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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台田耕种前后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

隋 桂 荣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21 侧〕 05)

摘 要

本文研究了山东禹城辛店洼新建台田在耕种前后土坡理化性质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新建台田土坡的容

p H
、

含盐盈等随耕种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 养分
、

交换t 及中
、

徽 t 元家含 t 随耕种时间的延续而上

各台田土壤的理化性质
,

因人为调控的条件不同呈现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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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升

黄淮海平原分布有大小不等的洼地
,

其面积约占平原总面积的 10 %
,

仅鲁西北地区就

有 4 00 余万亩
.

山东省禹城市有大小洼地 49 个
,

面积 34 .4 6 万亩
,

其中 7 00 亩以上的浅平

洼有 7 个
.

辛店洼是 年积水达 加 O多 天的碟形洼地
,

面积 5 61 7 亩
.

洼底 1.7 5 m (黄海高程
,

下 同 )为全市最低点
,

洼边缘 19
.

5一 20 .0 m
,

高低差 .2 0一 .2 5 m
.

洼底沼泽化
,

洼缘盐渍化
,

长期处于撂荒状态
.

洼缘地 区即使能种植小麦
、

黑豆
、

高粱等作物
,

但产量也很低
.

由于这

里水
、

土资源丰富
,

生产潜力很大
,

因此整治与开发此类洼地
,

对发展黄淮海平原农业具有

重要意义
.

从 19 8 6 年起
,

我们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
,

确定采用挖鱼塘及建台田的生态工程措施整

治辛店洼
,

水
、

土资源得到 了合理利用
.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随着农作物

产量的提高
,

台 田土壤的理化性质也 日趋良好
.

此种整治与开发洼地模式已在同类地区推广

应用
.

1 新建台田耕种前土壤的理化性质
建台田前

,

由于土壤长期处于低湿
、

涝洼
、

疥薄
、

撂荒状态
,

其理化性质极差
,

不利于

农作物生长
.

我们在有代表性的地区采集 6 个土样进行了理化分析
.

结果表明 (表 l)
,

该区

土壤具有碱性强
、

容重大
、

含盐量高和交换量低的特点
.

农作物产量也很低
,

小麦
、

黑豆
、

高粱等平均产量 2 0一 30 公斤 / 亩
.

表 1 新建台田耕种前土坟理化性质 (禹城辛店洼 )

容重 含盐龙 有机质 全氮
p月

全磷

少
, P ,

)

速效磷
伊: O ,

)
速效氮

速效钾

仪
2 0 )

交换盘

g / c m

—
, / k B

— —
口 g / k g

—
c m O I / k g

9
.

2 0 1
.

4 2 1
.

0 6 5
.

8 2 0
.

2 0 1
.

4 0 3
.

7 2 4
,

7 8 14
.

12 7
.

16

2 新建台田耕种后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

建立台田后 由于采用增施化肥
、

秸秆还 田
、

塘泥返 田
、

根外喷肥等措施
,

台田土壤的理

化性质发生 明显 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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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养分含最的变化

作者对 已耕种 1
、

3
、

5 和 8 年的台田土壤 的养分含量变化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台田

土壤 中养分含量随耕种时间的增长而有明显的提高
.

台田在耕种 1
、

3
、

5 和 8 年后
,

有机质

含量分别为 6
.

8 2
、

8
.

8 6
、

9
.

7 6
、

10
.

4 6宫/ k g ; 全氮分别为 0
.

5 3
、

0
.

6 1
、

0
.

5 2
、

0
.

4 7 9 / k g ; 全

磷 分 别 为 1
.

3 0
、

1
.

5 8
、

2
.

3 4
、

2
.

6 7 9 / k g
.

速 效 磷 含 量 分 别 为 7
.

5 0
、

1 8
.

6 1
、

5 0
.

3 8
、

科
.

1 6 m g / k g ; 速效 氮分别 为 4
.

4 0
、

5
.

10
、

9
.

5 1
、

8
.

s 7 m g / k g : 速 效钾 分别 为 一1 5
.

7 2
、

20 8
.

7 0
、

10 8
.

0 0
、

g l
.

0 0 m g / k g
.

有机质和全磷含量基本呈逐年增加趋势
.

