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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地
,

养分消长

黄土高原由于历史上森林砍伐过度
,

植被破坏严重
,

水土长期流失
,

导致当前农业

生产干旱加剧
、

地力减退
、

水土流失严重
。

要从根本上使这一地区水
、

肥状况有所改

善
,

就必须对传统耕作模式进行改革【么’]
,

建立一套适应于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新耕作模

式12]
.

为此
,

我们开展了玉米整秸覆盖免耕条件下黄土高原旱地养分消长积累及增产效

应的研究
。

1 试验方法

试验于 19男)一 199 2 年先后在典型的黄土旱地 上进行
,

设 4 项处理 : 1
.

传统耕作(简称传耕); 2
·

免耕 ; 3. 免耕十 整秸覆盖(简称覆盖) ; 4
·

对照(试验前)
.

供试作物为春玉米
.

试验地养分状况
,

见

表 l
。

收稿 日期
: l叨5 一能一 21 ;

收到修改稿日期
: l惭

一 03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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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地养分状况(O一 2仪 m )

地点 土壤类型 有机质

(g / k g )

碱解氮

(m g / k g )

速效磷

(m g / kg )

速效钾

(m g 2k g )

缓效钾

(m g / kgl

阳离子交换量

(e m o l(t) kg)

苏家庄

新富村

樊王村

千家峰

石灰性褐土

石灰性褐土

褐土性土

石灰性褐土

792
.

5 11
.

5 5

义巧
.

3 一

J
络,‘l409547

1的
.

1 仪幻
.

9

13
.

16

1 1
.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土壤有机质的消长及培肥效应

据报道
,

每亩覆盖 300 kg 秸秆
,

相当于增加 2 9 / kg 的有机质【’
,

4 1
。

我们测定
,

覆盖

三年后 的土壤耕层(0 一 20C m )有机质含量
,

太原 千家峰由试前的 17
.

79 / kg 提高到

20
·

8g / kg
,

比试验前增加 3
.

19 / kg
;
榆次苏家庄由试前的 13. 99 / kg 提高为 14

.

99 / kg,

增加了 lg / k g(图 1)
;
而传耕处理则较试前含量降低 lg / kg

,

而且随年限推移下 降更

多
。

有机质在土体剖面垂直分布
,

则不同处理由上而下均呈逐渐递减之势(图 2)
。

免耕

与传耕处理 10C m 以 上含量相差不多
,

覆盖处理则不同层次差别明显
,

而且各层含量均

明显高于传耕与免耕
,

培肥土壤功效明显
。

免耕则除下层(20 一 40C m )有机质含量高于

传耕外
,

均低于后者
。

亦即一旦覆盖与免耕分离
,

则免耕即不能提高有机质的含量
。

�切芝切�妈澎像

�加芝如�唱移仲

8 9年 9 0 年收后 9 2 年收后

图 1 土壤耕层( 0 一 2浇m )有机质变化

比较(苏家庄)

覆盖

图 2

免耕 传耕

不同处理 0 一 《兄m 土层有机质

含量 ( 199 3 年千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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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土壤氮素消长积累情况

据榆次苏家庄取样测定
,

试验三年(92 年)后
,

土壤全氮含量覆盖免耕为 0
.

7 729 / kg
,

高于传耕 0. 0 349 / kg
,

高于免耕 0
.

1549 / kg
。

覆盖免耕较传耕氮素虽有一定的积累
,

但

差异过小 培肥效果尚难定论
。

又据太原千家峰测定
,

试验三年后
,

覆盖免耕全氮含量

0
.

969 / kg
,

较传统耕作和免耕全氮含量分别增加 0. 0 39 / kg 和 0. 239 / k g
。

趋势与苏家庄

一致
。

覆盖免耕处理各土层全氮含量依次为
:
任一 sc m > 10一 20C m >

卜 10C m > 20
eeee 4优m

。

而其它处理则 10 一 20C m 高于表层
。

20C m 以上 土层全氮含量则覆盖免耕 > 传统耕作
> 免耕

。

耕层(0一 20C m )全氮含量明显提高
,

具有培肥效应
。

至于 5一 10C m 土层全

氮含量低于其上下层
,

可能是因根系较密集
,

吸收养分较多所致
。

2
.

