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371106、70341021)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BK2005080) 和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项目联

合资助

作者简介 :韩书成 (1979～) ,男 ,河南确山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变化与效应等方面的研究。E2mail :hansc123 @126. com

收稿日期 :2006 - 08 - 21 ;收到修改稿日期 :2006 - 11 - 08

长江三角洲典型地区土壤性质对土地
利用变化的响应 3

———以江苏省锡山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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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锡山市为分析样区 ,对土壤 pH、有机质、全氮、全磷、速效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等 7 个指标对

旱地变为未利用地、水田变为菜地、水田变为旱地、水田变为林地和水田变为未利用地等五种变化方式的响应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有显著影响 ,但不同变化方式对各指标的影响方向及影响

程度不同 : (1)水田变为菜地、旱地和林地使土壤向酸化方向发展 ,土壤 pH 分别降低 0147、0178 和 0117 ;旱地

和水田变为未利用地分别使土壤 pH提高 0124 和 0174 ; (2)水田变为未利用地、菜地和林地分别使有机质降低

3183、3118 和 0135 g kg - 1 ;水田变为旱地、旱地变为未利用地分别使有机质含量增加 7158 和 1107 g kg - 1 ; (3)旱

地变为未利用地、水田变为菜地和未利用地分别使全氮降低 0131、0108 和 0111 g kg - 1 ;水田变为旱地和林地分

别使全氮提高 0141 和 0104 g kg - 1 ; (4)旱地变为未利用地使全磷有微小幅度的降低 ,降低量为 0101 g kg - 1 ;水

田变为菜地、旱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后不同程度地提高全磷含量 ,增加量分别为 0123、0108、0123 和

0109 g kg - 1 ; (5)旱地和水田变为未利用地分别使速效氮降低 2138 和 7162 mg kg - 1 ;水田变为菜地、旱地和林

地分别使速效氮增加 11161、34151 和 18126 mg kg - 1 ; (6)旱地变为未利用地使速效磷降低 3170 mg kg - 1 ;水田变

为菜地、旱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分别使速效磷增加 45116、7154、40155 和 10194 mg kg - 1 ; (7) 旱地变为未利用地

以及水田变为菜地、旱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均使速效钾含量有所增加 ,增加量分别为 8175、77144、32128、16014

和 27159 mg k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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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 IGBP) 和“全球环

境变化人文计划”( IHDP) 的共同推动使有关土地

利用/ 覆被变化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全球环境变化

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1～6 ] 。由于土地利用变

化通过土地管理措施的改变等对土壤产生重要的

影响 ,合理的土地利用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增强土

壤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抵抗力[7 ] ,不合理的土地利

用会导致土壤质量下降[8 ] ,因此土地利用变化对

作为农业生产的载体 ———土壤的影响更是得到广

泛的关注[9～11 ] 。目前国内学者已在集约化农

区[12 ] 、岩溶农业区[13 ] 、城乡结合部 [14 ] 、西部干旱

区[15 ] 、自然保护区[16 ]等地选择典型地区开展了此

类研究 ,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同类研究还较少见。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自然条件优越 ,历来是我国

农业高产区和重要商品粮基地[17 ] ,同时 ,作为我国

社会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带来了土地利用的巨大变化 ,因此在该区开展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

意义。基于此 , 本文选择长江三角洲典型地

区 ———锡山市为研究对象 ,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土

壤性质的影响 ,希望能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耕作制

度和耕作方式的优选以及土壤 (地) 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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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1 　研究区概况

