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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江苏 省泅洪县的砂姜黑土的有机质及 养分含量等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近年来
,

泅洪砂 姜 黑 土的有

机质
,

氮
、

磷等养 分含 鱼比 1 9 8 2年有了较 大的提 高
,

粮食产皿也 随之增加
,

但今后必须重视施用 有 机 肥料
,

合理施用氮
、

磷
、

钾肥及各种 微肥等
。

砂姜黑土是江苏省泅洪县的主要土壤类型之一
,

面积为 6 9
.

4 9 万亩
,

占全县总耕地面积

的32
.

7%
。

作为一种低产土壤
,

我国的砂姜黑土普遍存在着涝
、

早
、

瘩
、

僵等障碍因子
,

而

肥力水平不高则又是泅洪砂姜黑土的主要障碍因素
。

近年来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对其进行了治

理与改 良
,

使土壤性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

弄清楚近年来泅洪砂姜黑土的肥力演变状况和

肥力特征
,

是指导合理施肥和土壤培肥的重要依据
。

一
、

土壤肥力的演变与现状

土壤肥力的高低通常用土壤 中有效态营养元素的含量与供应能力来衡量
。

1 9 8 2年泅洪县

土壤普查结果① 表明
,

全县砂姜黑土地区耕层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为 1 1
.

7 g k g
一 ` ,

全氮含量为

0
.

71 9 k g
“ ` ,

速效磷 ( P )含量为 2
.

95 m g k g
“ ` ,

速效钾 ( K )含量为 1 31
.

5 m g k g
一 ` 。

由此可见
,

该

地区土壤与黄淮海平原其他地区砂姜黑土一样
,

明显存在着缺磷少氮
,

有机质偏低等不利因

素
。

针对这一情况
,

近年来当地在继续增加氮肥投入量的同时
,

开始大量施用磷肥
,

以弥补

土壤养分供应的不足
,

从而使得粮食产量较前有了明显的提高
。

随着近年来施肥水平和肥料组成结构的明显改变
,

泅洪砂姜黑土地区土壤的肥力水平也

发生了一些变化
。

1 9 9 0年的分析结果 (表 1 )表明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以及速效磷的含量都比

1 9 8 2年土壤普查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

而土壤速效钾含量则基本保持平衡
。

表 1 洒洪砂姜黑土实验区耕层土堆养分含盆

年 份
样品数

( n )

有 机 质
( g kg

一 l )

全 抓
( g kg

一 i )

速效钾
(K

,

口g kg
一 l)

1 9 82

19 9 0

12

1 3 5

1么
`

6 士 1
。

6 9

1 6
。

4土 1
.

8 8

0
.

8 3 土 0
.

1 1

1
.

16 土 0
。

12

1 3 5 士 1 9
.

8

13 8 士 2 5
.

0

注 , ① 19 82年的数据为土城普查 时采集的样 品
,

于 1 9 9 0年分析的结果
。

② 速效礴用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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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光度计法浏定
。

① 洒洪县土城普查办公室
,

洒洪县土城志
,

19 85

3 1 1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1. 06. 007



土壤肥力的演变归纳起来有以下儿点
:

(一 )土坡有机质和全氮的变化状况 由于近年来牺洪砂姜黑土地区化学肥料的施用量不

断增加 (表 2 )以及复种指数的提高
,

作物产量及其生物物质总量也随之不断提高 (表 2 )
,

由

此随着 田间凋落物
、

作物根茬以及秸秆直接与过腹还田数量的增多
,

作物向农田土壤 自然输
”

入的有机物质也相应增加 ; 加上近年来该地区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 “

旱改水
,

面积

不断扩大
。

由于土壤在淹水条件下
,

嫌气性微生物对有机物质的转化过程有利于腐殖质的合

成
,

而其矿化速率则相对比旱地缓慢
,

因此
“

旱改水
”
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速度和积累的绝对

量都优于旱耕种植
,

从而提高了砂姜黑土的养分贮量和保肥性能
。

土壤中的氮素是土壤有机

质的重要组成份之一
,

土壤氮素含量随着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提高而提高 ; 再者
,

由于近年来

氮肥用量迅速增加
,

使得残留在土壤中的氮肥也相应增加了土壤氮素的积累
。

基于上述原因
,

泅洪砂姜黑土地区土壤有机质和全氮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

1 9 9 0年分析结果 (表 1 )表

明
,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为 1 6
.

g4 k g
一 ’ ,

全氮含量为 1
.