速效磷和速效氮的含量
,

耕种 1一 5 年呈逐年

上升趋势
,

耕种 5一 8 年略有降低
,

但仍高于耕种 3 年后的含量 ; 速效钾的含量则耕种 1一 3

年增幅较大
,

3一 8 年呈降低趋势
.

这是因为苹果
、

首箱等作物生物过程需钾量较大
,

又未及

时补充钾肥所致
.

台田土壤养分变化不仅与耕种年限有关
,

还受台田上种植的作物种类
、

耕种状况
、

施肥

及地下水埋深影响 (表 2)
.

表 2 台田种植状况对土坡养分变化的影晌

台田号
种植

作物

地下水

埋深 (m )

解作

状况

有机质 全氮 全磷伊
20 p 速效磷伊

2

0, ) 速效氮 速效钾伏
2

0)

—
g / k g

— —
m g / k g

—果粮
间作

> 1
.

5

< 1
.

5

> 1
.

5

人工

调控

1 0
.

30

,
.

12

0
.

铭 2
.

63

0
.

4 1 1
.

99

3 7
.

5 6

2 7
.

0 4

9 1
.

00
8 1

.

2 0

人工

调控

粗放

撂荒

13
.

5 2 0
.

72 2
.

8 1

9
.

2 3 0
.

44 1
.

77

7
.

0 2 0
.

33 1
.

44

18吕
.

8 0 2 16
.

8 0

64只
ó日月」0

月户̀阴飞ó2...97138.6

> 2乃

> 1
.

5

2
.

5 2

3
.

1 2

7 1
.

7 0

7 2
.

70

11m11w

工 , 号和 工:
号两个台田

.

其种植作物相 同
,

肥料
、

品种投放量相同
,

管理均为人工调

控
,

但两 台田 地下水埋深不 同
,

I : > 1
.

5m
、

工 : < 1
.

5 m
,

此时 1 1
号的养分含量高于 工 :

号
,

粮食产量也是 I :
号高于 I :

号
.

台田 I ; 号与 11 类型台田 的地下水埋深均 > 1
.

5 m
,

管理均为人工调控
.

工 ;
号 台田上作

物以苹果为主
,

间作小麦
、

黄豆
,

肥料以化肥为主
,

增施秸秆 ; n 类台田上作物是蔬菜
、

小

麦
、

黄豆
,

肥料以化肥 为主 (品种
、

投人量与 I ,
号台田的相同 )

,

增施塘泥
.

此时 n 类台田

土壤养分含量 > 工 :
类台田 ; 粮食产量也是 11 类 > I

111 类 与 VI 类两 台 田
,

地下 水埋深 均 表 3

> 1
.

5 m
,

两 台 田都未施肥 ; 111 类台田上种 一

:
类

.

台田耕种后土坡容重
、

含盐里和交换最变化

首楷 (粗放 管理 )
,

年均亩产鲜首拾 Z0 0 0 k g ;

W类台 田撂荒 (未管理 )
,

无收获 ; 111 类台田

土壤中养分含量 > W 类
.

1 2 其它性质的变化

新建台田耕种后土壤容重
、

含盐量
、

交

测定年份
容重

妞 / c m 3)

含盐盆

恤 / k g )

交换盆

(c m o l / k g )

19 8 9 年 1
.

4 2

19 9 2 年 1
.

4 0

19 9 4 年 1
.

3 8

1
.

0 6 9
.

0 8

0
.

9 9 一

0
.

8 8 1 1
.

9 2

注 : 表中数据为各台田平均值
.

换量及中
、

微量元素含量均向良性转变
.

容重
、

含盐量随着耕种时间的增长呈降低趋势 ; 交

换量和 中
、

微量元素则随着耕种时间的推移而上升 (表 3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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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台田耕种前后土滚的中
、

微且元素含 i变化

耕种状况
A 1 Fe M g C

aN扭 N 1M n S r

—
g/ k g

—
m g/ k g

2 刀 B a Cu

耕种前

(2 5 9 6年)

耕种后

( 19名 9年)

( 19 9 4年)

5 3
.

32 3
.

3 11
.

5

58
.

12 6
.

02 1
.

3

2 6
.

2 8 0
.

8 12
.

2

13
.

4

2 1
.

8

14
.