　　锡山市建立于 1995 年 ,前身为无锡县 ,现已调

整为无锡市惠山区和锡山区 ,另有一部分划入滨湖

区。研究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中部 , 北纬

31°20′～31°45′,东经 120°04′～120°36′之间 ,是我国

传统的人口密集区和土地高度集约化利用区[18 ] 。

该区气候具有过渡性、海洋性、季风性的特点 ,

夏季炎热多雨 ,冬季则以少雨寒冷天气为主 ,春秋二

季干湿、冷暖多变。平均气温为 1514 ℃,最冷的 1 月

平均气温 215 ℃,最热的 7 月平均气温 2812 ℃。无

霜期为 220 d。由于境内承受了长江上游黄土状物

质的淤积 ,土壤大部分发育于湖相黄土母质上。

112 　样品采集与分析

土壤性质数据通过野外采样、室内分析获取。

根据 1980 年及 2005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结合对当

地有经验农民的访问 ,用 GPS 定位 ,于 2005 年 10 月

在研究区选取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点位 69 个 ,同时在

各采样点附近自然条件相对一致的地区选择未变化

点位 50 个作为对照样点 (见图 1) 。其中旱地转变

为未利用地样点 3 个 ,水田转变为菜地样点 25 个 ,

水田转化为旱地样点 6 个 ,水田转化为林地样点 19

个 ,水田转化为未利用地样点 16 个。水田、旱地和

菜地均为常规大田管理 ,林地多为自然生长 ,较少人

工管理 ,未利用地主要是荒草地 ,无管理措施。采样

深度是 0～20 cm ,每个采样点周围选取 4 个点 ,剔除

土壤中的植物根系及残体、石块等杂物并充分混合

后采用四分法进行取样 ,样品放入 20 cm ×15 cm 保

鲜袋中 ;带回室内后 ,置于通风良好的地方自然风

干 ,然后磨细 ,过 0115～1 mm 的细筛 ,用于土壤性质

分析。

分析项目包括土壤 pH、有机质、全氮、全磷、速

效氮、速效磷、速效钾等 7 个指标。测定方法分别

为 :土壤 pH 用电位法测定 ,有机质用重铬酸钾氧

化 —外加热法测定 ,全氮用凯氏法测定 ,全磷用硫

酸 —高氯酸消煮 —钼蓝比色法测定 ,速效氮用碱解

扩散皿法测定 ,速效磷用 015 mol L - 1碳酸氢钠浸

提 —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速效钾用醋酸铵浸提 —火

焰光度法测定。

即使土地利用方式不发生变化 ,社会经济条件

的改变也会引起土地管理措施的改变 ,从而影响到

土壤性质 ,因此本研究以利用方式变化样点和相应

利用方式未变化样点土壤性质的对比来衡量土地利

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分析方法采用均值比较

方法 ,各组均值采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图 1 　土壤采样点分布图

Fig11 　Sampling sites distribution map

2 　结果与讨论

211 　不同变化方式下土壤性质的差异

21111 　土壤 pH 的差异 　　土壤 pH 不仅影响土壤

微生物的生长[19 ] 、肥料养分的转化及有效性[20 ] ,同

时还会影响重金属的存在形态[21 ] ,进而影响到生态

环境和食品安全。因此土壤 pH 值是土壤性质的重

要指标之一。

从整体上看 ,锡山市土壤 pH 值在 4122～7189

之间 , 多呈偏酸性 , 平均值为 5195 , 变异系数

11169 % ,但不同变化方式下有所差异 (表 1) 。旱地

变未利用地、水田变菜地和水田变林地三种变化方

式下土壤 pH小于 6 ,平均值分别仅有 5151、5168 和

5159 ,且差异不显著 ; 变异系数分别为 2148 %、

9179 %和 7183 %。水田变旱地和水田变未利用地两

种方式下 ,土壤 pH 相对较高 ,分别为 6144 和 6161 ,

变异系数分别为 5129 %和 13134 % ,两种变化方式

间差异也不显著。但水田变旱地与水田变未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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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变化方式与旱地变未利用地、水田变菜地和水