1 g6 k g
一 ` ,

两者都比 1 9 8 2年土壤普查时有

了较明显的提高
。

表 2 泅洪县工9 8。一 1 9 8 9年历年化肥用最和粮食产量 单位
: t

{ { 化 , 用 t

年 份 粮食产量

化 肥 用 t

一竺逻
一

… 礴 竺 钾 肥 复合肥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a 8

1 9 8 9

2 8 0 9 0 3

3 7 5 5 9 8

4 5 9 6 2 8

5 7 2 3 1 7

6 1 0 9 7 0

5 4 2 6 7 3

5 6 0 3 8 2

5 8 7 5 5 6

5 5 3 4 0连

5 8 8 6 4 8

1 0 3 8

1 1 0 2

4 3 0

6 0 7

一

量ǔ78时总ǔ4369

9 8 2 6 0

10 9 1 9 5

14 4 4 3 7

1 4 13 4 2

1 5 3 6 9 7

16 6 1 8 7

1 8 1 6 6 8

1 9 7 1 8 2

2 7 5 6 7

4 3 4 8 2

5 5 4 4 4

7 1 2 4 4

7 9 7 3 5

7 6 7 4 8

8 2 2 7 0

8 6 9 8 6

9 8 6 1 1

1 0 4 1 5 5

1 4 4 4 3

2 4 1 0 3

4 0 0 8 5

3 5 5 6 1

5 7 0 4 6

5 7 9 8 5

6 2 3 1 8

6 6 2 6 6

6 7 7 7 8

7 4 4 3 3

9 2 2

3 5 0

1 9 5 4

1 5 3 7

11 2 8

9 6 7

1 1 6 1

1 6 4 8

1 8 0 9

2 0 4 0

5 7 0 2

6 0 7 2

7 9 8 1

1 19 6 8

14 1 1 8

16 9 4 6

注
:

表中数据引自历年 《铡洪县国 民经济统计资料》 。

(二 )土坡速效磷的变化状况 土壤速效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土壤对植物供磷能力的

强弱
。

1 9 9 0年的分析结果 (表 1 )表明
,

泅洪砂姜黑土地区耕层土壤中速效磷 ( P )的 含量 已从

1 9 8 2年低于满足作物正常生长临界值的 5
.

87 m g k g
一 `
上升到较高水平的 1 1

.

l m g k g
一 ` ,

并且有

一半 以上的田块耕层土壤已达到富磷水平
,

缺磷田块仅占3
.

7% (表 3 )
。

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年

来普遍重视施用磷肥
,

磷肥用量迅速增加 (表 2)

以上
,

并且还伴有大量含磷复合肥的施用
,

由

于增施的磷肥并不能完全被作物所吸收
,

而且

磷肥与氮肥不同
,

不易挥发和淋失
,

施入土壤

后除一部分被作物吸收外
,

大部分则遗留在土

壤中为土壤所吸附和固定
,

再加上当地土壤质

地粘重
,

更有利于土壤磷素的积累
,

因此也就

明显增加了土壤磷素的贮量 ; 另一方面由于近

年来该地区水田面积不断扩大
,

使土壤在淹水

,

由原来单纯施用氮肥发展到年亩施磷肥 5 0 k g

表 3 洒洪砂姜黑土实验区耕层土壤

速效磷 ( P )含经分级
. . . . . 目. . 口 . . . . . . .

六
~

丁

彝
一

…
一

丛 竺
一

:

卜迅望…吵
:

.

吁于呼川
“

_
.

… 5“ … 7 “

占
色梦于叫

“
·

7 %
{

4
.30 % … “ .33 肠

半均值 {
3

·

9 0 士 ’ : “ 5

仁甲
·

任
4 士 ’

·

4 0 } “
: ·

“ 2 士 “
·

5 9

3 1 2



后处于还原状态
,

促进了土壤磷素的活化
,

从而提高了土壤磷素的有效性
。

因此在水旱轮作

条件下的土壤磷素供应状况明显好于单纯早耕的土壤
。

( 三 )土坡速效钾的状况 1 9 9 0年的分析结果 (表 1 )表明
,

泅洪砂姜黑土地区耕层土壤的
一 速效钾 ( K )含量近年来基本上维持在 1 10 一 16 o m g k g

一 ` ,

处于平衡状态
。

但由于在过去的耕作

利用中不重视钾肥的施用
,

除通过灌溉水和少量草木灰还 田每年带入一定量的钾素外
,

主要

依赖于土壤钾素的供应
,

随着钾素自然利用年限的延长与氮
、

磷肥用量的增加以及复种指数

的提高
,

作物产量不断增加
,

尤其是在水旱轮作前又大多种植需钾量较多的玉米
、

高粱等高

杆作物
,

因此该地区土壤将渐趋暴露出钾素供应紧张
,

从而影响作物的进一步高产
。

二
、

合 理 施 肥

泅洪砂姜黑土地区在化肥用量由较低水平明显增加以及轮作制度改变后
,

在初期阶段粮

食产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

并且土壤肥力也有上升的趋势
,

但随着利用年限的延长
,

则

将会出现粮食产量和土壤肥力 的持平甚至下降
。

因此
,

为了保证该地区粮食生产的稳步增长

和土壤肥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

就必须在进一步扩大
“

旱改水
”

