肥土壤
,

提高单产
,

起着重要作用
。

2
.

秸秆还田
。

秸秆 (稻
、

麦草和油菜箕 )中粗纤维含量高
,

直接还田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

疏

松土壤
,

特别是长期连续使用稻草还田
,

其增产作用会不断提高
。

宜兴县万石乡余庄村
“

低产

白土综合改良利用
”

基点
,

两年连续施用稻草与猪灰对比结果
,

在同等养分水平的条件下
,

稻

草的增产作用不比猪灰差
,

说明稻草还 田可补充猪灰用量的不足
。

现阶段油菜箕还田潜力相

当大
,

1 9 8 5年全县油菜面积达 2 1
.

5万亩
,

亩产菜籽 19 0斤
,

亩产油菜箕约 6 00 斤
,

一亩油菜箕

可施两亩水稻田
,

这是相当大的有机肥源
。

为 了提高农田钾素回收率
,

可提倡燃料用粳稻草
,

还 田用杂优稻草
,

对缓和化学钾肥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
,

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
3

.

种植经济绿肥
。

经济绿肥既可 当肥料
,

又可当饲料
,

有的还可 以做蔬菜
,

农户乐意接受
。
1 9 8 5

年清东乡农技站以蚕豆 (肖山种 )与蔬菜 ( 菠菜和塌菜 )套种结果
,

每亩净收入 2 74 元
,

比种麦的

经济效益提高了 5
.

6倍
。

经济绿肥的合理种植
,

在近期内把单季稻秧田茬安排种经济绿肥
,

不

仅为满足单季稻培育壮秧提供早茬肥茬
,

而且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
。

(二 )合理施用化肥 化肥是当季作物高产不可缺少的肥料
。

目前
,

全县施用氮
、

磷
、

钾

化肥的比例为 1 : 0
.

2 : 0
.

3 8 ( N : P
Z
O

。 : K
Z
O )

,

因此必须针对氮肥过头
,

磷偏低
,

钾极缺的肥 料

现状
,

调整好化肥结构
。

首先应根据土壤供氮能力和作物需求
,

适当施用氮肥
,

并与增施磷

钾肥相结合
,

改进氮肥施用技术
,

其次应全面增施磷肥
。

由于磷肥移动性小
,

肥效长
,

有利

于几季作物的增产增收
。

使用磷肥应掌握早重水轻
,

前重后轻
,

优先保证绿肥
、

蔬菜
、

油菜
、

三麦和秧田用磷肥
,

大田水稻苗期遇低温
,

不可忽视增施磷肥 ; 另外应普施钾肥
。

对缺钾土

壤
、

有机肥少的田
、

烂湿田
、

秧田
、

秧田茬
、

免耕 田
、

丰产 田和绿肥
、

油菜
、

三麦
、

水稻
、

百

合
、

萝 卜
、

山芋
、

竺麻
、

大蒜
、

芋头
、

芹菜
、

慈菇
、

菠菜
、

黄豆
、

蕃茄
、

藕等均要重施钾肥
。

为了缓

和化学钾肥供不应求的矛盾
,

要收积
、

贮存和使用好草木灰
。

据统计
,

宜兴县每年烧草约 6
.

24

亿斤
,

烧出来的草木灰含钾量相当于 1 3 5 2万斤氯化钾
,

这对农业增产增收和土壤钾素平衡将

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还应施用微肥

,

如油菜大面积需施用硼肥
,

水稻和三麦缺锌田块
,

需增施

锌肥
。 (下转第2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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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太确切
,

是否可更名为砂壤土
,

这样 既 能 看出质地过渡
,

又能看出上下联系
。

粉土

与粉城土两个质地均属坡土组
,

但单就其名称来看
,

很难区别出哪个在质地上较细一些
。

另

外
,

单从
“

粉
,

字来讲
,

在颖粒命名上是经常采用的
,

如粉粒
,

粉砂粒等
,

在国内外使用习惯

上
,

对
“

粉
”