田变林地三种变化方式之间达到 1 %的差异显著性

水平。

21112 　土壤全量养分的差异 　　全量养分选择土

壤有机质、全氮、全磷三个指标。土壤有机质一直是

土壤学领域重点研究的对象[22 ] ,其在培肥地力、调

节土壤理化性质、提供作物养分、改善土壤结构及减

少环境负面影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3～25 ] ,其含

量高低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26 ] ,因此也是评价土

壤质量的重要指标[27 ] 。氮、磷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

成成分 ,参与或控制了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许多过

程 ,也是制约大多数农业和自然陆地生态系统初级

生产过程的元素之一[28～32 ] 。

五种变化方式下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17174～

29137 g kg - 1之间 ,具体表现为水田变旱地 > 水田变

菜地和水田变林地 > 旱地变未利用地和水田变未利

用地 (表 1) 。其中含量最高的水田变为旱地方式和

含量最低的旱地变为未利用地方式之间相差达

11163 g kg - 1 ,前者是后者的 1165 倍。水田变菜地

和水田变林地两种方式下有机质含量接近 ,分别为

23176 和 23188 g kg - 1。旱地变为未利用地和水田

变为未利用地两种方式下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17174

和 18104 g kg - 1 ,含量最低 ,其原因主要在于变为未

利用地后缺少了管理投入 ,当地相对湿热的气候条

件又有利于有机质的矿化分解所致。

表 1 　不同土地利用变化方式下土壤性质差异

Table 1 　Effects of changes in land use on soil properties

变化方式

Change types

统计特征值

Statistic index
pH

全量养分

Total nutrient (g kg - 1)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全氮

Total N

全磷

Total P

速效养分

Available nutrient (mg kg - 1)

速效氮

Available N

速效磷

Available P

速效钾

Available K

旱地变

未利用地

DCU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变异系数 CV( %)

5151 b(C) 17174 c (C) 1106 c (C) 0157 ab(A) 10213 b(B) 5123 b(A) 55142 b(A)

0114 2117 0111 0104 8124 0119 1191

2148 12124 10112 7113 8106 3161 3145

水田变菜地

PCV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变异系数 CV( %)

5168 b(BC) 23176 b(B) 1143 b(AB) 0178 a (A) 13816 a (A) 53111 a (A) 13717 ab(A)

0155 3165 0125 0130 21135 54172 13318

9179 15137 17132 37168 15141 103109 7121

水田变旱地

PCD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变异系数 CV( %)

6144 a (A) 29137 a (A) 1175 a (A) 0163 ab(A) 14116 a (A) 11132 ab(A) 78157 b(A)

0134 1183 0122 0106 18130 7140 12140

5129 6123 12139 9172 12192 65136 15179

水田变林地

PCF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变异系数 CV( %)

5159 b(BC) 23188 b(B) 1146 b(A) 0171 a (A) 14117 a (A) 52133 a (A) 23511 a (A)

0144 2121 0117 0125 22183 56160 24413

7183 9124 11138 34182 16111 10812 10319

水田变未利用地

PCU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变异系数 CV( %)

6161 a (A) 18104 c (C) 1108 c (C) 0162 ab(A) 99174 b(B) 24180 ab(A) 98191 ab(A)

0188 5155 0134 0118 29185 21190 45136

13134 30176 31111 28187 29193 88132 45186

　　注 :DCU 代表旱地变为未利用地 ,PCV 代表水田变为菜地 , PCD 代表水田变旱地 ,PCF 代表水田变为林地 ,PCU 代表水田变为未利用地。同

一列小写字母表示 5 %的差异显著性 ,括号内大写字母表示 1 %的差异显著性 Note :DCU represents change from dry land into unused land ;PCV from

paddy field into vegetable field ;PCD from paddy field into dry land ;PCF from paddy field into forest land ;PCU from paddy field into unused land.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and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 < 0105 and p < 0101 respectively