面积的同时
,

注意对土壤用养结

合
,

通过科学合理的施肥
,

以达到保持与提高土壤肥力的 目的
。

为此
,

建议泅洪砂姜黑土地

区在进一步改土培肥时
,

应注意以下几点
:

(一 )增施有机肥 有机肥的改土培肥作用
,

不仅在于供应作物以养分
,

而且能改善土壤

的理化和生物特性
,

创造良性的土壤生态环境
,

从而提高土壤肥力
,

有利于作物的稳产高产
。

由于近年来泅洪砂姜黑土地区复种指数的提高和产量的增长
,

秸秆数量也相应大幅度增加
,

因此今后应在满足人们对燃料要求的前提下
,

采取多种形式将秸秆还 田
,

以增加有机肥源
;
再

者
,

牺洪县又是黄牛养殖基地
,

有着丰富的黄牛及其他牲畜资源
,

因此应提倡秸秆过腹还 田
,

以大量的牲畜排泄物为土壤提供优质的有机肥源
。

(二 )合理施用氮肥 从铡洪砂姜黑土目前的肥力水平以及前几年大量施用化肥的效果来

看
,

施用氮肥有着明显的增产效应
。

泅洪县 目前使用的氮肥品种主要是尿素和碳按
,

虽然施

用量不低
,

但损失量很大
。

在泅洪的水稻试验结果表明
,

按照当地常规的氮肥施用方法
,

氮

素利用率不到 20 %
。

因此
,

为了充分发挥氮肥的肥效
,

提高氮肥利用率
,

就必须针对不同情

况合理地施用氮肥
。

在早作上应提倡底肥深施
,

追肥穴施
、

沟施
、

兑水泼施或下雨前撤施等

深施措施
,

以减少氮素的挥发损失 ; 在水田中
,

尿素
“
以水带肥

”

可达到深施的 目的
,

而碳按

的挥发性比尿素更强
,

作为底肥可在无水层条件下将碳按与土棍施
,

做到碳按造粒深施也是

大幅度提高其肥效的科学施肥措施
。

试验结果表明
,

碳按无水层混施与尿素
“

以水带肥
, 深施

的施肥方法较当地的常规施肥方法可提高氮肥利用率 20 %
,

水稻产量可增加 16 % 以上
。

由此

可见
,

合理的施肥方法可以起到明显的增产降本作用
。

( 三 )合理施用磷肥 1 9 8 2年土壤普查结果表明
,

泅洪砂姜黑土地区耕层土壤速效磷低于

满足作物正常生长所需磷素 ( P )的临界值 5 m g k g一
` .

随后该地区普遍开始大量施用磷肥
,

使粮

食产量有了迅速提高
,

土壤中的速效磷 ( )P 含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

达到了 1 1m g k g 一 `
左

右
,

明显高于土攘缺磷的临界值
,

因此
,

继续盲目地大量施用磷肥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

在泅

洪的水稻小区试验以及大面积的推广试验结果都表明
,

目前泅洪砂姜黑土的供磷能力已完全

能够满足水稻的正常生长
,

哲时免施磷肥并不影响水稻产 t
。

但是
,

土镶在非淹水条件下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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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将有所下降
,

因此在种植水麦等早作物时
,

还应适当施用少量磷肥或施用一定量的含

磷复合肥
,

以补充土壤供磷能力的不足
。

由于土壤中有效磷含量随着肥料投入量 以及耕作方

式的不 同而异
,

因此今后还应根据土壤中速效磷含量的变化情况来不断调整对不同作物的磷

肥施用量
。

( 四 )合理施用钾肥及微肥 泅洪砂姜黑土地区耕层土雄的质地大多属重壤土
,

这种质地

的土壤一般缺钾 ( K )的临界指标为 1 20 m g k g
一 ’ 。

虽然 目前从整体上看土壤速效钾的含量高于

缺钾临界值
,

但是必须看到长期 以来该地区基本上不单独施用钾肥
,
而主要依赖于土壤自身的

供钾能力
。

因此
,

如前所述
,

随着作物对土壤中钾素的吸收量不断增加
,

若仍不重视合理施

用适量的钾肥
,

将会影响作物的进一步高产
。

根据 目前的实际情况
,

该地区大部分耕地上施

用单质钾肥的必要性并不大
,

而可 以在每季作物上推广应用适量的含钾复合肥
,

以补充土坡

钾素的损失
。

泅洪县近期的调查资料表明
,

该县砂姜黑土锌
、

硼
、

相的有效态含量大多低于满足作物

正常生 长的临界值
, `

因此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应在试验示范的基础
.

上
,

逐步引起重视并加以

推广
。

特别是应往意对水稻施用锌肥
,

对油菜施用硼肥以及对大豆
、

花生等豆科作物施用相

肥
,

其施肥方法以做种肥或喷施为宜
。

可以预计
,

做到科学合理地施用徽肥将对这一地区的

作物起到进一步的增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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