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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安徽省怀 远 县 不 同 肥力水平 的砂姜黑 土
,

在进行 一 般化学性质 分析 的 基础上
,

讨论 了土壤 物理性 质

与肥力水平的关系
。

砂姜黑土是黄淮海平原南部的一种古老耕作土壤
。

70 年代以前极大部分为低产土壤
,

其

主要低产因素为旱
、

涝
、

渍
、

瘦
、

僵
。

80 年代以来
,

经过综合治理
,

低产土壤面积大为减少
,

中产上壤面积增加
,

高产土壤已具有一定面积
。

笔者为配合我所砂姜黑土综合治理工作 (安

徽省怀远县试验站 )
,

研究了砂姜黑土的物理性质与肥力水平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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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与方法

在怀远试验 区共采集 4 个砂姜黑土剖面 ( 22 个土层 )
,

其中怀 93 一 2 号剖面 (本文简称 2

号剖面 )为高肥型
,

怀 93 一 1 和怀 93 一 4 两剖面 (分别简称 1
一

号和 4 号剖面 )为中肥型
,

怀 39 一

3 号剖面 ( 简称 3号剖面 )为低肥型
。

土壤颗粒组成用吸管法 (沉降法 )测定
,

按美国制颗粒分级标准
; 比重用蒸馏水煮沸法测

定 , 容重 用环刀法 ; 水分用烘干法 ; 团粒用人工筛分法
。

二
、

土壤的一般化学性质

洪试土壤 p H 在 6
.

5一 8
.

5 之间
。

游离 C a C O
3

含量甚微 ;
交换 量一般都有 Z Oo m ol / k g 以

上
。

有机质和全氮含量
,

高肥类型显著较高
,

分别为 1 8
.

2 9 / k g 和 1
.

0 7 9 /上g ; 而低肥类型显

著较低
,

分别为 1 1
.

9 9 / k g 和 0
.

7 9 9 / k g
,

中肥类型介二者之间 (表 1 )
。

水解氮含量也有相 同

的变化规律
。

砂姜黑土的全磷和全钾 含量都较高
,

但与肥力水平的关系并不明显
,

而耕层速效磷和速

效钾的含量则与肥力水平密切相关
,

速效磷尤为显著
。

从表 1 可知
,

属于高肥类型的 2 号剖

面
,

其耕作层速效磷的含量高达 6 69 / k g
,

而属于低肥类型的 3
一

号剖面
,

其耕层速效磷的 含量

只有 2 3 9 / k g ,

不过它与过去的低产砂姜黑土相比较却又增加不少
,

这是由于 80 年代以来连年

施用磷肥
,

所表现出的后效所致
。

总之
,

砂姜黑土严重缺磷少氮的现象已明显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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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

土滚的主要物理性状

(一 )机械组成

组成土壤的固
、

液
、

气三相物质中
,

固相物质是基础
,

且 95 % 以上是无机 (矿质 ) 部分
。

它们的大小
,

形状
、

种类
,

存在状 态
、

组合 比例等
,

制约着后二者的数量
、

存在状态及其功

能
。

三者协调
,

比例适宜
,

有利于作物生长
。

否则将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 的 低 产 因

素
。

试区砂姜黑土机械组成总的特点是
,

质地较均一而偏粒重
,

一般在粉砂质粘壤土— 粉

砂质粘土范围内 (表 2 )
。

从表 2 还可 以看出
,

土壤机械组成的另一特点是粉砂粒级 ( 0
.

05 一 。
.

o 02 m m ) 含量最高
,

其次是粘粒 ( o
.

00 2 m m ) 二者合计
,

绝大多数都在 90 % 以上
,

最低也超过 82 %
。

砂粒含量仅

占百分之几
,

极少数在 10 % 以上
,

且砂粒中 90 % 以上又是极 细砂粒 ( 0
.

1一 o
.

05 m m )
。

有的

层次中偶尔见到少数大于 Zm m 的石砾
,

实为土壤新生体 (砂姜 )
。

4 个土壤剖面都具有较多的粉砂
,

粘粒 比一般都 > 1
.