　　全氮含量在 1106～1175 g kg - 1之间 ,由于土壤

全氮和有机质含量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因此五种变

化方式下全氮含量差异情况与有机质类似 ,大小顺

序也表现为 :水田变旱地 > 水田变菜地和水田变林

地 > 旱地变未利用地和水田变未利用地 (表 1) 。全

磷含量在 0157～0178 g kg - 1之间 ,其中水田变菜地

和水田变林地两种方式下含量相对较高 ,分别为

0178 和 0171 g kg - 1 ,而水田变旱地、水田变未利用

地和旱地变未利用地三种方式下含量接近 ,分别为

0163、0162 和 0157 g kg - 1。整体看五种变化方式下

差异不明显 (表 1) 。

21113 　土壤速效养分的差异 　　土壤速效养分主

614　　 　土 　　壤 　　学 　　报 44 卷



要来自土壤有机质的矿化和施入土壤中肥料的速效

成分 ,这部分养分是作物养分的直接来源 ,其含量的

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和环境安全[33 ] 。

从速效氮看 ,含量在 99174～14117 mg kg - 1之间

(表 1) ,其中水田变菜地、水田变旱地和水田变林地

三种方式间差异不明显 ,其含量在 140 mg kg - 1左

右 ,远远高于旱地变未利用地和水田变未利用地两

种方式。速效磷含量在 5123～53111 mg kg - 1之间 ,

其中水田变菜地和水田变林地两种方式下含量最

高 ,分别达到 53140 和 52133 mg kg - 1 ,水田变旱地和

水田变未利用地含量次之 ,旱地变未利用地最低 ,仅

为 5123 mg kg - 1 ,高低相差近 10 倍 (表 1) 。速效钾

含量差异与速效磷含量差异相对一致 , 含量在

55142～23511 mg kg - 1之间 ,也以水田变菜地和水田

变林地两种方式下含量最高 ,旱地变未利用地最低

(表 1) 。综合速效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差异看 ,整

体上以水田变菜地、水田变旱地和水田变林地为高 ,

旱地变未利用地和水田变未利用地为低。速效养分

含量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其受农业生产管理措施影

响[32 ]的特性。水田变为菜地和旱地后仍为耕作土

壤 ,人工辅助投入使得速效养分含量较高。水田变

林地人工辅助投入虽然也有所降低 ,但枯枝落叶的

增加及有机质的矿化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工辅助

投入减少造成的影响 ,因此该变化方式下速效养分

含量也相对较高。

212 　土壤性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21211 　土壤 pH的响应 　　从不同土地利用变化方

式对土壤 pH 的影响看 ,其差异很大 (图 2a) 。其中

旱地和水田变为未利用地分别使土壤 pH 升高 0124

和 0174 ,升幅分别为 4155 %和 12161 %。水田变为

菜地、旱地和林地则使土壤向酸化发展 ,土壤 pH 分

别降低 0147、0178 和 0117 , 降幅分别为 7164 %、

10180 %和 2195 %。这反映了该区当由耕作土壤变

为非耕作土壤时 ,土壤 pH 会有所提高 ,但长期耕作

会使土壤向酸化方向发展 ,这可能与长期耕种肥料

的不平衡施用有关。

21212 　土壤全量养分的响应 　　不同变化方式对

土壤有机质的影响差异明显 (图 2b) 。旱地变为未

利用地、水田变为旱地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但

以水 田 变 为 旱 地 增 加 量 最 为 明 显 , 增 加 了

7158 g kg - 1 ,增幅达 34179 %。一般来讲 ,由于水田

中稻茬稻根较多且长期泡水通气不良使其不能充

分分解而使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14 ] ,改为旱地后

由于透气性较好而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矿化速度 ,

会使有机质减少。但本研究却发现水田变为旱地

后有机质有所增加 ,这可能与当地特殊的社会经

济环境有关。锡山市地处苏南地区 ,工业基础好 ,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经济条件

