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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5i定用途转变管制政策，实行土地开发许可制和土地转用许可铜 

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不仅能充实土地用途管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土地开发权 

的国有化和国家的宏观诵控职能 l。该制度是土地用途管制中较具弹性的一种方式，是政府 

干预土地市场的重要措施，它能兼顾土地利用的经济动率与社会公平．对于土地开发、城市建 

设及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重要调控作用。 

4．4．3 加强立法．完苦土地法律体系，保证土地利用规潮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 

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规潮法)一时难以出台，地方土地法规建设应尽快进行地方<土地管理 

法)的修改．制定地方性的(耕地管制法)，对违反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5i的行为，制定可 

操作性的法律处罚。 

4 4．4 建立集中统一颁导的组织机构 

为实现用途管制的目标．应该由中央和省级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和棱查，改变目前地方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由本级政府领导，只对本级政府负责的领导机制，强化土地管理的集中统一 

领导．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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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施半封两的管理方式．作副用葬相结合 

近年来各周林对绿地采取封团管理的方式．从而减少游客的践路．改善了土壤的通透性， 

有利于保护绿地和观赏植物。可是全封两管理方式限制了游客的行动．这不是最好的管理方 

式。建议对园林绿地．尤其是草坪绿地采取轮流开放．实施半封两管理方式为好。即在草坪返 

青期期实行封两管理，待生长茂盛期轮流开放分片管理，从而迭剜用养结台的效果。 

3．4 建立固韩土壤挡寨．长期定点监测土壤 

苏抖I古典园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文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 

作也是为了更好更科学地管理和保护好这一人类共同的财富．建立嗣林土壤挡案工作应是其 

中的一个方面。遗憾的是以往这一工作还是空白。医此建议在首次对四座匠林壤地土壤分析 

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园林土壤接案工作；长期定点进行土壤监蒯．以利于采取科学有效的 

措施不断提高土壤肥力水平．使园林中的花草树木更绿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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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古典园林绿地-I-壤浅析’ 

壅 查 竖 
(苏州市园林科掌研究所 苏，II 215O06) 

摘 要 苏州古 目̂林垦世界文化遗产．加聋古̂ 同#孽地土曩慑护f理势在盛行．日前古̂ 同#土 

曩存在有机蜃台量氍．遗靛性讳疑步．E力求平不毫，毫筑废弃备较多辱髟响嗣#古辩名木丑花草生存、生长的 

■碍因素。 

在初步分折古园林阜地土壤一殷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墙七地力的措施．t议t立园林土曩档案和长期监 

点．为今后改良和墙肥土壤提供科掌依据。 

美键镯 直! l苎；土墨；堡 丝 荔一一 

苏州古典园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瑰宝．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园林、欧iII【园林和伊 

斯兰园林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1997年12月联合国数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讨论表决 

并一致通过将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拙政园、留园、环秀山庄和两师园列为世界级文化遗产。 

在苏州古典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筹备工作中发现，虽然苏州园林历史的各种史料记载 

繁多．但是对园林土壤方面的记载或评述至今尚未发现．即无档案可查考。因此，苏州园林科 

研所受申报办公室的委托于1997年1月．对以上四座古典园林绿地土壤进行了选点采样化验 

分析工作。通过首次对古典园林绿地土壤的理化分析工作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筹备工作完善了资料；同时为今后改良培肥土壤提供了依据。 

1 选点采样及测试方法 

由于古典园林绿地覆盖度高．无空地．不便进行挖剖面取土样．只能进行多点采集30cm 

以内的表屡土，每个园林均定10个采样点．混合均匀后为一个混合土样。土壤物理性质分析 

数据为原状土测试数据的平均值。化学性质和养分测定均为混合土样3次重复测定数据的平 

均值。 

土壤自然含水量的测定采用烘干称重法；容重的测定采用环刀法；质地命名采用中国制． 

土壤颗粒分析用比重计法ipH值采用酸度计法；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一硫酸氧化法i全氨采用 

高氯酸一硫酸消化法；全磷采用高氯酸一硫酸鞋溶一钼锑抗比色法；全钾采用原子吸收法：有 

教氨采用扩散吸收法；速效磷采用碳酸氢钠法；速效钾采用原子吸收法。 

2 结果评析 

四个古典园林绿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偏低．速教钾含量少是本次测试结果中发现的主要 

· 这戎土壤丹折工作樽刊目林局目蕾址和车所领导的支持，在此诖囊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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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所在(表1)。土壤有机质含量是评定土壤肥力等级的重要指标。优良的园艺用土有机质 

含量在30—50gtkg之同。而四个园林土壤有机质吉量都在2Ogfkg左右。是长期少施或不施有 

机肥料所致。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中认为苏州地区农业土壤速效钾的含量低于80m~／kg 

时为缺钾的下限。良好的园艺土壤速效性钾的古量在150raglkg左右。而四个古典园林土壤 

速效性钾的含量只是其一半的数量。仅在69—87mgfkg之同，即达到或接近严重缺钾的界限。 

上述障碍因素是造成土壤肥力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应；f起园林绿化部门的重视 

裹1 盈#土壤一般理化性质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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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物理性状测试中发现四个古典园林土壤中都古有较多大于2mm粒径的砾质成份。 

这些砾质主要由碎石。砖头瓦块。石灰核等建筑废弃物组成。这一觋象在四个园林中以环秀山 

庄尤为显著。其砾质含量高达21．6％。大量的建筑弃物存在于土壤中。影响植物根系伸展及 

呼吸作用的正常进行；尤其对古老树术的寿命造成一定的威胁。 

鸥个园林土壤pH值在6．3—7，1之闻。尚属正常范置。 

其它各项测试结果表明皆在正常范围内。 

3 对改良古典园林绿地土壤．培肥地力的几项建议 

3．1 增施有机肥辩和无机钾肥不断提高土壤肥力水平 

以拄园林中的枯枝落叶都作为垃圾清除运走。这样傲虽然保持了环境的清洁。但是破坏 

了绿地的生态循环。使土壤中养分收支不平衡。土壤肥力水平就逐年下降。今后应当把枯枝落 

叶收集加工成有机肥辩归还给土壤。为了尽快提高土壤速效性钾的含量，可以适量适时地施 

无机钾肥和多元复合肥料。对古老树木可以定期施多元复合棒肥进行复牡。 

3．2 逐步减少土壤中的砾质含量。改变其物理性状 

对于含建筑废弃物较多的绿地应逐步更换或添加优质壤土。可以逐年曝加环卫部门生产 

的垃圾营养土，从而有效地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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