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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攘熟化过程中肥力的演变

裴德安 刘 勤 古国裁 张植有
(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杠壤利用过程中如何熟化是杠壤改良工作中的主要简题
。

拿众在熟化杠壤方面有着

极为丰富的趣翰
,

我们从锢查和总桔拿众握验着手
,

研究杠壤荒地发展成为高度熟化土壤

的过程中
,

在土壤剖面性状
、

理化生物性厦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

杠壤荒地植被多稀疏短草
,

腐殖厦层一般只有 2一乡厘米
,

亚表土层虽有根系穿插
,

但

比心土层更为坚实
。

随着利用年代或熟化程度的增加
,

耕层逐步加深
,

犁底层逐渐增厚
,

耕层厦地变袒
,

心土层变粘
,

如墓本熟化地耕层一般 10 厘米左右
,

犁底层 10 一15 厘米 ;而

高度熟化地分别达 10 一15 厘米及 15 厘米左右
。

_

更突出的是耕层土壤由枯变酥
,

犁底层

由硬变软
,

因而更有利于对土壤肥力要求较高的作物的生长
。

随着土壤熟化程度的不同
,

土壤的理化生物性盾也有显著的变化
,

主要表现有如下几

方面 :

1
.

杠域荒地开荒后
,

土壤有机质性质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

荒地中易水解的有机质

相对含量较高
,

随着熟化程度的提高
,

不易水解的有机厦增多
,

例如
,

荒地腐殖贯层中可为

0. 5 N H 多。。提出的有机盾占总有机盾的 20
.

的 外
,

而吸度熟化地耕作层只占 弓.6 8务
。

荒

地腐殖质层中不能为 80 务 H zS o’ 水解的有机质度渣占全有机厦量的 64
.

2拓
,

而张度熟化

的耕层 AlJ 占 7 6. 2 务
。

氮素的变化与有机厦变化有相反的趋势
,

随着土壤熟化度的加深
,

水解性氮占全氮的

百分数也逐步增加
。

2
.

土谈酸性张
,

代换量低是杠壤的特性之一
。

在耕作的影响下
,

酸度大为降低
,

土壤

从弦酸性 (pH 东 6 ) 变为微酸性 (pH 6
.

8 )
,

.

活性绍从 3. 7 3 毫当量 / 1 0 0 克土
,

械少到 0
.

03 毫

当量 / 1 0 0 克土
,

活性氢也相应减低了
。

与此同时
,

盐基鲍和度提高了
,

代换性钙
、

镁
、

押
、

纳都有显著增加
,

尤以代换性钙
、

镁增加得更为明显
。

如荒地腐殖盾层中代换性钙为 2. 03

毫当量/ 1 0 0 克土
,

而强度熟化地耕作层Bl] 为 9. 20 毫当量 / 1 0 0 克土
,

荒地中代换性蹼为

0. 79 毫当量 / 1 0 0 克土
,

而熟化土壤中AlJ 为 2
.

65 毫当量/ 1 0 0 克土
。

3
.

土壤的容重
、

孔隙度及保蓄水分性能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

如荒地的容重为 1
.

53
,

孩度熟化地为 1
.

3 6; 荒地的孔隙度为 41 .9 务
,

而强度熟化地为 48
.

0多
。

与此同时
,

土壤保

蓄水分的性能也发生了变化
。

此外
,

微生物的数量和粗成
,

以及土壤的颜色和质地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

以上这些变化
,

在第四纪杠色粘土
、

献砂岩及石灰岩等成土母盾上发育的杠壤都得到

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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