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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 和研究 了扬州 市土壤 中有效锌的含量及其分布状况
。

根据 分析资料
,

全市约有90 % 的耕 地表现 出

不 同程度的缺锌现象
,

可 分为 潜在缺锌
,

中度缺锌和极度缺锌三个 区域
。

施用有机肥料可 以缓和 土坡 缺 锌

状况
。

锌是植物生长必需 的营养元素之一 〔1 〕
。

近年来 由于产量水平不断提高
,

化肥用量增加和

有机肥用量的减少
,

土壤 中锌 的消耗量也随之增大
。

70 年代末
,

我市陆续发生缺锌导致的水

稻僵苗和玉米花 白叶症状
。

施用锌肥后可消除前述症状
,

并获得明显的增产效果
。

为了明确

扬州市土壤有效锌含量丰缺状 况
,

为合理施用锌肥提供科学依据
, 1 9 8 4年秋播前

,

在全市范

围内统一取样
,

对扬州市土壤中有效态锌的含量和分布状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

现将基本情

况汇总如下
。

一
、

土壤状况

我市位于江苏省中部
,

地处江淮之间
。

地势西高东低
,

按地貌类型和成土母质分为里下

河
、

丘陵
、

高沙土和沿江好区四个农业区①
。

里下河农业区以全新统 (Q
4 ’ ) 湖积淤粘土母质发

育的潜育或脱潜育型水稻土 (勤泥土
、

黑粘土等 )为主 ; 丘陵农业 区以 ( Q
。
) 下蜀黄土母质发

育的黄白土
、

马肝土
、

板浆白土等土壤为主
;
高沙土农业区以全新统 ( Q

` “ , ) 长 江老冲积物

母质发育的潮灰土
、

高沙土等土壤为主 ; 沿江农业区以全新统 ( Q
` ” , ) 长 江新冲积物母质发

育的淤泥土为主
。

二
、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在全市近一千万亩耕地上 共采集耕层样品 (水田 0一 1 sc m ,

旱田。一 20 c m ) 2 9 1 7个 ; 以土

属为单元挖典型剖面 39 个
,

采土样 1 68 个
,

全部用塑料破和硬质塑料板磨细
,

通过 1 m m筛孔

(尼龙网筛 )
。

以D T P A为浸提剂
,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有效态锌
。

三
、

含量与分布

(一 ) 含量概况 全市土壤耕层有效锌含量平均 0
.

56 p p m
,

接近 0
.

s p p m缺锌临界值水平
,

* 本工作为 扬州市土壤普查工作的一部分
。

① 扬州市 土维 志
,

扬州 市土维 普查办公室编
, 1 9 8 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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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坡有效锌含址分布频率

变幅 0
.

1 3一 e
.

2 3 p pm
,

标准差 o
.

3 2 p p m
,

分布

频率如图 1
。

从图 1可看出
,

43 % 的土壤低于

。
.

s p p m
,

属缺锌范围 ; 4 8
.

5%的土壤在 0
.

5

一 1 p p m之间
,

属于缺锌的边缘值
。

若以 1

PP m 为土壤有效锌潜在缺乏 的标准
,

则我市 奋

缺锌面积达 9 1
.

5%
。

由此看来
,

土壤缺锌已

成为我市作物生长 的限制因素之一
。

(二 ) 宏观分布规律 各农业区土壤有效态锌

表 1 扬 州 市 各 农 业 区 土 壤 有 效 锌 含 量

农业 区 成 土母质 主 要 土 属 样品数
(个 )

有效锌
( P Pm )

C a C O 3

%

黄淮冲积物

湖相沉积物

湖海沉积物

潮黄土
,

黄杂土

勒泥 土
,

黑枯土

乌 土
,

勤泥 土

0
.

5 7士 0
。
1 6

0
。

5 1士 0
。

1 9

0
.

4认士 0
。
1 3

3
。

8一6
。

7

0
.

4 5一 1
.

2 8

> 2

7
。

8一 8
。

7
。

5一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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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下里

丘陵

高沙土

沿江

下蜀黄土

长江老 冲积物

长江新 冲积物

黄白土
,

马肝 土
,

板浆 白土

潮灰土
,

高沙土

淤泥 土

4 2 8

7 1 1

2 8 6

0
.