3 土壤速效磷的消长及培肥效应

在榆次苏家庄试验当年与第三年玉米收获后取土测定
,

在每年施用磷肥的情况下
,

土壤耕层(0 一 20C m )速效磷与对照土样(试前)相比
,

传统耕作当年提高 6
.

73m g / k g,

第三年提高 3
.

37m g / kg
,

每年平均提高 L 12 m g / kg
,

具有明显的培肥效应(表 2)
。

覆盖

免耕速效磷 当年下降 2. 36 m g / kg
,

第三年有所 回升
,

但 仍低于 试前速效磷含量

0. 25 m g / k g
,

平均每年下降 0. O83 m g / k g
。

免耕处理则较试前锐减
,

虽然随免耕年限延

长
,

速效磷含量有所回升
,

但增加有限
,

短期内难以超出试前水平
。

太原千家峰试验第

四年收获时取样测定结果
,

亦有类似趋势(表 2)
。

表明黄土高原旱地土壤覆盖免耕或免耕

后
,

土壤速效磷与试前或传统耕作比
,

均呈下降或锐减
。

也就是土壤速效磷分解速率均大于

积累
。

就培肥效应而言
,

短期内(本试验为 4 年)为负值
。

这一现象有悖于通常已见报

道 [’I
,

尚待进一步验证
。

表 2 不同处理土壤速效磷的变化(m g / k g)

试验地点

榆次苏

家庄

样本采集时间

对照

19叭)年 J三米收后

1卯2年 玉米收后

1卯3 年五米收前

传耕 免耕 覆盖免耕

4
.

4 7

1 1
.

加

7
.

84

痕迹

1
.

69

4 4 7

2
.

11

4
.

22

太原千

家峰

对照

19 明〕年玉米收后

1卯2 年玉米收后

l卯3 年玉米收前

土壤速效磷在土体的变动(图 3)
,

除覆盖免耕处理由上而下呈逐层递减之势外
,

其

它两个处理速效磷含量表层均低于 5 一 10C m 土层
,

免耕处理甚至低于 10 一 20C m 土

层
。

其原因是因每年秸秆覆盖
,

耕层又不经翻动
,

因此速效磷发生表面富集
,

由下而上递

增
。

免耕土层虽不翻动
,

但地面无覆盖
,

无磷素来源
,

而施人磷又多施在 5 一 10C 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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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为穴施 )
,

因此含磷量表层低于 下层
。

而传耕 由于 土 层年年翻动
,

因此

5一 10C m 土层速效磷稍高于表层
。

2
.

4 土壤速效钾的消长及培肥效应

据榆次苏家庄取样测定
,

试验当年各处理耕层速效钾含量均高于试前对照土样
,

培

肥效应显著(图 4)
。

速效钾含量的增加为覆盖免耕处理 > 免耕处理 > 传耕
。

试验第三

年测定
,

除覆盖免耕处理外
,

其它两处理速效钾含量均低于试前对照土样
。

而且所有处

理速效钾含量均低于试验当年水平
。

这主要是因为地面秸秆经两年的风吹畜踏后丢失较

多
,

覆盖减少
,

加之作物本身吸收较多之故
。

但覆盖免耕处理速效钾含量仍较试前土样

增加达 40 m g / k g
,

仍有培肥效果(图 4)
。

300250200

00
�廿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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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助日�歌级侧

35302520巧1050

�比芝切已�誉梢瑕

覆盖 免耕 传耕 8 9 年 9 0 年收后 92 年收后

图 3 不同处理 0一 书无m 土层速效

磷含量 ( 199 3 年千家峰)

图 4 土壤耕层 ( 0 一 2 (k m )速效钾变化

比较 (苏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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