0 ,

最大达 2
.

7 ,

剖面上部 > 剖面下部
。

就表土而言
, 2 号高肥剖面最小

,

为 1
.

2 , 而 3号低肥剖面最大
,

为 2
.

7
。

在有机质含量不高

的情况下
,

后者在雨后地面容易产生板结现象
,

影响作物出苗
。

(二 )土壤容 ,
、

孔除度和水分含量

4个砂姜黑土剖面的耕层
,

都具有较心土层和底土层为小的容重
,

相应具有较高的孔隙

度 (表 3 )
。

砂姜黑土由于肥力水平不同
,

耕层的容重和孔隙度均有差异
,

由表 3 可知
,

属于

表 3 供试土壤容重孔隙度及含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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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肥的 2 号剖面
,

其耕层的容重为 1
.

3 6 9 /
c m “ ,

孔隙度为 4 9
.

0 7%
, 而属于低肥的 3号剖 面

,

其耕层的容重竞达 1
.

5 0 , /
c m ’ ,

孔隙度只有 理4
.

拓%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高肥类型耕层的有

效水含量
,

显著高于中肥和低肥类型
。

前者为 2 32 9 / k g
,

后者只有 1 5 0 9 / k g上下
。

因此提高土

壤有机质含量对改善砂姜黑土的物理性质是十分重要的
。

(三 )土滚浸水容盆和结构性

土壤浸水容重是在浸水情况下单位体积的重量
,

用 g c/ m 3

表示
。

从表 4 可知
,

属于高肥类

型的 2 号剖面
,

其耕层的浸水容重较小
,

只有 1
.

0 2 9 /
。 m 3 ; 而属于中肥和低肥类型的其他 3 个

剖面
,

其耕层的浸水容重显著较大
,

为 1
.

川一 1
.

49 9 c/ m 3 。

土壤各个剖面心土层和底土屑的浸

水容重都较大
。

土壤浸水容重较小
,

反映土壤的结构性较好
,

耕作后不致发生淀浆板结现象
。

为了进一步探讨土壤结构性与土壤肥力的关系
,

我 打: 还测定了结构系数和总团粒量
。

从

表 4 可以看出
,

结构系数与肥力的关系并不明显
, 4 个肥力水平不 同的土壤剖面

,

几乎所有

的土层都具有 70 %上下的结构系数
。

从总团粒量来看
,

虽然以高肥类型的耕层为最高
,

但各

个剖面的中下部
,

总 团粒量也不低
。

这可能由于富含蒙脱石的粘粒与钙质胶结所致
,

而非真

正的团粒结构
。

南方有的红壤亦有类似情况
, 即总团粒量虽高

,
但其肥力水平并不高

。

最后

尚应补充说明的是
,

采集土样期间正值初春解冻
,

砂姜黑土地 表均有细小的粒状结构
,

造成

分析结果 偏高
,
但此结构并非真正的团粒结构

,

而是粘土经过冬季冰冻而形成的具有棱角的

碎屑状结构
。

表 4 供试土壤浸水容重和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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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不 同肥力水平的砂姜 黑土在化学性质方面
,

其耕层的有机质
、

全氮
、

水解氮

和速效磷有显著差别
,

即高肥型土 > 中肥型土 > 低肥型土 ; 在物理性质方面
,

其耕层的粉砂

粘粒比
,

容重
、

孔隙度
, 有效水含量

、

浸水容重等有显著差别
, 而结构系数和总 (

一

卜
`

转封 3 )

2 1 2



同方位的年轮样 ( 1 66 2年和 1 0 9 3 年年轮的混

合样 )
,

测定它们的元素含量
。

结果 (表 4 )表

明
,

不同高度的同一年轮元 素含爱稍有不同
,

若用生长锥取样
,

能从不 同高度取样棍合就

更能体现高度平均值
。

表 4 不同高度同一年轮的

元素含且 ( m g k g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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