6 5 士 0
。

1 8

0
。

4 7士 0
。

17

0
。

6 1士 0
。

2 1

0
.

0 5一 0
。

2 7

1
.

2 4一 1
.

2 9

6
。

5一 6
。

8

7
。

5一 7
。

8

7
。

8

注 : 肥料试验点
、

苗圃
、

林场等地样品均未参加统计
。

平均含量见表 1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以湖海相沉积物母质发育的乌土及一部分勤泥土最缺
,

仅 o
.

4 Op pm
。

其主导影响因子系该区历史上常遭海潮侵袭
,

海相沉积物含锌量低 1[ 〕 ,

导致该

母质上发育的土壤严重缺锌
。

其次是高沙土地区长江老冲积物母质上发育的土壤
,

土壤有效

锌也低于缺锌的临界值
,

仅为 0
.

4 7 p p m
。

该农业区位于长江古沙堤上
,

质地 以轻壤
、

沙壤为 .

主
,

漏水漏肥
,

土壤质地偏沙是该区土壤有效锌含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
。

里下河农业区黄淮

冲积母质
、

湖相冲积母质以及沿江农业区的长江新冲积物母质发育的土壤
,

质地大都在中壤

到轻粘
,

土壤呈中性~ 弱碱性反 应
,

土壤有效锌较高
,

大都在 0
.

51 一 0
.

6 1 p p m之间
。

丘陵下

蜀黄土母质上发育的土壤由于成土历史较长
,

而且地处丘陵
,

淋溶作用较强
,

碳酸钙含量在

全市最低
,

土壤偏酸性
,

该区的土壤有效锌含量最高
,

达。
.

6 5 p p m
。

由上可见
,

地形地貌和

成土母质是影响我市土壤有效锌宏观分布的主导因素
。

一般说来
,

石灰性土壤较中性
、

偏酸

性土壤有效锌含量低
,

沙土较粘土有效锌含量低
。

根据缺锌程度
,

全市可分为潜在缺锌区—
丘陵农业区 ; 中度缺锌区— 里下河农业区的大部和沿江农业区 ; 严重缺锌区— 高沙土农

业区和里下河农业区 的好外亚区 (湖海相沉积物母质 )
。

(三 )微域分布规律 我市土壤有效锌含量大于 1 PP m 的乡镇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城 区附近
,

围绕城区呈同心园分布
。

同样的规律
,

村庄附近土壤有效锌含量都高于远离村庄的土壤
。

从

土壤类型看
,

也以菜园土属有效锌含量最高
。

由此可见
,

土壤有效锌微域分布主要受人为耕

作和施肥的影响
。

(四 )土壤剖面 中的分布规律 土壤有效态锌在剖面中的分布与有机质的分布基本一致
,

具

有明显的耕层富集现象
,

即随着深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

见表 2
。

据 39 个剖面 1 66 个样品土壤

有效锌与有机质的相关分析表明
,

两者呈显著正相关 (r
二 。

.

6 3 9
* “ , n = 16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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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乏 典型 剖面 土 壤 有 效 锌 分 布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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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注

:
A

:

耕层
,

水 稻土淹育层 P
:

犁底层

D m :

乌 泥层 G
:

潜育 层 B
:

W
:

渗育层 W
g :

脱潜层

淀积层 C
:

母质层

四
、

锌肥的合理施用
.

1 9 8 5年以来
,

根据调查结果
,

我们在全市范围内大面积推广施用锌肥
。

在严重缺锌区 (锌

肥显效 )推荐稻
、

麦两季都施用锌肥 ; 中度和潜在缺锌区推荐仅在稻季施用锌肥
; 土壤有效态

锌含量高于 1 p p m 的
,

则不施锌肥
。

凡每季
、

每亩施用 4 0 0 0 斤以上纯猪粪尿或同等质量其

它种类的有机肥
,

一般不再施用化学锌肥
。

锌肥 的施用量均为基施 2 斤硫酸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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