8

302 ) 15 14为 19 0 9泌 5 4 1
.

9 6 1
.

2 5 49
.

5 0 3 9 1
.

6

3 6
.

6

43
.

,

1 1 8
.

5

3 7 5
.

0

50 7 5
.

3 22 , 7
.

1 5 9 9
.

6

622 0
.

2 2 2 70
.

0 7匆
.

0

1 9 0
.

名

1 4 7
.

0

6 54
.

1

6《X】
.

0

4 1 6 6
.

0

4 9 6()
.

0

邸
.

2

翻
.

2

7 7
.

0

3 评 价
根据表 2 结果

,

并参照河南省封丘县潘店试区耕层土壤中养分分级标准 ( `〕
,

对山东省

禹城市辛店洼新建台田耕种 8 年后土壤养分含量进行评价
,

可得出如下结论
:

l() 11 类和 I :
类台田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

1 3
.

52 和 1 0
.

3飞 / k g
,

属 I 级 ; I
:
类和

111 类台田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9
.

12 和 9 .2 39 / k g
,

属 n 级
.

(2) n 类台田土壤中全氮含量

为 .0 7 2 9 / k g
,

属 n 级 ; I 、 、

I :
类和 111 类台 田土壤 中全 氮含量分别为 0 .4 8

、

。 .4 1 和

.0 44 9 / k g
,

均属于 111 级
.

(3 ) 11 类
,

1 1、 工:
类和 m 类台田土壤中速效氮含量分别为 1 3

.

5 8
、

9
.

0 6
、

7
.

7 4 和 s
.

3 o m g / k g
,

均 < 加m g / k g
,

属于 VI 级 以下
.

( 4 ) 11 类和 I ; 、

I :
类台田土壤

中速效磷含量分别为 1 88
.

80
、

3 .7 56 和 27
.

04 m g / k g
,

均 > 20 m g / k g
,

均属于 I 级 ; 111 类台

田土壤中速效磷含量为 2
.

52 m g / k g
,

< s m g / k g
,

属于 W级以下 ; ( 5) n 类台田土壤中速效

钾含量 为 Z 16 .s o m g / k g
,

属 于 工级 以上 ; 工 ;
、

I :
类和 111 类台 田土壤 中速效钾含量均

< 100 m g / k g
,

均低于W级
.

综上所述
,

台 田 (耕层 )土壤耕种前养分含量低
,

耕种后
,

随着耕种时间的增长
,

养分含

量呈上升趋势
.

至 19 94 年底
,

以 n 类台田土壤养分含量最高 ; 工 , 、 工:
类台 田次之 ; 111

、

W类台田最低
.

4 讨论与分析

l( )辛店洼新建台田耕种 8年后
,

其养分含量增加较快
.

全磷伊
2 0 5)

、

有机质
、

全氮
、

速

效氮
、

速效磷 (P 2 0 5)和速效钾 (K Zo )平均增加 0
.

1 6
、

0
.

5 8
、

0
.

0 3
、

0
.

5 2
、

5
.

0 6
、

9
.

6一个百分点

/ 年
.

(2) 在人工调控下
,

辛店洼种植蔬菜
、

小麦
、

玉米
,

地下水埋深 > 1
.

5 m
,

肥料投人以化

肥为主
,

增施塘泥的台田
,

其养分及交换量增加较快
,

土壤容重
、

p H 及含盐量降低也较

快
,

光能利用率亦较高
,

农作物产量高 (年产吨粮 )
,

此类台田为最佳模式
.

( 3)新建台田经长期种植后
,

须适当补充钾肥
,

否则会导致土壤中钾含量下降
,

影 响农

作物的产量
.

(4) 目前
,

台田土壤中养分状况是磷增加较快 (这是因黄淮海地区土壤的 p H > 8
.

10
,

土壤

对磷有积累作用所致 )
,

有机质含量偏低
,

速效磷
、

速效氮增加快 ; 中
、

微量元素和交换量

逐年增加 ; 然而
,

全氮和速效钾呈下降趋势
.

(5) 台田土壤缺氮
,

这在黄淮海平原地区是普遍现象
.

应重施有机肥
,

增加秸秆还 田量

和塘泥返 田量
,

同时要合理施用化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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