字只表现在顺粒命名上
,

而用
“

粉
”

字来命名土壤质地
,

在土壤科技文献上是少见的
。

单独的
“

粉
”
土

,

可以理解为粉砂质壤土
,

这样明显地和下一个质地
“

粉壤土
,

成了一个质地的土

坡了 ; 因为粉攘土也可以理解为粉砂质壤土
,

而实际上两个土壤质地在粒级组成是有明显区别

的
,

能否将粉土改为坡土
,

而粉坡土的名称不变
。

其次是粘壤土
,

这一质地名称从颗粒组成

及质地过渡
,

都很明显自然
,

易于理解
。

在壤土组中
,

最后一个质地为砂粘土
,

该土虽含砂

粒超过 50 %
,

但粘粒大于 30 %
,

在实际表现中
,

确实粘着
,

干后硬如石
,

湿时难耕作
,

宜耕

期难于掌握
。

这种类型 的土壤
,

它和下面的粉粘土在粘粒含量上 ( 30 一 35 % )相差不多
,

故建议

将砂粘土归入粘土组
,

也许是适宜 的
。

另外
,

在质地命名中的颖粒组成一栏中
,

我国制的粘粒 ( < 0
.

00 1毫米 )含量百分数其中砂

土组的枯粒含量 < 为30 %
,

而国际制规定砂土组的粘粒含量为。一15 %
,

美国制规定为。一 20 %

觉得国际制与美制规定的砂土的粘粒含量较为适宜
,

因为实际上有些粗砂或细砂土中粘粒的

含 t 甚少
,

有的几乎不含粘粒
,

而我们规定的小于 30 %似乎有些偏高
,

应该规定一个从
“ 。”

开
,

始的适宜范围
。

在壤土组中
,

国际制规定粘粒含量在 15 一 25 %
,

美制规定为。一 20 %
,

我国制规 定 为 <

30 %
,

这个数值与国际制及美制比较
,

就壤土组而言
,

我国制有些偏高
。

在粘土组中
,

粘粒含量就砂粘土而言
,

国际制规定粘粒含量为25 一 45 %
,

美制规定为 30 一

50 %
。

我们规定的为大于 30 %
,

似乎稍偏低了些
。

我国制的粘土
,

实际上相当于美制及 国际

制的枯土及重粘土
,

国际制规定枯粒含量为 45 一 65 一 1 00 %
,

美制为 50 一 70 一 1 00 %
,

我国规

定为大于 40 %
,

这似偏低了
。

我们作过一些粘土的机械组成分析 (吸管法 )
,

其粘粒含量远 高

于 4 0%
。

土城质地分类在土壤科学和农业生产实践中
,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目前
,

为了提高农业

生产的经济效益
,

土壤质地的改良
,

已逐步成为改良土壤的重要措施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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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深拱作层 土壤耕层浅
,

不利于作物高产
。

宜兴县土肥站在官林乡中里村的调查
:

耕层深度不同
,

产量高低相差较大
。

耕层分别为 15
、

1 3
、

n 厘米
,

小麦亩产依次为 8 1 7
、

7 2 8
、

6 8 2斤
。

万石
、

红塔两个乡的不同耕层深度的对比试验
:

耕层 15 一 16 厘米比耕层 12 一 13 厘米
,

亩增麦 29 斤
,

亩增杂优稻 78 斤
,

年单产增 10 7斤
,

增长 6%
。

因此
,

注意逐步加深耕作层是培

肥土壤
,

提高作物根系活力
,

促进作物高产稳产的基本措施
,

最好每年能深耕一次
。

( 四 )合理轮作改土 安排好种植比例
,

处理好水早轮作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轮作的关

系
,

保证一定面积的早作物
,

使土壤有彻底回旱的过程
,

减少土壤浸水时间
,

促进地力常新
,

对高产稳产
,

增产增收
,

也是重要措施之一
。

2 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