的提高 ,使作物秸秆作为燃料燃烧的机会降低而

大量被用于还田 ,从而使有机质得到提高。水田

变为菜地、林地和未利用地三种变化方式则不同

程度地降低土壤有机质含量 ,其降低幅度表现为

水田变未利用地 > 水田变菜地 > 水田变林地。水

田变为林地有机质减少量最少 ,这主要是因为变

为林地后枯枝落叶量增加可以部分抵消因人为辅

助投入减少对土壤有机质的影响。水田变为菜

地 ,虽然人为投入可能会增加 ,但菜地是一种土地

利用强度较高的利用方式 ,作物的利用、频繁的翻

耕使有机质矿化速度加快 ,因此也不易于有机质

的积累。水田变为未利用地后则由于缺少人为辅

助投入导致土壤有机质大幅度降低。

从全氮的变化看 ,除水田变旱地使土壤全氮含

量有所提高外 ,该区其他土地利用变化方式多不利

于全氮的积累 (图 2c) 。水田变旱地使土壤全氮含

量增加 0141 g kg - 1 ,增幅为 30160 %。由于土壤有机

质是土壤全氮的主要来源[34 ,35 ] ,因此全氮变化原因

与有机质类似。旱地和水田变为未利用地两种变化

方式分别使土壤全氮降低 0131 和 0111 g kg - 1 ,降幅

分别为 22163 %和 9124 %。该两种变化方式主要是

由耕作土壤变为非耕作土壤 ,因此全氮的减少和人

为辅助投入的减少有一定的关系。水田变林地和水

田变菜地两种方式对土壤全氮含量的影响很小 ,前

者使其提高了 0104 g kg - 1 ,增幅仅为 2182 % ,后者则

使其降低了 0108 g kg - 1 ,降幅为 5137 %。

从全磷的变化看 ,除了旱地变为未利用地使土

壤全磷有微小的降低外 ,其余四种变化方式均不同

程度地提高土壤全磷含量 (图 2c) 。其中水田变菜

地和水田变林地对土壤全磷的影响程度接近 ,使全

磷含量增加值在 0123 g kg - 1 左右 , 增幅分别为

41182 %和 47192 %。水田变旱地和水田变未利用地

则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全磷含量增加值分别为 0108

和 0109 g kg - 1 ,增幅分别为 14155 %和 16198 %。这

种变化及其差异与肥料投入和磷在土壤中容易被固

定不无关系。

21213 　土壤速效养分的响应 　　土壤速效养分受

农业管理措施的影响最大 ,这也可以从不同变化方

式下速效养分变化的差异情况反映出来 (图 2d) 。

旱地和水田变为未利用地分别使土壤速效氮含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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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2138 和 7162 mg kg - 1 , 降幅分别为 2127 %和

7110 %。原因主要在于两种变化方式使得土壤由耕

作土壤变为非耕作土壤 ,人为辅助投入减少所致。

水田变为菜地、旱地和林地后使土壤速效氮含量增

加 ,增加量分别为 11161、34151 和 18126 mg kg - 1 ,增

幅分别为 9123 %、32122 %和 14180 %。其中水田变

为菜地和旱地后仍属于耕作土壤 ,一方面由于受经

济效益驱使 ,人为辅助投入增加 ,秸秆还田率增加 ,

另一方面利用方式变化后 ,使土壤微环境由比较湿

润变为相对干燥 ,土壤的淋溶作用变弱 ,因此速效氮

含量得到提高。水田变为林地虽然也由耕作土壤变

为非耕作土壤 ,人为辅助投入减少 ,但由于变化后没

有作物的收获转移输出 ,同时枯枝落叶的分解矿化

使得土壤速效氮含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从对速效磷的影响看 ,除水田变为未利用地使

速效磷含量增加而与速效氮变化不同外 ,其余变化

趋势与速效氮相似 ,变化原因也类似。其中旱地变

为未利用地速效磷含量降低 3170 mg kg - 1 ,降幅为

41143 %。其余几种变化方式都使速效磷含量有所

增加 ,增加顺序为水田变菜地 > 水田变林地 > 水田

变未利用地 > 水田变旱地。

图 2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Fig12 　Effects of changes in land use on soil properties

　　速效钾含量在五种变化方式下都有所增加 ,增

加量表现为水田变林地 > 水田变菜地 > 水田变旱地

> 水田变未利用地 > 旱地变未利用地 ,增加值分别

为 16014、77144、32128、27159 和 8175 mg kg- 1。水田

改为其他利用方式后由于土壤微环境变得相对干

燥 ,透气性增加 ,因此有利于土壤含钾矿物的风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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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土壤速效钾含量。旱地变为未利用地速效钾含

量有小幅度增加 ,这可能与速效钾随作物收获而转

移输出量减少有一定关系。五种变化方式中 ,水田

变林地后一方面减少了因淋溶作用和水土流失损失

量 ,另一方面 ,速效钾不但不随作物收获而转移输

出 ,每年还会随大量的枯枝落叶返还土壤 ,因此该变

化方式下土壤速效钾含量增加量远高于其他变化方

式。水田变为菜地和旱地后由于仍为耕作土壤 ,钾

肥的施用使速效钾含量增加幅度高于水田和旱地变

为未利用地两种方式。

3 　结　论

本文通过选择锡山市为研究对象 ,初步分析了

该区旱地变未利用地、水田变菜地、水田变旱地、水

田变林地和水田变未利用地等五种土地利用变化方

式对土壤性质的影响。从研究结果看 ,土地利用变

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错综复杂 ,不同变化方式对不

同指标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是不同的 ,其主要结

论如下 :

1) 本区土壤多呈偏酸性 ,由旱地和水田变为未

利用地即由耕作土壤变为非耕作土壤会使 pH 有所

升高 ,但由水田变为菜地、旱地和林地会使土壤向酸

化方向发展 ,这与长期耕种肥料的不平衡施用不无

关系。因此在今后应注意肥料的平衡施用 ,以避免

土壤的进一步酸化。

2)土地利用变化对全量养分的影响较为复杂。

由水田变为未利用地、菜地和林地不利于有机质的

积累 ,三种变化方式使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 ,但水田

变旱地和旱地变未利用地则使土壤有机质有所提

高 ;旱地变未利用地、水田变菜地和未利用地会使全

氮含量降低 ,但水田变为旱地和林地则会使全氮含

量得到提高 ;从对全磷的影响看 ,除旱地变为未利用

地会使全磷有微小降低外 ,其余变化方式都使全磷

含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3) 从对速效养分的影响看 ,除旱地变为未利用

地使速效氮和速效磷降低以及水田变为未利用地使

速效氮降低外 ,总体来看 ,五种变化方式会使土壤速

效养分含量增加。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对实现土

壤 (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土壤

性质除了受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外 ,还会受到自然

因素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多是通

过两个不同时点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变化前后土壤性

质的对比来反映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笔者认为该方法不能将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

(如经济条件的改善导致投入能力的改变)对土壤性

质的影响区分开来。本研究通过同一时点土地利用

方式变化样点与未变化样点 (对照样点)土壤性质的

对比来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是一

个有益的尝试 ,但对照样点的选取是影响研究结果

的关键。今后对该方面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 ,从

而深入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机理 ,

以为土壤 (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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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OF SOIL PROPERTIES TO CHANGE IN LAND USE IN A TYPICAL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 CASE STUDY OF XISH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Han Shucheng1 　Pu Lijie1 ,2 　Chen Feng1 　Zhang Caiyun1 　Zhang Jian1 　Peng Buzhuo1

(1 Department of Land Resources and Tourism Sciences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Land Use ,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 Beijing 　100035 , China)

Abstract 　Xishan City ,a typical area of the Yangtz River Delta ,was selected as a case for study of responses of 7 soil fer2
tility indices ,such as soil pH ,organic matter (OM) ,total nitrogen (TN) ,total phosphorus (TP) ,available nitrogen (AN) ,avail2
able phosphorus (AP)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AK) ,to changes in land use ,i . e. from dry2land to unused land (DCU) ,from

paddy field to vegetable field (PCV) ,from paddy field to dry2land (PCD) ,from paddy field to forest land (PCF) ,and from paddy

field to unused land (PCU)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sults show that changes in land use did significantly affect soil properties

to a varying degree. 1) PCV ,PCD and PCF led to decrease in soil pH by 0147 ,0178 and 0117 ,respectively ,while DCU and PCU

to increase by 0124 and 0174 ,respectively ;2) PCU ,PCV and PCF led to decrease in content of OM by 3183 ,3118 and 0135

g kg - 1 ,respectively ,while PCD and DCU to increase by 7158 and1107 g kg - 1respectively ;3) DCU ,PCV and PCU led to de2
crease in content of TN by 0131 ,0108 and 0111 g kg- 1 ,while PCD and PCF to increase by 0141and 0104 g kg- 1 ,respectively ;

4) DCU led to decrease in content of TP slightly by 0101 g kg - 1 ,while PCV ,PCD ,PCF and PCU to increase by 0123 ,0108 ,

0123 and 0109 g kg - 1 ,respectively ;5) DCU and PCU led to decrease in content of AN by 2138 and 7162 mg kg- 1 ,while PCV ,

PCD and PCF to increase by 11161 ,34151 and 18126 mg kg- 1 ,respectively ;6) DCU led to decrease in content of AP by 3170

mg kg - 1 ,while PCV ,PCD , PCF and PCU to increase by 45116 ,7154 , 40155 and 10194 mg kg- 1 ,respectively ;and 7) DCU ,

PCV ,PCD ,PCF and PCU led to increase in content of AK by 8175 ,77144 ,32128 ,16014 and 27159 mg kg- 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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